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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断舍离
□灰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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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女债
□陈红连

几个月来，断断续续，会收到若干款项。那是来自女
儿的债款，是她归还给我的债务。

提起这桩事，还得从女儿婚前买房说起。相爱多年
的女儿女婿要结婚了，双方家庭家境普通，好在都开明通
透，深知爱情是奢侈品，年轻人真心对实意，实属难得，必
须大力支持。两家人合伙付的首款，其余银行按揭贷
款，欢欢喜喜为一对新人安了一个舒适的窝。婚后
半年，双方又千方百计倾其所有凑足一大笔钱，
偿还掉银行大部分贷款，节省下40多万元房
贷利息。这次还贷款项，其中的10万元是
大姐借给女儿女婿的，一年多后，我省吃俭
用攒下10万元先还清大姐，接盘成了女儿
女婿的债主。

我说：“妈妈帮你们到此为止了，接下
来我要努力做事赚养老钱，这10万元是
借给你们的，先替你们垫付，等你们有钱了
再还给我。不过妈妈的钱没啥急用，别放
心上，不急，慢慢来。”

女儿女婿明显松了口气，他们说：“妈妈，我
们一定会还给你的。我们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我看着他俩，微笑着点头，待他们转身
走了，面色却渐渐沉下来，内心莫名难言。
区区10万元，说大不大，送给每个月要还
房贷、银行装修贷的他们，可谓及时雨。
可是10万元数目，说小也不小，对于一个
年过半百的退休人士，是一笔不少的养
老傍身款。人老了，用钱的地方多了，赚
钱的机会却越来越少，抓捏点钱财放在
身边，就好像怀里随时揣着救命丸，觉得
安心定神。算了，就自私一回吧，狠下心
来，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婚后的女儿有个绰号叫陈扣扣，扣得离
谱，几乎不逛商场，不进超市，不添新衣衫。
家中一天开一次餐，早中饭都在单位解决。最
大的一笔开销就是上下班路上的交通费，一个月
加三次油，每次加油嘟嘟哝哝心疼好几天。女婿更
是节省，明明可以开私家车，偏偏选择挤地铁上班，一个
月的个人消费据说控制在两百元以内，也不知他是怎么
做到的。做了房奴的他们精打细算，日子过得紧巴巴，却
也恩恩爱爱、快快乐乐。一天，见小两口咬着耳朵嘀嘀咕
咕，侧耳听，原来在商量买几个香蕉过过嘴瘾。女婿在申
请，看女儿的神色，好像不太愿意的样子，后来他们出门
走了，回来时带进门五六个黄灿灿的香蕉。那天，我几次
欲张口，想说那10万元钱就免了吧，不用还了，又没别的
子女，余下的钱早点晚点都是你们的，还不都一样。可最
终默默地闭了嘴，什么都没有说。想起当年自己困难时，
曾向大姐借款2万元，善良的大姐并没有打算让我还债，
但我靠着一口不肯认输的勇气，苦撑多年走出困境。偿
还清债款的那一刹，心内万分轻松欢欣，有对大姐的感
激，有对自己的赏识——有借有还，证明我是一个守诺的
人。孩子们年轻好强，想必也如当年的我，10万元债款
对他们来说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困难不足惧，有时候反而
可以早点学会担当，学会勇敢面对生活的挑衅。既然打
算学做一只放手的老母鸡，生活啄他俩几口，务必要忍住
泛滥的慈母心，人生路漫漫，他们的旅程只能由他们自己
走下去。第二天，一大堆水果出现在他们家的餐桌上，说
是好友送过来太多吃不完，分一点给他们。

一晃两年多，女儿女婿一边努力工作，一边不断提升
自己，慢慢地，薪水提高了，最困难的阶段终于过去。如
今，女儿已为人母，外孙女小豆都八个月大了，深得我宠
爱，抱在怀里眉开眼笑。女儿看着，忍不住吃醋：“现在，
她是你最喜欢的人了。”

不错，小小人儿我最喜欢，隔代亲表露无遗。但是女儿
可能不知道，她，才是我最爱最在乎的人。自从有了她，无
论做什么，心中满是牵挂，只不过有意无意的，柔软的心常
常包裹在冷漠的外壳里不被发觉，一如这次的债务事件。
女儿姗姗学步了，稚嫩眉眼懵懂上学了，顽皮淘气不交作业
了，叛逆期母女气冲冲对视、喘着气对打……一幕幕往事
里，无不掺杂着操心、尽力、迷茫、无奈、欣喜，直到她长大懂
事，成了能分我忧愁的小可爱，直到她无悔追求自己的爱
情、理想，直到我慢慢老去需要她的开导点拨……

那天，家中的洗衣机坏了，女儿替我网上订购一台，
钱由她出，从债务中抵扣。后来，一台冰箱也坏了，又如
出一辙购置了一台。这是女儿归还我债务的开始。以后
几个月来，陆陆续续收到她的债款，有时多有时少。就像
今天，又收到了女儿的债款。

她说：“妈妈，已打卡8千，还欠你57000元。”
我说：“好的。”

蜗居在家，忙完杂务，闲下来的
时间可以放飞自我，做一些有意义的
事，不让浮生虚晃，比如看看网上信
息、翻翻书刊报纸、淘淘喜欢宝贝、理
理电脑手机。在与亲朋好友互动中，
想起来要找一份旧日资料、一张彼时
照片、一条漂亮围巾，可是开柜门拉
抽屉，找起来有点难度，不能一下子
确定它们平躺在哪，“断舍离”就这样
跃上心头。“断舍离”一词是从瑜伽的
修行哲学“断行·舍行·离行”中提炼
出来的思维方式，结合在日常生活的
管理上，即断绝不需要的东西，舍弃
多余的用品，脱离对物质的执念。

我是一个怀旧的人，成家四十多
年，家里物品林林总总满满当当，每
一物件都有它的来源与出典，购物的
快乐、朋友的情谊、曾经的故事、难忘
的记忆……弃之不舍，都有值得保存
的理由。最近几年两次搬家，我把它
们带过来又带过去，从不曾想过是累
赘，以为这就是家的历史与味道。

物品越来越多，记性却越来越
差。不如放下执念，“断舍离”吧！清
橱理柜运动开始：我在被褥床品、衣
服鞋子、围巾背包、厨卫用品、盆碟杯
盘之间反复回旋，留下合适的、必需
的、够用的、备用的、有特别纪念意义
的，其余出清，半赠半弃给了农村的
表妹。整理归类，各得其所，衣帽间
储物间橱柜抽屉只拥有五成满的衣

与物，让视觉通透，取物顺手。
家里有大量的照片，原相册已泛

黄磨损，我挑选分类、按序插入新相
册。有荣誉证书两纸箱，我抽出内芯
安置在透明文件夹中，扔掉硬壳一大
堆，瞬间瘦身。设立家庭档案，有《工
作经历》《各类证书》《同窗同学》《流
水同事》《书信往来》《好友互动》《妙
文剪贴》等等，也有《儿子集结》《孙子
语录》，在文件夹上贴了标签，一目了
然。归档有序，翻阅方便，不仅为了
日渐衰老的自己，更为了给儿孙们留
一份精神遗产。

在整理婆婆生前的证件与照片
时，居然还发现了一本活期存折，婆
婆开户的农行卡上有四年前打入的
丧葬费，当年必须是至亲到齐公证后
才能取钱，因为不方便所以不了了
之。我持卡到农行询问，被告知卡有
密码有证明并出示取钱人的身份证
就可取现。钱还是原来的钱，却仿佛
是对整理的一种奖励，先生即分转给
了远方的兄弟。

盘点了物品，有啥没有啥，都存
在心里。找到宝贝，物尽其用，适用
的上岗，不养眼的下岗。被子枕头换
了一批，应季衣服见了世面，厨卫用
品有了更新，毋需花钱享了舒服。一
个镶淡咖边的赭红小暖瓶，配上一个
精致的青花茶壶和两只小杯，放进茶
盘中。每天早晨泡茶，由此滋润温暖
了日子，改变了几十年来夫妻俩各捧
各杯各喝各茶的习惯，同品一壶茶，
生活添了些许诗意。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巡看整理
效果，减了烦扰，加了快乐。都说人
生如同旅行，背负的东西越少越便
捷，越能发挥自己的优势与速度，那
么就让有限的生命轻松前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