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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袋爷家翻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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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啦 李晓果 摄

（全景网供图）

那天，我清扫院子时，墙角的蛛网后边一
只颤动的小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是一只蝴
蝶，一只活着的蝴蝶！

虽然已过立春节气，但气温仍在零摄氏
度左右，而且，刚刚过去的寒冬，那么冷，怎会
容一只这么柔弱的小虫存活？

它确实活着，除了身体有一点儿干瘪，和
春夏秋季里的蝴蝶没什么两样。可能是感觉
到我在看它，也可能是感到寒冷了，抑或是害
怕，小家伙像是想要找到庇护它的蛛网，竟慢
慢爬动起来。

我轻轻拈起这个小生命，放在一个纸盒
里，把它从寒冷的院中转移到屋内，放在炉火
旁，并在它面前放了一点蜂蜜，期待它能度过
眼下的寒冷，陪我一起走进春天。

很难想象，它是如何熬过冬天那刺骨的
寒冷，又是怎样在无数个没有一丁点希望的
日日夜夜里坚持至今的。也许它没有想那么
多，也许它想了并且决定坚持到底。不管怎
样，它是一只越冬的蝴蝶，且极有可能是今年
春天里的第一只蝴蝶。

有时想想，生命真是一个奇迹。浩瀚无
垠的宇宙，到目前为止，除地球外，还没有哪
个星球有存在生命的确凿证据。地球在多少
亿年的漫长岁月里，倾尽洪荒之力，几经风云
变幻，才有那么一点儿可怜的生命，并一步步
发展至今。生命是渺小的，多一个少一个或
许根本无人在意，无人知晓。即使是承载生
命的地球，与宇宙相比，也不及沙漠中的一粒
沙子。生命又是伟大的，它的一举一动都能
演绎出宇宙没有的繁华。

蝴蝶是没什么智慧的生物，生命力却如
此顽强。人类是极具智慧的生命，却有许多
人把生命当儿戏。有一言不合就拔刀相向的

“垃圾人”，有置全车人生命不顾而推拉司机
的乘客，有因失恋而寻短见的小青年，还有
仅仅因为老师批评几句就跳楼自杀的学
生！这些人，不尊重生命，也缺乏对生命最基
本的敬畏。

与这些豪掷生命的人相比，这只弱小的
蝴蝶，是多么令人肃然起敬！

我又一次看了看纸盒里的蝴蝶，想到了
它在春暖花开时翩然起舞的样子，不由欣慰
地笑了。

好友阿狸眼看将近 30 岁还没有男
朋友，周围一干人等都为她着急，我们开
始组织各种各样的聚会，提供各种各样
的机会，好让阿狸结识适龄男青年。

那天也是我们组的局，约的是同一
大院上班别的单位的帅哥。帅哥身材高
大、说话温柔，最关键的是感觉和阿狸很
相配。一顿饭吃下来，帅哥对阿狸照顾
有加，帮阿狸夹菜、拿饮料、递纸巾，我们
都以为阿狸这次的相亲对象靠谱。

和帅哥告别后，我们问阿狸：“这个
相亲对象应该还可以吧？”没想到阿狸直
截了当地说：“这顿饭一吃，他直接就被
pass了。”我们惊讶：“不会吧，为什么？”
阿狸说：“遇到喜欢吃的菜，自己埋头苦
干使劲吃，遇到不喜欢吃的菜，拿筷子翻
翻拣拣各种挑，他这种人肯定很自私。”

因为一双筷子就否定一个相亲对
象，我们觉得阿狸有点儿小题大做，正准
备劝阿狸，没想到年长的李姐一本正经
地说：“我赞同阿狸的意见，这个人不值
得深交。你们没有注意到他吃饭的筷子
吗？他总是拿筷子在盘里像炒菜一样翻
来翻去，一点儿都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不
信咱们可以继续观察。”

后来单位里发生的一件事让我们
相信了阿狸和李姐的判断。那天帅哥
临时离开座位，手机停留在打游戏界
面，被上级部门抓个正着，帅哥的第一
反应是——这不是自己的手机，是他同
事某某某的。虽然最终他被单位通报批
评，但他遇事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的表
现，证明他不是一个有担当的人。

李姐知道这件事后，语重心长地说：
“一双筷子是小事儿，但小事儿最能看
出人品。人品好的人筷子是有节制的，绝
对不会在盘子里乱翻，他会在意别人的
感受。”

筷子是日常生活中很普通的小物
件，它蕴含的道理却不那么简单。这
场被筷子毁掉的相亲告诉我们，一双有
节制的筷子不仅体现了一个人的品
格，也侧面反映了这个人的家教，绝对
不能轻视。

我近日驱车回老家办事，村里一处
新盖的宅子靓丽醒目，不亚于“豪宅”。
我惊奇地问一旁的大嫂：“这么漂亮，谁
家盖的？”“布袋爷的孙子盖的！”“布袋
爷？”我惊讶地看着嫂子。“布袋爷家到他
孙子这辈算是翻身了！”嫂子说着，羡慕
地叹了口气。

布袋爷已经去世十多年了，但是他
家的往事我历历在目。

布袋爷家祖上是村里最贫困的。布
袋爷生于20世纪初，他真名叫啥，恐怕
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在村里辈分很
高，我记事起，村里大人小孩都喊他布袋
爷。大家叫他布袋爷，并没有像对待

“爷”一样尊敬他，布袋爷似乎仅仅成了
他的代号，大家一边叫着布袋爷，一边戏
弄着与他开玩笑。

布袋爷干活很卖力，但是出的大多
是憨力，用不到点子上，用方言说，就是
哪儿不痒挠哪儿。同样的地让布袋爷
种，庄稼总是没有别人种长势好。

布袋爷家吃穿靠国家救济的状况，
直到他的孩子这辈也没有发生改变。

布袋爷布袋奶生育了一儿一女，男
孩叫新池，其妹叫新香。尽管两个孩子
都生活在新社会，但新池只上了村里的

小学，新香没有上过一天学，就在家里割
草放牛做家务。新池是通过新香与山里
一户人家“换亲”才成了家。

布袋爷布袋奶去世后，布袋爷家的
香火就由新池传承着。新池和他媳妇
都没有文化，也只是干些力气活，过着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闲的时候跟着
村里搞建筑的匠人当小工挣点儿油盐
酱醋钱，砌砖垒墙的技术活他不会，只
会做搅拌水泥或者搬砖拉沙的出力
活。村里人都认为新池和他媳妇不比
布袋爷布袋奶强多少，布袋爷家恐怕再
也翻不了身了。

庆幸的是，新池在对待孩子的教育
上很舍得投入。他家是贫困户，孩子上
学也得到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布袋
爷家的孙子也很争气，学习努力刻苦，
成绩突出，学业一路飙升，大学毕业后
就被一家公司招去。在公司里，布袋爷
家的孙子工作踏实，努力钻研，升职很
快，收入颇丰……

办完事，从布袋爷家的“豪宅”走
过，我感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古
话没有假说，布袋爷家通过他孙子的
奋斗终于翻身了，布袋爷布袋奶可以含
笑九泉了！

那天我正在上班，妻子打来电话，嘱咐我回
家时，顺便到文具店买一本日记本。我问干啥
用，她神神秘秘也不说。

妻子平时有写日记的习惯，自打儿子出生
后，再也没有写过日记。莫非这次妻子心血来
潮，要找回少女时代的感觉，重新浪漫一把？

刚到家，妻子就拿出儿子的作业纠错本，
对我说：“知道我为什么要你买日记本吗？我
觉得夫妻之间，也应该有这样一个纠错本。”我
不屑一顾道：“居家过日子，又不是读书学习，
有那必要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犯了错，
就记在纠错本上，经常翻一翻，看一看，吃一
堑，长一智，以免以后重蹈覆辙，你说，这意义
小吗？”妻子越说越激动，“年终，我们要作一
次总结，谁犯的错误最少，就给予家庭奖励，发
给年终奖，并且来年这个家就由谁来当。我
想，只有引进竞争机制，家庭才会越来越和谐，
日子才能越过越幸福。”我忍俊不禁。妻子把
管理学生那一套，搬到了家庭生活中。

那天是双休日，天刚蒙蒙亮，一向爱睡懒觉
的妻子就起了床。我眼也懒得睁问：“星期天也
不好好休息，起这么早干吗？”妻子说她想回一
趟娘家。其实我巴不得妻子不在家，好找一帮
哥们儿好好喝顿酒。为了不让妻子看出我的心
机，我佯装很生气：“你半月前不是刚回一趟家，
怎么现在又要回，坐车不花钱咋地！”此话一出，
妻子可抓住了我的把柄：“哪里有规定刚回过一
次家现在就不能再回，常回家看看已经写入法
律，你阻止我回娘家，说得严重点，已经违犯了
法律。这一条，就该记在纠错本上。”妻子说着，
马上找出本和笔，写了起来。弄巧成拙，我心里
那个后悔。

我从小爱下棋，看到象棋，就挪不动步。那
天下午下班，我往棋摊前一蹲，把什么事都忘
了，直到妻子打来电话，我才想起妻子身体不舒
服，还等着我回去照顾。看到妻子难受的样子，
我主动把犯的错误写在了本子上。

儿子成绩没考好，妻子动手打了儿子一巴
掌；我躲在阳台上偷偷抽烟；妻子看电视太晚，
影响了儿子休息；我喝醉吐了一床……

年终评比，我犯的错误比妻子多了一项。
我正觉得难堪，妻子说：“应该算是平手，都说当
面教子，背后教妻，我常常在众人面前不给你面
子，也应该算一项，今后我一定改。”

故乡俗语今犹记
□魏龙法

我爱故乡，故乡流传着许多俗语。
这些俗语不仅陪伴着我茁壮成长，而且
在生活中常常给我指路引航。

记得孩提时期，父亲就常念一些
俗语歌来激励我好好读书。歌曰：月
奶奶，亮堂堂，开开后门洗衣裳。洗得
净、熨得光，打发哥哥上学堂。读诗书，
念文章，红旗插到俺门上。又曰：从小
读书不用心，不知书中有黄金。要知
书中黄金贵，夜点明灯下苦心。这些
俗语歌确实扬起了我幼时在书海远航
的风帆。

后来我走向社会，街坊的伯伯叔叔
爱用俗语教导我如何为人处世。他们
常这样说：一争两丑，一让两有；人欺不
是辱，人怕不是福；饶人不是痴汉，痴汉
不会饶人；当出力时须出力，该缩头时
且缩头。

转眼，我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奶奶常用一些家乡的俗语劝我找个好

媳妇：鸟美在羽毛，人美在勤劳；生意不
成一遭，娶妻不值一世；下轿看身材，过
日子看贤才；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
好媳妇两头圆，赖媳妇两头传。我和妻
子都没有辜负奶奶的期望，我们各自用
家乡的俗语要求自己，宽容对方，婚后
生活幸福美满。

婚后没几年，我和妻子已是儿女双
全。如何抚养和教育子女，家乡的俗语
帮了我们不少忙：要想小儿安，受点饥
和寒；吊大的葫芦把不歪，苦大的孩子
不受灾；敢撒鹰不忧折翅，想放马莫怕
失蹄。儿女受家乡俗语的启发，在校读
书时都非常争气，参加工作后也各自事
业有成。

异地教书，久别故乡。家乡前些时
传来了令人惊喜的消息，说是要修建旅
游景区。我听后兴奋得一夜没有合眼，
心想：要是把家乡的俗语都刻在景区的
石壁上，那肯定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