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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亚伟

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大家聚到
一起，抱怨的话题总是最多的。很少有人
说“我的生活多么幸福”“我多么满足”之类
的话，人们的口水中，有一半以上都是吐槽
生活有多么不尽人意，有多么无可奈何。

这不，几个闺蜜凑到一起，开始了新一
轮的抱怨。有人说孩子不听话，越来越难
管，让人烦透了。有人说婆婆是个难伺候的
主儿，像伺候皇太后一样伺候着，都换不来
她一个笑脸。有人说老公不懂得疼人，整天
就知道在外面瞎忙，连结婚纪念日都忘了。

男人们聚到一起，抱怨的话题更多。
大到国计民生，小到百姓生活，都被他们一
一吐槽。什么社会分配不公，房价居高不
下，工资太低，雾霾肆虐，如此等等，好像没
有什么让人满意的。说着说着，还要摆出
忧国忧民的姿态，皱着眉头，低头沉思起
来，好像在想办法拯救世界。

其实呢，这个世界根本不用拯救，生活
一片美好，只是有些美好的东西被人们藏
在心里了。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
袍，爬满了蚤子。不过对我们来说，生活就
是一件光鲜的衣服，偶尔沾了点尘土，我们
喜欢把尘土随时抖一抖，吐吐槽，泄泄愤，
怨天尤人一番，自己心里舒服了，然后照样
开开心心生活。人们对待生活大都是这
样，边抱怨边热爱——这就是人生。

不信你看，那群抱怨完毕的女人们，相
约逛街，让自己心情爽起来。刚才的情绪
瞬间一扫而光，她们两眼放光地盯着超市

里的物品。刚才抱怨孩子烦透的那位，正
琢磨给孩子买玩具呢。刚才抱怨婆婆不近
人情的那位说：“上次婆婆给我买了保暖内
衣，我也给她买张她喜欢的京剧光盘。”抱
怨老公不懂疼人的那位，早为老公买下了
一双新鞋子。她们的爱，暴露无遗。看她
们个个眉开眼笑的样子，你就知道那些抱
怨的话根本就不是她们的心里话。

还有那些抱怨工作累、工资少的人，明
明刚刚还在说：“这工作，没法干了！”可工
作任务一下达，他们立即进入到工作状态，
全力以赴，没有丝毫迟疑。有人还会说：

“活儿来了，今儿不干个通宵不罢休。”完全
是热爱并享受生活的“工作狂”的节奏。还
有那些抱怨房价高的人，每个月刚还完房
贷时，还会乐滋滋地说：“房贷越来越少，日
子越来越好！”

边抱怨，边热爱，已然成了人们的一种
生活状态。既然热爱，为什么还要抱怨
呢？其实，抱怨呀吐槽啦都是人的情绪的
一种释放，换个角度看，也是人们热爱生活
的一种表现。我们热爱生活，所以会希望
生活是完美的，可每个人的生活都无法避
免小烦小恼，我们抱怨这些烦恼，只是希望
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接近我们理想中的
样子。并且，抱怨是人们的天性，没有谁会
一直不知疲倦地唱着赞歌，抱怨也是生活
的一部分。

生活就是一件华衣，穿在身上，时时抖
抖上面的尘土，心灵才不会淤积太多的灰
色。边抱怨，边热爱，一路走过生活之路，
留下更多喜怒哀乐。

一边抱怨 一边热爱
罗庭玉

住在乡下时，我家西北角有一片菜
园。菜园主人姓张，大家叫他老张头，我
叫他张大爷。张大爷已经七十八岁，依然
每天耕种在那方二亩地的菜园里。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他弓着腰在菜园里不停
地劳作，辛勤得像一只蜜蜂。陪伴他的有
张大娘，老两口的家就盖在菜园中间，蓝
瓦红砖小屋，倒也漂亮。一日三餐，张大
娘为张大爷做些下酒菜。

我每天上班，都爱从菜园那条路走。
菜园的四周生长着柳条篱笆墙，郁郁葱
葱，柳枝随风飘扬，起起伏伏，绿浪翻滚，
纤细的柳枝垂落在壕沟边。那圈绿意盎
然的篱笆墙，既美观又实用，将祸害蔬菜
的小笨鸡们都挡在了篱笆墙外。那些小
笨鸡们不死心，在菜园四周逡巡，却找不
到一个可以钻进去的空隙。张大爷的篱
笆墙修得太密实了，那里的每一棵菜都是
他生命的一部分，每一棵菜他都舍不得被
无端地祸害。

有一天，我走进菜园子，走进老两口
的红砖小屋。屋里除了一个炕琴，两对木
柜，一台电视机外，也没有什么摆设。屋
地的角落培育着绿色的秧苗。窗前架着
藤架，爬满了苦瓜藤，苦瓜藤绿叶婆娑，简
直要把整个红砖房包围起来。每一畦菜
都那么水灵，都那么带劲儿。这里一片芹
菜，叶大茎粗；那里一片韭菜，柔嫩鲜绿；
这里一片小葱，细嫩直挺；那里一片水萝
卜，绿色的叶下露出粉红色的根茎；小辣
椒结出手指肚般精细的果实，还没到辣的

时候；小油菜叶片肥厚，绿得纯净，绿得透
彻，没有一个斑点。那一畦畦的小菜，延
伸到篱笆边，我实在数不过来。

我来到塑料大棚里，张大娘说，你吃
黄瓜吧，现在黄瓜刚下来，顶花带刺的。
张大娘为我揪了根黄瓜，她说，那有水龙
头，你洗洗去，想吃什么就自己动手，你的
手干净，我的手上尽是泥。我嚼着清香爽
口的黄瓜，和张大娘拉起了话。说起了张
大爷种菜的历史，她说，你大爷从六十岁
那年开始种菜，一种还种上瘾了呢，不让
他干都不行，连麻将都戒了。虽然好喝点
酒，但一点也不耽误事，没有一天闲着，让
歇歇都不歇。只要有菜侍候，他一天就乐
呵，喝酒也高兴，没菜侍候他就闷得慌。
这个贱骨头啊，不会享福啊。我说，大娘，
多亏了这些菜，这是张大爷的精神支柱
啊，没有这些菜，张大爷的身体保不准就
出毛病了。张大爷在一边嘿嘿地笑着。
张大娘说，有文化的人，还是你说得好啊。

那天临走时，张大娘给了我几棵苦瓜
秧，还拔了些水萝卜。她说，客气啥呀，拿
着吧，都是邻居住着。大娘也没啥好东
西。吃菜，就来摘。张大爷终于说话了，
年轻人，要是不会架苦瓜，你来找大爷我。

张大爷种出的菜，由他的儿媳妇和
儿子拉到集市上去买，那二亩地，成了他
家的聚宝盆，每年都能为家里创收几万
元钱。

我想，张大爷种的不仅仅是菜，还有
他的生命，他把对生命和对生活的爱都种
进了菜里。要不然，他怎么会时常站着菜
园里盯着那些水灵灵的菜，咧开嘴笑呢？

与菜园为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