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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
在一个人脸上
鲜花绽放
微笑
从一个人脸上
洒下四月的阳光

微笑
像春风
从一个人脸上

轻轻吹来

微笑
是绿色柔笔

写在
一个人脸上的情商

朋友
你希望和谐
欢迎善意吗
请把微笑
挂在脸上
美化自己
快乐别人

刚刚结束的一次面试，让王
芳懊悔不已。一周前，刚从大学毕
业的王芳四处找工作，像撒网一
样向各公司投递了不少个人简历
和求职申请。

不久，一家在国内颇有名气
的公司竟给她回复，让她第二天
去面试，她喜出望外。

第二天，到了公司
办公室，她才发现前来
面试的人共有6人，公
司这次的职位只选一
人。负责面试的总监分
别向他们提问。前面4
个人陆续从办公室出来
时，王芳发现他们的脸
上都有着沮丧的表情，
看来面试结果不理想。

轮到王芳时，问题
一提出，王芳便暗暗庆
幸，这些问题正好是她
前一天在网上看到的内
容。她的回答从容不迫，
总监问了好几个问题都
没难倒她，只有一个问
题她觉得似乎是看到过
这内容，但一时想不起
了，便诚实地说不知道。

王芳觉得自己已经
是胜券在握了，没想到
最后一个男青年进去面
试后，出来时也说自己
只有一道题没回答上。
面试结束，总监出来，很
客气地对王芳和那男青
年说：“你们俩下午两点
再来复试下，其余的人
便可以回去了。”

王芳离开办公室时，心乱如
麻，想起昨天自己的确是看过这
题的啊，怎么就记不牢呢？如果
昨天记住了这题，今天肯定就没
那男青年的戏了。这样一想，就
十分懊悔。

中午在外面馆子里吃了午

饭，王芳仍笼罩在懊悔的情绪
中。她拿起了电话，给爸妈讲了
面试的经过，电话中，她絮絮叨
叨地将懊悔和纠结的情绪讲了足
足半小时，等挂了电话，正好复
试时间差不多到了。

这次复试，气氛比较随意，
男青年和王芳都坐在办
公室，等待总监提问。
总监微笑着先问王芳问
题。问题一提出，她便
呆若木鸡。

问她的问题竟然就
是上午她没有回答上的
问题。怎么可能杀个回
马枪，又来问这个问
题？她心里咯噔一下，
有点发懵。不知道，她
低声回答。

总监便转向那男青
年，问他上午没回答上
的问题。没想到，那男青
年竟从容地回答上了。
总监一脸笑容，问男青
年，怎么现在知道了？

男青年说，中午吃
了饭后，在电脑上查了
资料，把上午没弄清的
问题再看了下，便清楚
了。总监绽开喜悦的笑
容说，我们公司需要的
就是你这样的精神。谁
也不是知识全才，谁都
会有自己不清楚的地
方，但是，只要能及时
去弥补，就是最好的解
决问题的方法。我相信

这样的人是能胜任这项工作的。
王芳听了这话，心里很是触

动。原来，在失误后，在选择纠结
还是弥补时，便已经决定了结局。

好多年没回老家为父母扫墓了，今年同老伴儿特
意回去一趟。

农历七月十五这天，天高云淡，是个扫墓的绝好天
气。我们兄弟6人，6位夫人，十几个侄子、侄女及他们的
配偶，总共30多人，分乘8辆小车，浩浩荡荡向墓地开
进，很有一番气势。看着这场景，我就与弟弟们说，爸妈
过了一辈子紧日子，要是看到这场面，该是怎样的心情？

到了墓地，侄儿们忙乎着摆放供品，准备烧纸，侄
女、侄媳等一干女孩便擦拭墓碑，布放鲜花。二弟退休前
做过单位的工会主席，愿意张罗事，是祭祀活动当仁不
让的主持。当纸钱呼呼燃起的时候，他便站
在墓碑旁父母的遗像前念叨起来：爸、妈，
给您二老送钱来了。6个儿子、6房儿媳都
来了。孙辈们除了在外地回不来的也都来
了。你们看到了，如今，咱家已经由最初的
你们老两口，发展成了有36口人的大家族
了，正是你们所祈盼的人丁兴旺、幸福满门
啊。你们的孙辈也都成了家，现在是小家林
立，家家的日子都红红火火，家家都住上了
宽敞的楼房，都有了小车。咱家能有今天，
我们做晚辈的一是要感谢共产党，二是不忘爹和娘……

二弟开始念叨的时候，大家还听不习惯，有点悚
然，可说到这儿，竟又把大家全逗乐了。父母已去世
20多年，岁月的刷洗，儿孙们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悲
恸，每年的扫墓，是祭奠老人、与老人亲近一番，也
是整个家族借机团聚一次。

“您二老为了我们兄弟、为了这个家操劳了一辈子，
艰辛了一辈子，你们的为人、处事，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
家风……”扫墓的时候最容易勾起回忆，二弟这几句祭
词，使我眼前又浮现出了半个多世纪前的悠悠往事。

我们小的时候，租住着一间半的土平房，全家7口
人睡在一铺不足3米长的土炕上。五弟嫌太挤，每晚偎

在我们脚下睡。父亲每月四十几元钱的工资，日子过得
比捉襟见肘还难。幸亏母亲出身农家，吃苦能干，一春一
夏在野外采猪菜，养猪卖钱，补贴家用。整个秋季都到田
野里拾柴禾，能省出全年的烧柴钱。在我们的印象里，生
活虽然艰难，但父母却过得十分心胜。由于母亲持家有
方，日子过得并不寒酸。家中全是男孩，穿衣服特费，只
记得每天夜间醒来，都见母亲在灯下做针线活儿。我们
兄弟每人的棉衣外面都罩一层旧衣服，但等过年时拆
下，露出里面干干净净的棉衣，外人看了像新的一般。平
时的日子苦点，年节却都安排得有模有样。每年麦收时

节，母亲都带我们去拣麦穗，自家磨出的面粉就能让全
家过上一个有饺子、有各种面食吃的正月。

父母勤俭过日子在我家那一带是出了名的，他们
二人的和睦持家更是令邻居们羡慕。父母一辈子从没
吵过架，从没红过脸。不管日子怎么紧巴，无论遇到
多大的事，爸妈都能沉住气，从不相互埋怨，都是积
极想办法，从容应对。

对老人的孝敬，是爸妈被亲戚圈儿中赞赏的又一长
处。母亲对爷爷、奶奶那是毕恭毕敬，从嫁到我家开始，
一直到把两位老人伺候去世，20多年的时光里，两位老
人满意得没说过一个“不”字。而我父亲对我姥姥的关心
更是无可挑剔。姥姥家住农村，冬季屋冷，父亲每年都把

她接到我家住上一冬。我母亲说，你爸爸对你姥姥的照
顾比我还心细。

父母为人热情，与邻里的关系处得也是极好。爷
爷奶奶传下来3件器物，一件是做凉皮用的工具，叫

“粉旋子”，一件是压饸饹的饸饹床子，再一件是蒸花
样饽饽的饽饽模子。这3样物件几乎被整个胡同的人
家借了一个遍。邻居家来客人、逢年过节，都来借
用。特别是花样饽饽模子，每到春节前各家排着班
用，上家传下家，常常是我们都不知传到了谁家。到头
来，这3件物品全都借丢，找不回来了。

上个世纪50年代，母亲在县里出了名，
被县妇联评为勤俭持家模范。记者到我家采
访、拍照，母亲节俭过日子的事迹被做成宣传
板在镇里展出。那几年母亲时常出席镇、县的
劳模大会，并当选为镇、县两级人民代表，还
出席过专区、省里的劳模表彰大会，介绍过勤
俭持家的经验。总结父母的一生，他们是以勤
劳节俭渡过了贫困的难关，以同心和睦使家
业振兴，以尊老助邻而令人敬佩。

家风也同人的口味一样，是上一代传给
下一代的。在父母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下，通过耳濡目
染，我们兄弟6人所组成的6个家庭，不敢说都很优
秀，但确实都是实实在在的过日子人家。尽管经济状
况有所不同，却都过得和和睦睦，有滋有味，各得其
乐。我们这辈，我是长兄，现已年过70，最小的老弟
两口子都已50开外，也已儿孙绕膝，这样一个大家
族，非但没有任何纷争，反而随着年岁的增长大家越
发抱团。十几个侄男外女对我们老一辈都是恭敬有加、
关照有加。无论哪家有事，那是召之即来，一呼百应，都
像亲生的一样，难分远近……

望着墓碑照片上父母慈祥的面容，我深深感悟到，
家风正，家事兴。家风若水，润泽后人。

家 风 若 水家 风 若 水
□亦 木

多年的打拼
我走出了小山村
追逐着功名
努力的去竞争
喧闹的都市
难掩孤独的心
寂寞寒冷的我
突然想起了老家的热炕头
热炕头，暖着老爸的一壶
酒
热炕头，捂着妈妈的一双
手
热炕头，冬日里我懒在被
窝的理由
没有高楼和大厦
茅屋草舍立村头
高端大气上档次
哈哈，这是真的吆
热炕头，归心似箭的理由
热炕头，老哥老姐叙叙旧
热炕头，粘着爹妈撒撒娇
热炕头，漂泊在外的奢求
（妈，今晚我睡炕头）

小小说小小说

微 笑
□王殿芳

热炕头
（歌词）

□夏 商

老 和 尚 带 着 小 和 尚 远
游，途遇一条河，见一女子
正想过河，却又不敢过。老
和尚便主动背该女子趟过了
河，然后放下女子，与小和
尚继续赶路。

小和尚不禁一路嘀咕：
“师父这是怎么了？竟敢背一
女子过河？”

一路走，一路想，最后
小 和 尚 终 于 忍 不 住 了 ， 问
道：“师父，你犯戒了，怎

么刚才背了一个女人？”
老和尚叹道：“我早已

放下，你却还放不下！”
小和尚：“……”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

戚。心胸宽广，思想开朗，
遇事拿得起、放得下，才能
永远保持一种健康的心态。

放 下放 下
□小 乐

驿路随笔驿路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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