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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散散

书架新新

笔随随

漫忆往事往事

杂俎绿城绿城

小说以房地产行业为背景，结合我国法
制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描述了一场漫
长而又荒谬的诉讼。原告与被告，法官、律师
与地产商展开了一场真诚与欺骗、正义与邪
恶的较量。

作者张忠富作品不多，但为文严正，是当
下文坛最富正义感和责任感的作家之一。他
的小说《法殇》爱憎分明、疾恶如仇，饱有凛然
的正气与充沛的激情。“钱罡”和“赖志宏”这
两个人物是中国法制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典
型人物，很令人们警示和反思。我希望随着
社会的极大进步和法制的不断健全，这样的
人物会越来越少见。

每一个人都能从这部书中的人物身上看
到自己的影子，高傲和卑微，挣扎与妥协，以
及在这金钱时代的焦躁不安与患得患失：堂
吉诃德式的房地产商，深藏不露的法官，归国
精英，后台强硬的女律师，无耻的骗子……时
代的枷锁牢牢笼罩着每一个人。作者饱含怜
悯地将时代与阶层的切片呈现在我们面前。

“知恩报恩”是和谐的根基。人们只
有看重人、事、物对自己有恩德有贡献
的一面，才能克制自己、以德报怨。这
样想、这样做的人多起来，社会自然呈
现和平的景象。

“规矩”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
必须遵从的、不可抗拒的规律。人们只
有感恩规矩，自觉接受伦理、道德的约
束，社会才会和谐。如果以身试法，为
所欲为，那就难免天下大乱了！

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世界精英。人类
应感恩精英们多年前在巴黎会议宣言中
的救世心，感恩他们指出的趋吉避凶之
道——人类要在 21 世纪生存下去，必须
吸收2500年前中国孔子的智慧。

《弟子规》是救世宝典。女人修
学，定成贤妻良母，必生聪明孝顺之
子；学生修学，能立大志成大业；青年
修学，婚姻美满，家庭和谐；国人同
学，恶人弃旧图新，老人长寿善终，社
会安定，天下太平。

科研成果表明：水不仅能滋养万
物，而且还有灵性，能传递某种自然信
息。因此，人类更应深怀感恩之心，珍
爱水资源，使其继续造福于子孙。

我这辈子和读报有缘。刚踏
进校门就开始订《红领巾报》，小学
四年级，我的一篇作文曾在班上
当范文读，从中悟出：报上有美
词佳句，写作文时能助一臂之
力。从此订报的热情更高了，就
这样《少年报》、《中国青年报》一路
订下来……参加工作后，读报上档
次了，在话筒前读报是我的任务。

“文革”十年，小报抄大报，大报抄
梁效，广播是报纸的有声版……退
休后继续订报。

看《郑州日报》读冯骥才、陈祖
芬、梅桑榆、苏连硕……展视《文汇
报》，赏吴冠中、丛维熙、肖复兴、刘
心武、赵丽宏……你要问读报的乐
趣是什么？读报教我明史、辨事、
识人，阅尽各种人生；读报让我站
在高人的肩膀上，看“古典”，赏“今
典”，吃别人嚼过的馍，长自己的
肉，乐而为之。

退休后，有大把的时间尽兴读
报了，我把上班时顾不上看的报纸
都翻腾出来。一日，看到《深秋，在
月坛北街》属名邵燕祥一文，因我
与他夫人谢文秀一块开过几次会，
自然有几分亲近感。细读，知邵先
生患心脏病，在北京月坛医院做搭
桥手术，文章记述了手术前后的真
情实感，想到当年春夏之交陆续故
去的钟灵、黎焕颐、陆拂为，感叹

“人生如寄，人竟比树容易凋零！”
令我唏嘘不已。这篇写自 2007 年

12 月 17 日手术后两个月的文章，
无形之中让我对诗人多了些许牵
挂。

康复后的诗人，常有散文、诗
歌发表在报端。我从字里行间知
道诗人创作的第一首诗是《寂寥》
（1944年11月，时年11岁），遗憾的
是，这首长诗当年未能发表。那他
发表的第一首诗是哪篇呢？很快，
又在报上读到了诗人发表的第一
篇作品不是诗歌是散文小品《鸟
语》和杂文《由口舌说起》，巧的是
这两篇文章均写于 1946 年 4 月 20
日，相继发表于 4 月 29 日北平《新
民报》和锦州《新生命报》。当年秋
天，第一次发表新诗《失去比喻的
人们（外一首）》。读到这里，诗人
的早慧、勤奋令我不胜感慨。

由诗人写唐明皇时梅妃（江采
苹）的怨情诗《寂寥》，很自然地联
想到我在话筒前播讲这类诗词的
感受。记得，当时为电台《文学爱
好者节目》撰稿最多的是北京大学
吴小如教授。读他的稿子，让我身
心愉悦；文稿书写流畅，点横撇捺，
遒劲中透着秀气。多少次啊，我边
看稿，边欣赏小如教授的书法，时
不时用笔在稿纸上照着描摹；文稿
对经典诗文的解析不光透彻，还时
有新识，读起来朗朗上口，绝无生
涩拗口弊病……还记得播讲《两首
怨词，一副衷肠——崔国辅〈怨词〉
与张祜〈宫词〉对读》时，小如教授

在讲解这两首词时有这样一段话：
“从上两首词中不难看出，宫女们
正值闭月羞花的青春妙龄时，她朝
歌夜舞，常得君王带笑看，一旦春
去秋来，人老色衰，就不能再伺候
君王了！然而更可悲的是君王死
时还要她殉葬，可怜这弱女子只能
遂唱一声《何满子》后，倒地身亡。
真是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哇！”
也许因为我是女人，自然从盛唐宫
女、才人的命运联想到当代女性的
种种境遇，感慨万千！文中的“以
色事他人得几时好”这句话，时时
在耳边响起，深刻，真深刻啊！

前不久，读诗人撰写的《吴小
如先生的自书诗》一文，得知两位
老人自上世纪 40 年代至今一直保
持联系，谊兼师友，可谓少年缔交

“白头到老了”。小如师是京派文
学传人，新中国成立前夕沈从文挂
名编辑的《华北日报》文学副刊，具
体组稿和编辑皆小如师经手。他
1949 年即在大学任教，能翻译、能
书法，能诗词能登台……文中说：

“六十多年的交往中，我读小如写
的书和散篇文章，有了问题随时请
益，得到他的点拨，我们之间没有
客套，这时候，每每想，古训所以说

‘友真、友谅、友多闻’，良友以也，
而我有幸得之。”邵先生还自谦，我
是小如“看着长大的”，我小他十有
一岁……

读着这样的文字，如沐春风。
两位不曾谋面的老师，由简单的六
个汉字符号，幻化成有血有肉的诗
人，教授，直逼眼前，真是常读报常
受益啊！屈指算来，邵先生已是望
八之年了，小如师也该奔九了，我
在此借贵报一角，遥祝未曾谋面的
两位老师身心康泰！

“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
扁豆花”，是郑板桥眼里的家常。

秋风起，凉意生，秋叶慢慢枯
黄，盛夏的热闹成为记忆的影像。
仿佛为补偿似的，幽巷人家的栅栏
上、树上、院墙上，甚至门楼上、屋
顶上，那些藤上花儿竟然盛大开
放。花儿满目灿烂，却又有种简
单、明朗与宁静。一条幽巷就这样
热闹了自然的气息。这是属于城
市乡土的热闹，一种久违的热闹。

城市里少的是土地，不少人家
便见缝插针地种些花草，花不名
贵，草也廉价，更多的便是这扁豆、
丝瓜。人们在院墙边种下几棵扁
豆丝瓜，不是为了吃，更多的是为
了看，任凭它在枝头鲜活或者枯
去，甚至直到冬日里还在猎猎寒风
中枝头摇摆，让人看到时光的流
逝。

我印象中，扁豆就是“梅豆”。
只是不知是梅花之“梅”，还是眉毛
之“眉”，反正我们都这么叫它，我
是习惯写“梅豆”的。这个季节，黄
瓜豆角成为配角，最时令的蔬菜除
了萝卜、白菜之外，就是扁豆了。
丝瓜扁豆长得正旺。丝瓜秧爬过
小厨房，爬上邻家的房顶。

黄色的花朵和蓬蓬的绿叶中，
细细的丝瓜垂下来，长蛇一样，数
都数不清。门前墙根种的扁豆大
概是在初夏时节，梅豆的秧子爬到
墙头上，又爬到树上，大有与树一
比高低之势，攀援着，向上着。在
整个夏季，应和着热烈的阳光与喧
嚣，扁豆只是葳蕤地绿着叶子，少
见的是花和豆角。立秋凉意的风
一吹，扁豆仿佛突然间醒过神来，
绿叶间便蓬勃出一簇簇、一片片的

花。远看，她们并不艳丽，淡淡的
粉，淡淡的紫，又多又杂，掩映在并
不苍翠的叶片中。近观，花们却大
有情趣：一律分裂成两片紫色，一
如张开的蝶翅，给豆蔻年华下了最
生动的注释。尤其是每瓣花下部
分都有两个小点，像眼睛，有些怯
生生的羞涩。在温柔的阳光中，扁
豆花开得热闹，白色的像云，紫色
的像霞，引来蝴蝶蜻蜓和各种不知
名的飞虫“嗡嗡”起舞，尤其是在中
午时分，扁豆花的香气蒸腾起来，
那香里带一点儿涩，像药草的香
味，闻着闻着，感觉到人的心一下
子静下来。

有了她们，日子都洋溢着一种
灵动和灿烂。难怪，汪曾祺先生在

《食豆饮水斋闲笔》中写道：暑尽天
凉，月色如水，听纺织娘在扁豆架
下沙沙振羽，至有情味。

这个有些阴晦的早晨，想起时
常穿过的幽巷和那些花儿，晃动着
晨光的碎片，暗得深邃，亮得明晃，
是古城里长短错落的碎影。在幽
巷里走，晨光照亮了整个巷子，每
个走过的人都匆匆着身影。孩子
们旁若无人地从你的身边走过，吵
闹着，欢笑着，好像他们会留一份
童年的快乐给你。夕阳余晖涂满
巷子的时候，常见些老人很悠闲歇
息。

他们那么沉静，纷扰的世界好
像与他们无关。他们没有顾盼，聊
的想的可能还是巷子里的陈年旧
事。在回忆里，有属于他们自己的
美好。

有几只懒猫也会蹲坐在边上，
歪着脑袋看着。记起清诗人黄树
谷写的《咏扁豆羹》诗，其中写道：

“带雨繁花重，垂条翠荚增。烹调
滋味美，惭似在家僧。谷雨方携
子，梅天已发秧。枝枝盘作盖，叶
叶暗遮旁。伏日炎风减，秋晨露气
凉。”扁豆阔而肥厚，像月牙一样，
用其炒菜有一股清香，许多人都喜
欢。这普普通通的扁豆可做美食，
又可遮阳，普通却能带来不少益
处，美不就是在普通的生活中诞生
的吗？

据说，在中秋朗月之下，妇女
们乞子，在焚香拜月之后会闭着眼
睛在篱笆下摸索。如摸到南瓜，就
预兆会有男孩；如摸到扁豆，则是
女孩。南与男谐音尚好理解，那么
扁豆与女孩何干？是扁豆又称蛾
眉豆的缘故吗？蛾眉一向可是美
女的代称呢。有这么一个秋日，清
朝著名藏书家方南塘的夫人看到
满架扁豆花开，十分想念在外面游
宦多年的他，就给夫君写信。方南
塘接到妻子来信后，十分感慨，就
写了一首诗，其中写道：“编茅已盖
床头漏，扁豆初开屋角花。旧布衣
裳新米粥，为谁留滞在天涯。”外边
再好，怎么能比得上家的温馨呢？

秋风渐凉，这绿意婆娑的扁豆
藤叶和肆意的花儿，将秋天渲染得
更加浓烈。扁豆花从九月里一直
到十月底，开开败败，败败开开，像
女人诉不尽的心事。似乎从未很
认真地注意她的样子，只是感觉她
的模样让我们如此熟悉和亲近。
这个季节，幽巷不少人家前都洋溢
着花浓郁的芳香，也悬了不少果
蔬，葫芦、丝瓜、石榴、葡萄……这
个季节的花开，她们在等待什么？
这沿路的花开，陪我们走过了多少
日子？

《法殇》
田 健

满架秋风扁豆花
任崇喜

断想集
刘昌辑

悠悠读报情
张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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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珐琅彩
开光牡丹碗

清康熙珐琅彩正处于初创阶段，还没有
形成自己的风格，纹饰主要模仿铜胎珐琅
器。纹饰多为花卉，有牡丹、莲花、菊花等花
卉以及绣球、石竹等，并有在珐琅彩绘花卉内
篆书吉祥语句的。

本器物侈口，圈足。蓝彩为地，上绘由
红、绿、紫等各色组成的缠枝牡丹四朵。牡丹
花型硕大，颜色不一，色彩浓艳不俗，勾画细
致，花瓣分层清晰，卷起自然。

河南中原收藏文化研究院供稿

中原收藏

“又是玉米糁、不喝。”刚进厨房，儿子就
嘟囔起来，我顿时心里叭凉、叭凉！

秋风送爽，满山飘香，高粱乐红了笑脸，
玉米露出了金芽，大人砍秆忙，孩儿掰穗狂。
啊，好一片丰收的田园风光！睡梦中，我经常
回到儿时这欢快的地方！上世纪 80 年代初
期，许多山区农村仍然比较贫困，残破的墙，
低矮的房，零乱的院，是我记忆中的家乡。那
一簇簇盘旋的玉米串串，热腾腾的新米糁，更
是深深地烙印脑海。

黄色的玉米糁啊，那是山里人的保命
粮！那时，各种粮食一年到头刚刚接济，一家
人惜玉米如金。农活忙，做一次饭有时吃一
天，也难免剩下。妈妈十分节俭，剩饭有时变
了味，也不舍得倒掉，长时间以来，她的肠胃
出了毛病。一次，她刚吃完剩饭不一会儿，肚
子就鼓了起来，又高又硬，她疼得在床上来回
翻滚，奶奶赶忙熬山楂汤，如鼓的肚，汤咋咽
下？妈妈强忍着一口一口地喝，泪水与药水
一齐从嘴角流下，湿透了破旧的衣衫，湿透了
家人的心，浸湿了我的大脑。三十年过去了，
这事仿佛就在昨天！

玉米糁、玉米馍、玉米面条改生活。儿
时，我和玉米结下了不解之缘，留下了故事一
个个。我家儿女多，在那个生活困难的年代，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家庭收入低，没钱买
菜。我经常盛一碗热气腾腾的玉米糁，捏一
点点盐放在里边，用筷子搅几下，然后蹲在墙
角大口大口吃起来，新玉米糁真好吃啊！上
初中后，我去了十里外的重点学校上学，一天
早晚两顿饭喝玉米糁、吃从家里带来的咸菜
和玉米馍。有馍长了毛毛，擦一擦继续吃。
学校大锅饭，玉米糁锅底又厚又焦，能赶上吃
半碗，真是美餐啊！

一次作文课，老师让朗诵自己的作文《理
想》。穿蓝布衫的小闯第一个站起来，他手捧
厚厚的作文本，紧皱眉头，慢慢读起来：“我从
山沟走来，如果不好好学习，我对不起那碗玉
米糁！”顿时，全班学生哄堂大笑，唯有两鬓斑
白的老师默默不语，好久、好久，他伸出手，示
意小闯坐下。忽然，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
大大的玉米穗，高声说道：“同学们，记住它，
也许将来玉米糁不再是你们生活的必需，但
这恰恰是我们追求的理想！”

光阴似箭，斗转星移。今天，我们国家富
裕了，人民过上了小康生活，玉米糁早已不再
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呈现在我们餐桌上的是
海鲜、大米和水果，还有西式的咖啡与沙拉。
我周围的小孩子天天喝奶茶，吃面包，长得胖
胖的。玉米糁成了生活调节品，还有许多孩
子不喝玉米糁，嫌它营养少，口感差。我不想
说、也不想评价这些孩子们对玉米糁的看法，
但是我想说，你们的祖辈、父辈喝玉米糁长
大，并不希望你们的生活像他们一样，饮食应
该丰富多彩！

玉米糁成为以前几代人和我们这代人的
刻骨记忆，突然在当今孩子们身上终结了，是
遗憾，更是惊喜！

玉米糁
李绍光

台下的看客们此时才回过味来，
齐齐地发出一声赞叹：“好！”

凌永生今天要做的菜，是“文思
豆腐羹”，这道菜成败最关键之处就
在豆腐切丝这一步。他在这样的气
氛和压力下，完成得如此出色，丝毫
没有让徐叔失望。即便是徐丽婕这
个对厨艺完全不通的人，见到了凌永
生的这番表演，也禁不住拍起了手。

三人接下来的一番操作看似无
特殊之处，其实在烹饪中却是关键所
在。

最终菜肴的味道如何，这诸多辅
料，葱、姜、酒、糖、盐等等，无一不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搭配，搭配
多少，任一种变化都会在菜味中体现
出来。同样的一道菜，每个厨师做出
的口味却各不相同，其中奥妙便在于
此。不光如此，即使是炉灶上火头的
大小调节，也是非常有学问的。内行
人通常把烹调时火力大小和时间长
短的变化情状用一个词来形容：火
候。在原料、佐料相
同的情况下，火候对
于菜品质量起着决
定性的作用。火候
的运用能否做到恰
到好处，是衡量一个
刀客灶上功夫技术
水平的重要标准。

真正一流的刀
客，必须对刀功、用
料、火候的把握全都
得心应手，不论在何
种条件下，都能够应
付自如。

“三套鸭”、“清
蒸鲥鱼”、“文思豆腐
羹”，三道传统淮扬佳肴呈现在众人
的面前，名厨名菜，色泽鲜嫩，热气腾
腾，引人垂涎。

最终胜出的，究竟会是哪一道菜
肴呢？

4
负责主持“名楼会”的周经理清

了清嗓子，目光毕恭毕敬地从马云、
陈春生和徐叔身上依次扫过：“大厨
们的作品都已经完成了，请三位上台
品评。”

徐叔看看马云：“马老，您德高望
重，就从您这里开始吧。”

“唉——”马云摆了摆手，“不可
喧宾夺主，陈总，还是你先来。”

陈春生把身体往椅背上一靠，不
慌不忙地说道：“我看哪，今天是三大
名楼间的比试，由我们来做评定多少
有些不合适。姜先生远来是客，对淮
扬菜又颇有研究，所谓旁观者清，不
如由他来为这三道菜评个高下，如
何？”

徐叔眉头一皱。
马云捋了捋胡须，道：“姜先生既

是京城御厨的后代，必然是见多识

广，造诣不俗。他来当这个评委，确
实非常合适。我相信姜先生一定能
将这三道菜的优缺点分析得头头是
道，令三位参赛者心服口服。”

这番话既给了陈春生面子，又暗
藏锋芒。徐叔跟着点头。

看到三位老板已经达成了共识，
周经理向着姜山躬了躬身：“那就有
劳姜先生！”

姜山倒是大方得很，微微一笑，
径直来到了擂台上。

他用欣赏的目光在桌上扫了一
圈，赞叹着说：“这三道佳肴清淡典
雅，虽然用料做法大相径庭，但确实
都极具淮扬菜的风韵。”

接着，姜山侃侃而谈，从地域区
别的角度，详细地分析了四大菜系的
风格特点及成因，有理有据，通俗易
懂。徐叔暗自惊讶之余，心中又多了
几分忧虑：此人学识不凡，如果真的
想对“一笑天”不利，实在是不堪设
想。

5
彭 辉 所 做 的

“三套鸭”盛在一只
细瓷大砂锅里。锅
中清汤纯美，色泽微
绿，恰似一汪春水，
套好的三禽端坐水
中，三头相叠，六目
紧 阖 ，神 态 亲 昵 安
详，看起来倒像正在
熟睡一般。

“‘三套鸭’，三
禽合食，鲜中加鲜。
说到营养价值和药
用价值，彭师傅的这
道菜在今天的三款

菜肴中无疑是首屈一指。”说到这里，
姜山顿了一顿，话头一转，“不过既是
斗菜，首先讲究的还是味美，这家鸭
肉肥，野鸭肉瘦，乳鸽细嫩，自是不用
多言。作为炖菜，这滋味全在一锅汤
中，大家既然让我来做评判，那我就
先尝为快了。”

彭辉大手一挥：“请！”
姜山拿起用小勺舀起一匙清汤，

俯身嘬入口中，细细地咂味了片刻，
开口说道：“嗯。这三种禽类的美味
已经完全融入了一锅汤中，鲜香绕
舌，彭师傅必定是在起始以旺火急
炖，才能在火候上达到这样的效果。”

听了姜山的这几句话，彭辉紧绷
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意：“这一点
你算是说对了。这炖菜本来讲究以
小火焖制，但如果没有开头的那一把
旺火，又怎能在喝一口汤的时候，便
同时品尝到家鸭的肥美、野鸭的香酥
和乳鸽的鲜嫩呢？”

“一口尝三味，确实难得……”姜山
沉吟片刻，忽然叹了一口气，

“唉，只是这道‘三套鸭’，却因
此算不得上品了。” 6

儿子的“工作室随记”写到 6
月7日停笔了。在此摘录最后一段：

这是极少人能体验到的一段生
活，它使我又多了一份与众不同。
这种日子以后不会再有了，以后回
想，定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现在毕业，我觉得我已经不会
留下任何遗憾了。我就要脱离这苦
海，回到我本该在的世界中去了。
外面的世界灯红酒绿，但我不能只
生活在浮华之上，我要找到一份内
心真正的宁静与快乐（我注：我视
这段话为一个 16岁孩子的格言）。

工作室生活，历时 106 天，这
是我 16 年来最困苦的一段时光。在
这之中，我感悟了许多，成熟了许
多，这我自己清楚就够了……不论
别人怎么看，我为拥有这样一段经
历无比高兴。 就此搁笔 2007.6.8

在 106 天里，儿子的思考达到
了他这个年龄所能思考的极限，用
97 篇日记和 6 万字随记记录了一个
16 岁孩子于“黑暗”之中每日每时
的蜕变，提前完成了他的成年礼，
给自己，给父母，也
给予自己同龄的孩子
们奉献了一部弥足珍
贵的心灵史。

我和23个孩子
有个约定

6 月 8 日，我到
宜 昌 接 儿 子 。 一 天
里，晏紫不断电话催
我 9 日 就 把 儿 子 带
回，我则“将在外军
令有所不受”。我要
带儿子去我的故地。
我怎能不带儿子去37
年前我插队落户的故
地！

下午到训练基地后，我很快
见到了儿子。儿子站到我面前时，
脸色是浅浅的红褐色，胸是挺直
的，表情是兴奋的，气质是青春
的，眉眼五官全都冒着遏制不住的
喜悦。这些都不让我吃惊，意外的
一个细节却打动了我——儿子两手
攥着一溜捋得整整齐齐的小纸条。
我问他这是什么，他说是家人发给
我的所有的留言，我一天也没弄
丢。

随后，我对陈锋提出要求采访
受训的孩子，他说你随意挑选。我
要求以集团采访的方式，陈锋随即
作了安排。

我先站在家长的立场，后换位
从孩子的角度和他们说掏心话，说
反思说看法。他们看上去好像都基
本接受并理解了，只有一个孩子委
婉却不无调侃地说，你说的这些，
也许等到我50岁60岁就明白了。

23 个孩子中，除个别女生，都
挨过戒尺。我让第一批9个男生给这
所学校打分，他们都不打。我说那
就说感觉吧，于是5个说“一般”，2

个说“还好”，1 个说“好”，1 个说
“失去的和得到的相等”，我笑道：
“这不扯平了，可来可不来么。”

有个孩子这时“别有用心”地
告诉我，听说此前有两个男生送来
后跳楼，还有个女生喝洗衣粉自
杀。我听了表面平淡，内里心澜暗
涌。

我又想起鲁迅先生的那声“救
救孩子”。可是，怎么救啊？

访谈毕，我最后让 23个孩子在
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他们的家庭地
址和父母的工作单位以及他们的联
系电话。我还附带了一个要求：每
人写一个自己的近期或远期目标。

我给每个孩子留了一张我的名
片，我说，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
不管怀恨还是感恩，不管说好还是
说坏，不管将来生活得好与不好，
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给我写一封
信，信中一定要写心里最真的话，
如果有一点假，这信不如不写。我
的承诺是，只要收到信，我将立刻
回赠一本我写的书。23 个孩子全都

爽快地答应了。
我想，这是我

唯一能做的了。
我和三批孩子

照了合影照，保存
至今，倍觉珍贵。

6月 8日下午的
第一批访谈进行到 6
点时，儿子突然给
我 端 进 一 盆 饭 来 ，
饭菜堆冒了尖。我
说还没谈完呢，完
了我和大家一起吃
食堂。

和孩子们一起
走进食堂已经入夜，见儿子仍然手
捧饭菜守候在食堂门口。他面带微
笑，眼神纯净纯真，血缘之爱，父
子之情，全在这双眼睛里。这是儿
子第一次给父亲捧送饭菜，那情景
美若童话。

饭菜已经凉了，孩子们坚决不
让我吃，纷纷争着给我拿碗递筷，
重新盛热饭热菜。菜是黄瓜和包
菜。好大一个不锈钢碗啊，这哪是
碗啊，明明是盆啊。这可是我一天
的饭量啊！最后几口撑得我实在吃
不下了，旁边一个男孩连忙说，叔
叔，给我吃吧，说着要夺碗过去，
我忙阻止。我知道，在这里饭菜是
不允许浪费的。再看他的碗，只剩
一层汤水几颗米粒。他不是没吃
饱，饭菜是可以自由添盛的，可他
竟然愿意吃我吃剩的最后几口饭
菜！谁知道这一刻我心里多感动有
多感慨？当时就喉头发硬饭菜难以
下咽。男孩的爸爸妈妈，你们可知
道你们的儿子？真想拜托家长们问
问自己的孩子，问问他是
否就是那个愿意吃我剩饭
的孩子。 16

连连 载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