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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宝是语文教学的能手，也是散文
创作的高手。他执教于霍邱一中，高中语
文课上得独具魅力，语文教研也搞得风生
水起。教学之余，他坚持文学创作几十
年，散文作品上过大报大刊，得过多种奖
项，产生过很好的影响。细读他的散文集
《回望乡村》，阅读的过程无疑就是一次
心旷神怡的艺术之旅，自始至终都有一种
强烈的审美享受。个人认为，这部散文集
最大的成功，就是以回忆的笔触、怀旧的
情调、诗性的语言，写出了浓厚的乡土
味。
生活镜像的共性与思想个性的有机结

合。刘家宝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对乡村的
景观、人物、风情、习俗等，十分熟悉。
《回望乡村》就是他的乡村生活大全。这
里，有赋景的美文，《春来荠菜香》《油
菜花开》等等，展现的都是田园特有的风
光；这里，有状物的精品，《想起石磙》
《乡村物语》等等，描绘的更是农家熟悉
的物件；这里，有叙事的篇章，《回乡》
《久违的拳音》《一件春秋衫》《乡村记
忆》等等，记述的皆是乡村生活的酸辣苦

甜；这里，有写人的佳作，《乡村手艺
人》《母亲的笑容》《父亲的三句话》
《嫂子》等等，刻画的无不是乡土小人物
的精神胎记……

难能可贵的是，刘家宝在聚焦乡村生
活时，不仅写出了共性，反映为人们所熟
稔、容易引起情感共鸣的乡土中国，而且
在不少篇章中注入独特的思考，彰显思想
个性，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比如《回
望乡村》这篇散文，以别样的视角，揭示
了乡村愚昧落后的一面，看似“恨铁不成
钢”的偏执当中，却是无法割舍的满腔挚
爱。正如这篇文章结尾处所写的：“我的乡
村呀，如果不是与你感情笃厚，我又怎会
说出这些呢？我又怎会一直期望着你尽善
尽美呢？”
文学与民俗学的深度交融。乡村自有

乡村的风土人情，乡村生活的文学书写，
往往离不开民俗学知识的融入与支撑。
《回望乡村》就注重做到了这一点。

通读这部书，着墨最多的民俗是农
事。耕种收获前夕，“整稻场”的细枝末
节(《乡村二题》)；稻收时节，打场、扬

场、抢场的紧张忙碌(《老家的稻场》)；
稼穑过程中，种红麻、砍红麻、沤红麻、
剥红麻的诸多学问(《老家的红麻》)；儿
时记忆里，庄稼好把式精心奉养池塘的行
为表现(《乡村的池塘》)……这些农活上
的常识，并不深奥难懂，也无珠光宝气，
但作者信手拈来，却成功地构建并装点了
他的乡土世界。

《回望乡村》特色最浓的民俗是地方
风情。腊月到来，农户人家杀年猪的红红
火火(《年猪杀》)；祭灶过后，家家户户
写春联的热热闹闹 (《忆起那时写春
联》)；除夕之夜，团团圆圆过大年的各
种讲究(《除夕》)；清明祭祖，男孩子爬
坟头的传统习俗 (《爬坟头》 )；亲友相
聚，彼此划拳劝酒的游戏规则(《久违的
拳音》)；青年时代，媒婆穿针引线的全
套程序(《媒婆》)……这些风俗，打着深
深的江淮民间文化烙印，带着鲜明的中华
民族特色，散发着浓郁芬芳的乡土气息，
既紧扣“乡村”主题，充实了作品的思想
内容，又接地气、添灵气，具有引人入胜
的艺术魅力。

纪实性与诗性的内在统一。《回望乡
村》收录的篇目，基本上是纪实风格的散
文，多以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描摹来打动
人心，但作为高质量的文学作品，《回望
乡村》又充分彰显独有的诗性，突出表现
在作品质朴而灵动的语言风格上。作者善
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善于把简简单
单的事物说得活灵活现。比如《草埂》形
容道：“田埂上离不开草，草根是田埂的骨
头”，精妙的设喻，寥寥数语，就把草与
埂的关系生动形象地表述出来。《想起石
磙》写道：“石磙一拉进稻场，便在那里安
了家，换句话说，石磙是将它的一生都托
付给了稻场。”巧用拟人辞格，点亮蕴含
其中的诗意，将石磙朴实厚道的个性、热
爱劳动的操守，都描绘得淋漓尽致。《回
望乡村》的句式总体上是骈散结合，以散
句为主。散句长短不一，错落有致，像乡
村万物一样自然、朴实；骈句气势恢宏，
情感激越，给人的则是诗情画意般的艺术
震撼。两相结合，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
美统一。

在曹文轩的儿童文学作品《山羊不吃
天堂草》中，主人公明子的成长历程如同一
部生动的青春励志剧，以其坚韧不拔的精
神风貌，深深触动每一位读者的心弦。这部
作品不仅展现了一个贫困少年在逆境中的
挣扎与成长，更深层次地揭示了青少年在
面对生活重压时，如何在困厄中找寻希望，
如何在挫折中实现自我救赎与升华。

明子生活在小豆村，一个被贫穷阴影
笼罩的地方，父母无力改变家庭的困境，只
能寄望于明子外出务工。他与师傅三和尚
及同伴黑罐生活在社会底层，饱受生活艰
辛。然而，正是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明子
的心中却孕育出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
他与残疾女孩紫薇的交往，犹如一抹亮色，
照亮了他灰暗的世界，激发了他对爱情的
朦胧认知。明子为紫薇制作拐杖，用板车送
她就医，这份无私的关爱与鼓励，不仅温暖
了紫薇，也照亮了明子内心的希望之路。紫
薇的坚强站立，不仅是对身体桎梏的突破，
更是对命运抗争的象征，她的变化无疑是
明子精神力量的有力见证。

尽管身处污浊环境，明子却展现出惊
人的自律性与自觉性。面对三和尚的嗜酒
好赌与黑罐的沉沦，明子并未随波逐流，反
而以看书来自我提升，规劝黑罐远离赌博，
力图帮助朋友改邪归正。这种在逆境中坚
守信念、抵抗诱惑的行为，充分体现了明子
作为成长中的孩子，凭借毅力与自觉性对
自我的战胜，彰显出其人格的高贵与坚韧。

明子在城市打工的经历，使他初次接
触到金钱的魅力。当他手握千元定金，面对成捆钞票时，内心对财富
的渴望瞬间膨胀。然而，现实的残酷在于，当他试图通过封阳台赚取
更多金钱时，却因缺乏诚信而陷入自责与矛盾之中。最终，他选择返
回家乡，希望通过养羊改变家庭面貌。然而，盲目跟风导致的环境破
坏，以及羊群对“天堂草”的拒食，使得他的希望再次破灭。这一系列
事件，不仅揭示了青少年在物欲面前容易迷失自我，更警示我们：任
何脱离实际、忽视规则的追求，都可能导致事与愿违，甚至酿成悲剧。

明子遭遇的情感挫折，紫薇的康复与离去，以及她以金钱表达感
谢的方式，让明子深刻体会到，物质无法填补心灵的空洞。他再次踏
上寻找封阳台客户的路程，尽管历经周折，甚至遭遇牢狱之灾，但他
始终未放弃偿还良心债的决心。最终，在众人的帮助下，他实现了自
我救赎。这一过程，生动描绘了青少年在情感与道德冲突中的痛苦挣
扎与最终的觉悟，展现了明子在磨砺中逐渐成熟，对人生价值有了更
深刻的理解。

曹文轩以其细腻的笔触，将明子的故事，置于特定的社会背景
下，通过对景物的生动描绘与心理的精准刻画，真实再现了农村少年
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思想变迁。山羊不吃天堂草的寓言，寓意深
远——— 明子的经历警示我们，青少年的成长并非坦途，必须经历风雨
洗礼。出身低微却心地善良的明子，面对一次次理想的破灭，非但没
有沉沦，反而在挫折中走向成熟，成为无数从农村走向城市、勇于探
索的青少年的杰出代表。

《山羊不吃天堂草》是一部富有启发性的儿童文学作品，它以明
子的成长经历为镜，映射出青少年在面对生活挑战时，应有的坚韧精
神与高尚品格。它让我们明白：真正的成长，不仅仅是年龄的增长，更
是心智的磨练、人格的塑造
与理想的坚守。对于正在经
历青春洗礼的年轻人而言，
这部作品无疑是一道营养
丰富的精神食粮，引导他们
在人生的征途中，学会在困
厄中找寻希望，在挫折中实
现自我救赎与升华。

我有一件棉背心，妈妈做
的棉背心，一件普通的手工版
棉背心，与我却不普通，我穿
在身上28年，即便破损不堪，
我也收叠保存在衣柜里。

这件棉背心是蓝色府绸
的面子，酱色羽纱里子，开的
桃形领，前片两侧有插袋，是
中规中矩的中式棉背心。春秋
冬三季我都会穿，年复一年，
穿的时间久了，渐渐衣服褪
色，多处磨损。我用妈妈教我
的针线活，缝缝补补连连，又
穿了许多年。冬去春来，穿到
第28年，我脱下这件棉背心，
洗洗晒晒收叠起来，发现这件
棉背心破烂得实在不能再穿
了，缝补也无济于事了。蓝色
府绸面子褪成黄白黄白的颜
色，条条丝丝隐约露出棉花
絮。里面的羽纱磨得薄如蝉
衣，透明透亮。棉背心的领窝、
腋下、下摆均磨烂揉搓得变
形，府绸变成一丝一缕又卷成
一条一条，棉絮大团大团的暴
露出来。下摆磨损的最严重，
府绸面子已经磨掉约二寸，露
出里面酱色的羽纱和棉絮，小
插袋早已通透一伸到底。棉絮
发黄结团，烂成一个个洞，破
烂的丝缕滚搓成条，耷拉下
来。横的变成丝丝缕缕，竖的
变成破布条一根根，大窟窿小
眼的，真配得上“衣衫褴褛”这
个词了。衣面早已发白发黄，
衣襟上的扣眼早扣挂不住，我
用针线将以前妈妈锁的扣眼，
反复连补、攀网，想固定住，但

最后扣眼周边的面子、里子、棉絮全都破烂得挂不住了，扣眼变
成大窟窿，针线网也网不住了。腋下的磨损向下三寸基本只见
棉絮，领窝到第一个扣眼烂成一球子。实在没办法穿了。

妈妈说的，棉最生暖，我得再有一件棉背心穿。妈妈教我做
棉背心方法我记着呢，可我现在没有缝纫机，做不了。我转悠寻
找了几天，发现二道巷有位做小孩棉衣的小店。我走进询问能
不能做大人穿的棉背心，老大妈连忙说;“可以，可以。我这里有
现成的布，你选一下，我来给你量量尺寸。”我说：“不用量尺寸，
我拿个样品给你，你照着样品的尺寸和式样做就可以了。”

第二天，我带着妈妈做的棉背心去店里。老大妈打开一看，
惊呼一声：“这么破烂的棉背心你还留着，扔大街上都没人要。”
我笑着跟她说：“这是我妈妈给我做的，我穿了28年，现在妈妈
不在了，这棉背心是我的念想，我舍不得扔。我妈说了：‘棉最生
暖’。”老大妈听后，长叹一声，竟和我一样眼圈红了。她感慨地
说：“真是孝顺女儿啊！我给我女儿做了那么多衣服，不知她以
后能不能想着留两件。”我反复交代做的棉背心，大小尺寸长短
胖瘦，领窝开的深浅，都要和我妈妈做的一样。老大妈愉快地答
应，还说，“我要把你背心多絮些棉，这样你穿着暖和些。”我听
后很感动，天下的妈妈爱儿女都是一样的心。我说：“谢谢您！那
我多给您钱吧。”老大妈连忙摆手说：“不多收你钱，你给我我也
不要，你这样孝顺的女儿，我听着都心疼。你妈妈说的对，棉最
生暖。”

妈妈给我做的这件棉背心，是在我孩子满月后，妈妈坚持
给我做的。那是5月中旬的天气，妈妈看我照顾孩子辛苦，怕我
着凉，就想着给我做件棉背心。妈妈说：“这早早晚晚天气还是
凉，给你做件棉背心，你穿着焐焐前后心，穿在里面，做事方便
还不容易着凉。”开始我不要，我自己用粗花呢做了件时尚的小
马甲，穿上精神，时髦。妈妈说：“棉最生暖，等你老了，你就知道
了。”
不用量尺寸，也不需要我同意，第二天妈妈就带着新做的

棉背心给我穿。我试了一下，大小合身，贴体舒服，厚厚软软，蓬
蓬松松，拿在手就有一股暖流通达全身。我问妈妈：“你没量尺
寸怎么做的？”妈妈说：“你从小到大的衣服都是我做，闭着眼睛
都知道你穿多大尺寸。”可不是吗？从小被妈妈一点点喂大，自
己身上的骨头哪块圆哪块方，妈妈都一清二楚，妈妈的疼爱就
可以丈量女儿身上所有的尺寸。
我对棉背心还是有些排斥，认为式样土，颜色不好看。妈妈

说：“穿在里面什么颜色不行啊，暖和最重要，你胃不好怕受凉，
早早晚晚的焐着前后心、暖着胃，对你身体好。别仗着年轻不当
回事，到老你就知道棉背心的好了。”现在我已经过了知天命的
年纪，越来越懂得妈妈的良苦用心，妈妈的爱。

妈妈于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劝慰，有时甚至是强制措
施，有时是严厉教诲，其实都包含着对儿女最真切的关心爱护。
老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听妈妈的话，爱妈妈，
心就找到了归属地，妈妈就是家，是心中最安稳、最安全的家。

今年我换上新棉背心，妈妈做的棉背心我从柜子的最上层
拿下来，放在房间，每天看见妈妈做的棉背心，就如同看见妈妈
在身边。耳边总能想起妈妈叮咛的那些话，眼前总能浮现妈妈
在家中忙碌的身影，空中传来妈妈踩缝纫机“哒哒哒”的声响，
声声皆入耳。一切都是那么亲切温馨，妈妈在身边，快乐就在身
边。
慈母手中线，红梅身上衣。抚摸妈妈做的棉背心，就能感受

到妈妈暖洋洋的温度，仿佛就看见妈妈站在大桌子前，剪裁衣
片，一层层铺絮缝制、压平整、锁扣眼，剪线头，除毛绒等一系列
场景，就心中生暖。就想着自己还是个孩子，可以在妈妈面前撒
撒孩子气，可以抱着妈妈，任凭妈妈身上的暖流穿达我全身。今
日大寒我也不怕，我有妈妈的棉背心护着呢！

看到老友徐斌的女儿在《皖西日报》上
发表的忆念父亲的文章《引路》，我反复读了
两遍，仿佛老友徐斌又活龙活现地浮现在我
的眼前，声音还是那么宏亮，语言还是那么
诙谐明快，他的语言，他的声音，似乎有一种
魅力，总能给人以鼓舞和力量。

我们相识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初，他从报
纸上看到了我的文章，听老同学范寿玖介绍
了我的情况，神交了几年后，直到他调到县
广播站当编辑时我们才见了面。他比我大四
岁，因为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人，一见如故，
相见恨晚，无话不谈。谈他从小吃苦受罪，在
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随父亲从山东一路逃荒
要饭，辗转来到安徽省霍邱县河口集，靠父
亲挑卖水为生安顿下来。谈他逃荒途中，得
了严重眼疾，幸亏夜里摸到一个花生地里，
扒花生吃才保住了眼睛没有失明。谈他的学
生生涯，谈在陡岗小学的教书生活；谈父亲、
岳父如何能干；谈岳母如何疼他这个女婿，
从堰沟里捞一点小鱼小虾也要专门熬碗鲜
汤给他吃……他讲得绘声绘色，我静静地听
着，内心不时涌起感动。
他在新闻写作上有其独到之处，尤其擅

长写现场新闻，文笔活跃，群众语言丰富，读
来如身临其境，富有感染力。

前几天，我在《岁月留痕》一书里,看到
原载于1985年2月26日《富民报》的一篇通
讯《别开生面的报告会》，作者赵阳升、王鼎
铭、徐斌，但一看就知道是徐斌的手笔。现摘
引部分：
2月11日上午，霍邱县新店乡大礼堂里

里外外坐满了人，广播站除了转播大会实况
外，还做好了录音的准备，是什么会这么重
要？人们向大会主席台上一望：哟，那并排坐
着的三个人，不是本乡出名的专业户么！
乡党委书记贾仁德同志满面笑容，亮着

噪子说：“现在，党的政策鼓励俺们快富大
富。可是，有不少人还不知道怎么富，不会
富。今天，开个报告会，请本乡本土的专业户
给大家讲讲勤劳致富的好门道。”
贾书记的开场白被热烈的掌声淹没了。

只见断塘村棉花专业户、新党员唐启庸走上
讲台。他有点拘束，连连干咳了两声，搓了下
手，开头就说：“新光棍害怕老邻居，从前，俺
唐启庸穷得烂糠气。可今天，虽不是万元户，
信用社存款名册上，也照写着俺唐启庸的大
号。不瞒老少爷们，数目字还不穰咧！”台下
一片欢笑声。老唐打朗一下噪子：“俺凭什么
富的？凭的是科学种田。俺83年平均亩产皮
棉二百零六斤八两，84年油菜茬种棉花，平
均亩产皮棉二百四十五斤七两，当了‘棉花
状元’，地委、县委给俺发奖状，书记们跟俺
握手。俗话说，火车不是推的，大山不是堆
的，如今种庄稼，不讲究科学、还搁那按老牌
码，八辈子也富不到你头上。下面，俺就讲讲
咋样夺得棉花高产的。”老唐那深入浅出的
科学阐述，那催人奋发的件件事例，使会场
上时而鸦雀无声，时而欢笑不已。
……
编织专业村支委陈传德上了讲台，他不

慌不忙地说：“各位领导，各位同志，自己文
化水平有限，遵照乡党委的指示……”台下
几个人齐喊：“甭扯俗套啦，快讲讲你们村是

咋发财的吧！”陈传德咧咧嘴，说：“俺们村紧
挨淮河，有大量低洼湖地，盛产获柴。家家搞
编织。……有不少户原来穷得叮当响，现在
娶了媳妇盖了房，小日子过的跟吃蜜蘸糖
样。俺们党支部就是要带着大伙会富、快富，
都成为跟相声里讲的那样：肥笃笃的万元
户！”
人们一个劲地鼓掌，喝彩。这震耳欲聋

的掌声，这发自肺腑的欢笑，汇成一个新农
村的最强音：科学种田光荣，专业户光荣，万
元户更光荣！
他在新闻写作上有一套，并不吝啬传经

送宝。有一次县委宣传部办“土记者”培训
班，请他给讲讲怎么才能写好新闻报道？他
结合自己的写作经验，放开来讲，讲得头头
是道，而且语言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如讲到
下雷暴雨时，他说道：“那雷呀，那闪呀，那雨
下的鞭杆呀！”在他极富感染力的语言渲染
下，整个会场掌声雷动，给与会者留下难以
忘怀的深刻印象。

我和徐斌同志是推心置腹的朋友，无话
不谈。他全家移居六安后，我们见面的机会
少了，除了电话交谈外，一年一度的老新闻
工作者协会的聚会就是我们畅谈的机会，他
仍然是谈事业、谈家庭、谈爱人、谈孩子，谈
他创业的感受和人生体验。

他告诉我人老了要做到“三要”。一要

“笑”。“笑一笑，十年少”。忘掉年龄，忘掉疾
病，忘掉烦恼。见人笑嘻嘻的，走路格登登
的，说话脆崩崩的，想不年轻都难；二要

“掉”，放掉“架子”，当过官的，要放下“官架
子”，别提自己曾经当过什么什么，以平和的
心态，待人处世，回归自然，心情自然轻松愉
悦。三是“俏”。上了年纪的人，也要培养审美
情趣，注意修饰打扮，敢穿鲜艳的衣服，注重
外表的修饰和适当美容，让自己变成“老来
俏”。“老来俏”不是贬义词，“俏”也不是青年
人的专利，“老来俏”是老年人热爱生活的一
种表现，它有利于心理年龄年轻化，有利于
焕发青春，维护身心健康。他是这样说的，也
是这样做的，因此，他的老年生活十分精彩。
我接受了他的“三要”观点，并向霍邱老年大
学的师生宣传，反响十分热烈，几年下来收
到良好效果。大家说，老年大学的学员比不
上学的同龄人看上去要年轻十岁，七十没觉
到，八十满街跑，九十唱噢噢，健康百岁是目
标。
他的身体一直都很好。过了很长一段时

间，我们没有通信了，心中有些想念，正当我
拨打他的手机时，他把电话打过来了。是他，
声音有些苍老，但很平静：“国信老弟，我脑
梗了。”我大吃一惊，他像没事人一样说：“住
了几天医院，恢复得还不错，借助手杖可以
在院内活动了。”我安慰他，并嘱他好好保重
身体，争取早日康复。他说：“我这辈子值了，
已活了86岁，就是现在走，也了无遗憾了。”
声音中充满了欣慰和自豪。以后，我几次拨
打他的手机，没人接听，直到2023年9月23
日，纪念淠史杭工程开工建设65周年征文颁
奖典礼期间，我见到了他女儿，才知道我的
老友已撒手人寰，驾鹤西去。

老友走了，可我觉得他还活着，仍是那
么健谈，声音依旧是那么宏亮……

老泰水、老泰山膝下有两儿两孥，姊妹
四个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走上不同的
工作岗位，完婚得子，家庭和睦，生活幸福平
安。2020早春，老泰山突发心脏病驾鹤西
去，老泰水便到儿孥家轮过。

2024年，老泰水高寿八十六，头发皤然，
红光满面，精神头十足。眼不花，尚能穿针。
健谈，好反复叙道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听
得人耳朵快起茧子了。双耳微背，需大声说
话方可听清。身子重，不愿多走一步路，喜长
时静坐。高兴时便打开电视，重温20世纪八、
九十年代拍摄的连续剧，如《西游记》《水浒
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薛仁贵》《三侠五
义》《白蛇传》《霍元甲》等，看上瘾时端着饭
碗忘记动筷子，在我和妻三番五次催促下才
草草地把碗里的饭菜吃干净。胃口特别好，
凡喜欢的食物，常常吃得饱嗝连连，仍舍不
得停口。对吃了好几十年的白米干饭和稀
饭，不怎么热衷，像老猫吃豆芽般不上劲。喜
食刁里古怪的东西，喜欢饮食常变换花样。

2024年10月1日，老泰水由小儿子家轮
到大孥家。我是老泰水的大女婿，两年前退休
赋闲在家，有时间调剂生活。为了让老泰水到
我家生活上不受委屈，吃饱吃好，我和妻商
量，一定想法子翻新早中晚三餐饭菜的品类，
让其始终保持好胃口，过得开心，过得满意。
早餐除准备白面大馍和杂粮稀饭外，还

卤制茶蛋，蒸猪肉包、粉丝包和韭菜包，烀红
芋和山药、玉米棒等，供选择。我知道老泰水
喜吃油炸糕点，便隔三岔五跑到所住小区路
对面街市上的油炸食品店买回油条、糍粑、

春卷、油香(饼)、麻花、麻圆之类，摆到碟子
里，恭恭敬敬地端到她面前。看着黄亮亮、香
喷喷的油炸点心，老泰水脸上乐开了花。嚼
一口糕点，喝一口杂粮稀饭，仿佛孙悟空偷
吃王母娘娘的蟠桃，津津有味，感觉特别香
甜可口，惬意至极！
我和妻知晓，长期吃油炸食品，增加患

癌症风险。于是三天两头要么购买烘焙食品
芝麻饼、葱油饼、五香馍，要么购买锅贴饺、
香煎包、鏊子馍等，尽力让她老人家吃上味
道不一样的早点，始终保持旺盛的食欲和良
好的精神状态。

早餐除了常煮杂粮稀饭外，有时拌面疙
瘩，有时冲麦片，有时和牛奶，有时打番茄豆
腐鸡蛋汤，有时上早点店买一份胡辣汤或豆
浆等。总之，不停地变换花样，不让老泰水吃
腻烦了。
早餐就饭的小菜也准备好几样，主要

有：腌黄瓜片或段，兑上切碎的新鲜的青红
椒，色泽鲜艳，十分爽口，引人流涎；五花肉
烧腊菜，咸津津，油乎乎，特别可口下饭；切
碎的酸菜烧千张丝，兑上生姜末和辣椒粉，
黑白分明，风味别致，比较诱人；豆腐丁、干
虾米、鲜辣椒片等烧酱豆，咸淡适中，清香浓

郁，最适宜就馍、包子和稀饭；腌萝卜干和豇
豆角，切成丁或段，淋几滴小磨麻油，既香
甜，又脆生，百食不厌。
午餐雷打不动烧两道荤菜，盆装的主要

有：红烧鸡、啤酒鸭、红烧排骨、红烧羊肉、红
烧五花肉、红烧瓦块鱼、红烧牛肉圆子，清炖
老母鸡、清炖老母鸭、清炖排骨汤、清煮炕鲫
鱼、荤汤煮荠菜圆子、清蒸珍珠圆子等。盘装
的主要有：炒肉丝、炒肉片、炒米虾，煮带鱼，
卤鹅肫爪、卤鹅头膀、卤鸡爪、卤牛肉及吴山
贡鹅等。配上两道炒素菜，主要有时令蔬菜
和豆制品。注重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全面。目
视花红柳绿、香气扑鼻的菜肴，老泰水十有
八九肚子都吃得饱腾腾的，舍不得放碗。时
常笑容可掬地夸赞道：“菜烧得味道好极了！
又吃多了！”

考虑到老泰水接近米寿，消化功能减
弱，几乎没有什么活动，晚餐适宜吃些清淡
易消化的食物。为此，我和妻准备的晚餐主
要有：绿豆稀饭、红豆稀饭、山芋稀饭、小米
稀饭、百合稀饭、花生米稀饭，配上一块芝麻
饼，或一块葱油饼，或半根油条，或一根麻
花，干稀搭配，以稀为主，吃个七八分饱便叫
停。偶或下一碗水饺、汤圆或面条，既调剂胃

口，又改变饮食结构，让老泰水吃得高兴、吃
得安稳、吃得健康，一觉睡到大天亮。

每每吃着五花八门、馨香四溢的饭菜，
老泰水感慨万千，常常自语道：“做梦都沒想
到，我活到不中用的年纪，几乎天天都能吃
上这么多不重样的好东西，真是上辈子烧了
高香、积了恩德。就是立马去见阎王爷，眼睛
也闭得铁紧！”我和妻劝慰道：“你胃口好，身
体棒，完全可活过百岁。您老年轻时，上有
老，下有小，老伴在外乡工作，既要忙生产队
里的活，还要抚养儿孥、饲养牲口、洗衣做
饭、收拾菜园等，整天连轴转，没有闲的时
候。天天吃的是粗茶淡饭，饥一顿，饱一顿，
受了不少苦，挨了不少累。到老了，该享享清
福了！”老泰水眉飞色舞地自谝道：“就是过
去的地主老财也没有我现在过得日子好哇！
住得好，穿得好，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难
得儿子、儿媳、女儿、女婿们孝心！”我和妻附
和道：“老娘啊，您命真好！赶上了安定和谐
的好时代，社会物质极大的丰富，儿女个个
孝顺，真的让人羡慕死了！”一席话说得老泰
水心花怒放，高兴得合不拢嘴，连连点头称
是，不知说啥好。

黄黄柏柏林林 摄摄

写 出 浓 厚 的 乡 土 味
——— 读刘家宝散文集《回望乡村》

张烈鹏

磨
砺
青
春

逐
梦
前
行

︱
︱︱

读
曹
文
轩
的︽
山
羊
不
吃
天
堂
草
︾

王
宜
茂

妈
妈
做
的
棉
背
心

束
红
梅

怀 念 老 友
王国信

老泰水的一日三餐
庄有禄


	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