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9/15 星期四

编辑：张辉 版式：王佳丽 文化投稿热线：87880230 E-mail：tmhwenxue@126.com 07

婆婆的书房婆婆的书房
□□ 张军霞张军霞

□□ 伊羽雪伊羽雪

古人也时尚古人也时尚

在老师对我们的作文字数要求

还只有三百的年纪里，爸爸便递给我

一本比砖头还厚的记事簿，认真地

说：“拿去写日记吧，这样等你老了的

时候还能回忆起小时候的傻样。”

我白了他一眼，果断拒绝。

那个时候，我双眼视力 5.2，所以

可以很轻松地就偷瞄到爸爸后来偷偷

在电脑上打字：“2005年 5月 10日，我

今天拒绝了爸爸给我精心准备的日记

本……但我还是要好好写日记。”

唉，我的爸爸总喜欢做一些奇奇

怪怪的事情，他居然以我的名义在写

成长日记！

在网络游戏刚兴起的那几年，

我光荣地成为家里第一个游戏高

手，但很可惜却没能把这份荣誉坚

持到最后，成为永远站在浪尖上的

守护者——我被爸爸打败了。他“打

败”我的方式很简单，我后来分析了

一下，他采取的是三步走战略：第一

步，加入我的战队；第二步，起早贪黑

打怪升级超过我；最后，用他的高级

装备和等级技能直接秒杀我，让

我无颜再继续在游戏里混下去。

在苦心布置“三步走”游戏

陪玩计划期间，我不小心又看到了爸

爸在日记上写：“今天，我背诵到了圆

周率后第三十位，真是太开心了！”

这老头，居然还在像模像样地继

续替我写日记。而且，一不小心，就

透露出他的小心机来了——陪玩游

戏是假，让我认真读书才是真。

是的，因为想要超越爸爸就需要

加倍认真玩游戏，想要玩游戏就需要

开电脑，而想要开电脑就得需要开机

密码。密码一周换一次，次次来自圆

周率后不循环的无限小数。以我到

现在还能张口就背出上百位圆周率

的情况来看，当初的我为了玩游戏那

可真是下了苦功夫。

但是反超之路并没有那么容易，

虽然我掌握了开机钥匙，但无奈“奋

斗”的时间都会被严格限制——“如

果你下象棋赢过我，就可以一次玩一

个小时。”爸爸一本正经地承诺。

于是没多久我看他在日记上写

着：“今天我去学下象棋啦，象棋可真

好玩。”

真是个幼稚鬼！不管怎么样，我

还是乖乖地走上了学下象棋之路。

直到很久之后，我终于拥有了

“一小时游戏卡”的特殊权利。那天，

我拿下了全市青少年象棋大赛二等

奖。从那天起，我赢爸爸的时候他不

再需要让我一个车。可是有什么用

呢！我对游戏已经再也不感兴趣了！

我已经输给爸爸很久了！看着奖状，

我生气地又想笑又想哭。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爸爸总有办

法用些奇奇怪怪的招数让他调皮的

孩子乖乖走进自己布置的陷阱里。

他从不用捕猎夹要挟他的小猎物，他

带头跳进陷阱里，陪他的小猎物一起

走出来，走得很远很远。

后来小猎物果然走得很远，如愿

抵达梦想的远方。只是每次打电话

时，总听妈妈抱怨爸爸的眼疾，说他

不听医嘱，这么大年纪了，还常常坐

在电脑前面噼里啪啦地打字，写些什

么也不让别人看。我起先并未在意，

直到有一天敲工作日记的时候，才恍

然大悟：爸爸莫不是还在替我写日记

呢。在他眼里，我还是那个长不大的

孩子，还是一头牵着不走，拽着倒退的

小犟驴。不管千里万里，我的一举一

动，一饮一啄还紧紧地牵系着他的心。

许是风太大了，许是眼里迷了沙

子，泪水突然模糊了我的双眼。屈指

一数，记不清有多久没有回去看望父

母了。我赶紧掏出手机订下一张机

票。我想我这个主角，不管走得有多

远，还是应该要时常回到陷阱里去转

转才好，否则我们家大作家的素材可

真该不够了呢！

现代人爱时尚，古人亦爱生活。

下面的事例告诉我们，古人也在时尚

的追求中，踮起脚尖往前走。

青铜冰鉴，战国时代的原始冰

箱。鉴为方体，由铜鉴和铜缶组合而

成，缶套置于鉴内，像一个方口的大

盆，腹深，平底，四足。冰鉴的工作原

理，即依靠装在鉴内缶四周的冰块，

使缶中的酒降温。这套青铜冰鉴除

可降温冻饮之外，还可在鉴腹内加入

热水，使缶内美酒迅速增温，成为适

合冬天饮用的温酒，可谓一举两得。

到了清代，宫廷已普遍使用以天然冰

制冷的木质冰箱，当时称作“冰桶”或

“洋桶”，由古代的盛冰容器“冰鉴”演

变而来，多用红木、花梨木、柏木等材

料制成，箱内一般采用导热性较弱的

铅或锡。使用时先在箱内放入冰块，

然后便可以将瓜果、饮料等食物镇于

冰上。在古代，官府在冬天大量贮藏

天然冰块于冰窖中，一到夏天便拿出

来使用。箱底有小孔，可以随时排放

冰水，保持箱内清洁。箱盖则雕有镂

空的通气孔，用于散气通风，在保鲜

食物的同时，亦可借助里面排出的冷

气降低室内温度。由于木质冰箱成

本较高，使用场合仅限于宫廷和上层

权贵之家。

汉代火锅鼎，即古人使用的火

锅。从出土文物看，汉代五格火锅鼎

一共有 5个格子，与今天的九宫格火

锅原理相近，甚至更好用。九宫格火

锅格子间相通，汤料是一样的，只是

每格中放的食物不同。汉代五格火

锅鼎格子间不相通，能保证不串味。

使用时，不同的格子里盛放不同种

类的肉食和调味品。据考证，汉代

五格火锅鼎除了放一些常吃的猪

肉、牛肉和羊肉，还有马肉、鹿肉等。

当然，不是所有汉代人都能使用这

么高档的火锅鼎，一般只有王公贵

族才能享受到。

古代也有水晶杯。1990 年，杭

州市半山镇石塘村的战国墓里，出土

了一个高 15.4厘米的杯子，杯形为敞

口、斜壁、圆底，圈足外撇。杯体表面

经抛光处理，素面无纹饰，透明，中部

和底部为海绵状结晶体。这表明，战

国时代就有人用上了水晶杯。

古人也曾穿皮鞋。甘肃敦煌汉

代悬泉置遗址出土了若干大人小孩

穿过的鞋，经专家考证，这些鞋由皮

革制作而成。看来两千多年前的汉

代，古人就已发明了坚韧耐磨的皮

鞋。这些皮鞋从外观上看，与今天的

皮鞋略有不同，款式单一，每只鞋都

为椭圆形，似乎不分左右脚，而且没

有鞋带和鞋扣，但这种皮鞋完全是采

用猪皮或羊皮缝制的，鞋底也不例

外。它们比起当时的草鞋、麻布鞋

等，已经具备了更加结实和保暖的优

点。从型号大小上看，敦煌地区男人

女人和小孩都穿过这种鞋，可见皮鞋

在当时已不是稀罕之物。

古人也穿高跟鞋。古往今来，女

性穿鞋并不只是为了走路，讲究的是

足下生辉。据记载，2200多年前，古

代女性所穿的礼履，就是圆头高底的

鞋子。至清朝，满族高底鞋的木底高

跟一般高度为 5-10 厘米，最高可达

25 厘米。这种鞋的鞋跟形状有两

种，一种是鞋跟上敞下敛，呈倒梯形

花盆状，称为“花盆底”。另一种是鞋

跟上细下宽，前平后圆，落地印痕像

马蹄印，称为“马蹄底”。

古人也曾染过发。苏轼诗云：

“膏面染须聊自欺。”这里的须，是胡

子和头发的总称。苏轼作此诗，是对

当时染发这一现象的贬斥和批评，意

思是，满脸褶子已经是既定的事实，

将头发染黑，看起来年轻点，也不过

是自欺欺人的做法。据记载，王莽当

了皇帝，也曾染过发。王莽那时染

发，固然有想让自己看似年轻的想

法，更重要的还有政治因素。当时王

莽年岁渐增，起义军又揭竿而起，局

势越来越动荡，为了稳定民心，王莽

想尽办法，让自己外观上年轻起来。

当然，王莽染发并没能挽救每况愈下

的局势。古代的染发膏，主要是用黑

大豆制成。将黑大豆浸泡在醋中，一

至两天后加热煮烂，过滤掉渣子，再

熬成膏状，使用时直接涂在头发上。

除了黑豆，还有一种方法，即用覆盆

子为原料，熬成膏状涂抹，这两种方

法都是乌发的良方。

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古人在时

尚的谷底不停歇地往前走，现代人才

能在时尚的跑道上往前跨了一大步。

婆婆童年时没能上过几年学，这件事也是

她一生当中最大的遗憾。我们家对面就是一所

小学，她经常看着窗外感叹：“现在的孩子真幸

福啊，每个人都能读书。”

有一天，婆婆又在感叹时，女儿拿出我给她

买的绘本跑过来说：“奶奶，你也有书读，咱们一

起读故事吧！”婆婆最喜欢听女儿讲故事，她们

一老一小为了清静，总是到阳台那边去读，一边

读一边还会时不时发出开心的笑声。

婆婆虽然上学不多，但一直坚持自学，平时

很喜欢读报纸和养生类杂志，想到这些，我不由

灵机一动，悄悄对老公说：“咱们把阳台收拾一

下，买个书架，把平时订阅的报纸、儿童读物、养

生杂志都摆上去，再买上一对矮沙发、一张小桌

子……”老公瞬间就明白了我的心思：我们一起

动手给婆婆营造一个读书角！

没过多久，书架和沙发都买回来了，婆婆听

说要在阳台给她安置一个读书的地方，高兴得像

个孩子，一会儿把她养的绿萝搬到书架上，一会儿

又把她平时用惯了的茶具摆到小桌子上，女儿放

学回来之后，她更是拉着孩子的手，一起商量怎么

把这个角落布置得更漂亮，书要怎么样分类摆放

更方便阅读。婆婆原本就是个心灵手巧的人，经

过她一番布置，阳台已经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读书

角，更像一个小巧的书房，婆婆也不再满足于我们

给她买的那些杂志，她自己一趟趟去附近的一

家小书店，买回了一些她喜欢看的书，她还去图

书馆办了个借书证，借回了少年版的四大名著，

她说自己文化浅，能看懂这些就不错！

女儿受了婆婆爱读书的影响，每天写完作

业，就会跟着跑到阳台，一老一小各坐一个沙

发，她们有时共读一本故事，有时又各读各的。

不止一次，婆婆遇到不认识的生字就会问女儿

怎么读，她就会极认真地说：“我去查字典。”查完

字典后，婆婆会把这个新认识的字写到一张卡

片上，标上拼音贴在墙上，方便牢牢记住它，这种

方法也让女儿很受益，跟着学会了不少新字。

有一天，我上班时半路回来了一趟，取一份

忘在家里的资料，进屋时我看到婆婆正在阳台

看书，窗外温暖的阳光洒落进来，小桌子上放着

她最爱喝的茶，两三样小零食。还有，我给她买

的迷你小收音机里也正播放着舒缓的音乐，我

不由感叹道：“等我老了，也能像这样静静地读

书，那该有多好！”婆婆认真地说：“不要等到老

了啊，趁年轻多读书才更好呢！”想想也是，我平

时倒也买了不少书，只是好像每天都有杂事缠

身，难得坐下来读书，倒真应该向婆婆学习呢！

对了，还有一件更令我惊讶的事情，有一

天，我收拾阳台，看到一张纸上写了密密麻麻的

字，拿起来一看，原来是婆婆写的一篇小短文，题

目就叫《我的书房》，内容都是自己老来读书之乐，

还有对我们为她安置读书角的感谢。我却觉

得，我们一家应该感谢婆婆，因为家里有个爱读

书的老人也是一种福气，在她的影响下，女儿更

爱读书，我和老公也更多地利用业余时间开始

看书，阅读已经成为我们全家日常生活中的一

部分，就像生活中饮水一样自然，越来越浓厚的

书香氛围，幸福了婆婆的晚年，也让我们一家三

口都跟着进步。过几天，婆婆要过生日，我打算

再给她的“书房”里买一个新书架，这样的礼物

她一定喜欢！

爸爸替我写日记爸爸替我写日记
□□ 黄顺黄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