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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点落在身上，颤颤的寒，我和
拴柱一起走出拴柱家。拴柱缩了缩
脖子，还是挡不住今天最冷的风，身
上的衣服早湿透了，贴在他瘦弱的身
板上，他感觉简直是贴在骨头上，贴
心的冷，任凭他怎么努力，都控制不
住上下牙齿咔咔地抖动。

拴柱已经受够了这样的日子，他
决定不再到医生家去为祖母请医生，
他要撒谎说医生不在家，或找出其他
理由去搪塞父亲，走出村口他便拐进
了大嘴家。

大嘴正在提着他祖母的尿坛子
往茅厕里走，尿坛子里有屎有尿，味
道难闻，大嘴就把头扭到一边，路太
滑，尿坛子太满，大嘴很吃力。拴柱
听见大嘴的父亲在后面骂大嘴，声音
是从屋子里传出来的，拴柱赶紧跑过
去帮忙，这活他也经常干，也习惯了。

我们顺便在池塘里把尿坛子洗了
洗，掂进院子，瞅见大嘴爹正在给大嘴
奶用毛巾擦背，看样子很笨拙，也很吃
力，他在房屋大声喊着大嘴的名字，声
音如寒风般从窗棂里漏出来，一格一
格的感觉。大嘴故意不答应，也示意
我们別出声，而后，便轻手轻脚地溜出
院子。

院外依然很冷，我打着伞站在大
嘴家门外，大嘴正在为拴柱拧衣服上
的水，拴柱的腿不停地抖动，他连打了
几个喷嚏，唾沫星子喷出好远，声音惊
动了大嘴爹。他拧着大嘴的耳朵就往
屋里拽，看样子很生气。大嘴没有反
抗，侧着头，斜着的眼神里充满了无
辜。

我知道大嘴爹刚和大嘴妈吵架，
大嘴妈回娘家去了，就让拴柱去我家
暖和暖和，平时，拴柱蛮照顾我，也不
让外村的孩子欺负我。

拴柱还是冒雨离开了村子，我让
他带上我家的伞，他谢绝了，他说反
正已经淋透了，打伞还有啥意义呢?
还是个累赘，倒不如这样轻松。

看着拴柱渐行渐远的身影，不知
怎的，我的心很不是滋味，不觉间竟

可怜起拴柱来。拴柱从来没有看见
母亲是啥样子，也不知道妈怎么喊，
那天，他在课堂上突然叫老师一声
妈，惹得全班同学都哈哈大笑，也羞
得年轻的女教师满脸通红，她还没有
结婚呢。

拴柱刚走，大嘴就从屋里探出脑
袋，他说拴柱今天怎么了，看样子有
点不对劲，我说也是，总觉得怪怪的。

第二天，我们没有看到拴柱，以
后几天也没有看到拴柱，拴柱奶也在
他离开的第三天去世了，拴柱爹披着
长长的白布送走了拴柱奶，不久就疯
了。还爱吓我们，见了谁都要追，嘴
里不停地喊着儿子，那声音有些凄
惨，带着哭腔。

大嘴总是有事没事地提起拴柱，
提起那个冷冷的雨季。这个村子少

了拴柱一家还是平静得如门前池塘
里的水，一切还是老样子，只有我和
大嘴心里很空，觉得少了许多。

初冬的雨每年总会如期而至，
但总感觉没有拴柱出走那年寒冷。
村里的老中医总喜欢唠叨：拴柱到
家请我去给他奶奶看病，我见他浑
身湿透了，还给他生火烤了烤，之后
他就先走了，直到我给他祖母看完
病，也没见他回来，这孩子，跑哪去
了呢。

拴柱爹依然疯癫癫地追着我们，
喊着拴柱的名字，村子里的角角落落
都被他找遍了，他是那么地执着和不
弃，脑子里只有拴柱，疯得那么痴
迷。村子里已经习惯了拴柱爹的样
子，如果哪天没有看见，或者没有在
半路上遇到，大家都会认为少了什
么，他的心只有他自己清楚。

门前的小树已经茁壮起来，而拴
柱依然没有回来，每当冬雨来临，我
和大嘴都会在村口等待拴柱归来，然
而，细雨不停地下着，一场接一场地
下，依然不见拴柱的影子，这个倔强
的小男孩到底跑哪去了呢？

我们都在等待，总希望在哪场清
冽的冷雨里有他灿烂的笑容。

♣ 潘新日

初冬的雨

♣ 周振国

圣人亦有出格事
男左女右

♣ 古保祥

爱的尊严

冬日暖阳冬日暖阳（（油画油画））左国顺左国顺

她和他中规中矩地过了若
干年后，突然有一天，她觉得眼
前这个老实持重的他有些与自
己的生活观与爱情观不太融
合，人人都在与时俱进，而她与
他的爱如弱柳扶风，没有丝毫
的颜色与风采。

她有事没事时便在微信上
闲聊，居然在一个恰当的时机
里合适地遇到了初恋情人。他
有个极富杀伤力的名字“杀一
个少一个”，她青春朦胧的心在
那个黑夜被无尽的相思延伸，
然后便是眼前那个富态的他，
暧昧的他。

她对他说晚上有个约会，
谈笔生意，他傻傻地笑着：注意
安全，然后将她的包递给她。
在临出门时，她忽然有一种愧
疚感，但一想到未来，长痛不如
短痛，她便推了家门，一脚迈进
咖啡厅里。

眼前是风度翩翩的他，人近
中年的他。他握了她纤细的手，
寒暄后将菜谱放在她的面前，对
她说随便，今晚他来埋单。她不
客气地对他笑着，就像中学时一
样的憨笑。她要了几道菜，他
添了酒，然后两人在一起共同
回味过去的难忘时光。

他们从入学说到分手，从
他对她的暗恋说到两人分手时
才知原来已经息息相通，从生
活的变卦说到从业的艰难，他
说得泪流满面，一杯杯酒化作
点点相思泪，洒在她的眼里，变
成感动和怜悯。他说他至今形
影相吊，结过两次婚，才知道原
来这世上最难理解的才是感
情，他说只有同学时的情才是
最纯的、最终生难忘的。

几乎同时，他们的手机有
短信的声音。她打开来，老公
来的，他放了 300 元钱在她的
包里，提醒她走时要自己埋单。

她笑笑，他是大款，又是初
恋情人，虽然沧海桑田，但这种
同学时代的情岂是随便能够抹
杀的，她笑他的老实与单纯，不
懂女人，更不懂男人的心。

他看了短信，皱着眉，然后
将手机随便放在桌面上。

他喝多了，语无伦次的，邀
请她去包间唱歌。她谨慎的不
想去，他便上来拽她的衣服，很
轻佻的那种，业务熟练的很，不
像是个生手。无意中，他不怀
好意地接近她，满嘴的臭气向
她的嫩唇压来。

她抬手给他一巴掌，本能
的正常的反应。他猛地一愣，
对她大叫道：你以为你是谁呀，
臭婆娘，不愿意拉倒，你这样的
我见多了。

她拿了自己的包，转身就要
离开。他在后面嚷道：你懂不懂
规矩呀，市面上流行AA制。她
想也没想，从包里拿出300元扔
在桌面上，向他猛“啐”一口。

她早就对他有了戒心，因
为她看了他的手机，刚发短信
的明明是他的老婆，告诉他要
早点回家，孩子要补习功课之
类的话，这个风流倜傥的男人，
骗了她。

回到家时，她一下子扑进
他的怀里。她想告诉他，她再
也不会任性，守着幸福却到处
寻找所谓的幸福了。其实他不
知：是那300元钱，挽回了她爱
的尊严，她会感动地记住，用一
辈子时间。

知味

♣ 曹春雷

绿豆绿 黄豆黄

溪山风情（国画） 王振发

26岁的姜锦年，是金融界一颗冉冉
升起的新星，就在与“王子”纪周行举行
婚礼前夕，意外发现未婚夫劈腿，姜锦年
忍痛分手。狼狈不堪之际，却遇到了大
学时代的初恋男神，如今的金融圈新贵、
高级操盘手傅承林。当年，18岁的姜锦
年凭一腔孤勇，死去活来地爱着傅承林，
只可惜那时她是个两百多斤的巨型胖
妹，被同学讥笑为“白熊”。只顾低头自
卑的她，却没有留意到，傅承林眼中对她
的认可和欣赏。

多 年 过 后 ，姜 锦 年 已 经 脱 胎 换
骨。通过刻苦减肥，变得身材窈窕、肤
白貌美。更通过刻苦努力，从金融研
究员、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理一路跻

身迷倒同行的精英女神之位。而当年
那个遥不可及的男神傅承林，则在策
划一个漫长而浪漫的追妻方案，翘首
以盼姜锦年沦陷其中……

爱能激励人们成长，亦能鼓励人
们前行。《锦年》还详细描绘出职场、事
业的各个层面。作者素光同结合自身
金融背景，兼容并蓄地展开了有关底
线与原则、放弃与执着等各个维度的
矛盾冲突，真实描绘出金融职场上的

“血雨腥风”，也更能让读者体会到，促
使男女主人翁一路披荆斩棘，相互扶
持的爱的动力。以及他们回报彼此之
爱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在爱情里一起
变好，才是最幸福的写照。

《锦年》：在爱情里一起变好
♣ 萱 齐

新书架

史海钩沉

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在卫国拜见
卫灵公的夫人南子，由此闹出一千古
绯闻。

史书中的南子“美而淫”，人长
得漂亮，但作风不好，和宋国公子
朝、卫灵公宠臣弥子瑕等都传有绯
闻。南子名声不好孔子是知道的，但
架不住南美人不断传话约见；再说也
有人提醒，想在卫国谋差，得走夫人
路线；何况孔子在卫国备受礼遇，人
家国君夫人想见一面都不成，怕也说
不过去。清誉重要，世俗现实，孔子
无奈选择了后者。

两人见面场景，《史记》 有载，
但只寥寥几笔：南子在帷帐中迎候孔
子。孔子进门，向南子行稽首之礼。
南子在帷帐中一拜再拜，身上的佩饰
叮当作响——就这，没了。然后就
是，子路不乐意，当老师的对天起
誓，为见南子辩解：“予所否者，天
厌之！天厌之！”这句话的意思有不
同的译法或解读，譬如：孔子发誓说
他和南美人没啥事，否则让老天爷报
应他；譬如：孔子说南子还没有坏到
连老天爷都讨厌的地步，见她没啥。
其实，相比态度，孔子在辩解什么，
后人的兴趣好像倒在其次了。

孔子见南子一个月后，卫灵公与

南子同坐一辆车出了宫门，让孔子乘
第二辆车跟在后面，招摇过市。孔子
说：“我没见过爱好德行如爱好美色
一样的人。”言下之意，老卫好色，
志趣不投，再加上见南子事弄得窝
囊，于是孔子离开了卫地——算是狐
狸没逮着，惹了一身骚！

孔子见南子所以让后人好奇了两
千多年，原因恐怕有三：一是太史公
的春秋笔法给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二是孔子对子路的不满表现出的过激
态度产生了此地无银的效果；三是圣
人美人相见，而且这个美人还淫惑，
是世人偷窥或编排的好素材。一千六
百多年后，朱熹的学生便仍对这个问
题好奇，拿着 《论语》 中的“子见南
子”向老师请教。朱熹：“此是圣人
出格事，而今莫要理会它。”

朱熹的这个回答遭到不少指责，
认为朱熹儿戏，火上浇油，看孔子笑
话。事实上，一生以继承和发展孔孟
之道为己任的朱熹，再狂怕也不敢轻
侮圣人。朱熹的意思，其实是让学生
不要跟着别人八卦，多关注圣人贤德
的言行；而朱熹之所谓“出格事”，
怕也不是真的就认为孔子南子搞了什
么男女关系，或者为二者的所谓男女
关系妄下定论，而是说“子见南子”

这件事出格，说到底，认为孔子不该
自毁清誉去见南子，这和子路的不满
应该是一样的。但不管咋说，朱熹的
回答没有着意护着孔圣人，反而变相
在说，圣人也会犯错，实际上也是批
评了他的至尊先师。

但论起来的话，何止孔圣人，
孟圣人也有出格或犯错的事。据兼
具史实与传闻的 《韩诗外传》 载：
有 一 天 ， 孟 子 突 然 向 母 亲 提 出 休
妻，理由是：他撞见妻子伸开腿坐
在屋里，而不是按礼节跪坐着。孟
母问清情况后，批评儿子说，《礼
经》 要求进门、入堂、进屋都要让
里面的人知道，而不能乘人不备；
而你悄没声地到你妻子的屋里，她
一个人在休息，才撞上这种情况，
这 是 你 不 讲 礼 仪 ， 而 不 是 妇 人 的
错！——一眼不顺便要休妻，全不
管自己无礼妻子无辜，你说孟圣人
想啥呢，找茬换老婆还是咋的？

有意思的是，朱熹自己也“出
格”。当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讲
学，据说破例招收了一名漂亮的女
生，这漂亮的女生白天跟其他学生一
起在武夷书院听课，晚上帮老师研
墨、抄书，久而久之两个人便有了故
事，后又衍生出一系列故事。这个传

说还被拍成了黄梅戏连续剧 《朱熹与
丽娘》。丽娘的事对主张“存天理，
灭人欲”的老朱来说无疑是直接打
脸。当然，传说当不得真。但在南宋
那场残酷的“庆元党案”中，朱熹却
被人凿凿地编排了十大“出格事”，
朱熹也因此落得个丢官去职、斯文扫
地，并在两年后归了西，可悲可叹！
但权力争斗这玩意腥风血雨、扑朔迷
离，啥情况都有，不提也罢。

明思想家李贽有言：“圣人不曾
高，众人不曾低”。后世比较公认的
圣人，像孔孟老庄等，都是怀胎十
月来到这个世界的，谁能是神一般
的存在？谁能至善至美？其实，人
中圣贤或俊杰，都是芸芸众生中的
一生，只不过在某些或某一方面出
众些而已，不存在绝对的高低或至
圣；并且，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就
有喜怒哀乐，就有缺点不足甚至出
糗犯错的时候，这没啥可奇怪的。
假若，孔子南子真有那么点意思，
孟子真想找茬换老婆，朱熹真有丽
娘那么一段，这倒说明，圣人也是
人，也有好色之心。谚云：“好色之
心，人皆有之。”当然，还是孔圣人
的意思，是人不能只好色，重要的
是，还要好德。

百姓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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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蝉声叫得急躁尖锐。蝉
音刚落半，初冰就到了，就像是这
蝉声催生出来的。她连夜从广州
赶回来。这些年她的事情多得可
以写一本书。她还是娇小，眉眼妖
媚，嘴唇涂成玫红色，一边说高铁
上的盒饭又贵又难吃，一边将袋子
里的龙眼荔枝拿出来摆在桌上。

初秀手指灵活地剥荔枝。
这时，乡邻煞有介事地在门

口来来回回，有的去园里摘菜，有
的去小卖部打酱油，从初家门口经
过时，放慢脚步耳朵张开，假装无
意地往屋里瞟看几眼，被喊住请进
来吃荔枝时，便有点脸红心慌。

晚饭时分，能来的人都到齐
了，初雪和财经主笔两个人穿着蓝
色休闲情侣装，因为没有生育的缘
故，两人都像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走路轻盈有弹性，他们一出现，连
暮气沉沉的村庄都有了生气。

初玉不答应回来，她的态度
是坚决拿掉，她以一个医生的冷
静表示，这种事情没有什么商量
的余地，她既没有时间回来，也不
想因为这种愚蠢的事情瞎折腾。
她一听到生育就产生厌恶。

她自己才多大，十六岁就生

孩子，这是旧社会。像条野母狗
一样怀孕生子，哪里有做母亲的
尊严。她自己什么也不懂，她不
懂生命，不懂生活，她根本没想过
这些。这种事根本用不着考虑，
没有什么选择，我建议赶紧去医
院，早一天做掉就少一分累。 这
个时候谁帮她就是害她，她当时
就是这么说了一长串，她尽力克
制自己不发火，可谁都闻得到那
股烧焦的气味。你们回去一趟也
好，趁机好好教育教育她。

初云感觉初玉对生育的讨
厌，比她去北京找她的时候更加厉
害，她的话语里没有一点对胎儿的
温情与怜悯，甚至也没有对十六岁
侄女的亲情与担忧。她和她那些
冰冷的手术刀越来越相似，她的言
语她的表情她的态度，都像她的手
术工具一样凛凛发光。人们认为
一个没结婚没孩子的单身女人年
纪越大性格越古怪，这一点在初玉
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她早就态
度明确，自己不会生育，她没任何
生理问题，就是不想把时间浪费在
保姆似的琐碎事情上面。她第一
次恋爱，因为男方要生孩子失败告
终，后来把不要孩子的话摆在前

头，有的人最初同意，谈着谈着就
变了卦，要么是家族的压力，要么
是自己变了。她知道绝大部分的
男人还是把生育摆在第一位，传宗
接代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人们
隐约听说她最近又在恋爱，对方是
一个爱跑步健身受西方文化影响
的海龟医生，研究阿尔茨海默病的
专家。他到医院上班第一天，他们
在院门口碰到，几乎是一见钟情。
她有几次为母亲的痴呆病症请教
他，也正是在她转告了海龟医生的
建议之后，初月他们一家将母亲接
去同住，在他们的照顾下她有一段
好转与平静的生活。他们第三次
约会时，她才知道海龟医生的父母
早年死于一场意外。

那时我在市里读住学，接到
消息时，英语老师正带我们阅读
海明威的英文原著《老人与海》。
他让我用英语解释：每样东西都
会杀死别的东西，只不过方式不
同罢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
脑子里刚刚联想到鲁迅关于人吃
人的观点，校长推开门把我叫了
出去。“朱皓同学。”他说，有一个
很不幸的消息，你得有点心理准
备，像个男子汉一样坚持住。校

长脸色严肃，我以为是全国生物
学竞赛垫了底。不但丢了学校的
脸，将来保送大学没有希望。“对
不起，校长。”我说。校长眼神比
脸色更严峻，你爸妈出事了，你马
上赶回去。我在路上狂跑，坐了
一小时大巴到镇里，再从镇里转
小巴到农场。远远地看见农场里

人来人往，我们家门口人多得挤
不进去。我听见里面传出悲伤的
哭声。我站在地坪上，脑子里嗡
嗡地响。这时有人喊：“朱场长的
儿子回来了。”人们很快让出一
条路来，不知是谁拽着我的胳膊，
将我拖了进去。你很难想象那个
情景，我爸我妈并排笔直地躺在
地上，腿朝大门。这一次他们没
有叫我的小名拥抱我，他们冷冷
地躺着，像睡着了一样。我们家
的亲戚一看到我，哭得更加伤心，
好像我爸妈不理他们，只有我才
能将他们喊起来。于是将希望寄
托在我身上。一个个抱着我哀
哭，我真的像个男子汉一样挺住
了，我等她们缓过气，等她们告诉
我是谁杀害了我的父亲母亲。我
可能看多了侦探小说，本能地想
到只有谋杀才会是这样的结果。
我要像个男子汉一样去复仇，哪
怕是需要三十年、一辈子。但是
他们告诉我，我的父母死于蘑菇
中毒，救护车还没开到医院就不
行了。我不能去找蘑菇复仇，谁
能除尽天下的蘑菇呢？我过了好
久才哭出来，幸好我有爷爷奶奶
叔叔伯伯外公外婆舅舅姨妈很多

亲戚。我后来被保送大学，拿了奖
学金到出国读了医学博士再回到
国内。这也是我父亲母亲他们一
直希望的，我父亲脾气不好，但他
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如果不是
为了我，他也不会想到来农场当场
长，说句实话：权力和经济收益是
成正比的。他们那时候就开始为
我筹备出国留学的费用，我在国内
没吃苦，在国外也没有吃苦，没有
刷盘子洗碗搞清洁，所以我全部的
精力都在学习和研究专业上。

我妹妹也在美国读书，毕业后
嫁了一个白人，她不愿回国，她已经
不习惯国内的生活。每年清明节，
我们会约好一起回去给父母扫墓。
我真希望他们看到我们现在的生
活，带他们去看外面的世界，吃世界
各地的美食，要是他们愿意住在北
京，他们就可以经常去看京戏，我母
亲以前唱过样板戏，演过白毛女，嗓
子能唱，她应该是属于舞台的。

那天的夕阳血红。朱皓说家史
时的脸也成了橘红色。他是那种大
智若愚的面相，鼻子大，嘴唇厚，皮肤
不白不黑，眼神冷宁沉静。他没有描
述失去父母之后的痛苦，但初玉感同
身受。她记得父亲去世以后，就她每

天哭闹着要见父亲，常常弄得大人也
眼泪汪汪。她也说起了自己的家世，
他们的父亲原来在同一个农场，她的
父亲比他的父亲早五年去世。

如果在一本小说中安排这样
的巧合，读者可能会觉得不可
信。但是现实就是这么巧，难道
我们不应该相信眼前的真实。

你好像很爱读小说。
是的。我喜欢读爱伦坡的惊悚

小说，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希
区柯克的悬念故事。这些年我一直
假设父母是被谋杀的。我没有理由
推翻这个假设，我不相信他们不认
识毒蘑菇，哪种吃得哪种吃不得。
如果他们确实死于蘑菇，那只有一
种可能，有人将毒蘑菇素注入好蘑
菇里面，但是我没找到谋杀动机。
家里钱财金银首饰什么的都没动，
也没有和别人结下冤仇，但我始终
假设父母是被谋杀的。从前忙于
学习没有时间，我打算专程回农场
找人聊天，我想听他们说说我父亲
接触和认识的人，这些人平时都干
些什么，有什么特征爱好，他们在
我父母死亡前后有什么不
同寻常的举动，我也会亲
自去找这些人。 33

连连 载载

“绿豆和黄豆是兄妹呢”，我这样说时，母亲
笑，却没答话，仍是扬起枣木棒，一下一下捶打
着豆荚。一张苇席上，两堆豆荚，一堆是绿豆，
另一堆呢，是黄豆。我捶绿豆，母亲捶黄豆。

豆子们纷纷跳出豆荚来，我似乎听到它们
的欢呼声，为这一天，它们大概等了很久了
吧。捶得差不多了，母亲就掠去空了的豆荚，
一堆绿，一堆黄，便鲜明地展现出来。

这一刻，秋日的阳光斜斜地泼在这两堆豆
子上，也泼在我和母亲身上，很暖，我突然为这
暖而感动。人至中年，不再经常为人事而动
容，却依旧为大自然的某个场景而动情。

蓦然间，想起海子的一句诗：从明天起，做
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
起，关心粮食和蔬菜……喂马，周游世界，我暂
时做不到，但劈柴，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是现在
就能做到的，不用等到明天了。

我说绿豆和黄豆是兄妹，是因为同作为豆
子，绿豆一身绿衣，晶莹似玉，而黄豆呢，圆滚滚
的，看起来很憨厚。等到发成豆芽时，绿豆芽身
材修长，古人曾赞誉为“冰肌玉质”“金芽寸长”，
黄豆却粗粗壮壮。这是淑女与莽汉的区别。

母亲绿豆种得少，黄豆种得多。黄豆可以
种一块地，而绿豆只是种在田边地头，有时地
里的花生枯死了，绿豆才替补上场。母亲用绿
豆做绿豆粥，过年时炸绿豆丸子。黄豆做豆
腐，曾有几年，母亲用石磨磨了黄豆，自个儿做
豆腐，天不亮就起，很辛苦。后来因为家里田
里的活儿忙，就不做了，直接拿黄豆换豆腐。

清早，村里的梆梆声在大街上响起，那是卖
豆腐的杨二嫂来了。母亲就舀半瓢黄豆，差我去
街上，我乐滋滋地去，兴冲冲地回，端着一块热气
腾腾的豆腐，有时，伸嘴咬上一小口。很多时候，
二嫂会让我一小块，那块，自然进了我肚子。

绿豆和黄豆的区别，还在于村里正式的宴
席上，绿豆芽能上桌，而黄豆芽不能。绿豆芽
炒肉，水灵灵的，好看又好吃，但黄豆芽呆头呆
脑，没看相，若端上去，客人心里就嘀咕，咋黄
豆芽这样的菜也上桌了呢。

黄豆芽适合招待知己的亲戚朋友，炖上一
锅豆芽粉条或粉皮，小碗喝酒，大碗吃菜，吃喝
随意，不必在意什么礼节。

每年收获了绿豆和黄豆后，母亲都会发豆
芽，用大缸，绿豆一缸，黄豆一缸。冬天冷，就把
缸放在火炉旁，我经常偷偷掀开盖看，嫩嫩的芽
儿，总让我想起春天草芽儿钻出地面的场景来。

最喜冬夜，大雪飘飞，一家人围炉而坐，火
苗很旺，黄豆芽肥肉粉条儿在锅里，咕嘟咕嘟
炖着，香气四溢。我一直怀念这样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