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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给女儿买了一大兜零食。

回到家，女儿把我买的东西一袋袋都检

查了一遍，竟然挑出一袋过期的薯片。

女儿说：“妈妈，这袋薯片过了保质期

了。以后买东西一定要看保质期。”我

拿过薯片仔细看了看说：“真是啊，我当

时没看，丢掉吧！”

女儿说：“干嘛要丢掉，我们应该去

超市退换！”我笑了：“不过就三五块钱

的东西，值得吗？超市如果不愿意退，

还自找麻烦。”女儿急了：“妈妈，你这种

想法是错误的。你这样做，自己白白损

失了不说，还助长了超市的坏风气，他

们把过期商品拿出来上架，竟然都有人

买，还没人投诉，以后他们就会更加大

胆，这样还会影响到其他消费者的权

益。”女儿的一番话，倒让我有所触动。

是啊，应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女儿自告奋勇要跟我去超市。小

家伙又把书上的大道理搬给我：“作为

一名消费者，当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时，可以与经营者协商解决，还可以请

求消费者协会调解，或者向有关行政部

门申诉等等。妈妈，我们直接与经营者

协商就行了！”

来到超市，我向工作人员说明了情

况。工作人员表现出不配合的样子，磨

磨蹭蹭地翻了翻那袋薯片，支支吾吾地

说：“我们超市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这

是在我们这里买的吗？”我赶忙掏出购

物小票，女儿在一旁搭腔说：“上面还有

监控录像呢！”服务员听了，脸上露出慌

张的表情，赶紧叫来一个管理人员，他

们一起到货架上查看了一番。一会儿

工夫，管理人员过来对我们说：“是我们

超市疏忽了，现在已经把过期薯片全部

下架了。您的商品，我们保证退换。给

您造成了麻烦，对不起！”

回家的路上，我和女儿都很高兴。

这次维权成功了，没想到并不是我想象

的那么难。通过这件事，我也增强了维

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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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相熟的网友，在群里发

了一条消息：这个月家人生病住

院花了不少钱，现在还房贷急用

二千元钱，各位能否伸出援手帮

帮我，我手头宽裕了一定及时把

钱还上。

借钱的话题，让群里的气氛

一下子尴尬起来。过了片刻，有

网友说：肯定是网友的QQ号码

被盗，大家都不要相信借钱的信

息，以防被骗。也有网友说：他跟

我们借钱，也许是在做一个道德

测评，在考验网友的诚信度。借

钱的网友发了一个难过的表情：

“我真的是急需钱，就是想借点

钱。想着我们在一个群里聊了几

年了，彼此应该很了解！”群里再

也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愿意借钱

给网友，即使他真的是急需钱。

借钱的事儿让网友在群里备受冷

落，没过多久他便退群了。

有一段时间，想起那个黯然

离去的网友，觉得没人借钱给

网友，也许是辜负了他的信

任。但是把钱借给他，能保证

要回来吗？毕竟大家都是赚辛

苦钱的工薪族，日子也过得捉

襟见肘……很快，群友们心里也

就释然了：跟亲戚朋友借钱，都

是可能被拒绝，更何况是在虚

拟的网络。

借钱这件事情，可以是感情

的腐蚀剂，也可以是感情的粘合

剂。读高中的时候，我跟宿舍两

个室友关系很铁。毕业后各奔

东西，彼此很少联系。那年买房

借钱，我在亲戚朋友那里碰壁碰

得皮青脸肿。情急之下，我拨通

了两位室友的电话。他们接了

电话都没多说话，一个问了句

“要多少？”另一个问“你来取还

是我给你送？”两句话，帮我渡过

了难关，也暖热了我拔凉的心。

成年以后，我常常主动给两

个室友打电话。隔三差五，我们

就在一起聚聚，喝喝小酒聊聊

天。后来我的日子渐好，两个室

友家里遇到点大小事情，不用他

们开口，我都及时把力所能及的

帮助送过去。别人都说，我们处

得比亲兄弟还好。无论什么感

情，只要过了“钱”的关，可以说

就一路绿灯没有障碍了。

不挨边儿的人借钱，我们可

以心安理得地拒绝。关系铁的

人借钱，我们心甘情愿双手奉

上。最让人纠结的，就是关系不

远不近的人借钱。遇到这种情

况，我总是咬牙把对方借钱的数

目“拦腰斩断”，比如开口向我借

一千，我就给伍佰。这样既不得

罪对方，自己心里也不至于太心

疼。重要的是要做好对方不还

钱的打算，这样在漫长的债务关

系中，我的心情才不会被那点借

款纷纷扰扰。

而我自己，则尽量不跟人借

钱。情非得已非要开口借钱的

时候，我庆幸自己还有两个铁杆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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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流行“赶人情”，建新房、婚丧

嫁娶、子女满月升学，要请亲戚朋友吃

一顿，而亲戚朋友就要送礼金，这个就

叫“人情”，而这种给钱的方式戏称为

“赶”，很形象，赶着给人送钱，似乎跟人

家感情很好似的。赶人情还有另一种

解释，是一家急用钱大家帮忙。“人情不

比债，头顶锅来卖。”可见家乡人把人情

看得多重！

首先给的钱要有学问，就是第一不

能少给，也不能多给，给多少了，看上次

自己请客“做好事”的时候对方给了多

少礼金，就给这个数。好比上次别人送

了100元，这次自己就必须还100元。

不过有可能物价上涨，这个数目会相应

的增加，例如 120 元，但是绝不会少

的。第二就看自己跟对方的关系如何，

一般关系，自然钱不多，但是如果是亲

戚或者来往密切就要多出礼金了，“人

情”的多少就直接可以反映双方的关系

亲疏远近。

通常收礼的人要请一个八面玲珑

的人来做“账房先生”，负责收礼金、记

账、安排宴席、请客，通常是关系很好的

朋友来担任。“账房先生”的账本就是今

后“还人情”的一个记事本，记不起来的

时候看看账本就知道某年某月某日谁

赶了我多少人情，这次他儿子满月请客

我也要还相应的人情。

我家里就有若干本账本，分别代表

“建房”、“做十岁”、“上大学”等人情，一

般人生中的一些大事都有记录。账本

上就记录一些诸如“谁，什么关系，赶多

少人情”之类的信息，类似于客户信息

系统，需要的时候拿出来按亲戚朋友的

分类一看就明了。要是脑袋不够灵活

又没有账本那就麻烦了，不知道该还人

家多少人情，多了不合算，少了不够会

挨人骂。其实人情你送来我还去，几年

下来我也没赚你也没亏，但是大家还是

乐此不疲，人情大如山啊。也有一些人

因为经济困难，想出一些法子来“收人

情”搞创收，比如以前有小孩子过十岁

要请客，后来搞出什么过 5岁也要请

客，还有的人刚换新屋马上又搬家请客

的，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也是为人

不耻的。

家乡人喜好面子，赶人情这种事情

是争先恐后的，大家互相攀比谁赶的人

情多，给钱越多人情越大，就越有面

子。这种人情现象在当地人的眼里习

以为常，就跟吃饭睡觉一样平常。那东

西把人际关系搞复杂了，浪费人的精

力，让人变得虚伪，同时又是腐败分子

捞钱的一种重要方式。工薪阶层本来

工资就少得可怜，每月还要拿出三分之

一的工资赶人情，又不是和那些人的感

情很好，但每次碰到要“做好事”的时候

他们就粘上你了，实在是不小的负担。

但既然大家都这么做，自己也只好

随大流了，否则会难以融入社会。总体

来讲，我对赶人情是又恨又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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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多半是不知足的，即使拥

有了健康的身体，拥有了安稳的生

活，还会想得到其他的。而我的

“非分之想”，就是可以一直陪着心

爱的人，闲时读读书、旅旅游。

读书是很多人都喜欢的。

那个浪迹撒哈拉的三毛，在大学

执教时对她的学生说：“如果哪

一天我死了，千万记得烧本《石

头记》过来。”无独有偶，被周汝

昌先生称作“定是红楼梦里人”

的张爱玲，生前每年必读红楼不

说，还常常叮嘱友人：“我死后，

不要烧错纸钱，只需烧一本《红

楼梦》。”

我喜欢读书，不论是古人的

经典还是时人的闲篇，不论是在

深夜秉烛夜览还是在旅行途中

随手翻两页，我都喜欢。虽然我

家并不富有，但屋子还算宽敞。

所以，当初粉刷的时候我央求父

亲在二楼给我留一块空间作书

房。书房不大，但是很有味道，

因为有书，有笔墨，它们让俗气

的我身上有了一种书卷气。平

时没事我也会买书，有时多有时

少，每次收到新书，心中就会萌

生一种难以言说的喜悦。我喜

欢把书放在枕边，放在电视柜

上，放在视线所及的任何一个地

方。以至于我的电视柜上没有

电视，茶几上没有茶具——因为

都被书占据了。其实，那些买来

的书我也未必有时间一一阅览，

但能看一看、摸一摸，就是一种

幸福。

除了读书，我也喜欢旅行，

不论是南方的风景还是北方的

名胜，不论是历史遗迹还是自然

风光，我都喜欢。我特别羡慕那

种说走就走的人，羡慕他们有说

走就走的旅行。我有一个同学，

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不同城市游

历。他一边打工，一边欣赏那个

城市的风光。逛到差不多了，就

换一个城市，长达三年。我很羡

慕他，因为我虽有这样的心，却

没有这样的勇气。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是只

要有点小钱，就背个书包四处闲

走。我没有宏伟的目标，也不是

非得到西藏去净化灵魂，我只是

想趁着年轻多出去走走，走到哪

算哪，所以，经常往书包里塞两

件衣服就出去“闯荡天下”了。

虽然走得不远，但是满心喜欢。

有钱的时候住酒店，没钱的时候

住客栈，对我来说，住宿的好坏

不要紧，要紧的是沿途的风景。

有时走到穷乡僻壤，错过了宿

头，只好厚着脸皮向当地的居民

借宿。那时候的人心可真单纯，

只要把学生证拿给主人家看了，

他们便会很客气地招待你。第

二天走的时候连房费和餐费都

不肯要，还叮嘱我“出门要小

心”。可惜，那时候我没有相机，

不然一定把他们的样子拍下

来。后来，这种旅游有了一个流

行的说法，叫“穷游”。再后来毕

业了，为了生活而忙碌，不能再

恣意妄为，但心里还是会想念。

这样的经历，这样的记忆，无疑

是我人生的一笔财富。

电影《中国合伙人》里有一

句充满正能量的台词：“想一千

次，不如去做一次。华丽的跌

倒，胜过无谓的徘徊。”你不走出

去，不读书，永远只能活在想象

里，永远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

么样的。

穷游不穷，因为富了灵魂；

闲读不闲，因为长了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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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春天，送女儿去幼儿园时，经

过一排平房，忽然间，被一阵香气所吸

引。顺着香气望去，那院子内的花，竟

然开到了墙外。站在墙外，看着那花，

竟让我有些出神，女儿这时问我：“妈

妈，这花好香。”的确，这花不仅香，而且

开得也艳，一朵朵，一簇簇，开得是那样

的张扬。墙角下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

花，也努力地开放着，似乎也与这花回

应着。

花的品种并不名贵，是春天开得最

多的月季和蔷薇，家里阳台上也曾养着

几盆这样的花，只是每到春天，开出来

的花朵少得可怜。远不及眼前的这些

花，开得是那样的铺天盖地，仿佛如若

不开得艳些，便辜负了这样的春光。

由此我在想，花同人，人同花，看花

便知这家的主人一定是一个惜花之

人。远不像我，虽然爱花，却总是照顾

不好它们。将女儿送到幼儿园，回来的

途中，又经过这排平房，又站在了花下，

细看起来。

这时，院门打开了，一位中午女人

走了出来，见我站在外面，她笑着问：

“是不是也喜欢这花？如果喜欢，我可

以剪些回去给你，你种得好，可以再来

找我要。”闲聊中得知，女主人养了一辈

子的花，不仅养花，她还喜欢送花给别

人，有时间的时候，她还会做些手工布

艺，放在网上卖，让别人也能够分享到

这样的一份快乐。

那天与她聊得很开心，她邀请我去

院子里看花，满院子的花，让人看着就

心生欢喜，如同置身于花的王国。在那

之后的日子里，我与她熟识起来，原以

为，她是一个幸福的人，在交往中我才

得知，其实，她过得并不如意。

由于身体有病，她不能外出工作，家

里的重担都压有丈夫一人身上。虽然，

生活得如此艰难，但她却很乐观，她说，

做人就应该如同这花一样，每一天都努

力地开放着，即使明知道要凋落，可是也

要在这一刻开出最为灿烂的花朵。

那段日子，我正因为工作上的事情

而烦恼，经过她的开导，心，一下子释然

了。人生如花，短暂而又美好，我们所

能做的，就是要让这花开得明艳照人，

不要辜负了美好的时光。时光飞逝，此

时的女儿已然上小学，我再很少去那院

中看花。但是我却知道，那满园的花，

此时一定开得分外妖娆，它们总不至于

负了这明媚的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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