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 风

洪丽丝办公室的门半掩着，隔
着玻璃窗，她把这事看得一清二楚。
在洪丽丝看来，刘三喜这人自以为
是，死要面子，三分成绩能吹成十分，
爱占个便宜，办点啥事咋咋呼呼，自
从来河西湾建厂，她和屠刚没少和这
人顶杠。至于黄家礼，几乎天天
挨 。唉，谁叫你父母过早双亡，姐弟
俩相依为命，人家娶了你姐姐，管你
吃、管你穿，供你上学，送你当兵，复
员回乡又介绍你到镇林业管理站工
作，帮你娶媳妇成家。可以这么说，
没有刘三喜的操持就没有黄家礼的
今天，欠得太多了，看看脸色，听听难
听话，黄家礼习以为常了。

看着刘三喜提着一大兜这“奶”
那“液”心安理得地出了办公室往厂
外走，洪丽丝清楚，这些东西是黄家
礼准备送往县商业局的样品，为满足
刘三喜一时之需，拆东墙补西墙，看
你如何堵窟窿？

爱咋堵咋堵，洪丽丝想，反正这
事跟自己没半点关系。眼下倒是有
些“抽检品”等着洪丽丝去送，厂里做
出不成文的规定，每月给镇干部和工
商所、税务所送厂里系列产品，让这
群人“检验”产品的合格率。按屠刚
定的范围，一般干部每人一份，副乡

镇级每人双份。这些东西都要经镇
党委办主任马大勇往外分发，他自然
享受了副乡镇级待遇。至于镇里的
两个一把手，除每人双份外，屠刚还
亲自出面送上“优待品”。

眼下，屠刚出差在外，这事只能
由洪丽丝承担。她给马大勇打去电
话，让他帮忙联系一辆机动三轮车到
厂里拉“抽检品”，又把董大翠叫到宿
舍，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看得大翠
满脸通红，洪丽丝却抿嘴笑了。自语
道：“像，怎么看都有点像。”

“像谁呀？洪部长。”董大翠迷茫
地问。

洪丽丝没有回答董大翠的话，从
眼前这个姑娘身上，她看到了自己初
到那个南方城市的影子，倒是这姑娘
比自己当初显得腼腆。她从床下拿
出一双半高跟皮鞋，站起身打开皮箱
翻出一件葡萄紫色碎花条绒上衣，一
条蓝色牛仔裤，笑着说：“穿上试试。”

“让俺穿呀？”董大翠惊讶地看着
洪丽丝。

“对，试试看合不合身。”穿好衣
服穿上鞋，董大翠忍不住照镜子：“像
是量着俺的身子做的，太好了。”

洪丽丝反倒收敛了笑容，认真
地说：“做销售工作穿衣服、说话都要

得体，今后要学说普通话，大方点，不
要扭扭捏捏的，出门在外代表厂里形
象，人家看你会办事，才愿意和你打
交道，才能推销出产品，懂吗？”

大翠不停地点头，鼓足勇气说：
“俺、我一定跟部长好好学。”

穿着这身衣服在厂区一出现，
大翠立即吸引了姑娘小伙的眼球，小
青年新奇地窃笑，姑娘们羡慕地小声
嘀咕。洪丽丝时不时也对大翠看两
眼，觉得这姑娘身上少了一些东西，
她要精心替大翠把这些东西找回
来。这几年跟着屠刚闯世界，吃苦受
累，担惊受怕，精神、肉体忍受了。可
一个人要是心里不停地流血呢？这
种难以愈合的创伤只有受伤的人自
己体会得出那长久的痛苦。现在总
算有了一片属于她和屠刚的天地，她
要打造一个营销团队闯市场，拿回属
于自己的财富。

三轮车嘟嘟叫着开到库房门
口，装上“抽检品”又一溜烟向灵泉河
镇驶去。尽管这是一条刚修不久的
柏油路，牛踏、拖拉机碾压的伤痕经
雨水冲泡，出现深浅不一的大坑小
洼。车厢不停地摇摆着，洪丽丝和大
翠相互搀扶着，屁股从这个纸箱颠到
那个纸箱上，始终也没有坐稳。直到

进入灵泉河集市，三轮车慢了下来，
二人才落了座。

虽然接近中午时分，街道上依
然行人如织。清明节已经过去了半
个多月，那些卖纸、炮、香的摊铺隔
不远就冒出一家，只见有人买好成
捆的黄纸、成盘的鞭炮，手提肩扛
着穿行在人群中。看来这方土地的
人们特别眷恋逝者，兜里有几个钱，

不忘与先人分享喜悦。
洪丽丝招呼三轮车停在灵泉渔

家饭店门前，她和饭店的老板很熟，
让老板卸下两个纸箱，又把三轮车开
到镇政府马大勇宿舍门口。马大勇
和三轮车上的人搬下一个个纸箱，他
看了大翠一眼，回头邀请洪丽丝一同
去机关食堂吃饭，洪丽丝微笑着婉言
谢绝了。

三轮车又在拥有一幢三层楼房
的灵泉渔家停下了，洪丽丝要了三碗
水饺，不大一会儿工夫，老板亲自把
一盆水饺端上桌。饺子分明是鸡汤
下的，洪丽丝拿起勺子一搅动，盆里
露出不少鸡肉。“张老板，这……”

“放心，俺只收水饺钱。”张老板
满脸堆笑地说。“渔家”的全鱼宴在灵
泉河镇堪称一绝，屠刚带着洪丽丝在
店里请了几次客，见二人出手阔绰，
张老板刮目相看了。一打听说是在
河西湾建大厂的企业家，这老板更是
敬若上宾。洪丽丝多天没有露面了，
突然间气度不凡的贵客领着一个如
花似玉的姑娘出现在店里，张老板顿
感蓬荜生辉。

“你去借两辆自行车。”洪丽丝冲
张老板说：“吃完饭我们送那两纸箱。”

“没问题，后院有现成的。”张老

板说着叫过一个服务员，两人将自行
车推到门店前，按洪丽丝的吩咐，把
纸箱分别绑在自行车的后座上。

中午吃完饭是坐机关的人午休
时间，洪丽丝赶着这个点，和大翠一
前一后骑上自行车直奔镇政府。楚
建功的门敲不开，一打听，他外出办
事下班前才能回来。二人来到罗广
建的宿舍门口，洪丽丝轻轻敲了两下
门，室内立即传出“请进”的回应。

洪丽丝向大翠使了个眼色，示
意她搬那纸箱，自己先一步推开门来
到房内：“罗镇长，没午休呀？”

罗广建正坐在办公桌后看一本
《茶树栽培技术》，抬头见洪丽丝笑容
可掬地站在面前，后面跟着一位抱纸
箱的姑娘，不解地问：“这位是……”

“怎么，你们不认识呀？董大翠，
你介绍进厂的。”洪丽丝说：“大翠，你
真该好好谢谢罗镇长。”

“坐，你们坐吧。”罗广建从办公
桌后走出来，见二人在简易沙发上落
了座，也在一个沙发上坐下来，指着那
个纸箱说，“又是厂里的产品吧，上个
月送的我让农技站的人拿去了。不
怕你们笑话，我用肥皂用惯了，用这东
西不适应。要不这样，大翠的弟弟住
院急等用钱，你拿去卖了交点住院

费。洪部长，下个月千万不要送了。”
虽然在罗广建这里碰了个软钉

子，洪丽丝内心还是愿意跟这种人打
交道，办事丁是丁卯是卯，不像楚建
功，看人的眼神能剜出肉来。

出了镇政府大门，洪丽丝骑上
自行车，扭头对大翠说：“大翠，我回
厂安排业务上的事，过一两天就带你
出去跑跑市场。这两箱产品，一箱你
晚上送给楚书记，另一箱就按罗镇长
说的，送到医院让你妈给卖了，多少
交点住院费，顺便看看你弟弟。”

在渔家饭店门前，董大翠把两
个纸箱绑在一辆自行车上，还了另一
辆车，目送洪丽丝搭乘三轮回了河西
湾，骑上车来到卫生院。

见女儿穿了身时髦衣裳，黄桂
花的眼睛瞪得比牛眼还大，“翠儿啊，
从哪弄得这么漂亮的衣服。漂亮，整
个人跟仙女似的。真是应了那句话，
人是树桩，全靠衣裳。”

“咋呼啥呀。”大翠的脸唰地红
了，小声说：“不怕人家听见笑话。”

“怕啥怕。俺家妮子长得好看，
穿得漂亮，眼气死他。”话虽这么说，
黄桂花说话的声音低了许
多，急忙伸手撕那纸箱，“这
是啥，带吃的来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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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向前

谦和勤谨万石君
在大汉朝建立初期龙争虎斗的裂变时代，

石奋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成为政坛
“不倒翁”，走进了司马迁的视野，走进了《史
记》的列传。这个没有任何特长的小吏，却备
受历史青睐，让他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

15 岁那年，懵懂的石奋投奔到刘邦帐下。
其时，楚汉相争打得火热。刘邦率军向东攻打
项羽，石奋就跟随在刘邦身边，照料刘邦的日
常起居。他的恭敬勤谨颇得刘邦喜欢。

公元前 205 年 4月，刘邦乘楚攻齐之际，亲
率诸侯兵 56万东向攻占项羽的都城彭城，大获
全胜。刘邦得意忘形，在军中大摆宴席，饮酒贺
功，收取财宝美人。项羽得知彭城失陷，立即率
领精锐 3万，长途奔袭，乘其不备，大破汉军，还
掳去了刘邦的父亲和夫人吕雉。刘邦仅率数十
骑突出重围，收集残部，退守荥阳。原来投向刘
邦的盟军此时又背叛刘邦，或者投靠项羽，或者
重新脱离刘邦的控制走向刘邦的对立面。军事

上的溃退，政治上的挫败，让刘邦想死的心都有
了，经常无缘无故地暴怒、发火。石奋整天陪着
情绪低落的刘邦，从来没有一丝厌烦的情绪。
刘邦很感动，与石奋有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召其姐为美人，又提升石奋为中涓，并兼管传达
诏令。“中涓”虽然是个不入流不起眼的小官职，
却是心腹近臣。在他之前，后来汉朝第二任丞
相、与刘邦一起起兵的曹参，就当过中涓。

到了景帝时期，汉景帝任命石奋为九卿，将
其调任为诸侯王的丞相。石奋的四个儿子都因
品行端正、孝敬父母、办事严谨，做到了二千石级
别的高官。汉代九卿郎将、郡守的俸禄等级都是
二千石。可见，万石君父子的官位都不小。一
次，景帝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石奋和他的四个
儿子都是二千石级别的官员，作为臣子的尊贵与
光宠，都集中在他们家。”于是，天子称呼石奋为
万石君，群臣仿效，天下人皆知。

汉景帝末年，万石君享受上大夫的俸禄告

老回家，在朝廷举行盛大典礼朝令时，他都作
为重要的佐臣来参加。后来万石君迁居到陵
里。一次，担任内史的儿子石庆酒醉归来，进
入里门时没有下车。万石君听到这件事后不
肯吃饭。石庆心里恐慌，脱掉上衣反缚双手，
请求父亲宽恕，万石君默然不允。整个石姓家
族的男性家人和哥哥石建也袒露上身请求恕
罪，万石君这才稍稍动容，语气缓慢地责备说：

“内史是尊贵的人，你进入里门时，里中的父老
都急忙回避，而你坐在车中依然故我，不知约
束自己。平实的风格、恭谨的态度、守本分的
个性到哪里去了？这如何能行！”说完，让石庆
回家闭门思过。从此以后，石庆和石家的弟兄
们进入里门时，都下车快步走回家，为人愈加
谦和，处事愈加勤谨，为官愈加恭守分寸。

司马迁在《史记》中借用孔子的话赞道：君子
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其万石君之谓邪？是以其教
不肃而成，不严而治，然斯可谓笃行君子矣！”

郑州西北角，保存着一座“万石君庙”，有
2000余年的历史。“谨其言慎其行尊崇毕集享万
石，侍汉帝福百姓恩德广施泽千秋。”遒劲的文
字，让一个模糊的历史人物逐渐清晰明朗起来。

天空高远，阳光不锈，照着曾经的过往和眼
前的一切。这里是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坚硬
的水泥在迅速吞食柔软的土地。现代与古迹交
相辉映，有岁月恍惚之感。呈现，也是一种表
达。这座庙的存在，给了历史的册页一丝温存。

草蛇灰线，伏脉千年。须水河、百炉屯、大
汉朝俱都隐于无言。总有一些时光让人回望，
总有一些人事让后来者追风慕迹。大者如帝
王刘邦算一个，相国萧何算一个，名将韩信算
一个……在平凡如我的人心中，恭敬勤谨的万
石君石奋也许要算一个。他骨子里充盈着的
那种恭敬勤谨，即使在 2000 多年后的今天，仍
能绽放出绚烂的花来，与时间无关，与出身无
关，与贵贱无关。

百姓记事

♣ 梁永刚

夏日蒲扇拂清凉
旧时的乡间，每到盛夏酷暑，一把结实耐用

的老蒲扇是再寻常不过的物什，上了年纪的人
几乎人手一把，须臾不离。老蒲扇虽长相粗鄙，
却轻盈耐用，是炎炎夏日农人手中的尤物，用手
不释扇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赤日炎炎的夏日，家里来了客人，进屋一落
座，几乎是在端茶倒水的同时，主人也将老蒲扇
递了过来，客人握在手里轻轻摇着，徐徐的清风
凉爽宜人，驱散着一路的风尘和一身的劳累。正
所谓“新三年，旧三年，补补缝缝又三年”，一到热
天时候，家庭主妇就从墙上取下往年的旧扇子，
把抹布在盆里洗干净，擦拭掉上面的浮灰尘土，
找来针线和碎布头，缝补好破损的扇边。不光旧
扇子需要补，新买的扇子也得拾掇一番才结实耐
用。村妇们嫌用竹篾编织的扇边针脚大，不结实，
拿出针线，找来布条，一针一针地为每把新扇子都
包了一圈花边。新买的蒲扇，用烧红的铁丝在扇
柄处钻个眼，穿上棉线，系成圆套，不用之时往墙
上一挂，既可免遭挤压损坏，又便于随用随取。

乡谚说“一扇在手，伏天无忧”。在那个没
有空调电风扇甚至连电都没通的乡村夏日里，
不管天气热不热，无论坐着还是走着，老头老太
太们手里的扇子始终悠悠地摇着，一副气定神
闲的悠哉和淡然。一把稀松平常的老蒲扇，虽
不是什么稀罕之物，但也不是说借就借的。“扇子
有风，拿在手中。有人来借，不中不中”“扇子不
值钱，管用两三年。要是有人借，趁早躲一边”

“扇子有风，拿在手中。有人来借，等到立冬”“六

月天气热，扇子借不得。虽说咱俩好，你热我也
热”。这些散落在乡间押韵顺口的民谣算不上
雅致，也登不上大雅之堂，却透着泥土的清新和
朴实的韵味，被人们一代代传诵至今，经久不衰。

一把轻盈质朴的老蒲扇不仅能够扇风驱
热，还融入了诸多民间智慧，被巧妙地赋予了驱
蚊、遮阳、挠痒、挡雨、垫座等多种用途，可谓是

“一扇在手，百事无忧”。譬如，驱蚊是老蒲扇的
一个重要用途。静谧安详的乡村夏夜，三三两
两的农人聚在一起纳凉聊天，即便是凉丝丝的
风吹着，手里的老蒲扇仍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摇
着。吧嗒吧嗒可劲抽着旱烟的庄稼人，身子周
围烟雾缭绕，蚊子自然不敢接近，而那些村妇们
手里不停挥舞着扇子，让蚊子无法在身上驻足
停留。老辈人说，老蒲扇上有种特殊的气味，蚊
子一闻到就会躲得远远的，即便扇子握在手里
不动，蚊子也不敢靠近。闷热高温的桑拿天，即
便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也会热得汗流浃背，身上
穿的褂子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一些老人别出
心裁，将老蒲扇的手柄别在后裤腰上，高高支篷
起褂子，既避免了被顺着脊梁沟流淌下的汗水
洇湿，又便于凉风畅通无阻地钻入衣衫。老蒲
扇还是老人们随身携带的“痒痒挠”，脊梁上发痒
了，将手中的扇子反转过来，手握着扇面，把一拃
来长的扇柄透过领口伸进瘦骨嶙峋的脊背上，
使劲挠上几个来回便止住了痒。庄户人家向来
节俭，一把老蒲扇用了多年，已经少皮没毛破旧
不堪了，仍舍不得扔掉，顺手丢在灶房的土锅台

上，生火做饭时用破扇子往土锅台的灶膛里扇
风。旧时凡是上了年纪的乡间男子一律剃成光
头，酷暑夏日下地干活或者出门办事，头顶必有
麦秸草帽遮阳，而那些老太太们没有戴草帽的
习惯，炎炎烈日下出门走路，通常将手中的老蒲
扇挡在眼前用以遮阳。夏天的天小孩的脸，说
下就下，农人们在地里干完活，正走在回家的路
上，天空中突然下起了小雨，他们不慌不忙将手
中的老蒲扇遮在头顶，充当雨具。农人们下地
劳作，有时候还要带着无人照看的幼童，孩子玩
累了躺在树荫下睡觉，大人便将老蒲扇置于头
下当枕，据说虫子闻到老蒲扇的气味就不敢靠
近；在外面纳凉席地而坐时，老蒲扇还可以垫座
当墩儿等等，可谓一扇多用，奇妙无穷。整整一
个夏天，村里的老头儿老太太们几乎手不离扇、
扇不离身，无论是下地干活，还是赶集赶会，不管
是纳凉聊天，还是生火做饭，一把老蒲扇朝夕相
伴、形影不离。

从入夏到入秋，一把老蒲扇陪伴着土里刨
食的农人，扇不离手，手不离扇，摇落了太阳，摇
醒了夜晚，摇来了丝丝缕缕的清风和一村庄的
月光，摇出了恬淡悠闲的慢生活。时至今日，随
着空调、电扇的逐渐普及，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
已经很少有人靠轻摇蒲扇消暑降温了。老蒲扇
和许多老物件一样，已经渐行渐远，淡出了人们
的寻常生活。那些在旧时光里浸润过的老蒲
扇，已成为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在我的脑海中
历久弥香，亘古不变。

不要做涧底静止的石子，任流水自梦里流泻而过，不
要做空中浮移的白云，留不下一点碧痕浅纹，要做就做那
永不停歇的风，一季有一季的着色，一程有一程的领略。
要做就做那参天的大树，根须深深扎进黑暗的泥土，树枝
高高地伸向蓝天苍穹。要做就做夏日的蝉，鸣唱着一曲曲
动听的歌。

人生不必逢时，荏苒时光轻弹过。在这大千世界里，
有多少奇妙而又美丽的事物，例如夏蝉，它的生命多是在
黑暗中求索，阳光下却声声嘹亮。生命若是如蝉般带来畅
快欢愉，即使如花凋落亦无悔。

一人独自寻一处幽静的山谷，听流水与走兽之声，闻
野花与泥土之香，望白云与飞鸟之态，思生活与成功之
艰。人们只有在经历种种磨难与低谷之后，才会懂得花鸟
鱼虫的自在。

蝉在黑暗中苦苦求索，终于在夏风轻拂时，一瞬绽放生
命，只为守得云开见月明。坚守是花初绽放的雨露，在坚守
过后是云开雾散。无论是生活之艰还是成功之难，都应如
夏蝉一般让生命开出繁花，守着一个信念待来日月明。

当似那永不停歇的风，仰览蔚蓝天空，俯瞰漫山遍
野。于飘荡未知的路途中，迎接生命的挑战。如春风润物
无声，抚慰严冬，使江南岸杨柳垂散，莺啼绿红；如夏风热
烈生动，风吹不尽，吹散迷梦中的人生；如秋风萧瑟厚重，
吹响丰收号角，把汗水凝为成果；如冬风凛冽不争，吹得沉
重，让我们承载生命的低沉。等领略过了四季飘逸的风，
方能守得云开见月明，如孤蓬万里征。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参天巨木根系深深，博观而
约取，厚积而薄发，大树十年扎根，终成千年大椿。人生亦
如树的一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腐草无光，化为萤而耀
彩于夏月。山川奔腾，沟壑涌动，任你风吹雨打，我自岿然
不动。我们要如春草那般，经风霜，历雨雪，走过时间的积
累和延伸，屹立不动，经历秋天的败落，在冬天里孕育新生，
忍受地下的孤寂，才能守得云开见月明,静待花开有时 。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我是那永不停歇的风，在世
界流浪，身处乌云之下，亦能驱散阴霾露出阳光。我是那
参天的大树，深深地扎进黑暗的泥土，然后高高地伸向蓝
天苍穹，挺起脊梁。我是那夏日的蝉，鸣唱着一曲曲动听
的歌，让生命在阳光下绽放。

真正的成长，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守得住孤
独，耐得住寂寞，让生命得到升华。是猝然临之而不惊，
无故加之而不怒，宠辱不惧，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
望天上云舒云卷。是山间朗月，圆满无缺，灼灼其华而自
熠熠生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勇敢面对，曾经沧海成就
而今桑田，时间虽漫长，但也有斗转星移只道是寻常。人
生虽短暂，但也成就了落日归下，垂髫乘凉，扇蒲下总是
家长里短。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人的成长，到最后还是一
场积淀。在路途上，走得沉稳缓慢。人生的浪，潮起潮落，
风景便在这起起伏伏中若隐若现，静静地积蓄一份力量，
默默地等待一份机遇，方能守得云开见月明，方能拨开迷
雾见朝阳!

愿你我都能在寒林涧漱幽鸣处，守得云开见月明。

天气一天比一天热起来，人也开始不自
觉地向往那些清凉去暑的食物。中午出来
遛弯，走在白亮灼热的阳光下，突然就想念
起清清爽爽、冰冰凉凉、甜甜糯糯的绿豆糕。

这是我们小时候最美味的解暑佳品，
而且是姥姥牌的，蕴含着姥姥温厚绵长的
心意。

姥爷去世后，剩下姥姥一个人，孤零零
地守着偌大的院子。每年放了暑假，母亲都
会送我和妹妹到姥姥家陪姥姥住一段时
间。这时，表妹也会来姥姥家。寂静的院子
一下子闹哄哄的，我们几个孩子像一群欢快
的鸟儿，叽叽喳喳的，没有一刻安静的时
候。姥姥坐在蓬蓬勃勃的绿树下看着闹腾
腾的活泼快乐的我们，脸上慢慢有了笑容。

一天，姥姥的外甥从城里回来，带给姥
姥两盒点心，上面写着“绿豆糕”三个字。
那是我们第一次吃绿豆糕，才知道这世上
竟还有如此美味的糕点。姥姥见我们喜欢
吃，她自己仅尝了一块，都分给了我们。

夜里，妹妹说梦话，竟然还大声嚷嚷着
要吃绿豆糕。第二天吃早饭时，姥姥把妹
妹说梦话的有趣情景讲给我们听，我正喝
了一口粥，忍不住笑起来，一下子喷了满
桌。表妹呢，笑得满院子跑。妹妹年纪小，
并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反而缠着我要分我
的那一份绿豆糕。

这时，姥姥向我们宣布了一件更令人
振奋的事情。她要为我们做绿豆糕。夏日
清晨的院子，洒满了清新爽朗的阳光，我们
的心情比阳光还明亮，高兴得又唱又跳。

对于姥姥能不能做出美味的绿豆糕，
我们一点儿不担心。在我们的眼里，姥姥
就是最厉害的魔法师，很多平常的食材在
她那里都能变成又美观又美味的食物。姥
姥做的绿豆糕，食材主要是绿豆，还有白
糖、糯米粉。

绿豆是现成的，田里种着半亩呢，绿豆
荚已经变成了黑豆荚，浓烈的阳光里噼里
啪啦响，熟得要炸开了。姥姥带领我们收
获了很多结实饱满的绿豆，每个人都背着
一兜，像富翁一样，豪迈地走在幽静的乡间
小道上，一路洒下欢快的笑声。多年过去
了，我一直记得那样的快乐，简直是一杯浓
稠的蜂蜜水，让渐老渐远的时光散发着甜
蜜的馨香。

姥姥做的绿豆糕不但费时费力，还要
有极大的耐心。绿豆头天晚上就先泡上，
第二天一大早，姥姥就起来了，开始煮绿
豆，小火慢煮，直煮到绿豆开花，慢慢成为
绿豆泥。等绿豆泥凉了，放上白糖和糯米
粉，糅合在一起。然后均匀地放在模具里，
上锅蒸熟。姥姥用的模具很特别，几个花
瓣形的白瓷小盘子，是当年姥爷为姥姥特
意烧制的。

蒸熟后的绿豆糕并不是立即就吃，要
等到晾凉后，打来沁凉的井水去冰。而且
井水要隔一会儿就要换一次，因为冰一会
儿水就温了。那时没有冰箱，也不知道冰
箱这回事，而姥姥用这种方法让我们吃到
了冰冰凉凉的绿豆糕。做这些的时候，姥
姥总是很温柔慈爱，一步步耐心地安慰着
心急的我们。

如此烦琐费时费劲的绿豆糕，姥姥一
次只做几盘子，一是天热不能放，一是怕我
们贪嘴，一下子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但姥
姥从不嫌麻烦，经常会给我们做。那时候，
最幸福的事就是期盼着快快放暑假，去姥
姥家吃清清凉凉的绿豆糕。

我们几个孩子闹闹嚷嚷，还为姥姥的
绿豆糕取了个名字，就叫姥姥牌绿豆糕。
姥姥还找出来过年时写对联的红纸，裁成
小小的方块，我用黑色钢笔在红方块上写：
姥姥牌绿豆糕。然后贴在盛绿豆糕的白瓷
小盘外围，看起来有模有样，喜气盈盈了。

岁月无情，也情深。长辈们渐渐老去，
我们小辈们也都慢慢长大了。如今，姥姥
离开我们很多年了，姥姥牌绿豆糕成为生
命中温柔深情的过往，也让我们知道，爱是
可以抵御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寒暑炎凉。

聊斋闲品

♣ 王志荣

守得云开见月明

知味

♣ 耿艳菊

绿豆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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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根 著

谈论当代诗歌，欧阳江河无疑是一
个绕不开的名字。

欧阳江河的诗，厚重而飘逸，自由而
缜密，既充满哲思，又观照现实，在抽象
与具体之间，谋得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他的短诗轻盈精巧，长诗、组诗气势恢
宏，博物与抒情、考据与沉思并举。他以
深邃的思想和高屋建瓴的目光，将历史
与当代、传统与当下、东方与西方文化交
融并置，在解构陈规的同时，构建起了属
于自己的诗歌王国。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欧
阳江河近四十年的诗歌自选集《欧阳江
河的诗》。诗集作为诗人最新的一本编
年诗歌精选集，也是人文社重要诗歌品
牌“蓝星诗库”推出的典藏版丛书的新成
员。诗集精选诗人1980年以来不同时期

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充分展现出诗人不
断变化、突破的写作轨迹和诗歌面貌。

诗歌是一个人日常生活当中非常重
要的东西，中国人在 2000多年前就从语
言当中诞生了文字，又从文字当中给它
不同的功能，比如说记载历史。但更重
要的，从《诗经》时代开始，中国文字的源
头就有诗歌在，一直这样汪洋恣肆地壮
大下来，构成了中国人情感的底色、情感
的史学。

欧阳江河认为一个读诗的人会比一
个不读诗的人更靠谱一点。辛波斯卡曾
经说过，“我偏爱读诗的荒谬，胜过不读
诗的荒谬”，意思是读诗也荒谬，不读诗
也荒谬，不读诗的荒谬比读诗的荒谬更
荒谬。所以为了减轻我们的荒谬，我们
就读读诗吧。

荐书架

♣ 王烨炜

《欧阳江河的诗》：异质混成的多维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