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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徐敏
女人是一道风景，不同的女人呈

现不同的景致。有的叱咤风云、呼风

唤雨；有的小鸟依人、体贴温柔；有

的才貌双全、兰质蕙心……身为女性，

该做一个怎样的女人？这是一个值得

探讨的话题。

记得那一年夏天，我蹬着自行车

和一群朋友骑行，队伍里有我心仪的

他。半道上，自行车坏了，感觉糗大

了的我第一反应是立马蹲下来，找工

具修车。那个让我心动的男孩则站在

一旁不动声色地看着。在我汗流浃背

仍然搞不定的时候，他慢条斯理地拿

过我手头的工具，三下五除二修好

了！拍拍手上的灰尘，他抬起眼问我：

“你知道孙悟空为何神通广大吗？”

“他有七十二变。”“错。他每次遇到

困难总会找各路神仙相助！”丢下这

么句话，他就和我的朋友潇洒骑远了，

留我一人在风中凌乱……后来听说他

俩成了一对的时候，我在闺蜜面前哭

得像个泪人，“她身材长相不如我，

学识水平不如我，工作能力不如我。

凭什么？！”“她柔情似水，善解人意，

懂得适时释放自己的女人味，是个强

女人。”闺蜜一语点醒梦中人！原来，

除了“女强人”还有“强女人”。

“女强人”与“强女人”，同样的

三个字，排序不同，自然蕴含的意义

也不同。

女强人在事业上有野心，在家庭

中有雄心，在生活中有决心。她们

是职场里的“白骨精”，是婚姻里的

“CEO”，是女性中的“佼佼者”。可“女

强人”这个词一旦蹦出口，就像被蒙

上了一层滤纸，变了色，也变了味，

它意味着一种强势，也意味着一种缺

失。如果这个世间女人个个活得像个

男人，让男人情何以堪？

“强女人”首先是“女人”，其次

才是“强”。生活的历练让我逐渐明

白柔能克刚的道理。女人的魅力来自

于温柔与可爱，娇媚与智慧，美丽与

体贴，勇敢与善良。秀外慧中，内心

强大是对强女人最好的诠释。

林徽因是民国才女，不仅设计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徽，还创作了大量文学作

品。出众的才，倾城的貌，情感生活也

像春天的童话般幸福浪漫。徐志摩为她

写下最美的诗篇，梁思成和她相伴一生，

金岳霖为她终身未娶。她是最美的人间

四月天，是“强女人”的代言人。

“强女人”有事业，但不是工作

狂，不忽略生活的情趣，闲暇时跳个

恰恰涂个鸦，玩玩收藏学个琴；她傲

娇，但懂爱；她气场足，但情商高；

她懂得将强势运用得当，懂得适时的

示弱，以柔克刚……这样的女子，职

场上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因为她赢得

了人心，懂得了担当。家庭中琴瑟和

鸣幸福美满，因为她将爱化为绕指柔，

柔柔地系住了爱人的心。所以作为一

个女人，必须同时具备女强人和小女

人的特质，这样在事业上能收获累累

的硕果，在家庭中能享受温馨的亲情。

女人如花，花似梦。不管你是女

强人还是强女人，是女汉子，还是小

女子。愿你永远成为那道温柔了岁月

惊艳了时光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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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框上的“绿水青山”
文 / 高汉武
好地方就是有青山一脉，流水一溪，三间农家小屋，窗

外几枝桃花，一抹竹影。另加，小院大门两侧悬挂上一幅红

红的对联。

这个场景，我在长沙望城的茶亭镇九峰村见到了。

茶亭是个好地方。这天领头去那的，是著名作家、《山道

弯弯》作者谭谈老师，鲁迅文学奖得主、《乡村国是》作者

纪红建老师等。大作家的眼光“水都能看进去三尺”，不光

眼光特别，甚至是挑剔的，而茶亭毫无愧色地与他们平视着，

以它朴实而又不俗的品质，匹配起了来自湖湘文坛最优秀的

目光。

山是祖传的山。灯笼山是，九峰山是，梅花岭、狮子岭也是。

这些山高低成峰，左右成脉，行草般书写在茶亭大地上，再

加春雨浸润，构成了天地间一幅时看时新的水墨巨构。水墨

之间，溪河是留白，池塘是留白。成片的油菜花绽开，打破

久远的宁静与淡雅。然后，我看到了黛瓦粉墙，看到了画檐

外柳影竹影、桃花李花，看到了活色生香的农家小院，看到

了九峰村每一户农家大门两侧的对联。于是，乡村在我眼里，

时尚而热烈起来。

茶亭是一个人文福地。遍布茶亭、过去用来焚烧有文字

纸张的“惜字塔”，能说明这一点。茶亭的“惜字塔”，位于

九峰的最为知名，建成于 1838 年。然而，在缺衣少食，温

饱都成问题的时候，所谓“尊文惜字”，从何谈起？直到近

些年，九峰“美丽乡村”后，九峰人才前所未有地“文化”

起来。

九峰农家门框上，是这样热闹起来的——

先是周已培、谭剑波、罗振雄几位老人家吃饱喝好了坐

到了一起。他们都是村子里的“秀才”，平时就爱写写字、

画下画，平平仄仄一番。几圈麻将下来，有一位说，“我说

呀，茶亭这些年路宽了硬了，花成海了，村活动中心也建成

了，越来越漂亮了……但是，我总感觉还缺点什么……”缺

点什么？大家说到了村子里的文化建设，说如何让青山绿水

的九峰“文化”起来。“秀才”们的想法传到了谭铁刚耳中。

作为村支书，谭铁刚这些年在镇里“美丽乡村”建设的统一

部署下，组织村民疏沟渠、拓村道，建雷锋驿站，打造“茶

亭花海”……让九峰村貌大变样，但对村子的文化建设仍不

满意。老人们所想的，正是他所想的。那么，九峰村的文化

建设的突破口在哪里？他们都想到了对联。

湖湘的乡村文化，龙灯花鼓为其一，对联更是喜闻乐见。

说做就做。村上邀来周已培等“秀才”们，分析各家情

况，拟写对联。谭新辉家两个儿子都开挖机，于是他家的就

写上“勤奋挖出康庄路 / 智慧换来幸福源”；谭磊家两口子都

是共产党员，就写上“夫妻同心心向党 / 事业有成成就新”；

“高举红旗兴大业 / 振兴乡村建小康”，是给小组长谭红旗写

的。绿水青山的描述，也多出现在各家对联中，如“四面青

山凝翠碧 / 一湾春水绕楼台”。对联拟定后，村上找来上等木

料，请专业人才精雕细刻，送往各家挂于大门两侧，并由对

联撰写人与户主进行讲解，让他们领悟到对联的含义……

挂对联这一天，九峰村喜庆有加，红红的对联把空气都

给染红了。红色的对联，红火的日子，千百年来在土地上刨

食的农家人发现这世界上除了饭菜，还有另外一种食粮。大

门两边的话，写的就是他们美好的生活，他们越来越幸福的

家。有人说，门框上挂的，那是绿水青山间的红色诗行，红

色诗行里的绿水青山。

文 / 邓亚兰
父母老了，是我从他们开始戴

老花镜的时候发现的。慢慢的耳朵

也背了，吃饭也慢了、少了。到现在

走路都吃力了，穿戴也不熨帖了。

母亲就开始唠叨：“是啊，我们就

是老了，什么都不讨喜了”。

跟父母住了一段时间，我发

现他们俩常常都在拌嘴。好像从

早上开始，母亲就问父亲：“早

上吃什么呀”？父亲就会说随便，

母亲就会反问他随便是什么？从

在床上起就这个问题争论了许久

也没有搞懂到底要吃什么，一直

到起床。争争吵吵过程中，母亲

已经先起床在厨房忙碌，我也不

知道是按照父亲的意思安排的，

还是母亲早已经做好了打算的，

反正一直到上了桌，父亲才会在

母亲的叫唤中慢吞吞地起来刷牙

洗脸。母亲又一顿数落，说他慢

了，父亲也不会说什么，仍按照

自己的速度来，直到上桌。母亲

已经把东西都盛到碗里，只差要

给父亲喂到嘴里了。

平日里，父母都是在看电视。

他们的兴趣爱好各不相同，但是电

视机遥控器的主导权都是在父亲手

上的，母亲有时候也跟着看。看着

看着，他们又会闹别扭，为剧里的

某个人物 , 或者为这个电视剧是否

看过，或者为电视剧的某个主演叫

什么名字，总之要吵一个真理出来

才罢休，我有时候就会被他们叫来

当裁判，某一方赢了，他们就会互

相鄙视：“看咯，你女儿都这么说，

你还不承认”，我站在中间，就只

能叫停，他们才会停止这个争论，

过不了多久，又会有下一个争论开

始。有时候也很和平，就是父亲看

电视或看书报、看手机，母亲玩电

脑的连连看，互不干涉。母亲玩一

会，又会出来给父亲喂药、喂水果。

父亲还不领情，说不要不要，母亲

又会小性子起来，强行喂到父亲的

嘴里。

父亲是文革前的中师生，母

亲读书少些。父母的生活里知识

面的掌控都是父亲，母亲常常说

些上不了台面的话，父亲就会笑

话她。母亲也不管，她只管围着

父亲打转，料理父亲的衣食住行。

父亲的生活能力极差，到现在年

纪大了，更加要依靠母亲。父亲

有白内障，白天在外面稍微暗一

点的地方都要牵着母亲的衣角

走，晚上更是寸步不离。典型的

到了“秤不离砣，公不离婆”的

年龄了。父亲有时候跟母亲说些

国际政治之类的话题，母亲就很

乖乖地听着。但是只要说到生活

常识之类的话题，母亲就是绝对

的权威。可是父亲有时候并不听，

他就会从手机、电视、书报上找

依据来说服母亲，母亲就会委屈，

说父亲欺负她书读得少。

在一天天的吵闹中，我没有

觉得他们有什么不好，偶尔我出

面调解，也感觉他们像两个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