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想看清一个人的品行，就干脆和他（她）去旅行。

恋爱如此，友情亦然。

五零后的老谢是我的忘年交，家境优渥的他却一直

秉持节约餐食的好习惯。从物资匮乏的年代一路走来，

他十分认同素以俭朴著称的某位民营航旅企业家在一档

电视访谈节目里所言：我们可尽情享受一切物质生活，但

绝不能浪费资源。

曾同老谢乘软卧火车“卧聊”，听他讲过一件发生在

享用自助餐过程中的遭遇。那晚，老谢独自在外地一家

自助餐厅用餐。听说有热气腾腾的菜品刚出炉，便离桌

前去一隅的档口取餐。桌上还剩少量食物未尽，但他是

打算回座后“光盘”的。靠椅上的拎包、外套和围巾，还有

桌上的手机，仿佛都在对服务员说：客人很快就会回来。

谁知，当老谢兴冲冲地端着热食返回座位，此前留下的那

些未吃完的点心竟然被收走了，前后仅1分多钟。老谢

向服务员表达了对其过于“卖力”而造成浪费的意见。“再

拿就是了，您没有损失也就不叫浪费。”服务员的反应让

见多识广、能说会道的老谢一下子不知如何去接。

老谢一饱口福，品尝到了当地特有的烤乳扇、破酥粑

粑、正宗的过桥米线以及古法酸奶……然而，由服务员勤

快过头造成的浪费和随后所持的态度，使他事后忆起仍

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半夜，老谢似乎想到了什么，起身自顾自地咪起小

酒。他一定以为我入了梦乡，其实我清醒地听见他在

下铺开易拉罐、解保鲜袋的声音。老谢以晚餐吃剩的

苔条花生做下酒菜，并喃喃自语（沪语）：“吃特睏觉，勿

好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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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当旧遇上新
李 艳

开关之间
郑自华

编者按：

每年的10月

31日是“世界勤俭

日”。勤俭历来是我们中华民

族的光荣传统，父母辈秉持勤

俭持家的美德，撑起了一个家

庭。如今进入新时代，人们的

物质生活得到了普遍改善，如

何用新方式去坚持勤俭？如何

寻求两代人在勤俭持

家理念上的平衡点？

费 平

节省资源为大家

最近，我和小余一起去拜访年逾七旬的侯老

师。一进她家，侯老师就打开了空调，我们一看是

新的，立刻好奇起来。侯老师满脸笑容地娓娓道

来：“这可是搭上了国家以旧换新政策的顺风车

啊！”原来她家的旧空调制冷和制热效果都大不如

前，但她始终舍不得换，直到最近看到了《上海市

落实国家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实施细则》，在女

儿的劝说下，才终于换了新的。

侯老师感叹道，时代变化得太快，现在家电可

以旧换新，家装建材、家具以及适老化产品也有补

贴。她坦言：“我一辈子节俭惯了，总是觉得能省

就省、能坚持就坚持。但换了新产品后，不仅节

能，还更智能，手机远程操控，省电又便利，这以旧

换新的方式真可谓新时代的勤俭节约新风尚啊！”

她还动员了身边的老朋友们淘汰家里的旧家电、

旧家具。

90后的小余也在一旁笑着说，她今年新装修

房子，也申请了不少补贴。她说：“政府这次推出

的补贴政策太及时了，帮我们年轻人减轻了不少

经济负担。有了这些补贴，我们用上了更好的材

料，家里装修得更舒适了。”

听了她们的讲述，我深受触动。我的父母与

侯老师同辈，他们习惯了勤俭节约，总是这也不舍

得买、那也不舍得用，连家里的灯都不愿多开，生

怕浪费了电。然而，小余这样的年轻一代却让我

刮目相看，他们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大手大脚，反而

也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勤俭节约。

当旧遇上新，在新与旧、勤与俭的交织中，不

同年龄段的人们都在努力寻找平衡。在勤俭节

约、以旧换新中不断体悟生活真谛、传承传统

美德。

母亲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经历过物质匮乏的

峥嵘岁月，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她

看来，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

维艰。奢侈浪费就是败家之举，厉行节约才是生

活之道。

母亲的勤俭使她总是舍不得扔掉家中旧

物。我们眼中已经无法派上用场的东西，到她手

中都还是“有用之物”。比如，买回家的新鞋启用

后留下的鞋盒，她会攒下来改造成一个针线盒。

孩子小时候穿剩下的旧衣服，经她一番加工就成

了擦地板的抹布。对此我们总是乐享其成，尊重

母亲的意愿。

但颇让人为难的是，母亲特别爱留存塑料

袋。除了去菜场买鱼买肉的袋子无法留存外，

其他诸如买蔬菜水果的、装过快递的大大小小

各种塑料袋，她都会整整齐齐地折好，收纳起来

准备装垃圾。我认为大可不必，超市里就有专门

的垃圾袋。好在她并不强求我用，只要留存下来

她就心安了，大家井水不犯河水，一时相安无

事。分开住没过多久，垃圾袋首先告急，去超市

买没时间，跟团网购解不了燃眉之急。我在

和母亲通电话时不经意间说了这个情况。没

想到，母亲谈笑间轻松化解：“厨房壁橱下面

第二个抽屉拉开，我留存的塑料袋都放在那

里，干干净净的，包你用上半年，管够！”这真

是久旱逢甘霖。

按照母亲的指点，很快就找到了“富矿”。

满满一抽屉塑料袋，全都叠得方方正正，还细心

地用橡皮筋捆扎好，一摞一摞码放整齐。那

一刻，我的眼睛有些湿润，要不是母亲勤俭

节约，未雨绸缪，问题怎能迎刃而解？

梁女士乔迁之喜，我们应邀参观了她的新

家。

这栋位于郊区的豪华别墅共有三层，装修风

格别具一格，照明设备种类繁多，包括吊灯、壁

灯、顶灯、墙灯、射灯、台灯以及落地灯。梁女士

回忆起她的童年时光，那时家中只有一盏日光

灯，全家人在电压不稳的昏暗光线下度过夜晚，

她因此从小就戴上了厚重的眼镜。梁女士发誓，

将来拥有自己的家时，一定要让家中明亮如昼。

梁女士年过八旬的母亲插话说：“我们家简直成

了灯光展览，和外滩的夜景不相上下。”梁女士无

奈地做了个鬼脸：“其实平时我也不会浪费电，只

有客人来了才会多开几盏。”

梁女士带领我们进入另一间房，她的母亲立

刻关闭了前一房间的灯光。梁女士解释说，只要

离开几分钟，母亲就会立即关灯。尽管梁女士向

她解释频繁开关灯不仅会缩短灯泡寿命，而且实

际上会增加耗电量，但母亲认为这是子女们找的

借口。

我请梁女士关闭所有灯光，然后与梁妈一同

前往电表间。

接着，我通知梁女士开启所有照明设备，观

察到电表开始快速旋转，经过一段时间后，转速

才逐渐稳定。梁妈疑惑地看着我，我向她解释，

频繁的开关操作会对电子镇流器造成损害，降低

节能灯的使用寿命，并且实际上会增加耗电量。

随后，我与梁妈来到大厅，我问她：“对于如

此宽敞的居所，如果只有一盏日光灯，是否足

够？”梁妈回答说：“那怎么行？”我向她阐述，随着

时代的变迁，我们的节约观念也应随之更新。

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是“勤俭持家”“艰苦

奋斗”，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与好品德。如

今，从那个生活艰苦、物质匮乏年代过来的人，大

多数都还保持着“克勤克俭”作风……因而，还常

被周围人说“噶做人家”“太节约”……

其实，“勤俭”跟“做人家”“节约”是两码事。

现在，人们家庭殷实、生活富裕、不愁吃穿，并非

“舍不得”，而是浪费不得，更不能暴殄天物！年

轻人在甜水中长大奢侈惯了，动不动就不吃“隔

夜菜”，甚至“隔顿食”。我女儿就是这样，上次回

来吃午饭，没吃完的油焖茭白和芹菜炒肉丝还有

三分之一，我和老伴想留着晚上吃，她坚决要倒

掉；红烧肉吃了两天，她也说不要吃，什么亚硝酸

盐容易致癌……实际上，蔬菜隔顿、荤菜吃到第2

天，只要储存好，吃时充分加热，无大碍。

还有日常用品，坏了一点点，如不锈钢锅的

把手脱落、双肩背包拉链打滑等，只要修配或换

一根就还可使用，但女儿却是“扔了，买新

的”……其思维方式认为东西坏了无须再修补，

现在又不缺钱，与其修修补补麻烦，还不如买新

的干脆。但我觉得，这样大手大脚不可取。首

先，我们过富日子时，不能忘掉穷日子，即使物

质再丰富，也不能浪费。须知，今天的富庶是

由点点滴滴的勤俭积攒起来的，唐代诗人李商

隐“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就是说

的这个道理。再说，勤俭，是为了节省资源。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资源是有限的。即使有

钱，也不能任意糟蹋物资，钱是你的，可资源是

大家的！当每一样东西被“物尽其用”时，

资源才能被人类充分地享受并体现其真

正的价值。

对“瞎勤快”说“不”
侯晨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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