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书记，这话说过了吧？”丽丝
笑嘻嘻地站在刘三喜的身旁，一股淡
淡的香气立时飘进刘三喜的鼻孔。

“丽丝，噢，洪部长。”刘三喜上下
打量着洪丽丝，烫成卷的长发衬着一
张椭圆形笑脸，脸部的肌肤像刚出笼
屉的豆腐，连笑容都显得嫩嫩的。刘
三喜伸手抚摸着自己硬扎扎的平头，
咧开大嘴笑着说：“这个厂才20多个
工人，你管的销售部就有十多个业务
员，个个鼻子、眼睛会说话，真得让你
好好带带俺河西湾子的年轻人。”

“刘书记，我看黄厂长说得对，在
这后面再加两三排板凳，通知各组多
来些青年人。”洪丽丝依然一副笑眯
眯的模样。

“行啦，自有咋还没来？”刘三喜
四处看了看，指着黄家礼说，“一会儿
你跟马自有说，通知各组再多带几个
年轻人来。”

东边的天际，太阳在浓雾中披着
一抹红晕。通往河西湾东头洗涤用
品厂的路上，人们三三两两不断地走
来。村主任马自有站在路口，截住几
个大姑娘、小伙子：“你们几个去通知
二、四、五、七组的组长，就说刘书记说
的，除了原来定的参会人员，每个组再
增加五个人，要年轻的，快去跟他们说

吧。”看着这些人原路返回，马自有转
身向西面的养鸡场走去。按村干部
们的分工，他参加鸡场的庆典活动。

9点多钟，暖融融的太阳渐渐驱
散了弥漫的浓雾。塘边柳树的枝条
可劲地绽放出嫩绿的叶子，披绿戴翠
的枝条悠闲地摇曳着，展示着勃勃的
生机。经过一冬雨雪的孕育，油菜苗、
麦苗、花草芽绿油油一片。一块块准
备插早秧的稻田立冬前灌满了水，阳
光一照，白花花地耀人眼目，像是提醒
农民们莫误农时犁田栽秧。此时的
河西湾是安静的。湾子四周，静得只
闻鸡鸣、狗吠、老水牛偶尔的叫声。

洗涤厂内一切安排就绪，刘三喜
有点沉不住气了，他独自走出厂门，爬
到百十米外的土台子上向东张望。
灵泉河桥像一条线把两岸连接起来，
河的对岸地势梯次升高，丘陵、浅山起
伏，从山脚到山顶，茶树层层叠叠，远
看一片黛青色，那是一家国有林场的
万亩茶山。倏地，刘三喜的眼前出现
一黑一白两个移动的物体，物体飘过
灵泉河桥在视线中渐渐放大，行驶在
前面的是镇政府的 212吉普车，后面
是一辆中巴。刘三喜疾步走下土台，
进了厂门大喊：“来了，他们来啦！”

一群人刚迎到厂门口，吉普车便

在门前停了下来，镇党委书记楚建功
下了车，向人群招招手，指指中巴上依
次下来的人，看着屠刚说：“镇里从狮
江把军乐队给你请来了，谁负责接洽，
你安排吧。”洪丽丝笑眯眯地走过来，
说：“楚书记，辛苦您了。放心吧，接下
来的事屠厂长早就安排好啦。”

刘三喜的浓眉扬了扬，亮开大
嗓门说：“咋只顾在门口说话，楚书
记、罗镇长，请到接待室吧。”

接待室摆着一圈简易沙发，楚
建功端起茶杯呷了一口，院内响起了
汽车的声音，他探着身子一看，达山
店乡书记刘文龙朝这边走来，一个年
轻人双手托着玻璃匾跟在身后。屠
刚急忙上前和刘文龙握手，示意黄家
礼接过那块匾，连声说：“刘书记大驾
光临，谢谢，谢谢。”

“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呀，瞧瞧
一个个精神焕发，祝贺，祝贺！”刘文
龙和众人握过手，一屁股坐到楚建功
旁边，说，“你这家伙会干啊，一炮在
全县、全地区打响，俺这个灵泉人跟
着沾光了。”

“俺们哪有你日瞎，茶场的茶销
往那么多地方，早就窗户眼儿吹喇叭
—— 名声在外啦。”

“那叫靠山吃山，就地取材。”刘

文龙看着楚建功说，“你这叫筑巢引
凤，看看你引来的这批凤凰，个个腰
缠万贯，身怀绝技，光彩照人。屠厂
长、洪部长，你们说是吧？”

刘文龙是灵泉河人，原本在镇
里工作，后来调到其他乡就职，几十
里路汽车一加油门就回来了。从镇
里到各个村，他人头熟、消息灵、路子
通，洗涤用品厂从开工建设到现在，

他没少往这里来。此时刘文龙这么
一激，洪丽丝接过话茬：“看您说的，
我算哪门子凤凰，要是有一天到你们
乡讨碗饭吃，怕是连面都不给见呢。”

“去吗？真的？你要去俺就用
八抬大轿来抬。”

“上哪找八抬大轿？你是来祝
贺还是挖墙脚？不像话！”可能自觉
言语重了，楚建功解嘲地笑了。

一个宽脑门、圆脸膛、三十四五
岁的中年人来到楚建功身旁俯身说
了几句什么，然后微笑着对刘文龙
说：“刘书记，俺现在去养鸡场，失陪
了，对不起呀。”

“广建镇长，用得着这样客气
么。去鸡场参加开业庆典吧？”刘文
龙看看手表，“10 点多了，王县长该
来了吧。这样，你叫我那车上的小许
拿着匾跟你一块去鸡场，代俺向柳林
助理表示祝贺，下午俺再去向他贺
喜。”广建镇长姓罗，自不必说，他是
代表镇政府去鸡场参加庆祝会的。

罗广建还没有走到湾子西头的
鸡场，东头的洗涤用品厂门前便响起
了军号声。提起军乐队，刘三喜本打
算请秧歌队、腰鼓队造造声势，屠刚坚
决不同意。不能因这件事使庆典活
动僵在那里，楚建功鼓动罗广建亲自

出马，跑到 100多公里外的狮江地区
狮江市去请军乐队，吃喝接送租车费
用不算，又掏了 600 元出场费，才请
来这支队伍。罗广建心疼这笔钱，不
当家不知柴米贵，镇里动辄用钱，进口
小出口大，光是干部和教师的工资就
拖了两个月没发。楚建功硬让镇里
拿这笔钱，罗广建心里老不舒服。

嘹亮的军乐声时而雄壮，时而
欢快，响彻河西湾上空，撩拨得湾里
人心中有种说不清的冲动。大人们
停下手中的农活，翘首观望，凝神聆
听，放了假的学生冲出家门，好奇地
谛听着，有的小学生拔腿向洗涤用品
厂跑去。这就是花 1000 多元买来
的声响？见这情景，罗广建心里暗自
发笑，看来屠刚效应真的不同凡响。

军乐声戛然而止，罗广建一看
表，11 点钟，庆典仪式开始了。原来
答应参加仪式的梧城县县长王复兴
因病缺席，委托副县长周德升前来参
加。县农委主任和十几个乡镇的书
记、乡长均在主席台上就座。刘三喜
显然坐在主席台前排靠边的位置，屁
股后边才是一长排各乡的一二把手，
当支书近 20 年，头一回享受这种待
遇，走上主席台的那一刻，他的腿微
微发颤，落座后好大一阵工夫心仍然

静不下来。屠刚的发言站在外来户
的角度介绍股份制的优越性，报告了
厂里效益，投产当年，产值500 万元，
利税 70 万元。各乡的头头们怦然
心动了，70 万啦，比一个几万人的乡
一年的财政收入还要多。掌声从主
席台后排响起来，带动会场中的人跟
着拍起了巴掌。

吃吃喝喝是庆典活动惯有的重
头戏。感情有没有，就看杯中酒；见外
不见外，瞧瞧桌上菜。喝的头曲酒，批
发价八元多一瓶，在当时够上档次
了。每张饭桌上摆着几元一包的香
烟，八个凉菜中，卤鸡、卤甲鱼、卤牛
肉、卤猪蹄，个个都是硬实菜。一道道
热菜分别是大葱烧海参、鲍汁白灵菇、
红烧鲤鱼、油焖大虾……五颜六色的
山珍海味看得人老想动筷子。

楚建功打头，刘三喜、屠刚轮流
把盏，轮番敬酒。前三桌坐的都是有
些头脸的人，楚建功本想自饮三杯再
陪客人们喝一杯，此时由不得他了，谁
叫你刚才大出风头，一人唱起反调，全
桌同声附和，楚建功只好人人碰杯，几
张桌喝下来，他已经头重脚轻了。数
杯酒下肚，刘三喜的话稠了，
对着一个个乡里的头头，你
一杯我一杯地喝起来。 2

连连 载载

四大名著是代表中国传统白话长篇小
说最高水平的经典之作，这四部作品又恰好
代表了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传奇和世
情小说四种不同的题材类型，它们的丰富内
涵是可以让读者终身阅读受用不尽的。但
越是如此，改编成给孩子们阅读的版本就越
是困难，怎样让我们的年轻一代接触这四部
经典，并对它们感兴趣，进而从中受益，一直
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难题。

段启明教授主编《名家改编四大名著》
正为解决这一难题而设。该读本一方面充
分展示四大名著原著的风貌和主旨，每本书
选编原著的重要回目，保留主要故事情节、
人物描写、关键对白等，呈现出原著的整体
故事风貌、思想倾向和文学精髓。另一方
面，充分考虑小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和语文

学 习 的 实 际 需 求 ，每 回 篇 幅 介 于 2500～
3500 字之间，回与回之间增加“阅读引领”
模块，串联全书情节，梳理故事脉络，保证了
读本在文学性、思想性方面的权威与专业，
也保证了每本书高水准的文字质量。

文中设置了六种功能模块：文前有“阅
读引领”串联故事情节，文中有“文内点评”
为中小学生点明某处情节、细节描写及对话
的作用，使学生更清楚细节所隐含的深意，
体会古典小说中的经典笔法。每回之后设
置“阅读小结”，总结概括本节故事要点及启
发。更有“写作积累”与“知识卡片”部分，侧
重词语积累以及课外知识点的拓展。“名家
点评”则搜集古往今来的名家，比如李贽、金
圣叹等对相应回目的精彩点评，以提升学生
的认知及视野，培养青少年的文学素养。

荐书架

♣ 文 燕

《名家改编四大名著》：引导孩子走近古典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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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立

十七岁的吕金
17岁，吕金第一次喝酒，醉醺醺地往

家的方向走。在一个草丛密布的路口，一
条野狗“嗖”一下蹿了出来，龇牙咧嘴地像
是要把他给生撕活剥了一样。吕金有点
酒醒，伸出脚比画着试图踢走野狗，摇摇
晃晃地竟一下坐倒在草丛间，手刚好触摸
到几块碎砖，抓起来就往野狗身上扔。其
中有一块掷中了，野狗吃了痛，嚎叫一声
气急败坏地跑了。吕金直起身时，才发现
了脚下被打翻的狗碗，有散落的几块碎骨
头和米饭。

到家时，吕金已经一身的泥，母亲看
了他一眼没说话，转头继续在厨房剥一篮
子的青毛豆。春天，母亲在河岸边的草地
种下一株株毛豆秧苗，这些秧苗整齐排
列，吕金一直佩服母亲，居然可以栽种得
如此规整。一大片的毛豆，根本来不及
吃。那些毛豆越来越粗壮，再几天就要变
黄，无法食用了。吕金说过自己的疑惑，
母亲不慌不忙地告诉他，毛豆黄了就是黄
豆，黄豆可以放在骨头汤里炖，也可以磨
豆腐……没有什么是会浪费的。

吕金走进卫生间，脱掉了脏衣服。洗
衣机上，未卜先知地早早放好了一套换洗

衣裤。吕金打开花洒，冷水淅淅沥沥地流
下来，居然不觉得冷。怎么会冷呢？心里
像燃烧了一团火焰，越烧越旺，都快要把他
给烤焦了。身上的泥水随着水流往下流
淌，在浴池里盛开了一朵又一朵的泥花，又
随着水流的冲击，一朵朵的泥花又被冲散，
化作泥水流入出水口，很快不见了踪迹。

吕金走回客厅，父亲也已经回来了，
正摆着碗筷。母亲端上菜：番茄毛豆蛋
汤、骨头黄豆汤、小葱拌豆腐。吕金只看
了一眼，稍有愣神，本能地穿过客厅回房
间。父亲说，吃饭吧。吕金张了张口，想
说，我不吃了。但父亲看向吕金的眼睛，
像有一种魔力，促使吕金不由自主地坐下
来。父亲从橱柜里去拿酒。每次吃饭，父
亲都会喝上一小盅酒。父亲说，这叫活
血。像是在解释，又像是在掩饰什么。母

亲笑他，你喝就喝，不要有那么多借口。
吕金的脸发烫，他怕父亲的手打开那瓶
酒……吕金还想到，刚刚自己进来时，是
红着脸红着眼睛吗？据说喝过酒的人，哪
怕面色恢复了，眼窝子里还带着红。还
有，洗过澡后，自己的脸和眼睛还红吗？

父亲的手分明触摸到了酒，突然停
住了。是发现什么了吗？吕金自问做得
天衣无缝，原来酒的位置的标记，倒掉了
多少酒，就补进了多少自来水，而且，酒和
自来水混一起，如果不喝，相信肉眼是看
不出来的。

父亲拿起了另一瓶没开过的酒，边
拧开边说，今天，吕金也喝点儿，开瓶新的
吧。母亲起身，又去拿了个小酒盅。父亲
郑重其事地给吕金倒满了。吕金举起酒
杯，颤巍巍地往嘴巴里送。谁料想酒刚进

嘴巴里，像里应外合般地，肚子里原来压
制着的酒，和这酒汇合在一起，马上失控
般地一阵难耐的翻江倒海，吕金赶紧冲进
卫生间，抱住马桶就一阵狂呕，眼泪鼻涕
水一起下来了……

吕金醒过来时，天已经大亮了，床边
放了一杯水。吕金拿起就喝，忍不住又要
喷出来，竟然是那酒！

走到客厅。父亲说，醒了？酒好喝
吗？我们也知道你考砸了心里不好受，但
人生每一步成功或是失败，都需要经历。
喝过酒，你就是成年人了，是上你考上的
大学还是复读，我们都尊重你的决定。

多年后，儿子要高考前，吕金给他讲了
这个故事。高考是场大战役，压得儿子喘
不过气来。桌上，已经倒了一小盅酒，吕金
笑着说，尝尝？儿子犹豫，说，真要喝吗？吕
金说，随你。儿子举起酒杯，舔了一小口，一
仰脖一口喝尽，呛得眼泪都出来了。

眼前一脸青涩的儿子，一如17岁那
年的吕金，躲在角落处悄悄地从口袋里掏
出一小罐酒，浅浅喝一口，摇头想过放弃，
咬咬牙还是一仰脖一口喝尽了。

吕金看着17岁的儿子，忍不住笑了。

童趣（国画） 贾发军

姑奶奶来我家小住，第一顿饭刚吃
完，我收拾碗筷及桌子上不小心洒的米
粒和菜，姑奶奶突然叫住我，让我拿一个
食品袋过来。我一时愣住，年迈的姑奶
奶从沙发上站起来，竟手脚麻利地从我
手中夺下了抹布。

食品袋拿过来，姑奶奶小心翼翼地
把桌上的米粒和菜装入袋中，本来要倒
入垃圾桶的剩菜和米饭，也被她抢下来
装到了袋里。

她又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说想下
楼看看，一个人慢悠悠地出去了。

收拾停顿，我站在阳台上晒太阳，往
楼下一看，看到了姑奶奶，她坐在一个花
坛边，旁边一只瘦弱的流浪狗正在安静
地吃着饭菜，那饭菜正是姑奶奶刚收拾
到食品袋里的。

我一下子明白了姑奶奶的善良和心
意。这只流浪狗在这里有些天了，姑奶奶
来时看到了它，便心生怜悯。况且，这些饭
菜扔了又可惜。刚才饭桌上还毫不客气地
批评我这么大人了，吃饭毛毛躁躁的，洒得
满桌都是，太浪费了。还让我像小孩子一
样把《悯农》的诗背一遍，幸好我了解姑奶
奶的脾气和为人，心里并没在意。

姑奶奶对食物有敬畏之心，她总说
粮食养活着生命，贫穷时自然知道爱惜，
富足的时候，更应知道感恩，俭以养德。

看过一篇文章，说吃饭时把碗里的
饭吃完，不留碗底，不浪费粮食，这样是
碗净福至。这也是姑奶奶一直想告诉我
们的。

曾经，我对姑奶奶节俭的生活态度
有些不甚理解，甚至觉得她过于吝啬
了。但后来发现，亲戚邻居们有困难的
时候，姑奶奶又出手大方，热情地帮人渡
过难关。

80 岁的姑奶奶的确是有福气的
人。她待人宽厚善良，受到周围人的敬
重。她身体硬朗，一个人也能把生活料
理得整洁体面。

来我家小住的这段时间，她用实际
行动教会了我这个大大咧咧的年轻人该
怎么把生活里的那些微小的事情处理
好，微小处更体现一个人的素养和修
行。也许一粒米很微小，一碗水也影响
不了什么……但勿以善小而不为，节约
的理念应该融汇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
缕，恒念物力维艰。”敬畏和感恩之心是
美好生活的前提和基石。

身披牛皮纸铠甲
头戴长方形武士头盔
我形影不离的作业本兄弟
胸藏万千字格
等待我猜谜
等待我演算结果
等待我一个个字格跨过

有点新鲜
有点刺激
有点满不在乎
每一天
我都要
汲满蓝色墨水
握紧右手指头
跟我的作业本兄弟
把一场马拉松大战拉开序幕

请满脸含笑的老师再次作证——
我要征服
圣洁的作业本兄弟
每一行空白
每一个字格

小小篮球王

闪闪发光的篮球
飞进篮球场
大声呐喊
左蹦右跳
无数双小手向你挥动
所有的眼睛把你张望
一瞬间从南跑到北
一转眼又后来居上
那一跳幸运到手
这一蹦跨栏进框

免不了合理冲撞
当然要奋力拼抢
这一次
又是哪一个小闯将
哪一个快手王
率先把你拿下
又把你抛向空中
像滚动的太阳
砸出道道光芒

热爱不只是一种
热爱是很多种

热爱生命
时间很短
若没有生命
时间也就没有了意义
时间可以有很多次
可生命只有一次

热爱家人
放下手中的工作
去陪一陪家人
放下手机 去和家人分担家务
放下手中的玩具
去和家人聊个天马行空
亲人只有这一世的缘

热爱时间
没有时间就没有生命
古往今来
许多名人赞颂过时间宝贵
但更多人还是一叶障目
一些人为了物欲累坏了身体
从而损失了生命仍不知悔改

如果生命等于时间
那么时间就是一切

百姓记事

♣ 耿艳菊

碗净福至

校园民谣

♣ 余金鑫

我的作业本

李福根 著

豫中乡间，过去几乎家家户户都
种萝卜白菜。白菜物美价廉，营养丰
富，是一种常见的传统叶用蔬菜，也是
北方冬季的主打蔬菜，素有“百菜之
王”的美誉，老家流传着许多与白菜有
关的乡谚俚语：“百菜不如白菜”“不爱
穿，不爱戴，就爱猪肉炖白菜”“鸡生
火，鱼生寒，白菜豆腐保平安”，一句句
朴素自然土得掉渣的俗语，生动形象
地道出了农人们对白菜的偏爱。对于
白菜的营养价值，民间给予了高度评
价：“白菜萝卜汤，益寿保健康”“白菜
是个宝，赛过灵芝草”“立冬白菜赛羊
肉”。白菜一般在农历七八月种下，生
长时叶子蓬松，即将成熟时叶子向中
间合拢，一层层包裹在一起，待小雪前
后白菜长成后，便瓷瓷实实了。经典
豫剧《朝阳沟》中拴保娘有一段戏词

“棉花白，白生生；萝卜青，青凌凌；麦
子个个饱盈盈；白菜长得瓷丁丁。”“瓷
丁丁”，虽然只有寥寥三个字，却极为
传神，惟妙惟肖地勾勒出了大白菜的
憨厚实在样儿。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平民白菜
是上苍对乡野村人的馈赠和恩赐。老
辈人常说，棉袄暖身，白菜暖胃。寒冷
难挨的漫漫长冬，农家日子贫穷而单
调，一棵棵温润亲切的白菜闪亮登场，
成为农家餐桌上的主打菜肴，温暖着
一个个空空如也的胃囊，调剂着寡淡
无味的寻常生活，演绎着一段“百菜没

有白菜美”的佳话。正所谓“白菜可做
百样菜”，白菜没有杂味，清淡甜润，不
苦不涩，无丝无渣，吃法更是五花八
门，层出不穷，生着可食，熟着可吃，腌
着亦可口；宜炖宜煮，可炒可熬，凉调
热烹皆可，醋熘烩汤亦行，无不味道鲜
美风味独特。物资匮乏的年代，一棵
寻常的白菜在母亲的巧手之中，炒、煮、
熘、熬，挖空了心思，变换着花样，让粗
食淡饭填饱了一家老小的肚子，度过了
那一串串比树叶还稠的艰苦日子。后
来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白菜依旧是母
亲的最爱，一日三餐总也离不开，生调
白菜心、白菜叶汤面条、白菜包子、白菜
饺子、醋熘白菜、清炒白菜、家常白菜豆
腐，母亲做的每一样关于白菜的饭食我
都百吃不厌，常吃常新。

白菜心金黄柔嫩，或切丝或撕片，
放上盐，浇上醋，淋上油，便是一道爽
口好吃的凉拌菜，看上去鲜亮亮、细嫩
嫩，吃一口脆生生、凉津津，清爽宜人，
唇齿生香。天寒地冻的冬天，一盘生
调白菜心，再加上一碟油炸花生米，是
庄稼人下酒的最佳菜肴，喝几盅小酒，
夹一筷头白菜心，水灵清甜的白菜心
掺和着酒的清香蔓延在五脏六腑，浑
身上下里里外外都感到舒服惬意，暖
胃暖身更暖心。每年冬天白菜下来
后，母亲总要腌制一大坛蒜白菜，这也
是母亲最拿手的一道腌制咸菜。蒜白
菜不同于酸白菜，酸白菜属于泡菜的

范畴，而蒜白菜则是地道的农家风
味。腌制蒜白菜，顾名思义大蒜是必
不可少的食材，母亲将白菜切成条状
后，放入适量蒜瓣，添加八角、花椒等
佐料，掺上一些或青或红的辣椒，便可
以封住坛子了。腌菜的坛子多用农家
常见的陶罐，里外都有釉，密封性极
好。等上十天半月，蒜白菜就腌制好
了，打开陶罐，一股清香扑鼻而来，白
菜叶青嫩微黄，白菜帮晶莹透亮，可谓
是色香味俱佳，令人垂涎三尺。每次
吃饭之时，母亲总是用干净的筷子从
坛子里夹出一碟蒜白菜，然后将一根
筷子插入香油瓶里蘸蘸，淋上几滴小
磨香油。蒜白菜酸辣可口，脆生味美，
堪称是一道富有浓郁乡土特色的农家
美味，无论是夹着馍吃还是就着饭吃，
都别有一番滋味，以至于一顿饭还没
有吃完，碟子里的蒜白菜就被一扫而
光了。我上师范时，每次从家里返校，
母亲总要让我带上两罐头瓶蒜白菜，
吃饭时一拿出来，闻到香味的同学们
就蜂拥而至，满满一瓶子蒜白菜，三下
五除二就报销得精光。

白驹过隙，时光荏苒，三十年过去
了，我也从懵懵懂懂的孩童步入了不
惑之年。如今想来，最能代表母亲厨
艺水平也是我最爱吃的家常菜当属白
菜猪肉炖粉条和白菜豆腐汤了。在中
原地区的乡间，白菜猪肉炖粉条又叫

“杂烩菜”，还有叫“揽锅菜”的，是一道

美味可口老少皆宜的家常菜，也是旧
时庄户人家过年时招待客人的主打
菜。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猪肉不再
是奢侈物，昔日过年时才能吃到的“杂
烩菜”，如今随时都可以吃到，不过，三
十年前农家杂烩菜的醇香味道，却再
也吃不出来了。童年的记忆中，每到
过年时候，母亲总是从土墙上取下来
几棵白菜，剥掉外面枯黄的老叶，洗净
后留作杂烩菜的食材。年三十晚上和
大年初一早上吃饺子，大年初一中午
吃杂烩菜，这是老家一带祖祖辈辈传
下来的食俗。十冬腊月，数九寒天，外
边大雪纷飞，屋内热气腾腾，母亲用白
菜、粉条、油炸豆腐干和猪肉熬了一大
锅杂烩菜，虽然白菜多猪肉少，但是一
家老小围坐在热气腾腾的火炉边，吃
得津津有味满头冒汗，那一幅其乐融
融和和美美的温馨画面，至今还时常
出现在我的梦境中。白菜豆腐汤也是
过年时我最喜爱的一道佳肴，平时母
亲偶尔也会做上一回，但口感和过年
时相比差远了，毕竟过年时用的豆腐
是油炸的，汤也是煮肉的浓汤，把白
菜、粉条往肉汤里一按，再随手从筐里
抓一把丸子丢锅里，用劈柴火紧炖慢
炖，便做成了一锅味道鲜美好吃耐嚼
的白菜豆腐汤，一家老小每人盛上一
碗，放入一勺辣椒，趁热呼噜呼噜大口
喝着，既暖和了身子，又品尝了美味，
真叫一个鲜美无比酣畅淋漓。

♣ 傅筱晴

热 爱

（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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