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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炫就炫
□ 夏学军

大概有两年了吧，每天拍一
张照片记录生活，已经成为我的
日常习惯。

之所以频繁记录，是因为生
活值得，需要照片留念，当你某一
天翻看照片，就会明白这种情感，
也会欣慰当时的随手一拍。

我记录下来的并不是什么重
大的事情，而是生活中的细节。
比如每天的晨光，上下班时路过
的街道，与朋友聚会的开心时刻，
看到美食流口水的瞬间，偶遇的
猫和狗，斑驳的光影……可以说
非常随意。

路边的椅子平淡无奇，可是
在某个时刻笼罩了一片光晕，在
大面积光斑参与的构图下，视觉
感就不同了。即使我什么也不
说，你也知道我遇见了一个闪闪
发光的下午。拍照，就是在时间
的长河里截取一个瞬间，留下一
个让你心动的时刻。

《人民日报》上有这么一句
话：“能拍就拍，能照就照，想炫的
一定要炫。十年后，再好的相机
和技术也拍不出如此般模样。大
胆地记录生活，你现在的每一天。
都是值得被收藏的。”说得真好，
想炫就炫出来。

我拍的照片，不止有高光的
瞬间，也有生活里不如意的时刻，

这些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我记录下了凌晨三点出差赶
飞机时的微雨，寂静的街巷里路
灯昏黄；三伏天当街搞促销时晒
黑的皮肤、汗水湿透的衣衫和疲
惫不堪的样子；母亲生病住院时
那一个个不眠之夜，窗外的月光
仿佛都陪着我哀伤。幸运的是，
它们都可以通过记录慢慢化解。
日复一日的每一次记录，都是对
自己和生活的一份交托。

我的一位好友观察世界的方
式是每天从窗口拍一张楼下的风
景：那棵银杏树的冬天、春天、夏
天都有了，等天气转凉，就能集齐
一年四季了；云雾、雨雪，甚至还
有风的样子——— 摇摆的柳枝、飞
扬的裙摆、水面的微澜。这是对
生活的热爱，也是一份属于自己
的艺术，他的身体里住着一个绝
对浪漫又炽热的灵魂。

当我们拍下转瞬即逝的美
好时，最重要的是镜头背后的眼
与心，那关乎着我们以怎样的体
验在感受着生活，用怎样的视角
在看待这个世界。

爱人把我的拍照行为形容为
“私摄影”。神比喻！一个“私”
字，寓意只与自己有关，仿佛是我
和大千世界的喃喃自语。凡俗的
日子在影像中慢慢发酵，终会酿
成一首悠长的生活之诗。

中秋话月饼

□ 仇绪芳
中秋节要来了，家中又有

了月饼。
现在的月饼名目繁多，花

色齐全，包装精美，看了就让我
眼馋。可也怪，现在的孩子们
并不太喜欢吃。这正应了老人
们说的“馋是没有，有就不馋
了”。现在什么都不缺，一家人
围着孩子转，孩子想吃什么立
即做，家里没有的马上去买，就
怕孩子不吃。

我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
每逢中秋节，父亲只买几个月
饼，有几年甚至不买月饼，母亲
就烙几个糖火烧给我们解馋。

好像是1957年的中秋节，
一位在供销社工作的亲友给奶
奶送来了一包用纸捻子捆扎着
的月饼，褐色的包装纸上有一
张红色的印着“月饼”两字的
纸。中秋节晚上，我们兄弟几
个每人分到了一个。当天晚上
我不舍得全吃掉，留下半个藏
在了我的炕头上，第二天才拿
出来准备慢慢品尝。我坐在门
前的青石台阶上，看着里面的
青红丝和芝麻、核桃仁等，轻轻
咬了一点，冰糖的甜味和炒花
生的香味就在嘴里弥漫开来，
任其慢慢融化，不舍得咀嚼。

突然，刚三岁的小弟跑过
来就抢，吓得我一下站起来，把
半个月饼举过了头顶。看到他
那可怜的馋样，我掰了一半给
他，他一下塞进嘴里又伸手要。
我连忙跑到南屋前的老枣树
旁，将剩余的一点含进嘴里，说

“没了”，他竟哭着追过来。我
连忙嚼了咽到肚里，只是失去
了细细品味的机会。我娘说：

“你不早吃了，净惹他。”我连忙
哄他：“别哭，我给你够枣吃。”
顾不得老枣树皮割得肚皮疼，
我三下两下爬上去，用那又甜
又脆的红枣将他哄笑了。六十
多年来，每当想起这事，总是有
点丝丝缕缕的酸楚。

现在好了，看着各式各样
的月饼，真想饱餐一顿，可毕竟
年龄大了，还是科学养生为好。
面对这多油多糖的美食，只能
自我节制，每天早餐时吃一个。

现在的月饼，花色品种很
多，口感也不同。不过，我还是
喜欢金岭镇生产的传统清真月
饼。因为，那里边有儿时的
味道。

包
□ 雨田

某局安办主任老石，在这
岗位已经干了六七年了，五十
好几的年龄，眼看着是不符合
提拔条件、晋升无望，但他还
是经常提着包奔波在检查指
导的一线。

大家在称赞他敬业的同
时，好多人十分不解：这个人
声称“不吃、不喝、不拿企业的
任何东西”，无论是平时工作
日、双休日还是节假日、重点
时间段，一年四季都工作不
停，为啥下企业总要提个包？
还是个破包？包里装的啥？
时间久了，疑惑的人就更多。

起初，老石并不在意任何
流言蜚语，我行我素，直到一
次上级部门来检查，同行们用

“打哈哈”的方式当面提出了

要看看他的“百宝箱”里到底
盛着啥。

老石笑而不答，立刻当着
众人的面，打开了那拉链都有
些破损、一直不离手的破包，
慢悠悠地把包里的东西拿出
来：一个水杯、一个笔记本、一
沓A4纸和几个备用口罩。

老石一一讲解起他这几
样“宝贝”。

第一宝就是笔记本。在
企业发现安全管理上存在的
问题，随时记录，及时督促整
改；企业生产经营有什么困难
需要帮助，也要及时记录。

第二宝便在这厚厚一沓
A4纸中，其中有老石办公室
所负责指导的几百家企业的
花名册、通讯录。几百家企
业，随手一查便可以清楚地知

道企业名称、地址、行业类型、
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
全联络人的姓名和手机号。
花名册的主要作用体现在查
出了问题，而企业主要负责人
又不在单位的时候，这时便可
以电话告知，督促企业重视、
及时整改。

第三宝还是在这厚厚的一
沓A4纸中，是上级、本局下发
的安全生产重要通知、文件、
专项活动方案等。对照文件，
方便检查企业的落实情况。

第四宝是重点企业重点
岗位职工花名册和家庭基本
情况，还是在这沓A4纸中。
安全生产要依靠企业每一位
员工，了解掌握员工的基本情
况便于了解重点岗位职工思
想，防止家庭变故引起的极端

行为造成安全生产事故。
老石包里的最后一宝是

水杯。这是践行廉政纪律，不
给企业添麻烦的表现，用实际
行动做到“嘴不馋、请不到、送
不要”，喝水也自带。

老石的破包本来不破，
只是几年下来，安全指导的
痕迹尽在包上体现出来。这
种敬业负责的工作态度和认
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得到了企
业的高度认可，知道他是真
正的“管理硬碰硬，服务心贴
心”。

关于检查总提个包的问
题，老石就讲了这些。用他的
话来说就是：清者自清，让那
些干工作不动脑子、听天由命
或自己不干又嫌别人多干的
人胡思乱解去吧。

夸出来的
□ 全筌

前不久，好友萍萍邀请我
们一家去她家做客，午饭安排
在家里吃。一进门，男主人身
系围裙从厨房出来招呼我们，
一边倒茶一边赞美：“老婆，你
选的这款荷叶茶真不错，口感
清新，茶色也养眼！”

饭后，我们坐在沙发上闲
聊，男主人又端出来一份精致
的水果拼盘。萍萍看了一眼，
赞不绝口：“你什么时候学会摆
盘了呀，这水果搭配得真好！”

这夫妻俩互夸“撒狗粮”，
比满桌的佳肴还令人甜腻。

漫长的婚姻中，多少人会
忽略对方的付出，甚至互相打
击，互不欣赏，越来越形同陌
路，等到婚姻里仅存的浪漫与

温存被磨碎，最后只得分道扬
镳。萍萍两口子经营婚姻的
智慧让我刮目相看。

深谙“夸之道”的夫妻，可
不止今人，追溯往昔，多少伉
俪就是这样互夸着走过漫长
的人生岁月呀！沈复的一部
《浮生六记》将自己与芸娘的
似水流年、生活日常描绘得细
致温暖。不少人觉得沈复配
不上芸娘，可在我看来，他俩
才是真正的神仙眷侣。他解
放了她，她深爱着他。芸娘因
误会见罪于公婆，被迫迁出宅
院，此后二人寄人篱下，居无
定所。生活的穷困潦倒并没
有让二人离心，反而让两颗孤
独的心靠得越来越近。芸娘
一句“布衣菜饭，可乐终身，不

必做远游计也”慰藉了多少在
婚姻的泥淖中挣扎的人啊，这
也是对彼此婚姻生活最妥帖
的“夸耀”吧。

杨绛与钱钟书的爱情与
婚姻为人称道。杨绛曾在《坐
在人生边上》一书中坦言：“诗
人辛迪说钱钟书有‘誉妻癖’，
钟书的确欣赏我，不论是生活
操劳或是翻译写作，对我的鼓
励很大，也是爱情的基础。”钱
钟书先生对妻子杨绛不吝惜
夸奖之词，杨绛先生亦然。有
一次杨绛生病住院，家里只剩
下钱钟书打理。每次钱钟书
探望时，总是苦着脸向杨绛汇
报——— 自己又在家里闯祸了，
不是打翻了墨水瓶，就是砸碎
了台灯，要不就是弄坏了门

轴。不过，杨绛从来都没有气
恼过，始终笑眯眯地对钱钟书
说不要紧，安慰他不要放在心
上，还夸他在很认真地打理生
活。生活的琐碎小事并没有
影响他们的感情，婚姻在彼此
的夸奖中幸福地前行着。

偶然想起前不久在网上
看到的一则短视频，大爷切
葱时，奶奶夸“切得不长不
短”，大爷片姜时，奶奶夸“片
得不薄不厚”，在一遍遍夸赞
中，大爷开开心心就干完了
活儿。我突然明白，婚姻中
的夸，也得夸得其法，夸之有
道。再长久的婚姻，都是日
复一日的琐碎细节组成。从
琐碎处着手，夸赞对方，婚姻
的滋味会越来越醇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