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亲的“漂亮圈友”

�刘 茜

母亲的智能手机自从下载微信以后，“管

理” 朋友圈里的内容， 成了她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我俨然成了她的秘书兼工作成员。后来我慢

慢发现， 母亲的情绪与朋友圈的内容有无限的

关联，母亲平淡枯燥的日子也逐渐丰厚了起来。

那天周末，母亲从乡下回到县城，还没有

进家里客厅， 她边换拖鞋边高声地说道：“帮

我看一下朋友圈，有很多内容我不想看，但不

想删掉人，怎么办？ ”我笑吟吟地说：“你不想

看，不点开就行了嘛！ ”“不行，有时要错过想

看的内容。 ”母亲把手机递给我，我打开朋友

圈，她指着屏幕：“你看，这个天天发广告，那

个发新闻，没啥好看。 ”在母亲的指挥下，我把

部分内容进行了屏蔽并删除， 母亲接过手机

后，点开朋友圈，皱褶的眉头渐渐舒展开：“现

在好看了。 ”我把手指在空中挥舞后戏笑道：

“我以后叫她‘漂亮圈友’。 ”

有天早上，母亲急匆匆给我来电：“赶紧给

你妈打个电话，她每天早上五点过就会给我发

问候图片，现在都快七点了，她还没发来，我看

了步数也是 0。 ”婆婆独居在老房，我们偶尔会

电话联系。 母亲的话吓得我手指发麻，赶紧拨

通婆婆的电话，原来婆婆和闺友出门旅游还在

旅店休息。 虚惊一场后，我哈哈大笑给母亲打

电话：“妈妈的美丽圈友情报有误，分析不准确

哦。 ”母亲在电话那头，沉默几秒后，轻轻地说：

“这是件好事，不联系不代表不关心，你们也要

多关心下你妈。 ”母亲轻柔的话语重重击在我

心里，朋友圈的功能不经意之间被母亲拓展开

来，我也养成了翻看重要亲友朋友圈的习惯。

又过了几天，我给母亲打电话，母亲声音

低沉：“和我们一起转马路的杨大哥生病突然

走了，我在他们家里。 ”母亲断断续续地告诉

我， 这几天在朋友圈没瞧见杨大哥更新消息，

立即打电话去询问，他女儿接的电话，幸好赶

上了见最后一面，不然定会遗憾。

如今“漂亮圈友”已成为母亲了解外面世

界的重要渠道。 这让我想到曾经看到的一幅

画：老人深邃的眼眸望向远方，孙子蹲在身边

拍照，老人瘪着嘴大笑，旁边配有一段文字“发

圈记住与爷爷在一起的温暖时刻”。 平日孙子

太忙，用这种方式给爷爷留下念想。 今后我也

依然会把日常的点滴发到朋友圈，坚决成为母

亲漂亮圈友的一份子，让母亲晚年的生活焕发

更多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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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隔壁住着一位懒邻居，

他的懒在小区是出了名的。“这

家伙真是太懒了！ ”这是小区很

多人对他的评价。

每天早晨，当其他人都在晨

练、扫地、忙碌地筹备一天的事

务时，他却总是懒洋洋地躺在阳

台的躺椅上，手里夹着烟，眼神

迷离地望着天空。 当午后的阳

光洒在他脸上时， 他似乎总是

在享受那片刻的宁静和安逸。

在外人眼中， 他是那种无所事

事、悠闲度日的人，他从不为琐

事烦心，也不热衷于追求名利和

地位，总是给人一种与世无争的

感觉。 相比之下，我们家总是忙

忙碌碌，为了生活而奔波不息。

那天是周末，我因为工作上

的问题感到焦虑和困惑。我走到

一楼阳台上，想要透透气。 恰好

透过栅栏看到懒邻居正在悠闲

地晒太阳， 手里还拿着一本书。

我忍不住走过去，向他倾诉我的

困扰。 他没有给我具体的建议，

只是微笑着说：“生活就像这本

书，每一页都有它的意义。 或许

你现在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不

妨放慢脚步，去品味其中的每一

个细节。”我继续和他攀谈，他还

告诉我，他并非真的“懒”，而是

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他淡然

地说道：“我喜欢慢节奏的生活，

不喜欢追逐那些无谓的忙碌。 ”

他的这番话让我陷入了沉

思，原来他的内心世界，与他外

表的懒散形象截然不同。 我总

算知道了他为什么可以这么悠

闲地度日，看似无忧无虑的。 是

啊， 我们总是在追求速度和效

率，却忘记静下心来感受生活的

美好，懒邻居用他的“懒”给我上

了一堂生动的课。 受到他的启

发，我开始调整我们家的生活方

式。 我们不再为了工作而忽视

家人的感受，也不再为了名利而

牺牲自己的健康。 我们学着去

放慢脚步，去陪伴家人，去享受

每一个平凡而美好的时刻。

我开始留意这“懒人”的生

活。他喜欢在周末的午后，泡上一

壶茶，坐在阳台上看着书。他的阳

台总是摆放着各种各样的植物，

都是他亲手栽种的。 他还喜欢和

朋友们聚在一起，谈论哲学、艺术

和历史。 这些话题在我这个理工

科背景的人看来， 总是有些遥不

可及。但渐渐地，我也开始被他感

染，对生活有了更深的思考。

我们家的生活习惯也因此

发生了一些改变，周末的早晨，

我也会和家人一起坐在阳台

上，享受阳光和微风。 我开始学

习一些新的知识，不再局限于自

己的专业领域。 这些改变让我

发现，原来生活可以如此丰富多

彩，不必总是那样忙碌。

有一次，社区老人家里的水

管突然爆裂，家里一片狼藉。 当

时已是深夜，大多数邻居都在熟

睡。 这时，细心如发的邻居家的

那个“懒人”走进来，他毫不犹豫

地帮助老人清理现场，还帮忙联

系了维修人员。 这一幕让我非

常感动，也让我对“懒人”邻居有

了深刻认识。 另一次，社区的公

益活动需要志愿者帮忙，许多邻

居都因为种种原因推脱。 而那

个所谓的懒人却毫不犹豫地报

了名。 他一整天都在忙碌着，帮

助组织活动，跑前跑后，始终保

持着微笑。 他的身影，成了那天

活动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通过这位懒邻居，我学会了

如何更好地享受生活，我还明察

到他优良的人品和他内心的纯

洁。 他让我明白，懒并不是一种

消极的状态，而是一种选择，一

种对生活态度的选择。 他让我

看到，生活可以有不同的面貌，

而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找到适合

自己的生活方式。

现在，每当我看到他懒洋洋

地躺在躺椅上时，我不再觉得他

是在浪费时间。 相反，我开始羡

慕他那份从容和自在。我开始明

白，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

生活方式，而真正的幸福，就是

在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节奏后，

享受其中的每一分、每一秒。

“懒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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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某家主流媒体制作并推送了一条短视

频，名曰“别人家的小区”。 说的是在西安有一个

小区， 业委会向业主发放公共收益 340 万元，按

照住房面积发放，每平方米 20 元，最多的业主一

次性领取了将近 6000 元， 最少的也领取了将近

800 元。

小区公共收益主要来自电梯内广告收入和

停车费，尔后主播又播报了外地一些小区有的发

粽子、有的发钱的新闻……

至此，主播话锋一转：“为什么别人家的小区

能发钱，我们家的小区不仅发不了钱，还连说亏

本呢？！ ”……

业主朋友们将这条转发 2.2 万， 点赞数 1.5

万短视频转发至笔者小区业主群，尔后少数业主

发出了“我们的停车费怎么用的，晒一晒？”“我们

的广告费都上交物业，怎么还叫亏？ ”一时间火药味四起。

作为曾经担任过五年业委会主任的我而言，当场给这条

视频留言：“这是在挑起事端，有碍维和。 ”

试问，业委会是一个民间自治组织，它自身优势和缺憾

你可曾了解？小区公共收益（主要来自广告、停车费用），完全

按楼盘面积容积来推算，“别人家的小区” 数百辆小区停车

费、十余台电梯广告费等好入账，你家小区几十辆停车费不

起眼还面临着停车难困境！ 有可比性吗？

主流舆论公信力的前提就是要下沉基层， 知群众冷暖，

而不是高高在上，一味“又见别人家的小区”，一个地方有一

个地方特色，你列举的都是外地小区，既没有参考价值，也没

有现实意义。建议各级政府还是花大力气解决下小区的停车

难、绿化养护难、维修基金账户透支、电梯换新矛盾等现实问

题，这才是正道。

这里，笔者重申，小区业委会、物业是在居委的引领下，

街道房办督促下，“三驾马车”合力开展工作的，应呈现“三位

一体”格局。现在有些媒体将业主与物业对立，一味贬低物业

“吃拿卡要”“账目不清”，甚至发出“取消物业完全自治”的企

盼，这是要不得的。 取消物业，由业主们自治，固然能省下不

少钱，虽有成功个案，但小区情况不一，难以持续。 专业的事

交给专业机构来做，这才是唯物主义实

事求是的观点， 我们只有凝心聚力，克

服短板，齐抓共管，小区家园才能和谐

又美丽。 读者诸君，你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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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夜 给我送上一份相遇

东方 孕出甜蜜的梦语

初雪间 正向我走来

把温柔赠送我的心来

他的眼神 最靠近的问候

他一伸手是梦境的丰收那样

他接近的可能与承诺

也许等久了此幸福的守候

他是归宿 是好久的回声

为何 无法放下心中的执念

对视着变成互相暗恋的人

或许 此雪变作倾诉的一面

初雪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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