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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的话题，我们已经谈论了千
百遍。再次说起美，缘于去年参加的一
个征文颁奖仪式。

那是为纪念三八妇女节而举办的一
次征文活动，获奖者以女性居多。她们
大多是生活中的普通人，在人群里一点
也不起眼，但谈起写作中的烦恼与快
乐，说到面对困难的那股韧劲儿，协调
家庭、事业的那股执着劲儿，让她们显
得如此自信，如此激越，如此深情。她
们的话，通俗而富有哲理，如清风扑面，
温暖人心，深深地吸引了每一名与会者。

由此，我忽然想到了这样一个现
象：现在不少人，一见到女性，都是连连
称呼“美女”。在绝大多数人看来，美，
是女人的最大资本。记得法国著名作
家莫泊桑曾在《项链》一文中这样写道：

“女人并无社会等级，也无种族差异，她
们的姿色、风度和妩媚就是她们身世和

门庭的标志。”
什么是美？在现实生活中，若干妙

龄女子得到了上天的偏爱，拥有如花的
容颜、白皙的皮肤、高挑的身材，无疑她
们是幸运的。然而“最是人间留不住，朱
颜辞镜花辞树”，岁月无情地消磨着光鲜
靓丽，时间也会慢慢地将其容颜变老，昔
日的天生丽质终成过眼云烟。

大多数平凡女性，没有天赐予的如
花美貌，每天都过着平淡的生活。其中
不少有志的女性，用其特有的执着与坚
强，为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和追求而辛
勤耕耘，不断地将理想变成现实，不断地
超越自我，她们带来的是另一种美丽：平
和之美、自信之美。

平和之美、自信之美，要为公众所认
可，确实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有志的女性不为平淡所困，不为辛
劳所苦，不为压力所累；在这个过程中，

女性的美逐渐超越外形，胜于华丽，越过
尘俗，她们在辛劳和快乐中，实现了自己
人生的美丽嬗变。

这些令人尊敬的普通女性，每天伴着
旭日东升，每天伴着月上柳梢，淡淡地生
活，静静地思考，执着地进取，坦诚地面对
人生，用自己的温柔与平和，唱响一曲美
丽之歌。平和是美，自信是美。从内心至
精神，任时光变迁，依然如故。

外在的美易随风逝，肤浅也经不起
寻味，而平和、自信的女人用丰富的内心
世界和对生活的热爱，让自己永远是一
棵美丽的树。

很喜欢一首老歌：“女人花，摇曳在
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是
啊，女人就是花，女人就是诗。愿我们
各自好好地在心底种一池碧莲，跟着时
代的节拍，做个平和、自信的美丽女人
吧！

平凡女性之美
□娄月

生下女儿半年后，我便和老公外出
打工了，女儿丢给了婆婆带，这一带就是
好几年。每年只有过年的时候，我才能
回到家中见到她，虽然时间很短，但女儿
和我还是很亲的。只是每一次的分别，
又会让女儿伤心很长一段时间。

女儿三岁的时候，上了幼儿园。
那是一个三八妇女节，听婆婆说，老师
让每个孩子用彩纸折一朵“康乃馨”送
给妈妈。当老师让折好花的小朋友将
花放进书包时，女儿居然哭了，她对老
师说，妈妈不在家，花不知道送给谁。

听婆婆在电话里提及此事，我的心
一下子揪了起来。后来，老师对女儿说，
花可以通过信寄给妈妈。那天，女儿回
家问了我打工的地址，然后，让婆婆告诉

老师，把“康乃馨”通过书信的方式寄给
了我。

当收到花的那一瞬间，不得不承认，
我的心被扯得生疼生疼，拿着花的我，坐
在办公桌前哭了起来。同事得知这一切
的时候，轻声说：“唉，挣点钱不容易，可
是最苦的还是孩子。”那年三八妇女节，
至今记忆犹新，每当想起时，都会让我感
到酸楚。

后来，我和老公商量，不再离乡背井
外出打工，而是回到家乡，做点小生意。
当女儿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高兴地搂
着我不肯松手。她说：“妈妈，等今年三
八妇女节的时候，我一定给你折更多的
花。”

女儿的话甜到了我的心里，直到那

一刻，我才意识到，在她成长的过程中，
我已然失去了太多与她在一起的美好
时光。如若再为了所谓的事业外出打
拼，我势必无法体会到母女之间这份浓
浓亲情。从那之后，每年三八妇女节，
女儿都会给我折“康乃馨”。当然，每年
三八妇女节都是我最快乐的时候，不仅
有女儿送的礼物，还能够陪伴在她的身
边。

今年已是第四年收女儿的礼物了，
如今的女儿已经上小学了。她对我
说，“康乃馨”的折法已经印在了心间，
永远都不会忘记。对我来说，那一枝
枝“康乃馨”，都是女儿对我的爱，在这
样一个初春的季节里，始终温暖着我
的心房。

暖暖的“康乃馨”

提起妇女节，一般人只知道三月八
日。事实上，我国早在汉代就已有妇女
节，且传承了数千年。

我国古代的妇女节一年有三次。
第一次是农历五月初五，即“女儿节”。
明代余有丁在《帝京午目歌》中写道：

“都人重五女儿节，洒潇角黍榴花展。”
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给女孩的头上戴
石榴花。第二次是农历七月初七这天，
即民间的“乞巧节”。相传织女心灵手
巧，每年七月初七晚上，妇女都要摆香
案、设瓜果，穿针引线向她乞求灵巧。
第三次是农历九月初九，这一天也是重
阳节。我国民间有登高和食花糕的风
俗，明代《帝京景物略》中有“父母家必
迎女来食花糕……亦曰女儿节”这样
的记载。

每年的三月八日，是全世界妇女共
同的节日。其实，世界上不少国家和民
族除了三月八日这个妇女节，还有自己
独特的妇女节日。

在印度，有个“棒打男人节”。
印度的妇女地位一向低下，但是，每

年她们有一个扬眉吐气的日子——“棒打
男人节”。这一与众不同的节日主要是为
了迎接多彩春天的到来。参与庆祝的男
男女女，会事先在身上撒满彩粉。男人将
全身涂上鲜艳的色彩，妇女则会穿上五颜
六色的服装，头上裹着彩色的头纱，手拿
竹竿“棒打男人”。男人会用花瓣作为回
击女人的“武器”。

在瑞士，有个“妇女掌权日”，这天，
妇女说了算。

瑞士妇女的地位在 20 世纪渐渐得

到提高，但无论是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还
是经济地位，仍落后于大多数西方国
家。为了在社会上树立男女平等的观
念，瑞士设立了特殊的“妇女掌权日”。
根据规定，每年1月的前4天，都是瑞士
的“妇女掌权日”。在这为期4天的节日
中，家里大小事务全由妇女说了算，男人
统统靠边站。

另外，德国有“妇女狂欢节”，英国则
有“妇女求爱日”……

不可否认的是，女性相对于男性来
说，还处于弱势地位。妇女地位的提高，
仅靠设立一两个节日是远远不够的。要
真正提高妇女的地位，除了妇女自身要
自尊、自立、自强，全社会还要为她们营
造一个能更好地让其自立、自强的良好
环境。

趣谈古今妇女节
□程贤钧

我对大小节日一向迷糊，特别是三八妇
女节，自认为那些都是大妈们的事情，距离
我们年轻人还很遥远。在三八妇女节时，我
也从来没给母亲买过什么礼物。

去年 ，我 刚 从 基 层 单 位 调 到 机 关 ，
三八妇女节那天，我们参加机关组织的
栽 植“ 巾 帼 林 ”活 动 ，当 我 把 一 棵 棵 绿
意盎然的小树苗栽到大山里时，就像把
希望和梦想栽下一样，心里有说不出的
满足感。

中午回家，刚进门，母亲像往常一样已
给我做好了香喷喷的饭菜。饭桌上，当我谈
起那天是三八妇女节时，母亲先是迟疑了一
下，然后说：“什么节不节的，我感觉天天都
一样呀！”我知道，母亲一直在乡下老家生
活，每天都为生计忙碌，她的心里从来没有
三八妇女节这样的概念。趁母亲说话的间
隙，我抬头看了一眼，不经意间瞥见母亲的
头上又增添了些白发，且头发有些长了，很
凌乱，有一缕已经快遮住眼睛了。

我低头，边吃饭边告诉母亲：“妈，下午
我们放假半天，我陪你出去理发吧？”母亲想
了想，告诉我：“算了，我自己剪剪吧，上次你
买的染发剂还有呢！”自己给自己怎么理发
呢，母亲还不是怕花钱。

这时，我想起自己多年前学过美容美
发，刚毕业时还在美发店工作过一段时

间。于是，我笑着说：“妈，我给你理发吧，
顺便也练练我的手艺！”母亲顿时喜笑颜
开，点了点头。

就这样，我当了母亲的美发师。按照我
说的那样，母亲端端正正坐在穿衣镜前的凳
子上，等待着我给她理发。可是，当我拿起
多年没动过的剪刀时，动作却显得很生硬，
手也颤抖得厉害，特别是看到母亲蓬松而又
凌乱的头发，心里不由得有些难过，原来，母
亲在不知不觉间已经老了！记忆中，母亲年
轻时的头发又黑又密，可是，现在已经斑白
了。想着想着，我用笨拙的手拿着剪刀，一
剪子一剪子，慢慢剪掉母亲的白发，就像把
岁月的尾巴剪掉一样。给母亲剪完发后，我
又细心地给母亲焗了油。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打理，母亲的头发变
得整齐多了，也变黑了，人显得很干练。虽
然没有专业理发师理得好，但是母亲格外喜
欢，她像个孩子似的，站在镜子前左照右照，
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很多。

看着母亲高兴的神情，我的心里也美滋
滋的。这时，一抹阳光照进来，倾泻到屋子
里，暖暖的，豁然开朗。

三八妇女节，我不是给母亲大包小包买
礼物，而是亲手给母亲理发，将一片孝心真
真切切地表达出来，这就是最美的节日礼
物。

最美节日礼物
□文雪梅

二月命薄
三月为它献上花环
夜雨
洗亮婴儿般的早晨

在一阵鸟鸣中
太阳因晚起
而
羞红

我们踩着三月松软的心
来到田野
时间在接生
鲜嫩的小脸
在低处举着

你发辫上粘着青草
和泥香
你很美
你的嘴唇
刚刚被偷袭过

三月

□高野

□朱凌

我从小就喜欢喝番茄蛋汤，这虽然是
再普通不过的菜肴，但在我的心目中，是无
与伦比的人间美味。

那时，番茄还是时令蔬菜，只有夏天才
有。夏日的傍晚，母亲用蒜片、葱花炝锅，加少
许酱油，放入切好的番茄，倒上水，等水开了，
打上两个鸡蛋，一锅番茄蛋汤就做好了。一家
人围坐在院子里的小石桌上，一人盛上一碗，
热热闹闹地吃起来。那时，我总想：这世间还
有什么能比母亲做的番茄蛋汤更美味呢？

后来，我到异地求学，毕业后在省城工
作，远离了父母，也很难再吃到母亲做的番
茄蛋汤了。只有每逢假日回老家，我才能让
母亲做上几回，熟悉的做法、熟悉的味道，却
怎么也吃不够。

参加工作后，我开始自己做饭，学会的第
一道菜就是番茄蛋汤。当然，这完全是仿照
母亲的做法，做的次数多了，味道也就越来越
像。后来谈恋爱了，我不厌其烦地给女朋友
做，而她也不厌其烦地吃。后来，在我的熏陶
之下，她也学会了做番茄蛋汤。当然，她是仿
照我的做法，所以味道也相差无几。

两年后，我们步入婚姻的殿堂。小家庭，
小日子，从二人世界到三口之家，番茄蛋汤一
直是我们的保留“曲目”。隔三岔五，妻子就

会做给我吃。这道被母亲做过无数遍的美
味，就这样顺其自然地传给了我的妻子。

父母都年过六旬了。去年，我把他们从
农村接到城里。他们起初不愿意来，怕给我
添麻烦，我只好找借口，说为了让他们帮我
看孩子，他们才勉强同意。

母亲主动承担起做饭的任务，她知道我
最爱喝番茄蛋汤，所以经常给我做。有时，
妻子怕她累着，就抢着掌勺，可母亲总是固
执地说：“让我来吧，承永喜欢吃我做的！”其
实她不知道，妻子做的番茄蛋汤早已得了她
的“真传”。母亲对我的关爱和呵护，也已经
由另一个女人无私地承担起来。从相识
到现在，这些年里，妻子一直无比认真
地潜心学做番茄蛋汤，完全是为投
我所好。

三八妇女节来了，我没给
母亲和妻子买什么礼物。我
已经想好了，就为他们做
一碗番茄蛋汤，以此感
谢最爱我也是我最爱
的两个女人。她们
虽然平凡，却让我
的人生无比芬
芳……

两个女人一碗汤
□张承永

心香一缕

流年碎影

灯下漫笔

诗苑一束

我爱我家

至爱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