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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我的“奇葩”爱好

教师如何过一种幸福而美好的生活？ 为工作而奔波之余，一定要有留给自己的时间———为爱好腾出
一片天地，不论养花烹茶，还是登山涉水，抑或是经营有些“奇葩”的喜好。 其实，爱好本无雅俗高低

之分，只要健康、有意义，都是生活的调剂品，只要我们从中收获了愉悦，便已足够。

教师“生活 ”
不烟不酒不麻将，那该干什么？

我是一名农村教师，说起爱好，还真
与大多数人不同———我爱在业余时
间里给大家出益智题。 从少年时代
一路走来， 我已经在报刊上发表了
上万道益智题，出版了多部专著。

等等！ 我为什么想到设计益智
题呢？ 细细想想，与母亲有关，也与
小学老师有关。

我的母亲只上过几天扫盲班，
仅仅认识自己的名字，可她的记忆
力却特别强： 别人说过一遍的话，
比如经文、民谣、民间故事，她都能
记下来。 于是，童年的我从母亲那
里听到了无数童谣 、儿歌 ，尤其是
那些数学歌谣。 “一群老头去赶集，
半路买了一堆梨 。 一人一个多一
个，一人两个少两个。 问君知道否，
几个老头几个梨？ ”“横三竖四一坑
麻 ，乱糟糟的没法查 ，一棵麻上剥
四两 ，一共剥了几斤麻 ”……这些
奇妙的数学问题，总能引起我极大
的兴趣。

后来，在老家上小学时，我遇到
一名姓张的数学老师，印象中，几乎
没有难得倒他的问题。 张老师喜欢
在小黑板上每天给大家出一道思考
题， 而当时的我是那块小黑板最忠
实的读者和答题者。 有时张老师有
事儿，就让我试着编道题给大家做，
这让我极受鼓舞。

受母亲和张老师的影响， 再加
上我爱读益智类书籍，久而久之，我
便感觉编写这样的题目 “我也行”。
到了中学，更是一发不可收拾，编益
智题便成了我的习惯，课余没事，我
便出一些小题目与大家分享， 博大
家一乐。

成为教师后，在不少报纸杂志
编辑的帮助下，我编出了有中国特
色的益智题， 出版了 《疯狂数学》
《脑力竞赛 》《达人游戏 》 《数字魔
法 》等好几部书 ，还被山东省科普
创作协会选为唯一一位来自基层
的理事。 不久前，我的新书《越玩越
聪明的数学游戏》又出版了。

孩子们喜欢我出的题， 他们哪
里知道， 我在做着当初张老师做过
的事，为孩子们出新、奇、妙、趣的题
成为我业余时间里最乐意做的事。

怎么样？要不我给你出道题……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巨野县魏

海学校）

来来，给你出道题
□吴长顺

与爱好相遇
卡耐基说， 人人都应有一种深厚的兴趣

或嗜好，以丰富心灵，为生活添加滋味。
我们常常慨叹生活的平淡与匆忙，其实，

拥有一份哪怕并不起眼的小小爱好， 并虔诚
地为之经营， 便是在烦琐的世俗生活之外另
辟了一片天地———当你在自己喜爱的小世界
里扑腾时， 心灵会变得滋润， 时光会变得丰
满。 所以，生活再怎么忙碌，总要留给喜好之
物一席之地。

有人说，教师活得太忙、太累，无暇经营
自己的生活。 你看看，忙碌之外，他们同样活
得精彩呢。

有人爱阳春白雪，在诗书琴棋的世界里悠
游，自得其乐。 安徽教师顾正龙喜好读书，白天
与一群孩子打交道， 夜晚则常常披衣而坐，泡
一杯香茶，挑灯夜读。 在书的世界里，浑忘物
我。 他说，“常常在漫长的冬夜，沉浸在馨香四
溢的书中，有书相伴，好像完全忘记了时间，忘
记了空间，忘记了无边寒冷的搅扰，一切杂念
都会消退……”古人说“涵咏工夫兴味长”，诚
不我欺；也有爱好下棋者，湖北教师朱国前教
学之余，往往邀来几个棋友，拉开阵势，杀上几
回合。 他说，“只为劳逸结合，修身养性，活跃气
氛，丰富生活”。 爱好习字作画的河南教师张方
明更是凭借爱好交友，常与几个趣味相投者雅
集，在喧嚣的尘世独辟一方净土，“在这纷繁的
人群中，觅得三五个惺惺相惜的朋友，一起静
享属于自己圈子里的欢愉，亦是难得”。 他们的
生活，岂非别有一番滋味？

当然了，生活中不止有阳春白雪，还有看
似寻常的简单爱好。 不管是哼唱小曲、钩织衣
衫，还是玩弄石头、腌制泡菜，兴之所至，将爱
好玩到极致，总能收获满满的幸福感。 江苏教
师居著培爱好针织，台布、床罩、窗帘，甚至花
瓶、 花篮……她用钩针将自己的小屋装饰得
分外温馨，这也让她心情舒畅，她说，“有一段
时间我失眠多梦，很烦躁。 但如果每晚在睡觉
前我做一些钩针活，这些症状就会自然消失。
我想， 可能是钩针编织会让人放松心情的缘
故”。 女教师心灵手巧，原是常事，女教师爱
美， 也本寻常———新疆教师马春芬的爱好便
是打扮自己，“美丽的发卡和头饰点缀在秀发
间，顾盼生辉；耳垂下色泽各异的耳环耳钉，
熠熠动人；纤指上环绕的戒指，用各色指甲油
点缀的美丽花纹，尽显妩媚……”爱美之心人
皆有之，将自己装扮一番，又有何妨？

爱好无分好坏贵贱，不论是阳春白雪，还
是下里巴人，都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愉悦。 与
爱好相遇，让心灵丰盈，便是为自己修筑一座
抵御人生中艰难困苦的围城，越是辛苦，越是
煎熬，越是要坚守所好，苦中作乐———一如苏
东坡逆境中的吟唱， 即便在贬谪海南的小舟
上，也能吟出“九死蛮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
平生”的绝妙诗句。 （黄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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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爱琢磨事儿的人，喜欢
在生活中找乐子。 我最大的爱好莫
过 于 亲 手 制 作 一 些 小 物 件
（“DIY”），比如毛绒玩具、水果雕画
等 ，尽管谈不上多专业 ，但在我的
小圈子里，也算是小有名气的“DIY
达人”。在 DIY 的过程中，我和家人
收获了满满的乐趣，让生活变得格
外忙碌而充实。

喜欢上在果皮上动刀， 缘于不
经意浏览到网上的西瓜皮雕画，一
幅幅精美绝伦的画面跃然“瓜”上，
“海上望月”“百花齐放”“二龙戏珠”
及各种微缩建筑， 居然能呈现在小
小的西瓜皮上， 展示出如此丰富精
致的画面，真是“鬼斧神工”！ 赞叹之
余，我的心也跟着痒痒起来：我何不
也试试用瓜皮雕画？ 买来西瓜才知
道， 原来瓜皮雕画不是看上去那么
轻松，瓜瓤很脆弱，稍不留神，一刀
下去，西瓜就会“涕泪交流”；倘若瓜
皮过于坚硬，错杀一刀，往往会导致
整体“毁容”。 我的工具只有一把水
果刀和一把一字改锥。 一开始，我笨
拙地抱着西瓜，不知从何下手。 偶然
想起了小时候每到元宵节， 哥哥就
用红皮水萝卜给我刻灯笼。 我回忆
着哥哥做灯笼的模样， 也学着刻一
朵红莲，从浅绿、泛白，过渡到粉红、
深红的瓜瓤……终于， 一朵红莲花
从我手中诞生了。 虽然刀法粗糙，但
看上去有模有样， 俨然正在静静盛
开，这让我倍添信心。 第二次，我试
着雕刻一个蒙着面纱的女子， 用黑
色西瓜籽做眼睛，远远看去，还真像
是一位神秘的美人。

触类旁通， 我还喜欢在南瓜、
冬瓜、橙子、苹果等果蔬上雕画。 我
没学过美术， 谈不上什么技巧，然
而只要喜欢，也就随心去尝试。 比
如，把废弃的蛋糕泡沫盘用水彩笔
画成彩盘，当作装饰品；做饭时，把
馒头 、烙饼等捏成各种动物 、花卉
的形状，促进家人的食欲。 最为得
意的是，5 岁的儿子每看一部动画
片， 就向我索要动画片里的玩具，
比如看《马达加斯加的企鹅》，他想
要一只企鹅 ；看 《玩具总动员 》，他
会要一个公仔胡迪。 我忖度那些毛
绒玩具，哪一个不是用针线缝制做
的？ 机器会干的事，人就不会干吗？
在儿子的催促下，我便找来家中废
弃的各种布头、纽扣和散落无用的
项链 ，一番裁剪拼缝 ，做出来的毛
绒玩具被儿子悄悄带到了幼儿园，
吸引一大群可爱的小女生追着要
“摸一下”。

动手制作的小玩意儿越来越多，
儿子眼中的妈妈渐渐变得 “无所不
能”，在崇拜我的同时，他也明白了：
原来只要肯动手，一切皆有可能。 在
我的影响下，儿子的手工水平也突飞
猛进。 更重要的是，他凡事都有了亲
自尝试的念头， 跟着我一起 DIY，变
得爱琢磨事儿了———这真是“无心插
柳柳成荫”的意外收获。

爱上 DIY，就是爱上了琐碎的
美好。 把平常的日子雕琢成画，把
细碎的光阴缝制在手心 ， 你会发
现，时光变宽了，内心变静了。 像雕
塑艺术品一样经营你的生活，心怀
小确幸，人也豁达了。 DIY 在小时
光里 ，让我渐渐参悟 ：真正懂得生
活的人，能从平淡的日子里看到精
彩的风景，能从暗淡的境遇中寻觅
到希望的光亮，如同一棵向爱而生
的山楂树———“在水里也会开出花
儿来的”。

（作者单位系石家庄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

西瓜“雕刻师”
□张 叶

常听说吸烟有瘾， 喝酒有瘾，
殊不知收集名言也有瘾。

说起来，我收集名言已有近 10
年历史。 10 年来，我的幻想破灭过，
但我生命的小舟从未迷失方向，因
为我心底的桅杆上有一盏灯导航。

我爱收集名言。 古今中外的贤
达名流， 以他们的聪明与勤奋，为
后人留下宝贵的财富，记录他们闪
光思想的言辞， 大多优美生动、深
刻凝练，给人以启迪。

“聪明人是不抱怨命运的。 因
为他懂得抱怨战胜不了命运 ”，这
是多么达观的态度 ；“路漫漫其修
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又是多么
执着的追求；“花的事业是甜蜜的，
果的事业是珍贵的，但让我干叶的
事业吧，因为叶总是谦逊地低垂着
绿荫”，这种甘为无名英雄的情操，
又是多么令人折服！

我爱收集名言，它使我的生活
单调中有了色彩 ， 寂寞中有了生
气，疲倦中有了活力。 一句名言，就
是一首诗。 也许正是这份爱好，才
使我的心灵得到洗涤，让我时刻用
微笑面对现实，勇敢地迎接命运的
挑战。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阳新县太
子镇茂立初级中学）

名言“瘾君子”
□程应来

爱上吃咸菜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当时我在县城上高中，
由于家庭经济拮据 ， 父母不能
给我过多的钱买食堂的炒菜 ，
我只能吃从家里带来的咸菜伴
馒头充饥。 每个周末，母亲都给
我炒咸菜———把胡萝卜切成细
丝炒一炒 ， 再将辣萝卜切成长
条，撒上五香粉和棉油 ，放在锅
里蒸一蒸 ， 出锅后浇上棉油调
一调，一份咸菜就做好了。 母亲
把蒸炒的咸菜放进两个罐头瓶
里 ，再用塑料袋包好 ，放进我的
挎包。 我带着炒咸菜进城读书，
维持一周的每日三餐 。 在无数
个饥肠辘辘的时刻 ， 香喷喷的
炒咸菜成了最美的佳肴 ， 伴着
母爱的味道 ，温暖着我的味蕾 。
从此，我爱上了吃咸菜。

后来， 家里生活渐渐变好，
餐桌上摆满了各种时新蔬菜和
鸡鸭鱼肉，但母亲仍然喜欢腌咸
菜，每顿饭都用小蝶盛些咸菜端
上桌。 鸡鸭鱼肉吃腻了，再吃几
口咸菜，那种感觉仿佛童年的味
道。 咸菜陪伴我们度过了最贫困
的日子，也调剂着当今丰富多彩
的生活。 我在为人妻、为人母后，
也传承了母亲腌咸菜的习惯，用
咸菜把生活点缀得滋味满满。

于是，我在自己的小家买了
几个小坛子，也学着腌制各种咸
菜。辣椒、黄豆、豆角、茄子、嫩黄
瓜、大蒜等，都可以作为原料。我
喜欢看韩剧，每当看到剧中韩国
人腌泡菜的镜头，便把剧中人腌
泡菜的方法一一记下来，再如法
炮制。 腌制过程中，我满怀好奇
心，隔三岔五地掀开坛盖看色泽
如何，尝咸淡怎样。久而久之，厨
房里的坛坛罐罐摆得满满的，腌
好之后，便邀几位文朋诗侣来家
小聚 ，边品尝咸菜 ，边交流生活
感悟 、读书心得 ，那份情致无异
于兰亭诗会。 一碟碟咸菜，是连
接友情的纽带，让我们的君子交
情日渐深厚。

爱人也对我说，腌咸菜里散
发着浓浓的生活味，从中可以闻
到爱的味道。 家人的褒奖更激发
了我对生活的热情，我也乐于做
个“咸菜达人”。

腌咸菜与读书是我工作之
余的最爱 ， 一种是我的物质食
粮，一种是我的精神食粮 ，二者
融成我生命的重要部分，让我的
生活更加丰盈饱满。 工作累了，
读书乏了 ，走进厨房 ，侍弄一下
咸菜坛 ，品尝几口腌咸菜 ，那种
感觉是最为幸福的。 吃咸菜、腌
咸菜的过程，就像与一位朋友对
话 ，无论我贫困还是富有 ，这位
朋友都对我不离不弃。

（作者单位系山东菏泽学院
单县分校区）

做个“咸菜达人”
□孟迎新

迎着晴空最后的晚霞， 人们
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 不管是
寒冬还是仲夏， 我们都在小镇的
广场上相约。

我生活在鄂西北一座名为秦
古的小镇，小镇的广场不大，但是
干净整洁。 每到傍晚，这里便热闹
非凡。 晚上七点，广场上开始播放
舞曲， 早已等候多时的大妈们便
整齐有序地排好队， 和着音乐开
始律动起来。 一会儿工夫，整齐的
舞步、扭动的身影、欢快的笑声与
广场融为一体，一直伴随曲终。

踏着夕阳西沉的步履， 不分
年龄，也不分彼此，激情广场舞让
人着迷。

作为一名男教师， 我被任命
为这支队伍的舞蹈教练， 承担给
大妈教舞的任务，这感觉，真有点
儿“受宠若惊”。 所以，每次教舞之
前，我都要与兄弟学校的老师，还
有几位跳得不错的伙伴一起 ，反
复商量着该教哪支曲子。 几个人
回家上网搜 、看视频 、试跳 ，分头
学会后，便来广场试教敲定。 大家
学习新舞时，兴趣要多高有多高，
下午 5 点做饭、6 点集合， 边走边
聊，热议曲名、动作、节拍，还不时
停下匆匆的脚步，比画几下，引得
路人相视而笑。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有位近 80
岁的长者是我们最尊敬的舞伴 ，
她对我说：“小何， 你教我们跳舞
教得好 ，容易学 ，动作也到位 ，比
跟着电脑学得还快。 ”金奖银奖比
不上大妈们的夸奖呀！ 所以，每每
教新舞时， 我都耐心细致地指出
动作要求， 力争用最短的时间教
会大妈， 让这些女同胞们尽情跳
出风采。

来来来，放松心情投进人海，
千姿百态舞出你我的精彩。 不管
是新疆舞、纳西情歌，还是妈妈恰
恰， 我都选几支来学一学、 教一
教，让女同胞们见识不同民族、不
同区域风格各异的舞蹈， 跳出生
活的精彩。

去年在县里举办的 “文化力
量 、民间精彩 ”活动中 ，我镇送选
的舞蹈 《开门红 》荣获一等奖 ，作
为唯一的男选手， 我赢得了众多
大妈的点赞，令我欢欣鼓舞。 工作
之余，学跳广场舞，渐渐成了我与
妻子生活的一部分。

我是男教师，我爱广场舞。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竹山镇

中心学校）

我是男教师
我爱广场舞
□何海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