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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成民

天上银河，牛郎织女，两两相
望，唯有鹊桥一相会。今夕“鹊桥”，

“嫦娥”奔月，天地之间，任遨游。
我有幸生活在这个新时代，赶

上了好时候。我和爱人虽说也是分
隔两地，却是可以天天相见，虽天涯
咫尺，仍幸福满满。

这都得益于咱们国家互联网的
高速发展，现在可是“一机在手，走
遍天下也不怕”！以前要想说说话、
聊聊天，还得坐在电脑前，打开摄像
头，戴个耳机。现在，真是太方便了，
打开手机，直接微信视频聊天，马上
就能见面说话，而且还是同步的，举
手投足，谈笑风生，见人如面。

一
我们俩的聊天分中午、下午和晚

上三个时段，有点像革命电影里的定
时发电报。我们有约定的时间，到点
就开机；我们有聊天的时长，一般聊
十五分钟左右，如果有新话题，可以
延长到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我
们有固定和不固定的内容，打过招呼
后，就开始进入聊天正题。

我有一同学，他与爱人也是分
隔两地，平时大家各忙各的，有时一
个月也不联系，有事就打个电话，觉
得没啥好聊的。他对我和爱人的相
处模式很好奇，满脸疑惑和不解：

“你们俩天天聊啥呢？有啥可聊的？”
我笑笑说：“啥都聊，天天聊，每天就
是闲聊。”他还是不信，觉得我有些
夸大，其实，我说的是真的。

中午吃完饭，十二点半，准时开
机，叮叮当当的铃声响起，“哈喽，吃
完了没？吃的啥？”每天见面第一句
话，就是先问一下吃的是啥，是不是
觉得好奇怪哦？现在都啥年月了，还
是那句问候语吗？太落伍了吧？其实
不然，这是我们俩的习惯，要是不问
一下，反而觉得有些不自然。

民以食为天，先是各自汇报一
下吃的啥，家里炸酱面、单位烩菜，
饺子对大盘鸡、酸白菜对刀削面。有
时侯，竟然是包子对包子。这时，我
俩会心一笑：“吃得不错，开心就
好！”

二
下午六点半，每天的第二次聊

天准时开始，同样的话语再说一遍，
就开始进入聊天状态，下午的主角
一般是爱人。主要聊生活的趣事和
自己的收获，分享快乐。

她说下午做了土司面包，烤得
还可以，金黄金黄的，味道也不错，
美中不足的是面包鼓得有点高，顶
部有点烤焦，还得再琢磨琢磨，看看
问题出在哪里，下次争取不再出现
这个问题。

一段时间里，她每天下午都忙
忙碌碌的，就是在专门研究做面包、
做蛋糕。为此，她还专门网购了厨师
机、模具、小台称、量具、封口机、专
用包装袋及各种原料，坛坛罐罐、瓶
瓶盒盒摆满了柜子。

做面包的材料都要精确计量，
搞得像做试验一般，一道一道的工
序，严丝合缝、精准高效。虽说辛苦

点，但乐此不疲、专心致志。做好以
后，父母、兄弟姐妹、邻居、朋友闺
蜜，这个送一袋那个送一袋，大家的
好评点赞让她乐了好久，每天都精
神焕发。

前些日子，她又喜欢上了做甜
品。一时间，家里的快递又多了起
来，各种工具自然是少不了，专用电
磁炉、不粘锅、冷却盘、模具盒、温度
计，一应俱全。我说：“你这都快成糖
果店了。”她一边称量一边看着我：

“我这做的是甜甜蜜蜜，就是有点费
钱，我高兴，有钱难买快乐嘛。”说的
也是哦，快乐就好，生活就应该是这
个样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是一
种幸福哦。

这不，做好的太妃糖、牛轧糖、
奶枣、雪花酥，又开始了一轮的分
享。我去上班，她让我带点，说是跟
同事们分享分享这份快乐，一时间
又收获了许多掌声。

晚上七点，到了散步的时间，朋
友在楼下等着呢，她赶紧挥挥手说
再见。她在小区里散步，我在单位院
里散步，同在一片星空下，一圈又一
圈，一年又一年，共同画着生活的同
心圆。

我们的生活，也犹如那美妙的
歌曲：“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
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把我的
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
们的同心圆，永远地不停转……”

三
晚上十点，洗漱一番，赶紧开

机，第三次约定的时间到了。这个时
间段是属于我的，她是我的忠实听
众，她绣花、我播报，不时点点头，肯
定一下。

我喜欢剪报，每天工作之余，就
剪剪贴贴，乐此不疲。跟她说说，剪了
哪一篇好文章、好故事，自己从中有
了哪些收获，展示一下整理好的剪报
本，一起分享一下这份乐趣。

年前，自己写的文章《剪报情
缘》在报上发表了，心里非常高兴，
赶紧与她一起分享，看得出来，她的
眼里满是高兴，让我继续努力，再接
再厉。

工作的事情跟她聊聊。单位里
开展的活动，也是分享的内容，点点

滴滴，我说得仔细，她听得认真，仿
佛她也是参与的一员，乐在其中。我
的征文、党课比赛获了奖，她的声音
一下子就高了八度，就差为我高声
欢呼了。

生活的趣闻跟爱人说说。一次，
我分享了一个故事给她。乡村大集
上，看到一摊点上炸好的长条状美
食放在盘中，就问道：“这是啥呀？”

“油糕！”摊主一边捞着锅里翻滚的
油糕一边说。“油糕？油糕不是圆的
吗？你这长长的？”看到我的不解，摊
主说：“谁规定油糕必须是圆的？”摊
主的一句话，让我顿时无话可说，答
不上来，又感觉茅塞顿开。

是啊，谁规定油糕必须是圆的
呢？自己一直看到的就是圆的，从来
没有看到过长条的油糕，今天真是
开了眼了！想到这里，豁然开朗：生
活嘛，自己感觉好就行，萝卜青菜各
有所爱，不一定非要有固定的模式，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才是春
满园呀!

后来，看到邮局投递员来单位
送报纸，发现他竟然是那个炸油糕
的摊主，相视一笑，脱口而出：“原来
是你！”生活就是兜兜转转，芸芸众
生，茫茫人海，相遇就是一种缘分！

听到这里，爱人又是开心地笑
个不停，说真是有趣，竟然还有这样
的事。

学习的事情跟爱人谈谈。我是
“学习强国”的爱好者，从平台上线
到现在，几乎是风雨无阻、天天坚
持。其中，有一个模块“双人对战”，成
了我们俩交流的重点。

我们两个人在“学习强国”里加
了好友，主要是周三、周六的答题活
动。刚开始，她做题做不过我，我就
等等她，慢慢地竟然后来者居上，开
始反超我了。有时候，她还能指点一
二，让我汗颜！感觉到再不好好学
习，底气不足，都不敢大声说话了。

时间不早了，规定的时间到了，
仍感觉意犹未尽，有话还是明天再
聊吧，早睡早起身体好，身体可是革
命的本钱，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爱人
负责！挥挥手，道声晚安，好好休息，
明天再见。

其实，我们的话儿说不完，也就
是八个字：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李红伟

老百姓有拍全家福的传统。长辈坐在中
间，晚辈站在长辈周围，如果有小孩，可以抱在
长辈怀中或坐在长辈膝上。一大家子老老少少
团圆在一起，是朝夕相处的记忆，也是朴素美
好的愿望。

拍一张全家福，一直是我强烈的渴望，但
内心始终清楚，这只能是一种奢望。因为，再没
有和父亲拍摄全家福的机会了。

我们一家很传统，心中有爱，却不善于表
达。父母默默耕种着，撑起这个家，孩子们读书
成家；子女和父母商量着事儿，陪父母去医院
里看病，和父母唠家常。一切井然有序，似乎时
光就这样波澜不惊地流淌着。以前，我也觉得，
三世同堂的岁月真挺好。

沧海桑田，世事无常，美好又怎会永恒呢？
当医生说父亲救不过来的时候，我的世界

刹那间坍塌了。终于发现，我没有和父母拍过
一张全家福，没有为父母庆祝过生日，甚至不
清楚他们的生日在哪一天。七八年前，我曾想
过，父母八十岁以后，给他们过寿，为喜欢写作
的父亲编印作品集，让他们的晚年和和美美。

天不遂人愿，痛彻心扉的憾事定格在过
去，再没有挽救的法子。为父亲写悼词时，才知
道他的生日。每年父亲生日那天，我都会回家
里看看，烧一炷香，献祭一些父亲生前爱吃的
甜米晋糕。母亲生日的时候，我们都回去聚一
聚。母亲说着“不要买，不要买，买这些干啥”，但
不管怎么样，她还是很开心的。不记得哪一天，
六个孙辈们都在家里，我让母亲坐在北房前正
中间，孩子们围站她身边，拍了一张珍贵的照
片。我在心里默默说，这张照片有意义！

寻找全家福的时候，发现家里最早的合
影是我六岁那年和父亲、哥哥在南房前拍的。
父亲穿着蓝大衣，拿着一块怀表，坐在中间。哥
哥和我站在父亲身边，都穿着绿大衣，戴着有
红色五角星的帽子。至今记得，当时拍照的场
景，相机和架子上盖了一块布，照相的人弯腰
钻到布下，趴到相机上，捏了那么一下，过了一
段时间，照片就放进相框里挂到墙上了。但那
时候，妹妹还没出生，母亲也没一起照。

还有一张合影，是我参军以后的那个春
节，家人想念我拍的。合影上，父亲母亲坐在窗
边的石榴树前，哥哥妹妹站在他们身后。后来，
母亲告诉我，过年的时候，我在部队，家里空落
落的，父亲吃不下饭。我知道，父亲对我给予厚
望，希望我出去闯闯，历练历练，但心里还是割
舍不下。这份挂念是真实的，也是细腻的。这张
照片最接近全家福了，但是没有我，当时的我
和家人天各一方，心里互相牵挂着。

我想看到一张属于自己的全家福，愿望异
常强烈。于是，我找到自己在军营里的照片，是
在父母兄妹合影的同一时间拍的。照片中，我
头戴军帽，身着军装，脚穿大头皮鞋，站在练兵
场上。托人用电脑技术把这张照片中的我，合
在了父母兄妹的合影上。在这张特殊的全家福
上，我站在父亲身后、哥哥身旁，仿佛全家人相
会在这一刻。

回家的时候，我悄悄把这张照片放在相框
的右下角。再后来，母亲把这张全家福摆在了
醒目的位置，放得高高的。从此，进了老家房
门，一眼就能看到这张特殊的全家福。

一张全家福夫 妻 话 儿 说 不 完夫 妻 话 儿 说 不 完

你这都快成
糖果店了！

我高兴，有
钱难买快乐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