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
2022年6月8日 星期三

编辑：刘诗萌 美编：胡健博 校对：桂 璐百 味
电话：029-87344644 E-mail:grbfkb2008@163.com

3

香一瓣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
王
纯

夜色降临，喧嚣归于沉寂。
如果是月色朗照的晚上，我喜欢
来一场诗意而率性的行走。

月光清凉，树影摇曳，人踏
入月色中，仿佛能够走出一首平
平仄仄的诗来，这样的行走有韵
律，有诗意。此刻，我不急不缓
地走着，能够听到自己密集的脚
步声。一段路，安全、整洁、宁
静，我来来回回走了无数遍，好
像每一遍都有不同的感受。

一墙之隔，就是繁华的城市
夜生活。而我独辟蹊径，寻到这
样一个安静的所在。月下行走，
觉得自己与浮华俗世暂时隔开
了，保持着一段清醒的距离。夜
风轻轻荡漾，如水的月光弥漫着，
一地莹白。我有时抬头望望朗
月，有时低头看看月光，就这样走
着走着，走到了尘世深处，感受到
嘈杂之外那让人沉静的气息。

我的周围花木掩映，花开时
节香气馥郁。我有时走着走着
就停下来，细细感受此刻的美
好。我沐浴着月光，就像披了一
件华衣，很有飘逸之感。我听到
虫鸣的声音，仿佛还听到了花开
的声音、草木生长的声音，万物
在夜色中分外富有灵性。

月下行走，就像在安静的夜
里写一首抒情诗一样，内心宁谧
而纯净，完全沉浸在一段美丽
的时光中。我希望能留住此刻
的幸福，希望把时光拉得长些，
再长些。月亮悄悄移动着，树
影也悄悄移动着，我的心却始
终是静的。

有时，我是怀揣着一段心事
在月下行走的。白天的故事太
长、太琐碎、太纷乱，我需要一个
宁静的时刻来把自己的思绪理
清楚。于是，我就走啊走，一路
走来，仿佛甩掉了某种芜杂和
碎屑，感觉心越来越轻，脚步也
越来越轻。

我知道很多人与我一样，喜
欢月下行走。我清楚记得朱自
清先生《荷塘月色》里的句子：

“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
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
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
世界里……像今晚上，一个人在
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
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
由的人……”我也是在享受这
样的感觉，月光作伴，树影相随，
一个人，天马行空，无拘无束，走
出自己心中的海阔天空。

我并非刻意与人疏离，有时
也会约上好友，一起月下漫步。
就像苏轼，与友人张怀民夜游承
天寺。“月色入户，欣然起行”，谁
能拒绝朗朗月色的相约呢？月
下行走，有时真能走出心中的一
种境界，就像苏轼一样，走着走
着，所有的不如意都烟消云散
了，心中只剩下这澄澈的月光，
心境也平和起来，“也无风雨也
无情”。

时常在月下走一走，心像被
月光洗过一般，始终保持明净。

月下行走，走累了就转身回
去。披一身清凉回家，梦会是简单
澄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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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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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定

苦李，是一种形似李子的
山果，在村庄周围比较常见。
齐家沟二道洼的老张家门前，
就长着一棵苦李树，结的苦李
不仅味道酸甜可口，而且果色
黄亮诱人。那些年，苦李树为
老张家赚来人气的同时，也招
致了不少馋猫垂涎的目光。

这天下午早早放学后，我约
上平娃、百田两个伙伴，提上竹
笼，去齐家沟打猪草。其实，我们
打猪草是幌子，打苦李才是目标。

到了苦李树下，除了听到
秋蝉一阵紧似一阵的鸣叫外，
四周静悄悄的。我从一个垂下
来的枝条上摘了几个小苦李，
每人匀了两三个，在身上蹭掉
灰尘送到嘴里，边吃边点头，嘴
里说着“味道不错”。平娃看见
有个较高枝条上藏着几个让人
垂涎欲滴的大果子，便钩住那
根枝条往下拉，无奈始终够不
着果子，稍不留神手上一松，枝
条弹了回去。百田急了，从地
上拣起一根粗枝条，呼地跳起
来，把那几个苦李敲了下来。
或许是用力过猛，百田摔到下
面两三丈处的一个土坑里。我
和平娃赶紧跑下去，边拉边小
声问：“跌疼了没有？”百田摇摇
头。平娃见百田右胳膊肘蹭掉
了指甲盖大的一块皮，血往外

渗，赶忙从地上捏点干面面土
敷在上面止血。百田看看右胳
膊，又望望树上的果子说：“这
叫为嘴伤身呀！”平娃脸上一副
无奈又不甘的表情，小声说：

“看来只能用石头打了。”定下
新的“作战”方式后，我们三人
手上攥着石头，互相使一下眼
色，一齐向树上扔去，几十颗
苦李被打落下来。正当我们
准备拣胜利的果实时，突然传
来“汪、汪、汪”的叫声。原来
我们打苦李，惊动了拴在场院
里的狗。同时，张家老奶奶也
手拄拐棍，颤颤巍巍地走到场
院边，扶住苦李树身喊叫：“都
送过去了，咋还来祸害人？”

我们慌忙拎起竹笼，胡乱
从地上拣了点苦李，准备往洼
口方向走。这时，眼尖的百田
发现，离我们不远处的洼口方
向站着根成伯。正在我们想脱
身之策时，身后传来根成伯的
声音：“你们都到伯这来，把给
你们家摘的苦李带回去，我保
证不告诉你们的家长和老师。”
我提醒：“根成伯喊咱们哩，过
去不？”百田忙阻挡：“咱不能过
去，万一根成伯说话不算数，把
咱三个揍一顿，再把今天的事
告诉大人和学校，咱们就臭到
家了。”还是平娃关键时刻镇

定，他说：“如果根成伯把咱们
告到家长和学校，咱三个一口
咬定没干就是了。咱们现在过
去，我把根成伯稳住，咱们尽快
离开这里。记住，谁也别让他
抓住，不然就完蛋了。”

我们低着头，十分警觉地
向根成伯跟前移动。走在前面
的平娃刚接近根成伯，还没来
得及搭腔，就被他一把抓住，根
成伯笑着对我们说：“你们别跑
了，伯这大笼里装了几网兜苦
李，都是上午刚摘的。我年纪
大了，只摘了较低部位的果
子。打算下午把这些苦李送到
庄子上，让你们几家人尝尝
鲜。谁知走到半路，发现你们
几个崽娃子不对劲，判断你们
来摘苦李，就跟了上来，果然不
出所料。现在你们一人拿一网
兜回家，顺便给庄子上其他几
家也捎上。今后你们不要再来
打了，不仅危险还容易伤到果
树。以后我每年摘了苦李后，
给你们送过去，咱们一言为
定！”我们三个对视一下，不好
意思地从根成伯的手里接过装
着苦李的网兜放进笼里，向他
点点头，算是对根成伯的回应，
然后飞快地离开了。

之后，每年秋天，我们都吃
到了根成伯送的苦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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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恒卫

浆 水 鱼 鱼

进入烈日炎炎的夏日，太阳像一个火球炙烤着大地，
使人浑身燥热。此时，如果能吃上一碗爽口的浆水鱼鱼，
保你全身清爽。

浆水鱼鱼，其实并不是江海河湖中的“鱼”，而是形似
鱼的面食。镇安人土话叫浆水鱼鱼为“蛤蟆骨斗”，即小
蝌蚪的意思。浆水多由芹菜等制成。其实这个叫法十分
形象，也十分贴切，因为做出来的鱼鱼很像小蝌蚪。浆水
鱼鱼可热吃也可放凉吃，夏季特别适宜，可缓解夏季的烦

躁，酸辣爽口，是夏季提升食欲的佳品。
每年夏季，在镇安的大街小巷，常可以看到有上了

年纪的老人推着一辆简陋三轮车，售卖可口的浆水鱼
鱼。这些浆水鱼鱼都是老人手工制作的，现在会做的年
轻人已经很少了。

浆水鱼鱼的种类很多，有豌豆淀粉的，有玉米淀粉的，
也有洋芋做的，在镇安用玉米粉做的浆水鱼鱼最常见。

记得小时候，母亲每年夏天都会做好吃解暑的玉米淀
粉浆水鱼鱼。当时我拉风箱烧锅，母亲在准备好的大碗
中倒入一小碗玉米淀粉，再倒入一小碗清水。用筷子将
玉米淀粉不停搅拌，直到没有干面颗粒为止。在锅里添
入五碗清水，玉米淀粉与水的比例为 1：5，锅烧开后将搅
匀的玉米淀粉水慢慢倒入锅中，边倒边搅拌，直到锅底泛
起大泡，且呈透明状就差不多了。

母亲娴熟地将煮好的玉米糊糊倒入漏勺中，用另一
个马勺不停挤压，细又长的玉米淀粉鱼鱼跌入凉水盆
中。静置几分钟后捞出，放上炒熟的青椒、韭菜、盐、醋、
油泼辣子、香菜等，用筷子搅拌后就可以大饱口福了。

如果用豌豆淀粉做鱼鱼，豌豆粉与水的比例为 1：6，
搅拌成稀糊糊边下锅边用擀面杖顺时针搅动，做法同
上。做出的鱼鱼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如果想做出特色，建议最好做洋芋鱼鱼。说起洋芋
鱼鱼，不由得让人喉咙里荡秋千。用擦子将洋芋磨成泥，
包入纱布中将水分挤出，在滤干的洋芋泥中加入一半面
粉，比例为 2：1，揉成团状，搓成小鱼鱼，之后放入蒸笼蒸
20分钟左右，出锅放入凉水中置５分钟，洋芋鱼鱼就做好
了。捞出后灿如黄花，或炒或拌。

如果用浆水做成汤水鱼鱼，那才令人口齿生津。农村
人家中一般都沤浆水，浆水里拌有芹菜、苦苣嫩叶，色白，
浓似浆，酸而不涩。用蒜瓣炝锅，倒进浆水煮开，舀一勺浆
水菜，放一撮炒韭菜，挖一勺油泼
辣子，汤制洋芋鱼鱼就做成了。
吃一口下肚，回味绵长。

□高春阳

老 沙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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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才

漫说“老话儿”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我们勤劳智慧的先民，总

结凝练出很多实在管用的“老话儿”，涉及生活常识、工
作事业和做人处事各个方面。这些“老话儿”生动有趣、
饱含哲理，是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细品之、深思之，至今依然受用无穷。

“老话儿”告诉我们不曾注意的生活常识。我国自古
以农立国，风霜雨雪对农业生产影响甚大，与百姓生活息
息相关，因而老百姓对天气变化格外关注。记得小时候
夜里在院子里撒尿，夜空中挂着一轮明月，月亮周围有一
道朦朦胧胧的圆圈，像是哪位大仙有意画上去的一样，不
免觉得好奇，惊讶地指着天空对母亲说：“你看你看，月
亮有一道圆圈。”母亲平静地望了望天空，不紧不慢地说
了一句：“恐怕明天要刮大风了。”那时我不知道月亮出
现的圆圈与刮大风有什么联系，她怎么晓得要刮大风
呢？不过，母亲的判断真的应验了，第二天果然大风如期
而至。好在我们预判在先，早早收了晾晒的粮食，给菜园
子里的幼苗做了防护，才避免了遭受损失。后来才知道，
这是祖辈们传下来的老话儿，叫“日晕三更雨，月晕午时
风”。还有那“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意思是早晨朝
霞满天时，往往是下雨的征兆，不宜出行；如果傍晚彩霞
满天，第二天大概率会艳阳高照。我总觉得这些老话儿
非常有趣，此后每每看到类似的天气现象，便留意观察，
虽然不是百分百准确，却也多有应验，看来还真有几分气
象学上的科学道理呢！

“老话儿”教给我们如何提高办事功效。生火做饭、

劈柴担水、耕田种地……这些老百姓的日常劳作，长年累
月，日日不息。但干活亦有窍门，会干的，干得又快又
好，不会干的，费尽力气却收效甚微。就拿烧火来说，有
的人搞得熏了双眼、黑了双手，眼泪鼻涕一大把，却只见
烟大火小，锅烧不开，饭煮不熟；再说劈柴，有人劈到双
手发麻，甚至伤了腿脚，却没有劈开来多少。直到有一天
老人点了窍，告诉干活的后生“人心要实、火心要空”，要

“顺风吹火、照纹劈柴”，照此操作果然立竿见影，事半功
倍。还有那“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近山识鸟音，近水
知鱼性”等，告诉我们办事要抓住要领，顺势而为；要弄清
来龙去脉，点到穴位上、叨到关键处，方可收显著之功效。

“老话儿”告诫我们做人处事的道理。我们常说做事
要持之以恒、善始善终，不可半途而废，要坚持把最后的
事情做好。道理千真万确，但这文绉绉的书面语，不如一
句“天明尿了炕、饭熟砸了锅”来得到位，让人在诙谐幽
默中明白事理，且印象深刻。我们在劝导家庭和睦、夫妻
和解时，有时说得口干舌燥，倒不如一句“天上下雨地上
流，小夫妻吵架不记仇”在缓和气氛上来得管用，说不定
正噘嘴生气的小媳妇听了也会破涕为笑呢！

我们常说做事要留有余地，不可把事情做绝了。其
实就是老话儿“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意思。我们
还知道坏心情不好，要注意管控好自己的情绪，以免错上
加错。老话儿对此总结为“一怒之下踢石头，只能痛着脚
趾头。”如果脑子里装着这句老话儿，相信我们大抵也不
会因一时愤怒而做出蠢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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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在东北经营过一家石材厂。
刚建厂那会儿，凭一股热情赶鸭子上架，挖掘机和铲

车都不认识。后来才知道两种“大力士”都有铲斗，挖掘机
是铲斗朝下，“手”往下抠；铲车是铲斗朝上，“手”往上端。

那时候一边建厂一边挖石头。矿上我雇了一辆挖掘
机每天在土里“刨食”，第一天挖了整天没见几块石头，
挖出来的光是土，第二天也是一样，我就傻眼了。挖掘机
一天租金 3000元，挖不出几块石头，赔大发了。

挖掘机老板跟我讲，让我安排一个人夜班值宿，挖掘
机价值上百万，晚上必须有人照看着。没办法，我委托村
主任请来附近一位村民——老沙头，七十多岁，身子骨硬
朗，他要求每天晚上光打更，五十块钱工资，明知有点
高，我咬牙还是同意了。

老沙头在这待了两个晚上，第三天找我，一脸忧虑地
说：“高老板，你在这儿挖不出石头，每天浪费那么多钱，
我看着都心疼。”

我无奈地说：“大爷，我也没办法，虽说这里是矿区，
可石头在土里，我看不见摸不着呀！”

老沙头幽幽道：“俺知道啊。”我诧异起来。
老沙头问我：“高老板哪年人呀？”

“1971年。”
老沙头说：“俺 20岁就在这打石头了，哪里有石头哪

里没石头，都搁心里装着哩。”
我惊奇道：“您老长了透视眼呐？”
老沙头眯起透视眼说：“石头是火山岩浆经过亿万年

才长成，不像庄稼一年一收，就像人的血脉，在土里也是
有经络的呀！”

我不禁心里肃然起敬，赶紧问：“那您来指挥好
不好？”

老沙头用手指百米开外山坳处：“明天在那儿挖。”
果然，老沙头手指所向就成了我希望所在。第二天

看着一块块石头像花朵一样次第开放，我心里繁花似锦，
立马说：“从今儿开始，大爷您不用值宿了，工资给您每

月 3000块，做管理吧，管矿，不用干活，支嘴就行。”
老沙头眼里放出光芒，这束光芒，照亮了他自己的余

生，也照亮了我的生意。这一干，就是六年。
相处久了，我俩感情深厚起来。他每天按时上下班，

工作兢兢业业。慢慢的，我把矿上活计全部交给他，有权
有闲。

在这片地脚混久了，认识很多当地农民。村里就有
人跟我吹风了，说：“老沙头脾气躁，又倔又犟，村民们都
不待见他。偏偏遇上高老板你这样的好人，重金相聘，硬
是把一块豆腐捧成金砖。”

我就笑了：“你说的没错，我用谁都行，事实上是老天
指派他来，先认识我，就是我和他的缘分。”

后来有一天他找我，说上个星期老伴去世了。我吃
了一惊，问咋不告诉我，老沙头不好意思地说：“这些年
你对我这么好，不好再麻烦你，不过有个事还真得麻烦
你，能不能在厂里给我做一副石头棺材，老伴先葬我后
葬，石棺毕竟万年牢。俺打了一辈子石头交道，也算有个
善终。这个我给钱。”

“这咋能收你钱？”
他说：“孩子你不懂，打棺材这种事一定是要自己付

钱的。”
“那好吧，收您 10块钱。”
直到六年后的一个冬天，厂里季节性放假。老沙头

大儿子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老爷子急发心梗去世了。闻
言我大吃一惊，连忙赶到他家。他大儿子拉着我的手在
灵堂前悲戚，满脸感恩戴德地说：“高老板你给足了俺家
老头面子，这六年家里三个儿女谁也不用操心老爷子，俺
们原本每月支付的养老钱，他都不要了，临终前还攒下十
多万分给我们。您是个大好人，您比俺们都孝敬。”

我看着老沙头灵堂上的黑白照片，那张老脸沟壑纵
横，沧桑里不知埋藏着多少故事。

鞠个躬，我转身离去。心里明白，谁的照片都有变成
黑白的那一天。

那年高考，狂风携着暴雨，
雨像断了线的珠子倾泻而下，
那汇集地上溅起无数水花的湍
急，真有千军万马驰骋疆场之
势。狂风在暴雨中肆虐呼啸，
像发怒的将军挥动着手中的鞭
子，风过之处，树摇花颤，我的
心像被一根无形的鞭子在抽
打，痛得难以言说。

17 岁的花季，我却遭遇到
雨季，我厄运降临困囿轮椅，医
生告诉家人脊髓损伤是不能修
复的，高位截瘫是医学界无法
攻克的一道难题，轮椅将伴我
终生。

那天，地面一下子水流成
河，大雨淋湿了房屋与树木，也
仿佛淋湿了我眼前的整个世界，
更是淋湿了我隐隐作痛的心。
大雨中，我神思缥缈，仿佛又回
到高中校园，坐在让我日思夜想

的教室里，周围只有同学们对书
沉思和“沙沙”写字的声音，那做
不完的试卷和总也背不完的英
语单词，于我，却像一部部未读
完的小说般充满诱惑。电视正
在播报当天的高考场景，隔着屏
幕我都能感觉到那种紧张与“拼
杀”之感，用没有硝烟的战场形
容，真不为过。我竟然随着镜头
看到了我熟悉的校园，看到我的
教室和正在低头答卷的我的同
学，他们在认真地奋笔疾书，完
成那张人生最重要的答卷，我一
瞬间情难自控，泪流满面……

高考结束，同学们一起来看
我，他们给我聊着高考的紧张与
粗心。有人说，我竟然“大意失
荆州”，把一道对的题给改错了，
硬生生把 10分丢了，他懊悔得
恨不得抽自己几个耳光。还有
人说，自己竟然因为前一夜转辗

难寐，早上跑步到考场。就这，
他还哈哈一笑说：“我还好，总算
有惊无险，还有马大哈呢，把准
考证都给弄丢了。”一个平时总
喜欢制造笑料的男同学，长舒一
口气说：“这下总算解放了，这要
人命的高考，想想真跟做噩梦一
样。这下再也不用听那句‘分分
分，学生的命根’了，再听这些，
过耳旁风与咱无关了。”

岁月峥嵘往事如烟，仿佛
弹指一挥间，时光已走过半个
甲子，我终究还是用另一种形
式——全国自学考试，圆了我
的大学梦。尽管读得极为艰
辛，我仍旧咬牙坚持，硬是考到
了那张我梦寐以求的红色证
书。经历了岁月磨砺再回首过
往，高考的缺席虽让我此生无比
遗憾，但人生这张答卷，我却在
努力填写，只为此生无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