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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芸苓

最近刷短视频，看了几段婆媳
相处不和影响夫妻感情的故事，好
像大家都对婆婆有微词。我和婆婆
多年相处融洽，沟通无障碍，对短视
频里的婆媳矛盾不敢苟同。公婆晚
年和我们住在一起，一家人也是相
互体谅，留下许多温暖的回忆。或
许，是我有福气，遇到了一位好婆
婆。下面我就讲讲我和婆婆相处的
那些温暖细节，希望天下的婆媳都
能和睦相处，幸福吉祥。

大红色的织锦缎棉袄

再过几天就是春节了，又是一
个龙年。我是属龙的，龙年是我的
本命年，在爱人的提醒下，我在网上
给自己买了一件红色的毛衣。在淘
宝下单的时候，我的眼前闪出了婆
婆的影子，心中莫名酸涩。婆婆在
世时，每到我的本命年，她都要送给
我一件红色的礼物，有时候是一双
红袜子，有时是一件红毛衣，令我印
象深刻的是一件织锦缎的红棉袄。

我怀孕那年的正月里，婆婆早
早地张罗着年货，说龙年我们家要
添人口了，一定要好好过个年。

公婆都是思想很传统的人，我
的公公对传统文化还有些研究，所
以整个家庭对传统的年节比较重
视。

一天，婆婆满脸喜气地回到家，
从包里拿出一块大红色的织锦缎面
料。她说：“我家孙子要生在龙年
了，我们家就有两个属龙的，我特意
买了一块大红色的织锦缎料子，给
你做个红棉袄，过年穿着喜气。”

20 世纪 80 年代，自己买布料
做衣服都是寻常事。看到婆婆手
里闪着光的大红色织锦缎，喜庆里
带着些奢华，我不敢想象我穿上是
一种怎样的景象。

因为我个头较高，又在媒体工
作，平常穿衣服多是素气的黑白
灰，以职业装和单色的连衣裙为
主，很少穿这样鲜亮的衣服。

我忍住笑说：“妈，看您这样
子，是非要把我打扮成地道的运城
媳妇啊！”

婆婆说：“运城媳妇咋了，本命
年必须穿红色，大红色最吉利，更何
况你马上就要当妈了，今年一定要
穿得喜庆些。你平时穿得太素了，
年轻人还是穿得靓丽些好……”

看我不乐意，婆婆开始了她的
絮叨程序，我赶紧投降说：“好吧，
妈，就听您的，您是咱家老大……”

婆婆是个急性子，马上带着我
去了二郎庙附近的一个裁缝铺。

大年初一，婆婆亲自招呼我穿
上了那件大红色的织锦缎棉袄。
我站在穿衣镜前，看到镜子里那个
胖胖的女子，穿着喜庆的大红色棉
袄，把我因怀孕略显苍白的脸衬得
红红的，看着气色好了许多，虽然
自认为的确有些土气，但我忍着没
说。因为是量身定做，做得比较肥
大，把我的大肚子遮挡了不少，比
我想象中好些。

我说：“妈，衣服还挺合身的。”
婆婆站在旁边说：“量身定做

的，必须合身，都是老裁缝。还是

红棉袄好看，把我儿媳妇的脸色衬
得可好了，就这样正月十五前不要
换下，就这样穿，多喜庆啊！”

我随着她的话说：“好的，就听
您的，咱就图个喜气！”

婆婆说：“这样就对了，以后多
给你做几件，其他颜色的织锦缎也
可好看了……”看着婆婆兴奋的样
子，我一时无语。

龙年三月我生下了儿子，婆婆
可高兴了。她怕我奶不好，饿着她
孙子，在我的饮食上可下了功夫，
又是鸡汤又是鱼汤，荷包鸡蛋跟不
要钱一样，每天好几个。满月出
来，在婆婆的努力下，我的体重飙
升了 20 多斤，从怀孕前的苗条淑
女变成了如今的大胖媳妇。

这下好了，之前的衣服都没法
穿了，只好经常穿那件大红色的织
锦缎棉袄。因为孩子小，我的注意
力也不在穿衣上了。天气暖和了，
婆婆借着东风又给我做了几件衣
服，粉红色的乔其纱长袖上衣、宝
蓝色的真丝连衣裙……

一天，偶然翻看当时的照片，
胖胖的我怀里抱着个小小的孩子，
身上穿着那鲜亮的衣服。照片里
的婆婆和我几乎一个表情，都是笑
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给人一种喜
庆洋溢的感觉。

小厨房里所有实用的家当

孩子大了点，要上幼儿园，我
们就想自己在家做饭。知道我想
自己做饭，婆婆开始行动了，跑了
几趟杂货铺，终于买齐了所有的厨
房用品。

一天，婆婆打电话让我回去一
趟，我以为她又包了包子，欢喜地
回到了家里。见到我，婆婆拿出一
个大包，把里面的东西一样样介绍
给我：“开火做饭，得有家当，我基
本帮你们买齐了，你看还需要啥，
再添置就行……”

我一细看，锅碗瓢盆、筷子、油
壶、案板、菜刀、擀面杖、笊篱应有
尽有，就连包饺子用的竹箅子也有
两个，我心里莫名地有些感动。我
暗下决心，为了不辜负婆婆的一番
心意，我也得尽快启动“家庭煮妇”
的模式了，谁知这一启动几十年就
过去了。

婆婆那时还上班，但她忙里偷
闲经常做各种美食和小菜让爱人

过去拿。春天的白蒿拌面菜、夏天
的腌咸黄瓜干、秋天的油炸咸茄
子、冬天的自制辣子酱，一年四季
不间断。

婆婆是个单纯善良的人，虽然
有时候有点啰嗦，脾气有点急，但
她的心一直都在儿孙身上。工作
时她是个资深的化验师，退休后她
喜欢旅行、跳舞，虽然后来也得了
高血压等老年病，但她总是乐观地
面对生活。

我爱人上面三个姐姐，他是家
里最小的，姊妹几个都很善良也孝
顺，一家人相处和睦。

婆婆晚年经常说的一句话：
“我的孩子，哪个我都心疼……”

我故意说：“那我呢？”
婆婆认真地说：“当然一样心

疼，你是我们黄家的媳妇，我就一
个儿、一个儿媳、一个孙子，哪个都
心疼，哪个都爱见！”

后来，我们换了个大点的房
子，公婆年龄也大了，我们就把公
婆接到了家里一起住。

开始那几年，公婆身体还好，
公公买菜、婆婆做饭，我和爱人也
享了几年福。后来的十多年，他们
慢慢老了，我就成了做饭的主力。
婆婆是个勤快人，上了年纪后她的
行动慢了，但她闲不住，我做饭时
她会帮我剥葱、捣蒜，做点力所能
及的事。

后来，她的身体每况愈下，我就不
让她参与了。每次我做饭，婆婆依然
会坐在餐桌前陪我说话。那时，她经
常讲起一些童年的经历，那些故事她
重复讲了无数遍，但她每次讲，我都
会耐心倾听，不忍心打断。婆婆说：

“有一年麦收时，我爸带着人去割麦
子，我妈在家里炸了油饼、拌了蒜菜，
熬的绿豆米汤，让我去地里给我爸送
饭。那时我十多岁，路上不小心绊
倒，盛汤的瓷罐碎了，米汤洒了一
地。爸爸生气地说，能干个啥！”这个
故事，我印象最深……

婆婆去世后，我非常伤心，几
十年的相处我们已情同母女。那
段时间，我心里空落落的，做饭的
时候，我会不由得回头看向餐桌，
好像她老人家依然坐在那里静静
地陪着我……

我想，今生我们能成为婆媳，
那是怎样深的缘分。如今，婆婆虽
已去世多年，但我们三十多年共同
生活的那些温暖细节，一直保留在
我的心里。

和婆婆相处的那些温暖细节
用料：
鸡胸肉、花生米、蒜、姜、葱、干红辣椒、花椒、油、

糖、酱油、淀粉、盐
步骤：
1.锅中倒入适量油，油凉的时候将花生倒入油中，

中火加热，用漏勺不断翻动花生米，使其受热均匀。
2.花生变色后捞起，沥干油，洒上少量盐和糖，晾

凉。
3.将鸡肉平铺在案板上，用刀背拍松，再用刀刃在

鸡肉上轻切十字花刀。
4.将鸡肉切成2厘米左右的肉丁，放入碗中，加入

酱油、淀粉、油拌匀。将干红辣椒剪成2厘米长的段，
去籽。

5.将所有调料调成芡汁待用，葱去老叶根须洗净
切成1厘米长的段，蒜去皮洗净切片。

6.炒锅用旺火烧热，倒入适量油，放入干红辣椒段
和花椒，炒成棕红色。

7. 放入鸡丁炒散，加入蒜片、姜片、葱段，炒出香
味，加入芡汁炒匀。最后加入炒香的花生米炒匀即可。

（本报综合）

宫保鸡丁

□柠檬

恋爱中，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看到另一半和异
性朋友打电话笑声不断，心里就烦；恋人当着你的面夸
奖其他异性，你怒火中烧。这些表现说明：你吃醋了。

爱情具有排他性，当恋爱中出现第三人，你就会感
到不安，第一时间维护自己的利益，守护自己的爱情。
于是，你要求伴侣和第三人断绝来往，或者警告第三人
不要靠近你的恋人。

爱情中，吃点儿小醋，能让双方更好地感知对方的
爱意，让感情升温。但吃醋过头，会让对方感到受控
制，相处疲惫，影响恋爱关系。爱，本该是自由的。双
方既相互依赖，又有彼此独立的空间，有“呼吸感”的爱
情，双方相处才舒适，关系也会更长久。

你可以先行一步，做些改变：
1.停止责怪 恋爱关系中：一方吃醋后，往往会责

怪对方，另一方开始争辩，双方陷入争吵，矛盾升级。
要想打破这种状态，就需要控诉的一方停止责怪，双方
都冷静下来。

2.坦诚沟通 双方坦诚交流彼此的感受和担忧。
通过沟通，增加理解和信任，减少误解和猜忌。比如：
当你吃醋时，要主动向对方说明你吃醋的原因，表达你
的心理感受，同时也要耐心倾听他的感受，共同探讨如
何解决问题。

3.保留各自的空间 两个人在一起，既可相互依
赖，也要相互独立。双方要保留各自的空间，不要将对
方的生活和社交圈子，完全囊括在自己的控制之下。
因为除了爱情，每个人还需要其他的情感，而这些可能
是恋人给不了的。

4.自我成长 有些人喜欢吃醋，是因为自己所有
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恋人身上。因此，你可以抽出一
部分时间放在自己身上。比如，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发
展自己的事业，将重心放在自己身上，这会大大减少对
对方的不必要关注和嫉妒情绪。

（《中国妇女报》）

还在用吃醋表达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