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书生急
夏日连阴雨
老宅修葺急
难为砌砖瓦
纸上笔谈齐

花香浓
曲径野花多
山蜂好快活
凑前闻两朵
香粉染衣帛

闹蚊虫
蚊虫追夏至
手舞足蹈拍
谁借扇子走
速速还回来

换口味
天热懒吃饭
果蔬代餐厌
瞅见大蒜新
做碗炸酱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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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很忙， 尤其是当新闻部主任
那几年 。 那时安排采访 ， 审稿审节
目， 加上会议多， 电话多， 应酬多，
总有忙不完的事。 有时连续加班， 烦
了， 便开玩笑： “常踮起脚朝退休那
个方向打量。”

好在始终忙而不乱， 还可以忙里
偷闲。 再忙， 只要不拖拉， 不上火，
总 能 见 缝 插 针 ， 从 忙 中 “偷 ” 出
“闲” 来。 有时三下五除二把活干完，
还会有无所事事的感觉。 看见别人没
多少事却忙成焦头烂额的样子， 自己
却有时间读书品茗， 显得悠哉游哉，
不禁暗暗得意。 那种难得的闲， 便是
忙中的 “闲”。

退休了， 一觉能把天睡亮， 一觉
还能把天睡黑， 成了个地地道道的闲
人。 便想， 从今往后自由了， 无拘无
束， 天高任鸟飞了。 过去忙中偷闲，
那偷来的闲毕竟缺乏与之配套的闲情
逸致。 闲则闲也， 惜乎无 “悠”。 如
今的闲， 是组织安排的、 彻头彻尾的
闲。 “老子明天不上班， 衣服裤子随
便穿 ” 算什么 ， 如今咱是天天不上
班， 天天都 “随便”。

然而好景不长， 不到一个月， 就
悠闲得没滋没味 、 随便得磨皮擦痒
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 空虚， 烦躁，
血压升高， 消化不良———各种毛病纷
纷欺上门来。

朋友老汪说起他退休的日常生
活： 早上起床， 洗漱后出去转一圈，
然后回家吃饭。 饭后看看电视， 然后
吃饭。 饭后睡会儿觉出去转一圈， 然
后回家吃饭。 然后看电视， 睡觉。 频
频出现的词汇是 “吃饭”， 加上没有
早、 午、 晚的区别， 敢情这位仁兄的
从早到晚就是吃饭了。 如果在尚未解
决温饱的年代 ， 碰到可以如此随便
“吃饭” 的人， 你肯定会羡慕乃至于
肃然起敬的。 如今吃饭已经不算一回
事了， “吃饭” 却成了他生活的主旋
律， 就觉得很好笑。 把这番话说给老
伴听， 老伴也乐不可支。 笑过之后，
又把我的日常生活浓缩了一下： 早上
起床洗漱后做简单的肢体运动， 然后
吃早饭。 饭后看书， 然后吃午饭。 饭
后稍事休息便去游泳， 然后差不多又
应该吃晚饭了 。 这不是半斤对八两
么？ 我笑不出来了。 人闲成这样， 且

不要说毛病越来越多， 活一年跟活一
天有区别吗？

当务之急， 是赶紧忙起来。
先学习买菜做饭，接着去合唱，骑

游，健走，朗诵，加上原来的游泳和读
书，一来二去，竟忙得不可开交 。 再
后来，又学习在电脑上写文章。初习打
字，难免磕磕绊绊，有时为一个字就得
折腾半天。 如此“写”法，极富操作感，
那兴趣也就格外浓厚。 “写”得兴起，连
饭都不想吃了， 由得老伴在一旁再三
再四地催促。把写好的文章存入文集，
关闭电脑，兀自意犹未尽，叹道：同样
是忙，怎么就忙得如此欢天喜地，且这
般有成就感呢？ 这种忙，可谓之闲忙。

闲与忙是相对的。 忙的时候， 要
有闲心， 要学会从中找到乐趣。 焦头
烂额的忙， 不仅效率低下， 而且影响
身心健康。 对闲人而言， 就是要适度
加压 ， 让自己重新忙起来 。 闲中的
“忙” 自有另一番境界。 那是在为自
己忙， 是没有功利的忙， 是开开心心
的忙。 这一忙， 怪了， 忙出了返老还
童的模样。

退休了，得学会忙，千万别闲着。

□魏治祥

忙中的“闲”和 闲中的“忙”

婆婆是个“护花使者” □刘德凤

领导安排我出远差 ， 我最担心
的 ， 是我养的那些花花草草没人打
理。 楼上楼下， 室内室外， 这几年被
我整成了小花园 ， 加起来有上百盆
花。 我将这个疑虑跟婆婆说了， 婆婆
拍了拍胸脯， 大声地回我： “交给我
吧， 你安心出差， 放心， 我会是个很
好的 ‘护花使者’ 的。”

半个月后回到家， 看到一盆盆的
花花草草们， 都长得郁郁葱葱， 我的
心情好极了， 忍不住哼起了歌。 婆婆
打断我， 一脸的得意： “在你出差的
这些天里， 所有的花儿我都帮你浇了
水， 施了肥。 我都快成养花高手了。”
公公也在一旁附和着说： “她呀， 一

整天就惦记着你的这些花 ， 提个水
桶， 楼上楼下跑个不停。”

被婆婆这样重视， 我有些意外，
公公和婆婆开了一家小店， 生意也是
极忙。 一天忙到晚后， 身体也是极其
疲惫， 还管理我的那些花， 肯定很辛
苦。 我不由得对婆婆敬重了几分。

怀着愉快的心情， 来到婆婆的菜
园， 看玫瑰花苗的生长情况， 因为栽
在土里， 营养水分各方面吸收不错，
玫瑰长势不错。 刚好隔壁有个老太，
在她的菜园里栽菜， 我不由得跟她打
了个招呼， 老人热情地过来参观我家
的菜园 ， 赞不绝口 ， 说地整理得平
整， 菜苗管理得好。 然后， 她扯了扯

那株月季 ， 说 ： “种这个有什么用
呀， 占地方， 要挖掉！” 又指着那几
株玫瑰说： “这个也要挖掉。 一点用
也没有。”

那株月季，长得有一人多高了，枝
条上结满了花苞。 那可是我最喜欢的
花呀，都栽了五六年了。 确实，月季占
了不少的地方， 婆婆因此要少栽很多
菜，但她从来没有抱怨过。 相反，这株
月季是婆婆帮我从她的朋友那要来
的，当时她问我种什么地方好，我说种
土里可能好养活些， 婆婆立马就拿了
锄头，帮我在她的菜园里栽了下来。

婆婆的这块菜园， 被我栽上了很
多花卉和果树 。 有蓝莓 、 葡萄 、 草

莓、 薄荷， 一些不太好养的花卉， 也
被我一棵一棵挪到菜园里。 婆婆对此
并不厌烦， 还细心地呵护它们， 常给
它们浇水 ， 施肥 。 婆婆很支持我种
花， 上次我无意中说了句， 煤渣种多
肉很不错， 哪知道婆婆第二天晚上，
帮我背了两大袋煤渣回来。 还说， 要
多少， 有多少。

前几日，和妹妹讨论种花。 她突然
失望地说：“我那些花呀， 准备转移到
妈那儿去了， 我在我婆婆菜园栽的那
些花，她不喜欢，说我占了她的地方，
全给我拔掉了。 ”想想我家有个“护花
使者”，我突然间觉得，这一辈子遇见
她老人家，真是我最大的运气。

白露时节

□胡巨勇

（外一首）

无关花事， 无关风月
黄叶把旅程交给西风
悲壮的回归中
道出了与生活妥协的禅悟
露珠在草叶上抒情
晶莹的颂词
点缀着田野的素笺

日子的体温越来越凉
秋虫的呢哝
打湿季节的脉络
与云朵一起漫下来的
是蝉声的隐退
有虚实相应的雁鸣跌落
烫伤了游子的背影
在秋天静美的时光里
并不意味着都是收获
有时不是送别
就是召唤

@�老屋

没有了炊烟的搀扶
老屋越发孤独了
没有了鸡鸣犬吠的偎依
老屋越发沧桑了

几滴鸟鸣渗入
拉大了寂寥中的空荡
木格窗残破， 门框已缺损
豁了口的光阴
呈现着忧伤的表情
蒿草蒺藜
见缝插针地侵占着领地
此时的我只是过客
井台石还在， 它的沉默
具有象征意义

坚守这么多年， 老屋
没有坍塌。 就像
我内心漂泊的乡愁
支撑起最后还乡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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