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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琪
一碗捞面条搅动着生活的麻

辣鲜香，承载着河南人的家乡记
忆。

决定捞面好吃的首要因素是
面。和面时最好在面粉里加一点
儿盐，这样和出来的面更筋道。
在面粉中分次、少量加入凉水，
用筷子顺时针搅拌成絮状，然后
把面絮揉成偏硬的面团，静置半
个小时，然后把面团揉光滑擀成
面饼，再把面饼卷起来继续擀。
经过多次的推压，直至面皮又薄
又均匀。把擀好的面皮折叠几
层，用刀切成自己想要的宽度，
面条就算擀好了。

煮面时要宽水大火。面条煮
好后要用凉水过一下，热胀冷缩
会让面条口感更筋道。一碗好的
手擀面吃在嘴里是爽滑、筋道
的，像是一条条滑溜的小鱼，麦
香满口，好吃耐嚼，每一口都是
满满的幸福感。

如果说面只有一种擀法，
那搭配面的卤有多种做法。最
常见的西红柿炒鸡蛋是捞面条
的绝佳搭档。将西红柿切成丁
备用，鸡蛋宽油炒碎后盛出来
再炒西红柿丁，还可以依喜好
加 入 甜 面 酱 、 黄 豆 酱 或 豆 瓣
酱，用小火把西红柿煨至软烂
出 汁 时 再 倒 入 鸡 蛋 ， 加 水 同
煮，等汤汁浓郁时即可。拌面
条时，加上黄瓜丝或荆芥，能
让人胃口大开。

炸酱捞面条也是一绝。选肥
瘦相间的猪肉切成丁，小火慢
煸，将油煸出后下葱花、姜末、
蒜片炒香，将甜面酱或豆瓣酱调
的汁浇进去，小火慢熬，让每一
粒肉丁都被面酱浸润。吃炸酱捞
面条时，适合加绿豆芽和韭菜，
焯水后的绿豆芽和韭菜可以中和
炸酱的油腻。面条浇上琥珀色的
炸酱，放上脆生生的绿豆芽、绿
油油的韭菜，香气扑鼻，让人垂
涎欲滴。

以前生活条件艰苦，吃捞面
条没有卤，把蒜和十香菜捣成
泥，加入凉水后滴上几滴香油，
舀几勺浇在面条上搅拌就算是一
顿饭。如果没有蒜和十香菜，把
芝麻捣碎加上盐拌面条，能让人
吃上两大碗。

美食如诗，每一口都是岁月
与情感的结晶。小时候的夏天，
每天中午放学回家，妈妈总是满
头大汗在厨房里做饭，常做的是
豆角豆腐捞面条。厨房里热，妈
妈的衣服贴在背上。我饿得心急
火燎，站在厨房门口眼巴巴等
着。妈妈总是把做好的面先盛给
我和哥哥、爸爸，她总是最后一
个吃。

时光流转，世事变迁，可是
母亲对孩子、家庭的爱却代代相
传。家人的爱让我们把生活的苦
涩藏在心里。在平淡的每一天，
以爱为佐料烹饪的食物呈现在四
季的餐桌上。

百吃不厌捞面条
■七 南
春播种，夏追肥，秋收获，冬储

藏，农民四季都有功课。如果立冬是预
备铃，那么小雪才是冬课的正式开场。

小雪时节，田野像一张褐色的稿
纸，平铺在大地上，新出的麦苗为它
打好绿色的横线，就等雪来。田埂上
的杨树落完叶子，喜鹊在枝头“跳
跃”。堤岸枯黄的野草随风舞动，河流
瘦成一支长笛，向东流去……

小雪节令，蔬菜回家。每到这时
候，母亲就开始了她的冬课。她把菜
园里的蔬菜一一收回家，为漫长的冬
天做好储备。菜园在南院，本已荒
废，母亲感觉可惜，就清除了杂草枯
枝、破瓦烂砖，一锄一镐开垦成菜园。

说是菜园，除了种菜，也种棉花、
玉米、芝麻、大豆、花生、红薯……自
从家里的田地承包出去，母亲精心

“伺候”这个菜园。人勤地不懒，母亲
拿 出 绣 花 的 细 致 和 耐 心 ， 把 菜 园

“绣”成一幅田园风光派的作品。她先

把菜园均分两块，再各分数小块，按
时令种下应季蔬菜，所以时鲜不断。
园子四周点上梅豆，当它爬上墙头，
院墙便“穿”上绿裳。花开时绿裳嵌
花，深秋一排排豆荚像金黄色的铃
铛，让菜园别有诗情。

农谚说：“小雪铲白菜，大雪铲菠
菜。”小雪时节，正是白菜收获、储藏
的最佳时期。白菜刚收回来，得在向
阳处晾几天，让表面多余的水分蒸
发，这样不会霉烂。父亲挑出瓷实的
白菜，用钢钉从根穿洞，再用麻绳穿
起，两两挂在屋檐下或西屋的山墙
上。《齐书》 记述：南齐周颙隐于钟
山，文惠公子问他蔬食何味最胜，周
颙答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菘
即白菜，白菜四季皆有，但唯有经霜
之菘，才经得起烹煮，味如蜜藕更肥
浓、醇厚。

萝卜拔回家，青凌凌、白生生，
煞是可爱。萝卜缨用水焯了，然后一
根根搭在绳子上晒干，冬天可以蒸包

子吃。萝卜留一部分，其余埋进土
里，吃时再扒出来，这样储存的萝卜
不会糠心，什么时候吃都新鲜。可将
略带伤疤的萝卜切成条，摊在房顶晒
成萝卜干，或装坛腌制。母亲似有独
门秘方，她腌的萝卜脆、酸、辣中还
带甜，很下饭。后来，我在很多地方
吃过各式腌萝卜，当然也好吃，但跟
母亲腌制的萝卜一比，总感觉缺了点
儿什么。

倭瓜晚收一天，就多三两甘二钱
绵。直到倭瓜长出“黄褐斑”，再

“搽”层厚粉，母亲才把它们收回家，
摆在我的床下。老倭瓜散发出的香气
很好闻，无数个冬夜，我被这种香气
包围着，进入甜甜的梦境。冬雪封门
的日子，母亲切了老倭瓜，蒸熟后与
面同和，给我们烙倭瓜饼吃。有时放
一些白砂糖，捏成月牙，油炸后变成
金月牙，我永远吃不够。

肖复兴曾在文中写过：“涉过初恋
这条清澈小河的姑娘的名字，可以叫

小雪。”小雪时节的雪小得可爱，轻得
悠扬，是“压松犹未得，扑石暂能
留”，是“云暗初成霰点微，旋闻蔌蔌
洒窗扉”，绝不会像“燕山雪花大如
席”，也不会像宛如暴君的夏雨，丽日
朗空下也能兜头浇淋。她是温情脉脉
的姑娘，给足每一个漂泊者回到家的
时间。雪花从天空缓缓飘落，因持续
时间短，落地即融，回味时像一场幻
梦。

小雪是冬课的开场，收割蔬菜、修
补房屋，做完所有冬课，心无挂碍
时，皆是好时节。白居易写下：“老柘
叶黄如嫩树，寒樱枝白是狂花。”陆游
亦写下同样的诗句：“枫叶欲残看愈
好，梅花未动意先香。”我喜欢这样的
季节，时光犹如倒带，觉万事不晚，
一切都有机会重来。天气渐冷，我在
温暖的火炉旁，为你烤着新薯、煮着
老茶……窗外一场接一场的漫天雪事
里，正悄悄酝酿着人间下一个春暖花
开……

小雪是冬课的开场
心灵 漫笔

■谭艺君
每个早晨，都从诗歌开始
鸟鸣虽然有些凌乱，它们却把

凌乱
叫得这样好听
诗有时是需要凌乱的
像突然的一阵心跳

菜蔬躺进器皿，诱惑
像不像一首诗
原木餐桌上每根线条
都取材于年轮里的圆满
像不像一首诗
让我们举起晶莹的酒杯
向粮食和生活致敬

不断有种子破土而出
像不像一首诗
风过处树叶护住果实
像不像一首诗
两只蜜蜂在同一朵花上邂逅

分手。各自归巢品味
相同的甜蜜
并豁然明白一种叫孤独的东西
世界的诗歌
就这样一首首诞生

即使时光不能逆转，白发不会
变成青丝

枯叶也不会返回枝头
你还有我
为你写一首青翠的诗
从白天写到夜晚
写出月光
写出满天星星

缆索已经系住野渡的孤舟
让我们在一首诗里沉入睡眠
让眼角的泪水乘着诗歌的翅膀
抵达黎明
你将在遍野晨露里
陷入梦想的辽阔

生活之诗

■郾城小学六年级 魏灵汐
第一次见到张老师，给我的

印象是气质不凡。张老师教语
文，超级严厉。不过相处久了，
你就知道了，张老师是“刀子嘴
豆腐心”，对同学们付出了满满
的爱。

前一段时间，我们学校突然
刮起“烟卡狂风”，下课总会有
男孩儿围在一起玩烟卡。有一
次，上语文课，不知道谁在偷弹
烟卡，一张金灿灿的烟卡“嗖”
的一声从张老师眼前飞过。张老
师一把抓住那张烟卡，厉声说：

“谁在课堂上玩烟卡？一点儿认
真学习的态度都没有。”下课
后，张老师没收了所有同学的烟
卡。就在我们感觉要“下大雨”
时，张老师突然说：“同学们，
这种烟卡最好不要玩。我发现有
的同学因为玩烟卡，学习成绩严
重下滑；还有的同学在马路上看

见一张烟卡会冲过去，这多危险
啊！”教室里的气氛突然轻松
了，张老师真是“刀子嘴豆腐
心”。

一天放学下起了大雨，同学
们被父母接走了，只剩下我一个
人。这时，张老师走过来问我：

“灵汐，你的家长呢？”我小声
说：“还没来。”张老师生气地
说：“这家长心可真大，怎么能
把孩子忘学校呢？”说罢，就给
我的家长打电话，可是电话没人
接。最后，张老师对我说：“跟
老师走，我开车送你回家。”我
下车时，张老师还给我一把雨伞
说：“乖，快回家，外面太冷
了。”这时，我感觉张老师全身
都闪着光。

如果你只看到张老师的凶，
那是你没有走进她的内心。在她
的“刀子嘴”下，有一颗柔柔的

“豆腐心”。

“刀子嘴”张老师

小荷 初露

■于贵超
天气逐渐转冷，我又想起家乡的老

灶台。
农村人虽然对吃没有太多讲究，但

是注重吃熟食。那时，每家都有灶台和
鏊子。烧鏊子、翻饼是个技术活儿，母
亲一个人干这些活儿。灶台烧火（我们
这里叫烧锅）的任务留给我。小时候，
我放学早、作业少，经常帮父母做家
务，甚至到田里干农活。

在农村，万物皆可烧：残枝败叶、
各种秸秆、旧报纸、废木料等。农村
最常用的柴火有麦秸秆、玉米秆、玉
米棒、豆秆、棉花秆等。这些秸秆晒
干后，在空地堆成垛，需要时就取些
回家。芝麻秆最好烧，过年炸糖糕时
才用。

母亲在大锅里添好水，就唤我烧
锅。第一步先抓一把麦秸秆或者玉米
叶子塞进灶膛。因其易燃，一根火柴
就能点着。待火熊熊而起，再把玉米

秆等柴火放进去。我左手轻轻一拉风
箱，灶膛里瞬间燃起火焰，一股暖意
扑面而来。

我坐在小板凳上，一边续柴火，一
边静静欣赏火苗在欢快地“舞蹈”。

烧锅，安全第一，要时刻防范火灾
的发生。柴火要及时往灶膛里送，以免
掉落。烧锅高手会时刻把灶口地面清理
得干干净净，防止灶膛里的火星飘出，
引燃地上掉落的柴火。烧锅时，火候控
制十分重要，该用猛火时用猛火，该用
文火时用文火。风箱这种鼓风设备是每
家的必备物品。拉风箱讲究力度和时
机：初点火时要轻拉，用力太猛会把火
吹灭；灶膛里柴火太多，只冒烟，要猛
拉几下，火苗才会突破浓烟的包围窜出
来。

饭做好后熄了火，捡两个小红薯埋
进灰里，不一会儿诱人的香气就从厨房

飘出来。红薯外皮焦脆、肉质金黄，甜
蜜的味道给乡村生活增添了一抹美丽的
色彩。

灶台总是把贫
瘠的生活烘烤得有
滋有味。一家人围
在烟雾氤氲的灶台
前，一手端着那碗
红薯稀饭，一手拿
着烙饼卷炒萝卜
丝，边吃边聊家长
里短，其乐融融。

如今农村条件
好了，家家都通上
了天然气、用上了
电磁炉，灶台光荣

“下岗”了。偶尔
回老家小住，总觉
得生活少了烟火

味。那灶膛里熊熊的火光，时时浮现在
我的脑海里，为我驱散前路的迷雾和沧
桑岁月里的寒凉。

家乡的老灶台

别样 情怀

流金 岁月

■康靖涵
会，是我家乡对于一种类似

集市的称呼。赶会，用家乡话念
出来有一种想要赶紧见面的喜庆
味道。

赶会的“赶”字很妙，所有
的思念、期待、热闹与喜庆全揉
进这个字里，在一次次会面中实
现。

家乡的会无论在县城还是村
里都少不了看戏，时间一般为三
天，第二天为正会。请人唱戏的
钱是村里人一起出的。村里墙上
贴着一张大红纸，上面写着“张
三家100元，李四家200元……”

老人赶会最喜欢看戏，有一
大早骑着三轮车来的，有提前一
晚放好板凳占位的，也有来晚了
站在别人家三轮车上或房顶上看
的。会上，免不了碰上几个很久
没见面的亲戚、嫁到其他村的儿

时玩伴、久未谋面的远房亲戚。
对孩子来说，热闹非凡的街

道才是他们的欢乐场。套圈儿
的、打枪的、摸奖的，各种玩法
让他们眼花缭乱。孩子们可以一
天不吃饭从早玩到晚，回到家吃
几碗饭，舒舒服服躺在床上想着
明天在什么地方接着玩儿。

县城有会，姥姥就会带着一
大兜蔬菜和剁好的鸡肉来我家。
蔬菜是姥姥自己种的，鸡是姥姥
自己养的。老家有会，家里许多
亲戚会登门，堂屋坐不下干脆坐
院子里聊天，聊聊地里的收成、
孩子们的工作和学业。

三天过去，会结束了，街道
安静下来，零星的气球碎片证明
过去三天的快乐。姥姥站在屋外
看其他老太太打牌，她们一边打
一边说：“下个礼拜天，别村有
会，咱还赶会去。”

赶 会

12月1日，我市天气晴朗，市民纷纷走出家门到沙澧河风景区散步、游玩。
杨 光 摄

冬日暖阳

■雷旭峰
我喜欢登山。
登山和人生相似，山路起伏不定，人

生也如此，不会一路平顺。
登山是一个过程，陡、险、缓，带给

你不同的感受和乐趣；人生也是一个过
程，苦、难、顺，给你不同的体验。不同

的是，人生不能重复，登山可以重复。一
座山，你可以多次去登。虽然登山可以重
复，但因时间不同、心情不同，体会也不
一样。山色随季节变换，春的百花、夏的
葱郁、秋的红叶，都点燃着内心的激情。

登山，有时是平缓的，若闲庭信步，
登着登着，突然陡峭起来，走几步已气喘
吁吁。这段陡坡会吓退一部分人。其实一
段陡坡过后，会出现平缓的路。就像人
生，不可能让你一路苦难。山路曲曲弯
弯，时常遇到碎石、峭壁、荆棘，但走过
艰险的地方后，眼前会出现美景，也会感
受到妙趣。

登山需要相互鼓励。当精疲力尽、腰
酸腿疼实在走不动时，同行者帮你掂个
包、拿个水壶，就会成为你继续攀登的动
力。若再给你描绘一下山顶的美景，欲望

会像牵引绳一样拉你往上走。事实如此，
不同的高度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登高不一定望远。到了山顶，有时会
出现天气变化，一旦乌云密布或下起雨，
就会给你留下遗憾。而遗憾往往印象最
深，长时间都不会忘掉。这和人生是如此
相似。

登山容易下山难。难，体现在路
上。上山时身体向上还有可抓之物，下
山时身体俯着，稍不留神就会摔倒。
难，体现在身体疲惫。登山时体力已消
耗得差不多了；下山时已没有上山时的
激情，显得困倦。上山需要相互鼓励，
下山更需要鼓励。

登山并不是要征服山。我把山作为书
来读，每一座山都是不同的书。登山的路
上，会看到数百年的大树，站在树下，感
叹岁月沧桑。累时，驻足和山石对视，与
朋友探寻石头存在的意义。没有山石彼此
的支撑，就没我们攀登的山。而人呢？只
要相互欣赏、鼓励，存在本身就是价值。
就像我是你眼中的风景，你也是别人眼中
的风景。

我喜欢登山，喜欢在登山的过程中寻
找自己。

登 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