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都知道“媒婆”就是
婚姻介绍人，那么为什么要叫

“媒婆”呢？
传说很久以前，宜兴西边

有一户人家姓王，东边有一户
人家姓张。王家有一个儿子，
英俊潇洒，饱读诗书；张家有
一个女儿，知书达理，温良贤
惠。两家都央求城中一个能
说会道的婆婆看看有没有合
适的人家，婆婆干脆就撮合了
这两家。

婚后，小夫妻两个过着幸
福的日子，夫贤妻孝，相敬如
宾。双方家长也十分满意这
桩婚姻。而且，张家女儿没过
多久就怀孕了，两家更是欢喜
得不得了。

小夫妻两个就想，自己的
婚事实在是称心如意，这多亏
了中间介绍的那个婆婆，真不
知道怎么感谢她才好。后来，
王家儿子找来了四里八乡最
出名的画匠，请婆婆坐在家
中，精心绘制了她的一幅画
像，挂在自己的卧室中，以便
夫妻俩每天起床都能看见婆
婆，向她表达谢意。这事一来
二去就传开了。

到了分娩的时候，张家女
儿那个痛啊！可偏巧赶上了
梅雨时节，路上不好走，接生
婆迟迟不来。张家女儿疼极

了，一眼瞥到画像，不由恼火
起来，心想：“我今天这么痛，
都怪你让我嫁人又怀孕！”气
急之下，她一把抓下画像，揉
成一团，扔到了床底下。

一阵手忙脚乱之后，随着
一声响亮的啼哭，一个八斤重
的大胖小子降生了。两家人
欢天喜地。等到孩子满月，他
们大办酒席，宴请乡亲。大家
都说，多亏了介绍的婆婆。宾
客们自然听说过小夫妻两个
给婆婆画像的事情，就嚷嚷着
要看画像。

小夫妻两个一听傻眼了，谁
知道画像到哪里去了？后来，张
家女儿一拍桌子说：“想起来了，
我那时候分娩阵痛，气急之下揉
成团扔到床底下了。”王家儿子
一听，赶紧去找。可找到打开一
看，因为空气湿度大，画中人脸
上已经起了很多霉点。

宾客们看到了画像，听到
了小夫妻两个红着脸讲述的
经过，无不哄堂大笑。大家开
玩笑称那个婆婆叫“霉婆”。
因为婆婆口才好，撮合的小夫
妻们都生活美满，越来越有名
气。久而久之，大家都叫她

“霉婆”。后来，大家干脆就管
婚姻介绍人叫“霉婆”了，再后
来，因为“霉”字不吉利，又改
成了“媒婆”。 （裴 昶）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天，凭
着节假日跟父母上街的记忆，和
父亲画的一张草图，我战战兢兢
走了七八里地，终于站在了熟悉
的丁蜀大木桥上。

桥上早已热闹非凡，两边放
满了各种时令蔬菜，嘈杂的声音
交织在一起。我找了个空位放下
提了一路的竹篮，竹篮里是父亲
用稻草扎好的七捆丝瓜。一位手
臂上戴着红袖套的胖大爷，走到
我身边，大概是觉得我年龄小，见
有买菜的过来，便帮我介绍：“丝
瓜刚摘的，很新鲜，一角钱一捆，
价格不贵。”不一会儿，丝瓜就卖
掉了。我回到家时，奶奶正在河
边淘米，见我回来，很是惊讶：

“咦，卖得这么快啊！”我激动地叫
了声“奶奶”，笑开的嘴竟一时合
不拢。

那年，我十二岁。
我父亲是种地的一把好手，

不管是韭菜还是长豆，种得总比
别人家的好。蔬菜瓜果成熟了，
若是家里吃不了，便会挑到市场
上卖掉，补贴家用。但到了农忙
时节，生产队缺劳动力，便只能让
老人、小孩去卖。因此，跟着家人
或是单独一人去街上卖菜，对于
我来说，是常有的事。

大中街是丁蜀当时最热闹
的集散市场，各式蔬菜摊沿街排
开成一条长龙。摊位都是先到
先得，若是后来的见卖的菜跟自
己一样，会自觉去别的地方。除
了大中街，杨家浜的市场也很热
闹，要是那也没有位置了，就只
能去更远的汤渡碰碰运气。有

一次，我跟我娘一人挑了一担“上
海青”去汤渡，看到有好几担同样
的菜，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去了十
多里外的湖㳇镇。一担近百斤的
菜，走这么远，即便是冬天，到达
时我的内衣也早已湿了，只能一
边卖菜、一边焐干。那种黏糊糊
的感觉，现在想起来，我依然觉得
难受。

生活所迫，我从一个腼腆的小
孩，渐渐成长为一个会做生意的少
年。同样的一担菜，我总能多卖些
钱，所以村上同龄的男孩也愿意跟
着我一起卖菜。有时候运气不好，
早市卖不掉，我们只能等下午的晚
市。大家紧挨着坐在一起，因为无
聊，见到有人从面前走过，便会像
报数一样喊道：青菜、茄子、丝瓜、
长豆……多数人不理你，有些会觉
得好玩，笑着瞟你一眼。当然，卖
完了我们也会犒劳一下自己，来一
碗两角钱的全肉馅馄饨，或是五分
钱一杯的酸梅汤。

后来，我们也学会做些买进
卖出的生意。太湖梅鲚鱼上市
时，我们会去乌溪港口排队以一
角多一斤的价格买上几十斤，再
挑去丁蜀以两角多一斤的价格卖
掉。也有好几次，我们去湖㳇东
岭贩竹笋，一挑就是一百多斤。
那时的我们，也真够拼的！

几十年就这样一晃而过。儿
时一起卖菜的伙伴，有的成了做
壶的工艺大师，有的当起了小老
板。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偶尔
会谈起卖菜的趣事。那段往事，
其实也是一笔难得的财富。

（王鸿飞）

闲情逸趣

万家灯火

我家有位我家有位““人间清醒人间清醒””
记得我刚刚在城里买了大

房子的时候，曾兴奋地对母亲
说：“妈，你和我爸跟我一起去城
里住！”

母亲冲我笑笑，不置可否。
我猜测出她的担忧，于是说：“放
心吧，你儿媳妇贤惠温柔，肯定跟
你相处得像母女一样。”母亲依旧
笑笑，说：“你们把自己的小日子
过好就行了，我们在老家生活习
惯了，到了城里适应不了。”

多年后，把老母亲接到城里
生活的朋友大亮对我说：“你老妈
真是‘人间清醒’啊！你是不知
道，婆媳关系简直是世上的难题
之最，而且无解。你弟妹那人你
知道吧，那么通情达理的一个人，
硬是跟我妈合不来。”大亮的语气
里全是无可奈何。

我这才觉得，我的母亲真的是
像大亮说的那样“人间清醒”。这
些年里，母亲在很多事上都表现出
不寻常的理智和清醒。上世纪九
十年代，我和哥哥计划一起做生
意，母亲却坚决反对，她说：“都说

‘亲兄弟明算账’，但如果真明算账
了，就会斤斤计较，再亲的兄弟也
就不亲了。”在老妈的坚决反对下，
我们的生意没有做起来。这些年
里，我见多了兄弟姐妹一起做生意
到了最后反目成仇的。

父亲和母亲勤劳能干，多年
里攒了不少钱。父亲对管钱的事
不感兴趣，母亲掌握家里的“财政
大权”。前几年，我撺掇母亲：

“妈，把你的存款拿出来搞投资
吧。”母亲摇摇头说：“这笔钱可不
能动，这是我和你爸的养老钱。
投资有赚有赔，万一赔了怎么
办？”我说：“养老的事你不用担
心，还有我和哥哥姐姐呢。”母亲
还是摇头：“我早就打算好了，等
我和你爸老了，就去养老院。我
们俩的养老钱够花了，不会花你
们的钱！”我一听这话，急了：“妈，
你有儿有女，我们才不让你住养
老院呢，让别人笑话！”母亲笑呵
呵地解释：“笑话啥，住好一点的
养老院，比拖累儿女强。你们也
轻松，我们也轻松。”我知道，母亲
说的轻松也包括：不给我们添麻
烦，他们心里会感到轻松。

我跟大亮说起这件事，他又
称赞母亲是“人间清醒”。他说，
久病床前无孝子，他见多了这样
的事，老人能把自己养老的事安
排妥当，真是太明智了。

母亲文化程度不高，但她以
爱为出发点，始终保持着难能可
贵的“人间清醒”。正因为她的智
慧，我们一大家子人多年里都能
保持和睦。 （王国梁）

朋友的妻子去年意外失业
后，虽然有那么几天心情比较低
落，但看到年幼的孩子需要自己
照顾时，很快便振作精神，一边在
网上投递简历，一边利用晚上空
闲时间找了个摊位，卖一些化妆
品、首饰之类的东西。

虽然这点收入对家庭经济起
不了多大作用，但她认真地说，一
个人想要被他人尊重，首先要学
会尊重自己，让自己变得强大起
来。任何的自怨自艾和怨天尤
人，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因为只
有努力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
个人，才不会摔倒，才不会被职场
抛弃。

朋友说，得知妻子失业后，他
担心了好一阵子，担心妻子接受
不了这个打击，担心她失去了重
新找工作的勇气。他曾通过朋友
给妻子介绍了几份工作，但都被
妻子委婉地拒绝了。后来，他看
到妻子每天微笑着出门摆摊，还
像之前那样微笑着面对生活，脸
上也充满阳光，心里这才踏实下

来。其实，这也是当初他和妻子
谈恋爱时，妻子最吸引他的地方，
遇事开朗、随性、直率。

半年后，朋友的妻子通过努
力，获得了比前一份待遇更好的
工作。

朋友妻子的故事，让我想起
我的表哥。那年，表哥高中毕业
后，因为家穷没钱上大学，便去南
方打工。他学了一手维修的好手
艺后，回到家开了一个小门店。
后来生意越做越大，不但买了车，
还在城里买了房，现在一家人过
得非常幸福。

表哥曾对我说过这样一句
话，让我记忆犹新：“人生哪有那
么多顺遂和一帆风顺？有时候，
挫折和磨难也可以变成财富。”

生命只有一次，凡事都没有
回头的道路。我们要将人生牢牢
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依赖别
人，不假手于人，这样才能掌握好
人生的船舵，让人生朝着自己的
方向去走。凡事依靠自己，才会
拥有稳稳的幸福。 （姚秦川）

当年上学时，我学的是植
物保护专业，最喜欢植物学课
程，老师带着我们去公园、田间
地头，教我们辨识各种各样的
树木花草、瓜果蔬菜。但毕业
后，我所从事的工作与植物保
护无关，专业知识几乎忘得一
干二净。

自搬到新房后，因有了一
个小小的入户花园和一个几平
方米的露台，我便开始想莳花
弄草。我去小区旁边的野地里
扛了一袋又一袋泥巴，填在花
池、花盆里，接着隔三岔五地往
花市跑，买回一钵钵花花草草，
有三角梅、蔷薇、茉莉花等，还
有已经挂果的葡萄、柠檬等果
树，栽满了花池、花盆。随后，
我开始服侍这些花花草草，移
栽、浇水、施肥、修叶、剪枝，将
闲暇时光摆弄得忙忙碌碌。

接下来便静待花开，我想
象着繁花似锦的美妙景象。结
果却出乎我的意料：蔷薇只开
了稀稀拉拉两三朵花，来年更
是一个花苞也没见着。葡萄结
了一季，酸酸涩涩，第二年只长
叶片不挂果。柠檬树倒是收获
不小，摘了一小筲箕黄澄澄的
果子，然而挂果到第三季，枯萎
成了树雕盆景。其他几个品种
的花草，也大都不见花朵盛开
之景象。是故，爱人每每见我
在花园里摆弄那些花草，搞得
满手沾土满身是汗，便揶揄我：

“亏你是学植物保护的，连家里
那几盆花花草草都养不好。”事
实摆在眼前，我也无言以对，只
是继续坚持为花花草草们浇

水、施肥、修枝、剪叶，还重新尝
试着运用种植学课程里的扦
插、嫁接等技术。

《涅槃经》云：“种瓜得瓜，
种李得李。”于我而言，种花不
一定得花，也可能得到的是一
株草，收获的却是莳花弄草的
耐心、平静和闲适，让碎片般的
时间更加充盈起来。

今年春天逛花市，购了几
株花之后，忽见绣球“花五瓣，
百花成朵”，甚是喜人，我便又
买了数株已有小花朵绽开又没
完全成球的绣球，栽种到花池
里。每天定时浇水，隔一周施
叶面肥，耐心等待“一蒂千花白
玉团”的动人时刻。隔几天，几
株绣球中已经绽开的小花朵逐
渐变色，聚集成花球，白的洁白
如云，蓝的蓝如天幕，煞是惹人
喜爱。可随着时间一天天推
移，原有的花谢后再没开出新
的花朵。

面对那些只长枝叶不见花
的植株，我只得作罢，不再抱有

“闲看花开花落”的希望，但依
然一如既往地侍弄，确保它们
茁壮成长。生命本无高低贵贱
之分，草木也有命，就当初心是
养一株株草，让它葳蕤生长。
尤其是在酷热难耐的夏天，看
着满园子绿意葱茏的样子，顿
时觉得似有凉风来，也是极惬
意的。

“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
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
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苏东坡
如是说。种花种草，为文为人，
不亦如此乎！ （项德林）

凡事靠自己凡事靠自己
麻辣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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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花得草种花得草

生
活纷繁世相

“小周，你家的热水器水加
满了，快关啊！”小区里的“女汉
子”艾芳又在扯着大嗓门喊了。
我们居住的小区里，家家都装着
太阳能热水器。平时谁家加水
满了忘了关，出水管便“哗哗哗”
往外排水，近邻就会大声提醒，
而艾芳是其中最热心的一个。

艾芳今年45岁，臀圆腿粗，
脸蛋圆圆的，平日都素面朝天。
当“女汉子”一词开始流行时，小
区就有人悄悄给她安上了这“雅
号”。艾芳平时打零工，因老家有
些田，还时常回去种田。她勤劳，
肯吃苦，力气也大，一袋百十斤的
谷子能轻轻松松地扛起来，用“女
汉子”来形容她似乎名副其实。

艾芳的丈夫在外地打工，一
年才回来一两次，家里全靠艾芳
打理。洗衣做饭，打扫清理，换
灯泡扛煤气罐，她每天忙得不亦
乐乎。婆婆生病了，艾芳接到电
话就往老家赶，将婆婆送到医
院，背着她上楼做检查，搀着她
去打针输液，整夜守着她，抱着
她上厕所，给她端水喂药……婆
婆打电话给儿子，直夸他媳妇心
肠好。丈夫将老娘的话转告给
艾芳，她笑着说：“只要你知道我
对你们家好，我就心满意足了。”
有这么一个强大的后盾，丈夫在
外挣钱更起劲了，每年年底回家

都将厚厚一沓钞票交给艾芳，她
都小心翼翼攒起来，要用钱的地
方多着呢，老人要赡养，儿子要
上学，过日子得精打细算啊。

艾芳对左邻右舍也热心相
助，谁家有红白喜事，她都前去
帮忙，摆桌子、放碗筷、端盘子
等，忙个不停。他们那排房子
的下水道堵塞，艾芳毫不犹豫
地掀起水泥盖，跳下去一锹一
锹 地 将 淤 泥 和 堵 塞 物 挖 上
来。张家空调洞大，时常有老
鼠顺着管线钻进室内，夜里叫个
不停，弄得张家人睡觉都不安
稳，但张家人有恐高症，不敢爬
高。艾芳听说后，搬来长梯，爬
上外墙，用水泥砂浆将洞封死，
消除了鼠患。张家人感激万分，
想请艾芳吃顿饭，可她大大咧咧
地说：“吃饭就免了，这样的小事
不值得挂在心上。”一天傍晚，有
小偷撬开红梅家的大门准备入
室行窃，恰巧被艾芳发现，她大
吼一声：“大家快来抓小偷啊！”
那小偷听到喊声，吓得落荒而
逃。艾芳勇猛地追上去，追了几
百米，将小偷捉住，扭送到小区
治安室。大家听说了这件事，直
夸艾芳“真勇敢”！

小区里的“女汉子”尽管不
靓，却是一道感人的“风景”。

（吴 建）

小区里的小区里的““女汉子女汉子””

““媒婆媒婆””的由来的由来

往事随风 宜兴民间传说宜兴民间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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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去城里的超市逛逛，顺便买些生活用品。我已经记不清此前有多久没去那边了。

排队结账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收银台的左边，也有一些人在排队，并且轮着到一个怪模怪样的机器

前自己结账。

我很好奇，就问了旁边的人，她告诉我，那是自助收银机。

于是，我向正在自助收银机前付款的人询问操作步骤。先输入会员卡号，即本人的手机号码，然后

对准商品的条形码扫码，最后根据金额扫码或者刷脸付款。

我按照那人说的，试着自己来，操作并不复杂。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要适应一些新生事物，包括生活的技能，只有多多学习，才能跟上时代的

步伐。 ——选自丁小枫的微信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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