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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爱兰

我的舅家在稷王山下。
我的外公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老

木匠。舅舅从小跟着我外公学做木工
活，多年的耳濡目染下，也成了一名手
艺高超的好木匠。

（一）

做木工活既是技术活，又是下苦
活。那年代，要做一件家具，先得把砍了
的树解成几大块长长的木板。解木板是
重体力活，首先，要将树绑在木桩上，两
个人用大锯来锯。一个人站在长凳上，
一个人坐在地上，两个人一拉一送，一
上一下地拉来拉去，需配合得非常默
契。一棵树解成板，拉锯的人是要出几
身汗哩！听母亲说，舅舅身高体健，胳膊
有劲，拉锯时一人能轮换两个人。经他
手解的板，直直的，毫厘不差。

同外公一样，舅舅做活时“丁是丁
卯是卯”，所做的家具整齐，入眼；所做
的工具灵巧，使上得劲。因此，舅家周
边村的绝大多数人家，都多多少少用过
舅舅做的家具、农具。

有这样一位手艺高超的舅舅，自然
而然，我家与木工手艺相关的生活用具
及生产工具都是舅舅亲手做的了。

20 世纪 80 年代，我家要打一辆小
平车，舅舅带上工具箱，与徒弟一起来
到我家干活。

舅舅与徒弟画线、解板、推、刨，两
根辕杆被整得光光滑滑的，车板、车帮
打得拽拽实实的，整个小平车看上去美
观，用起来顺手。后来，小平车用了二
三十年，还是完完整整的。

我家盖房子时，门窗都是舅舅一手
做的。每个窗户的四个角是凿刻的蝙
蝠，刻着不同的花样，有万字拐的，有砖
摞形的，看上去精美细致。

（二）

我们小时候，没有五花八门的玩
具，而会木匠活的舅舅，以木板为材料，
给我们做了不少玩具，丰富了我们的童
年生活。特别是那把大小与真枪差不
多的木枪，令我在同伴面前很是威风。
手握一杆“枪”，甭提多神气了。

我在离家二里地的小阳七制校读
书时，冬天的晚上要上晚自习。说是上
晚自习，其实是去工地上坐小平车下到
池底，以便另一辆装满土的车子上来。
有一天晚上，我们放得迟了。母亲拿着
我的木枪，在小阳村口因为等不上我
们，便找到了学校。不见人，又打听着
找到了工地。当时，母亲手里的木枪，
着实让老师和同学们吃了一惊，他们以

为母亲拿着真枪哩！可见舅舅的手艺
之高。

舅舅岁数大了，不外出做活了，但
他闲不住，就在家里做一些小物件。我
们去舅家了，他就拿出那些小物件，让
我们挑喜欢的带回去。

我家里的搂麦耙耙、小凳凳都是舅
舅打造的。这个凳子，座板光滑，高约
10厘米，最适合我坐了。我家吃饭时，
饭菜放在茶几上，人坐在沙发上吃。而
我这样感到不得劲，每每吃饭时，便拿
来这个凳子坐上，高低正好。时间长
了，舅舅做的这凳子就成了我的专属。

去年到麦地里拔草，回来后腰酸腿
疼。弓着背的滋味对曾患腰椎间盘突
出的我来说，真是受罪。

唉……第二天早上吃馍的当儿，我
看到了小凳子。忽然眼前一亮：这个低
低的，坐上去拔草正好。

我把小凳放在电动自行车踏板上，
骑上车上地了。甭说，坐在小凳上拔
草，舒服、带劲。舅舅做的这个小凳真
是帮了我大忙！

（三）

舅舅与我母亲兄妹情深，总是互相
照应着。舅家地处稷王山下，那里地受
阴，每年麦子比我们这里熟得迟些。一
到麦收时节，舅舅就带着表姐、徒弟来
我们家帮着割麦、碾场。

我们姊妹从舅家回的时候，舅舅总
要把我们送到焦石岭顶，然后站在岭子
顶上看着我们，不时大声叮嘱几句。开
始时，我们还能听到舅舅的声音，也大

声地回应着。越走越远，听不到舅舅的
声音了，但我们还会不时地回头，总能
见到站在岭子顶上的舅舅。等走到小
阳坡羊圈坡坡那里，我们回过头对着站
在焦石岭上的舅舅大声地喊道：“舅舅，
您回去吧！”之后，我们便走到大坡下蹲
几分钟，又走到坡上往焦石岭上看，这
才不见了舅舅的影子。

舅家做了什么好吃的，总是不顾十
几里坡路难走，给我们送些。舅舅怕耽
误活计，常常是赶天明前就到我家了。
只要是拂晓时听到屋子后墙被砖头敲
三声，我们都知道准是舅舅来了。舅舅
一来，不仅带好吃的，还给我们姊妹们
用扑克算卦。以至于我们也会用扑克
算卦，但又不会像舅舅那样圆卦。后
来，母亲告诉我们，舅舅的圆卦是净说
对我们好的话。

舅舅不是能说会道的人，他用特别
的方式来表达对我们的爱。

舅舅是一个不大会交际的人，很少
求人办事，但为了我，他放下身架找人
求情。父母知道舅舅的性格，怕舅舅上
别人门求情时难为情。舅舅却笑着说：

“就我熟悉，为娃的事，我抹下脸，啥都
不嫌。”当时舅舅向人家问好，局促地坐
下，倾着身子笑着与人说事。后面的细
节，我不想多说了，想起不大会交际的
舅舅为了我，在那个比他小好多岁的人
面前毕恭毕敬的样子，我就心里难受得
很，眼泪都快要流下来了。

而今，舅舅已去世十几年了，我时
常会想起他来。舅舅之恩，我难以报
答，但会永远铭记于心。

山高水长念舅恩

□张欣

有时候在饭馆里聚餐，菜上得慢，
懂美食的朋友就会说，不要催。意思是
馒头不能差一口气，蒸鱼不能差一分钟

（肉不脱骨）。
真的，凡事不要催。有时候改稿子

比写稿子慢，来回想非常烦，只要一催
绝对是情绪爆炸的导火索。

买房买车这种事当然重要，一个家
庭的发财计划唯此为大，这都好理解，
但是不要催，积累财富有一个过程，要

懂得欲速则不达的道理。催，也不是一
句话的问题，总是眉头紧锁，黑口黑面
就是催命符。

小孩子学习不好，不要催，年长一
岁都有程度不同的心智开蒙，没有什么
好急的。这个过程便是他的成长过程。

催婚催育就更加大可不必。这种
撞运气的事不是催来的，谁不想中彩票
对不对。着急归着急，但是也不要催，
因为不解决问题。情感专家说，你只有
做好了单身的准备才能够碰到合适的
另一半。或者在婚姻里也要像单身一

样生活。无非都是对自己有要求的意
思。一个人，自我强大就不愁没有机
会，自己不咋地，破锅还有破锅盖。

这都不是催的事。
名利双收这种事我想了一辈子，最

终只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凡事要静
心，只有心定了才能坐收渔利。这个当
然很难，而且过程超长，感觉永远都等
不到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好像练出了一
点心性。人，只要是不着急，谁拿你都
没办法，不急不催的心性是一生的护身
符。 （《新民晚报》）

不 要 催

□胡运玲

我给母亲打电话，向她请教一个做
饭技巧：“妈，萝卜丸子怎么炸呀？我总
是炸不好，不蓬松，不如您炸的好吃。”

母亲很喜欢我有事求教于她，听此
言，她打开了话匣子：“萝卜丸子要想炸
好，得注意几个细节，萝卜丝不要挤水，
打个鸡蛋清进去……”

我边听边不时附和、重复一下她的
话，说到关键点更是恍然大悟地回应

“噢，原来得这样啊”！
母亲向我传授完炸萝卜丸子的技

巧，我们又拉了会儿家常，说了说彼此所
在地的天气，她聊了聊家里那只刚生了
小羊羔的母羊，我讲了讲我们家这只跟
我抢玉米吃的小鸟……这一聊就是几十
分钟。

每次都是这样，向母亲请教问题只
是一个引子，借此开启我们母女的聊天
模式。更主要的是，我想借此机会，让母
亲觉得虽然儿女大了，也同样还是需要
她的；虽然分隔两地，她同样还是能为儿
女做点事的。

其实，现在信息这么发达，我有什么
问题非得依靠母亲才能解决呢？就拿炸
萝卜丸子来说，网上有很多详细的视频
教程，我完全可以通过网络学习。但我
更喜欢向母亲请教，给她一个展示自己
的机会，给她一个被儿女需要的机会。

所以，生活中我经常向母亲请教难
题，小到做饭，大到育儿。她教的方法能
不能用、会不会被我采纳另说，每次我都
是真诚请教，认真倾听。

母亲也很看重我向她讨教，经常还
会有后续的回访电话，问我某个问题解
决得怎么样了。像炸丸子这件事，后来
母亲又打来电话，我说按她教的方法，炸
得非常成功。她听了特别开心。

有时，我也会向父亲请教问题，比如
我阳台上的花生了蚜虫，便向有着资深
果树管理经验的父亲请教杀虫办法。父
亲同样会高兴地、毫无保留地指导我。

向父母请教，刷的是他们的存在感
和价值感。 （《今晚报》）

向父母请教

天气越来越冷，很多人晚上睡
觉前，喜欢用热水泡脚，促进血液
循环，既暖身又助眠。不过，专家
提醒，患有下肢静脉曲张的人群
泡脚要悠着点，从水温到时间
都不能太“任性”。一旦出现疼
痛、肿胀等不适症状，应及时就
医。

一般情况下泡脚是有好
处的，但对于严重下肢静脉曲
张人群却要慎重。由于这类
人群静脉血液回流不通畅，可
加重静脉负担，甚至加重病
情、导致静脉炎。而对于静脉
曲张程度较轻的人群，泡脚不
是 不 可 以 ，建 议 水 温 控 制 在
40℃左右，时间控制在 15 分钟
以内；泡完脚后适当抬高双下
肢，促进静脉回流，进一步减轻腿
部的酸胀感。 （《广州日报》）

天气变冷
静脉曲张人群慎泡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