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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团锦簇过新年
■赵文心 文

入冬，去逛花市，本想按往年一
样买红花绿叶的一品红，一眼看到花
架上茎叶纷披、茎的顶端长满近百个
大小花蕾的蟹爪兰就改了主意。

挑一个古色古香的陶盆，请店主
添土换盆，铺上一层炭粒，我小心翼
翼把沉甸甸的蟹爪兰捧回家。虽然
小老板说这花最好养，但我历来养花
失败次数太多，赶紧做功课。查《室
内观赏植物图典》，得知蟹爪兰属仙
人掌科，因在茎节顶端有尖齿像蟹爪
而得名，原产于潮湿的森林，还有个
好听的名字：华美仙人指，

既是仙人掌，一定爱暖，只要天
晴，就搬到阳台上找太阳，黄昏时搬
回室内。碰到降温、下雨、飘雪的天
气，心里就嘀咕，怕它受冻。因又与
原产于沙漠的其它品种仙人掌不同，
喜湿，晒太阳时就从上到下、里里外

外喷水，保持一定的湿度。
很快，米粒、黄豆般大小的花

蕾变长变胖，到花苞几乎有拇指
长、拇指粗时，不惧寒潮一波波到
来，第一朵花在夜里悄悄绽放，姿
态果然如书上所说“花管状，长 5
厘米以上，花瓣展开反卷，雄蕊明
显”。我仔细端详，盛开的花朵有
近 20 片 花 瓣 ，或 如 桃 形 ，或 如 柳
叶，自花蒂处四下次第舒展，花瓣
的尖梢反卷翻翘，角度各有不同，
花心处一枚细长玫红雄蕊探出，周
围嫩黄雌蕊簇拥，层层叠叠，灵动
娇俏，美不胜收

花一朵接一朵开着，沉沉的坠着
扁扁宽宽的绿茎垂挂盆边，喜不自
禁，拿起相机为花留影。搬一个矮
凳，坐在花下，羞答答含苞待放的，颤
微微似飞燕凌空的，飒爽如“倒踢紫
金冠”的，比肩并开双翼齐飞的……
一一收入镜头。拍花忌芜杂，开得这

么热闹，常为避开斜刺里的花蕾、靠
得太拢的花朵煞费苦心。拍花会上
瘾，就这一盆花，我几乎每天都拍也
拍不厌，不同角度、背景一拍就几十
张，每一朵有自己的姿态，同一朵花
隔一天去看又变了模样。

这些花的照片还给我带来意想
不到的快乐。

侄女过生日，想想现在的孩子吃
穿用什么都不缺，灵机一动，将几张
姿态、背景各异的花照发给她，祝愿
刚大学毕业踏上工作岗位的她“美丽
如花”。侄女很开心，我也为这份别
致的生日礼物而得意。

女儿赴异国求学，圣诞、元旦都
在埋头备考。选一张集花蕾、花苞和
绽放的花朵于一体的照片做成贺卡，
祝福她年青的生命如花盛开，激励她
怀抱理想，天道酬勤。

这盆盛开的红色蟹爪兰真给我
的新年添了不少喜色。

意犹未尽

生活故事

剿虫记
■杜祖德 文

人们不是对任何昆虫消失都扼
腕痛惜的，对某些昆虫的灭绝还真
会拍手称快，譬如臭虫。

讲到这里或许你还不知臭虫为
何物，词典里有对它的专门注释：臭
虫，昆虫，身体扁平，赤褐色，腹大，
体内有臭腺，吸人畜的血液，也叫床
虱，有的地区叫壁虱。

解放初这种以吸血为生的昆虫
在旧里弄和棚户区的住家里十分常
见。它们昼伏夜出，喜欢蛰伏在床
铺和板壁的缝隙中。如果说蚊子叮
人还有嗡嗡的叫哼，它倒好，悄无声
息吸饱你的血，再留一块奇痒难忍
的红包作印记。待搔醒后打开灯去
寻找，它早巳钻进了床缝，偶尔找到
一只因吸血贪婪，扁平身变成腰粗
体壮的，爬行变得迟缓，步履蹒跚，
用指上去一揿，必定留下一滩鲜血。

根据它体小、钻缝隙的特点，人
们采取了敲、烫、挑、喷、糊、吊的办
法进行围剿。敲是将有缝隙的铺
板、棕绷拿到弄堂里与水泥地撞
击。靠撞击的外力震动抖出藏在缝
内的臭虫。这办法很好，经敲震后
在水泥地上可看到一只只红色臭虫
慌不择路满地乱爬。在旁围观的小
孩便会用手指按住虫身顺势朝后一
揿，地上便划出了鲜红的一竖或一
捺。虫体的大小、血量的多少，便写
成了长短不一、粗细不等的笔划。

对那些敲不到的地方用滚水灌
注叫烫。滚水注入缝里时会有“”扑
扑“声响，或是那些体胖的虫身体受
热骤然膨胀而发出的爆破声响。

对一些木壁和不能搬动的木件
缝隙，大人们就会用缝被面的大号
引线针沿缝探到里面去挑出匿藏在
里面的臭虫。这就叫挑。

喷是用喷雾器把“滴滴涕”药水
喷洒到墙壁缝隙和床具上去灭杀。

糊则是将“六六粉”用水调成糊
状去涂抹到棕棚的扎孔里毒杀臭虫。

吊是因“六六粉”味重呛人，便
创造出用棉球浸上“敌百虫”药水塞
进棕绷或用线扎牢吊在床下薰杀。

经全民动手和坚持不懈的对臭
虫围剿，没过几年，约在上世纪五十
年代中期，臭虫在上海基本灭绝。
最能说明剿灭成效的是原来爱国卫
生运动提出的灭“四害”动员中，将
老鼠、苍蝇、蚊子、臭虫统称为四
害。臭虫被灭绝后，便将麻雀递补
进“四害”范围。

岁月悠悠

■江雪 文

我今年 68 岁，当婆婆已有 18 个
年头了。自把儿媳妇娶进门，我们
就生活在一起。朝夕相处，生活中
不能说没有一点矛盾，总的说还是
很和睦的。18年来我和儿媳妇之间
没有红过脸、没有斗过嘴、没有置过
气，关系越处越融洽。除了我的儿
媳妇明理懂事有孝心外，作为当婆
婆的我，平时也还真的要讲究点说
话处事的方式方法和技巧。 特别是
现在社会上流行的一些“指导”如何
当老人的“至理名言”，恰恰是一些
需要破除的认识误区，还真不能盲
目轻信。

儿媳妇是家庭中应得到尊重的
一员——需要破除的“误区”之一：把
儿媳妇当“亲生女儿”

这种说法不现实，儿媳妇就是
儿媳妇，怎么成了“亲生女儿”了
呢？或许这些婆婆们的出发点、动
机是好的，但正是这样的出发点和
动机，成了后来发生“口角”的原
因。不是经常能听到一些婆婆们对
儿媳妇们的不领情而抱怨：“我把她
当亲生女儿待，可是她还……真是
不知好歹。”女儿是你生下养大的，
知根知底，有些话当讲不当讲的，讲
了就讲了，多一句少一句，重一句轻
一句，无所谓。即使是女儿冲撞你
几句，你也不会往心里去。可是对
儿媳妇就不能这样随便了。儿媳妇
要不是因为嫁给了你的儿子，起码
在进门之前和你没有一点关系，彼
此之间也不甚了解。儿媳妇进了
门，就是家庭中的一员，相互平等，
需要尊重。不能就因为你当了婆
婆，就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
要说她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就是对
亲生女儿，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也要
学会尊重对方。

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大一点的事
情可以先和儿子说，由儿子去和儿媳
妇沟通，在了解了儿媳妇的基本态度
后，再视情况决定说还是不说、该怎
么说。有些事情，需要和儿媳妇直接
说，也要注意用协商的态度，委婉地
表述。

我的孙子长大了，小时候的衣
服不能再穿了，放在家里占地方，我
就想做公益活动捐出去，或者送给
有需要的邻居家一些。这要是女儿
的东西，我就可以作主处置了，但处
理孙子的东西我就得和儿媳妇协

商。我征求她的意见：“你儿子的一
些旧衣服不能穿了，你想不想留着
以后给你的孙子穿？”儿媳妇痛快地
告诉我：“这还不知是什么时候的事
呢，太占地方了，你要能处理就赶快
处理掉。”得到了儿媳妇的认可后，
我便把多数衣服捐给了贫困地区儿
童，挑几件送给了邻居，并特意说那
是我儿媳妇让送的。邻居见了我儿
媳妇连声说谢谢，儿媳妇也高兴，不
但觉得我很尊重她，而且还密切了
与邻里的关系。

适应特点——需要破除的“误区”
之二：对儿媳妇的“缺点”要“包容”

持这种观点的婆婆看来似乎很
宽容，很大气。实际上一上来，就居
高临下地把儿媳妇置于与自己相对
立的方面。我不是袒护儿媳妇们没
有缺点，凡是人都会有不足之处，当
婆婆的就没有缺点吗？

问题是怎么一上来看到的就是
儿媳的“缺点”呢？儿媳究竟有哪些
缺点？真的是儿媳的“缺点”还是老
人们的“偏见”，这些都是值得重新
认识的。如果认识不清，你所要“包
容”的所谓的“缺点”，往往会成为后
来引发矛盾的“炸点”。多少年来，
对人的看法，我们形成了一种极端
的思维：要么是优点，要么是缺点；
不是优点就是缺点，不是缺点就是
优点。而且这种对所谓缺点或优点
的区分，全凭自我的喜恶。其实，在
一个屋檐下生活，在一张桌子上吃
饭，什么优点、缺点，分那么清干什
么？家里又不是选拔干部的场所，
家庭是奉献亲情爱情的地方。与其
说什么要包容所谓的缺点，还不如
说要适应其特点。儿媳妇从小到大
20 多年，养成了适应她自己家庭的
一些习惯，无所谓什么优点和缺点，
只是一些特点而已。无论是爱吃个
零嘴，还是双休日睡个懒觉；也无论
是丢三落四东西乱放，还是穿过的
衣服不攒够不洗，都是一些长期养
成的生活习惯，是个性特点而不是
什么优缺点。是应该如何去适应，
而不是所谓的“包容”或“宽容”，更
不要因“看不惯”而企图去“改变”或

“改造”。井井有条是一种生活态
度，率性随意何尝又不是一种生活
状态。生活的多样性，习性的多样
化，是一种常态，不需要上升到“优
点”、“缺点”的层面来评判。

我家儿媳妇单位食堂的饭菜
贵，又不好吃。因此中午饭都从家

里带，我每天晚上都要准备几个菜，
在全家用餐之前，先把儿媳妇爱吃
的菜挑几样留出来，供她第二天上
班时带。有时，或者是外出开会，或
者是同事间有聚会，我精心准备的
饭菜她没有带走。没有带就没有
带，剩下了就剩下了，用不着唠唠叨
叨去说一些“不带也不打个招呼，我
白给你准备了”之类埋怨的话。要
想到她白天工作那么多，下班回家
还要监督孩子学习，辅导作业，忙到
很晚，有些小事情顾不了那么多也
不算啥事。所以，无论带还是不带，
我照常天天准备着。不带剩下也不
要紧，到中午热热，我和老伴吃掉不
就结了，多大个事嘛。

亲情是无价的——需要破除的
“误区”之三：“多出点钱”

儿媳妇进门之后，很快会遇到一
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生孩子。有了
小宝宝本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但许
多当婆婆的，在为了看不看宝宝，怎
么看宝宝的问题上很纠结，甚至弄出
新的矛盾来。

有的婆婆为了省事，采取简单
化的办法来处理。宁肯花点钱请高
价月嫂，请保姆来服侍儿媳妇和孙
儿，自己退避三舍，躲得远远的。虽
然为此花了不少钱，但还是落下了
不少的“埋怨”。儿媳妇责怪婆婆在
自己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却不见
婆婆的踪影。小宝宝长大了，越来
越可爱，但见了奶奶就像见到了陌
生人，不但不让亲不让抱，连“奶奶”
都不叫。为此很多婆婆很伤心，说
自己花了不少钱，怎么还不落好。
我要对这些姐妹们说，亲情不是花
了钱能买来的，是需要经营和呵护
的。我的小孙子一生下来我就带，
吃喝拉撒，样样都管，在朝夕相处和
无微不至的关怀中增进感情。孙子
现在上高中了，一米八二的个头，早
上上学出门时，必要叫一声：“奶奶，
我上学去了！”这种感情不是能用钱
买 来 的 ，亲 情 也 需 要 平 时 的“ 浇
灌”。在花钱的问题上，许多好心人
也劝老人们，不要花光了，要看紧一
点。这有一定的道理。花钱一是要
量力而行，二是要看是否急需，三是
要留下养老钱。这些都没有什么问
题，只要给儿女们讲明了，儿女们也
能理解。但真没有必要像防贼似的
防着自己的儿女和儿媳妇，搞得神
经过于紧张。也有人一再强调儿孙
自有儿孙福，告诫我们不要干预太

多。但什么事情都不能绝对化，我
和许多带孙儿的姐妹都有这样的体
会，带孙自有带孙乐。过去这儿疼
哪儿痒的，一带孙儿，什么病都没有
了。如果有人说，这不是“贱皮子”
吗，那我要说，值！累并快乐着。这
是许多不带儿孙的婆婆们享受不到
也体会不到的。今天的婆婆是由当
年的媳妇熬成的，今天的儿媳也终
有做婆婆的一天，只要我们将心比
心，以心换心，完全没必要成为水火
不容的“天敌”。

家是你唯一可依靠的港湾——需
要破除的“误区”之四：“优雅地退出”

现在社会上流传的观点是，儿孙
自有儿孙福，老人少管儿女的事，要

“优雅地退出”。
有些老年人，满世界跑，主张余

生就是吃喝玩乐，把钱花光；要“潇
洒”地活着，白天打打麻将，晚上出
去跳广场舞，家里什么事情都不
做，油瓶倒了也不扶。这样做，真
能给自己带来欢乐么？中国有句老
话：“外面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草
窝”，就因为家里有亲人，有亲情。
失去家人陪伴的纵情游玩，甚至

“有家不能归”的滋味，真的那么好
吗？我持怀疑态度。我有一个很好
的姐妹，为了怕和儿媳妇起矛盾，
影响家庭和睦，她一年有三分之二
的时间都在周游世界。偶尔回到家
里后，儿子和儿媳妇对她不冷不热
的，敬而远之。她很想不通，问我
这是怎么了？她委屈地说：“我都
主动躲出去了，给他们自由，怎么
还对我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呢？”
我对她说：“家庭和睦是需要经营
的，婆媳关系是需要维护的，躲避
不是一种积极的态度。”俗话说的
好，不行春风，哪有秋雨。

我儿媳妇在单位当个小头头，
管点事儿，她得知我退休前也曾担
任一些小职务，管过百十号人，所
以在工作上遇到一些难事，不知道
怎么处理好时，便会跟我说一说，
我也很乐意帮她分析，传授一点我
的经验和体会，出点主意。一来二
去，婆媳关系越处越融洽。在这
里，我要对老姐妹们说，你可以出
去，旅游、玩、跳舞、打牌都可以，这
毕竟也是老年人娱乐养生的一种方
法。但无论怎么说，家才是你最温
馨的港湾，才是你最终的归宿，是
永远不能“退出”的，无论你有多么

“优雅”。

当好“婆婆”这个角色要破除几个“误区”

·······························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

了／解／知／识／杨／浦／的／第／一／窗／口了／解／知／识／杨／浦／的／第／一／窗／口

沪报字第0189号 每周逢二、四、六出版 新闻热线：55217699 数字报网址：www.yptimes.cn E-mail:ypt@yptimes.cn

2018年

本期8版

第17期（总第2059期）

2月10日
星期六

农历丁酉年十二月廿五

区社会福利院第一分院开业区社会福利院第一分院开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