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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毅波杨毅波

热 心 人热 心 人““ 老 鱼老 鱼 ””

温 暖 的 乡 情

“老鱼”不姓鱼，姓余，因为在娱乐活动中
有些“耍滑头”，朋友圈里都称他为“老鱼”。
意思大家都明白，就是“滑”得像条鱼一样。

老鱼是福建人，当兵来到陕西，转业又落
到西安。有人曾问他：“福州多好，你咋不转
业回去？”他把女士们嘴里的话往自己身上
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谁让咱找了个长安
媳妇呢？人家说西安更好么。”

老鱼从一家大型企业工会主席岗位退休，
退休后又在一个慈善机构做了多年募捐和帮
扶工作，今年刚满七十。他个子不高，有些
胖，说话笑眯眯的，嗓门大，虽在陕西工作生
活大半辈子了，但口音未改。单这与众不同的
腔调，就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更别说爱耍个

“滑头”。
举一二例，社区服务中心关爱老年群体生

活，开设了乒乓球、围棋、象棋、麻将等消遣娱
乐项目。别人打乒乓球，发球都是在台面上垂
直抛起，他发球却像从台面下面捞起来的，倏
忽一下，球便飞向对方台面。大家说他发球不
规范。他说：“咱是锻炼呢，又不是真比赛，只

怪他接不住。”打麻将时他话最多，几乎不停
叨叨：“又是个风！你看你看，打啥来啥，又是
个风。”别人三两秒钟出一张牌，他大约得十
多秒。上家每出一张牌，他都要看上十多秒，
说一句“要不上要不上”，然后才揭牌。每揭
一张牌又要在手指间搓十多秒，似乎要把牌搓
出水来；下家有些不耐烦了，都像要打盹了，
牌忽然从他手中飞出来。“就这张就这张，谁
爱糊谁糊去。”大家便笑。往往上下家有意盯
他，自然他脸上贴的纸条、身上挂的“零件”最
多。牌友都烦他出牌太慢，但又都喜欢和他凑
一桌……

和老鱼交往中大家发现，他包里不知装的
什么金银财宝，有时会发出“呛啷”的响声。
有不知情的牌友说他：“咱又不耍钱，你装金
锭子弄啥？”他便笑，拍拍包说：“这是让我看
谁家都有金锭子呢。”知情的人都知道，他包
里装的是别家的钥匙。

老鱼居住的这个社区在城北远郊，虽附近
有地铁站，但年轻人为了工作和孩子上学方
便，常住者少，多半是老年人。进入老年，外

出旅游或看望孙子孙女之事难免。但谁家没
个花花草草、小猫小狗需有人照料一下，老鱼
鬼使神差地成了“编外主家”。

这事得从居住在老鱼家对门的耿老太说
起。耿老太其实还比老鱼小几岁，原来在区机
关工会工作，与老鱼见过几面，住到一个社区
后成了邻居，自然更熟悉了。一天下午，老鱼
正要去活动中心，他开门耿老太也开门，他向
耿老太问好，耿老太也向他问好。他看耿老太
的神情，似乎要对他说点什么。果然，耿老太
开口了：“想给你添几天麻烦。”

“老熟人了，有啥麻烦的？有什么事，你尽
管说。”

“女儿女婿要出去旅游几天，孙子一定要
我也去。我放心不下丢丢，想请你每天帮我喂
喂遛遛。不知行不？”

老鱼知道，耿老太口中的丢丢是那只小狗
狗。耿老太女儿在南郊生态园工作，女婿是刑
警，工作都忙。孙子是她一手带大的，虽然已
是小学生了，仍然缠他姥姥。

“这有啥不行的？我在女儿那里也养过

狗，那狗比丢丢还要大些。再说丢丢我也
熟悉。”

第二天耿老太要走时，丢丢似乎知道事情
原委，没跟着耿老太跑出小区大门，而是乖乖
地跟着老鱼在花园遛弯。耿老太旅游回来，见
丢丢干干净净，毛色比她走时还光滑顺溜，别
提有多高兴，一定要请老鱼去吃碗羊肉泡。这
事三传两传，老鱼在老太太圈里有了名声，三
栋楼百十户，谁外出都把钥匙交给他。有的请
他帮着遛狗，有的请他帮着喂猫，有的请他帮
着养养花。老鱼来者不拒。

逢到长一点的假期，老鱼家有时还像个托
管班。一些人临时外出几小时，会把孙子孙女
交给他照看一下。少则两三个，多则五六个。
老鱼肚子里有故事，《鸡毛信》《小兵张嘎》《小
英雄雨来》等。那拖着浓重闽腔的普通话，孩
子们还爱听。老鱼还爱和孩子们“躲猫猫”

“老鹰抓小鸡”，孩子们回家会告诉爸爸妈妈：
“余爷爷滑得像条鱼一样，逮不住……”

在这个社区，提起老鱼，不仅多数人都知
道，而且名声响。

高铁上的温情
吴双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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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朝林

每每隆冬，自然界萧瑟荒芜，不免心生懒
散困倦，我常愿静卧在火炉一旁，吃茶打盹，
闲度时光。若到饭点，全家人推推搡搡，仿佛
进厨房成了穿山渡河，十足的难。这时候，我
总愿意欣然而起，净手绑裙，深入厨房，做菜
寄所思。

小镇最热闹的当属农贸市场，即使寒冷的
清晨，菜贩子也从不会缺席他的“老位置”，他
们身着宽厚的军大衣，有备而来。集市人群稍
密时，他们妙解衣扣，准备与周围的摊贩来一
场“暗暗”争斗。我提着轻巧的小篮子，慢慢踱
步于各家摊位前，询问菜蔬价格。邻家祖母夸
赞我，少有年轻人像你一样会砍价，真是个过
日子的孩子。

逢冬，萝卜上市，犹记儿时，家中几亩地掘
出的“心里美”萝卜，脆生生，透着微甜，常有
言：“琼瑶一片，嚼如冷血，齿鸣未已，众热俱
平。”摊位上的萝卜长得清灵，水净净、亮晶晶，
想来片片咀嚼，亦有雪梨之甘。但生吃不宜，
若是与五花肉交相融合，炸成肉丸，也别有一

番滋味。
精选白萝卜汁水充盈，洗净后插成丝，于

锅中煮熟捞入凉水备用。这时候，若配以红萝
卜丝，颜色便更是精妙。萝卜水分充足，掬入
纱布，挤掉水分，末了，刀将萝卜丝轻剁几下装

盆即可。盆中加以剁好的肉、葱花、生鸡蛋、食
盐、耗油、花椒粉等调料，拌匀后腌制片刻，才
可用小勺将馅料顺锅丢入油中浸炸，并不时滚
翻，金灿灿的萝卜丸子酥酥脆脆，爽口清香，全
家人最喜欢吃。

除过萝卜，冬日里的白菜也可登大雅之
堂。自家地里的白菜，叶片翠绿碧娇，菜心淡
黄清雅，的确是冬日菜蔬里的娇子。白菜可
炖、炒、熘、烧、煎、烩、拌，故有俗语：肉中就数
猪肉美，菜里唯有白菜鲜。全家老少，人口众
多，我最愿烹炒白菜豆腐大锅菜。五花肉煸炒
出油，葱姜蒜炒香，土豆块颠锅大炒至五分
熟，再放入白菜，搁置油煎过后的豆腐，倒入
适合的酱油调味。入水慢炖过后，菜上方铺满

粉条，不过一会大锅菜便能出炉，若能架置在
火炉之上，慢炖入味，白菜也算是有了真正的
归属。

俗语言：“宁可食无肉，不可饭无汤。”祖父
体弱，久病缠身，每日餐食，我最精心烹煮的便
是汤了。菌菇鸡汤滋阴润燥，最适宜冬日进
食。三黄鸡一只，平菇、杏鲍菇少许切丝，整鸡
宰杀，只需料酒、咸盐，小火慢煮，便可成汤。
冬令进补，汤解其中味。

汪曾祺先生说：“无事静坐，一日当两日；
心闲气静，恬淡平和；写字，画画，做饭；擎自然
收获，如此好好。”饭做多了，去市场采购，陌生
人也成了熟人，他们向来友好，一直打听我做
饭的技艺，我送他们一个字“爱”。爱能催生出
无穷的潜力，就像简单的菜蔬，若能精心烹煮，
也会滋味浓烈，让人心心念念。

此刻，一缕斜阳落入院中，屋外悄静。路
上有隐隐步声，时远时近，或许每个人都在某
个角落慢煮生活，只是那味道，或甜或咸，或辣
或苦，都不尽相同。

成长是每个人无
法回避的话题，像一
条不断蜿蜒的河流，
穿越不同的季节与风
景，又如同阳光洒在
黄土地上，既带来温
暖，又揭示出尘埃的
无处不在。

在得知自己要在
培训过程中准备一个
十分钟的课前演讲时，

我的内心是非常抗拒的。一方面，对于自己
单调平淡的生活实在想不到有什么可以拿
出来分享的话题；另一方面，由于长时间没
有练习，对于上台演讲感到恐惧和排斥。

演讲前期那半个月的准备时间对我来
说真是日日煎熬。我不断地去总结回想自
己的人生经历，希望从中寻找到合适的主
题，也试着从网络上去寻求一些帮助，随着
获取的信息量变大，我脑子子一闪而过的
想法便非常多，思维就越混乱，整个人变得
非常焦虑。

同事宋哥注意到了我的情绪变化，真
诚地对我说：“这次演讲对于你们来说是一
个非常好的展示自我的机会，没必要过分
焦虑。还记得你刚入职的时候参加公司组
织的演讲比赛吗？你当时在台上热情洋溢
的演讲得到大家一致好评，你有好底子在，
想办法把当时的状态找回来。”

宋哥的话犹如醍醐灌顶，唤醒了那个
陷入自我否定陷阱的自己。还记得自己刚
入职3个月时，公司举办“追赶超越我先行”
主题演讲比赛。当时我对公司业务只是了
解大概，对于具体业务实际还停留在“一知
半解”的阶段。为了写好演讲稿，我利用下
班时间不断去和公司前辈们请教，学习业
务知识和演讲稿写作的技巧。为了达到脱
稿演讲，我一个人站在寂静无人的操场上
背诵稿件、练习演讲表情和手势。别人准
备了一个星期的演讲，我足足准备了一个
月。充足的准备帮助我战胜了对于演讲这
件事，舞台上的我以饱满的热情和获得了
比赛二等奖，与一等奖分数差距仅0.03分。

我开始不断反思自己，反思自己的怯
懦，反思自己的虚荣，反思自己丢失的坦然
面对失败的良好心态。卸下自己加注在身
上的包袱后，我轻装上阵，很快整理好自己
的思绪，完成了演讲稿的撰写，并通过反复
练习完成了脱稿演讲。

通过倾听、学习其他同学的演讲，我觉
得自己的演讲在内容安排上还存在一些不
足，需要我在今后的演讲设计过程中不断
改进。但是能够找回勇气，勇敢地面对考
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成长，常常发生
在那些你以为最黑暗的时刻里。它不是灯
塔，而是深渊里的微光。你必须先摔入谷
底，才能学会如何攀爬；你必须揭开内心的
伤口，才能真正明白痛苦不是枷锁，而是重
生的钥匙。

通过演讲让我明白，生活中遇到的任
何“疑难杂症”都有“方”可解，我们需要做
的就是做好充足的准备。准备好一往无前
的勇气，准备好克服困难所必需的技能，准
备好坦然接受结果的淡定与从容，准备好
不断反思改进自己的谦卑与坚韧。

千里姻缘一线牵。前不
久，侄女玲玲要远嫁甘肃武
威民勤县，距离我们宝鸡千
里之遥。深受老陕“好女不
远嫁”传统观念的影响，加之
听说民勤地处沙漠之中，生
活条件艰苦，作为长辈，心中
既不愿也不舍。

为了减轻心中担忧，我
仔细查阅了相关资料得知，
民勤地处古丝绸之路要冲，河西走廊东北部，石
羊河流域下游，东、西、北三面被腾格里和巴丹吉
林两大沙漠包围，有“中国沙乡”之称，也是有名
的“文化之乡”“教育名县”。网上说的都挺好的，
但民勤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孩子出嫁那天，一定
要送一趟。

因为路途遥远，并不是所有的亲朋都去送
亲，玲玲的父母在家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出阁
宴。联系好去民勤的车，我们就准备提前一天出
发送孩子。凌晨 5：30，闹钟把我吵醒，等穿衣洗
漱完赶到玲玲家，送亲的都到了一大半，每人着
急忙慌地咥碗臊子面就朝民勤驶去。刚驶上高
速，老天下起毛毛细雨，仿佛也为远嫁的侄女伤
感流泪。我们这一行20余人多数是第一次出远
门，大家一边透过车窗领略车外风景，一边家长
里短地谈笑着，送亲之路也觉得不那么遥远了。
到达民勤时，已是傍晚7点多。

下了高速，再行驶半小时终于抵达目的
地——亲家安排的一家酒店。他们非常热
情，刚进客房，就满面春风端着果盘走进来：“这
是我们民勤蜜瓜，皮薄肉多、软糯多汁。这是人
参果，强心补肾、生津止渴、鲜美可口，快尝尝。”人
参果让我的舌尖得到极大满足，记得《西游记》中
的一段描写，在万寿山有一种灵果叫“人参果”，
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 ，三千年成熟……闻一
闻能活三百六十岁，吃一个能活四万七千年的神
话传说。在民勤这个让人感到荒远的地方能品
尝到人参果，也算过了一把神仙瘾！

民勤人真诚好客，在当晚的接风宴上，玲玲
的家公说：“明天是孩子大喜的日子，为孩子的事
操心受累，你们不远千里来道喜祝贺，今晚一定
要开怀畅饮。我们这儿的规矩是碰三喝一，我先
带头转一圈。”说话间，他频频举杯，轮番碰杯，妙
语劝酒，初次见面，两家人就显得其乐融融。

第二天上午10点整，迎亲的车队来了，在宾
馆进行完传统习俗，新郎和新娘坐着头车，送亲
的人拿着嫁妆跟随其后。我坐的车紧跟着头车，
车队缓慢有序地行进在街道上，干净的街道、整
齐的绿化带、栉次鳞比的商铺，还有川流不息的
车辆……这哪是传言中“地方穷、风沙大、环境
差”的民勤县。

上午婚礼结束，下午我们游览了民勤沙雕公
园。走进公园，有人在滑沙，驻足赏析，拍照留
念。放眼望去，优美逶迤的沙漠蜿蜒起伏、雄姿
奇伟，在这浩瀚的沙漠中，一座座风格各异、独一
无二的雕塑和浑然天成的塞北风光相映成趣。
这些雕塑是静态的，但当它置于滚滚大漠中，这
种静态会被流沙映衬，铭刻着时空的变幻，铸造
出特有的审美意象。荒凉的沙漠顷刻间充盈着
生命的律动，这是生命的力量，也是艺术的力量。

第三天早上，我们每人吃了一碗兰州牛肉拉
面后，便踏上了回家的路。千里送亲，在绵绵的
亲情中结束了行程。三天的时间虽短，但民勤留
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刻。送亲回来常常想：也许荒
凉的地方也很美丽，富裕的地方还有许多不如
意，就如同这婚姻，没有爱的婚姻就不幸福，有爱
的人生便不再荒凉！

高铁缓缓地驶入站台，一位身穿黑色外套的
母亲，背着仍在睡梦中的孩子，缓步走向车门。
她时不时回头，温柔地注视着那张安详的小脸。
孩子的小手紧紧抓住她的衣领，仿佛在梦中也不
愿放开这份安全感。

车厢柔和的灯光落在母子身上，母亲的黑色
外套如夜空般深邃，映衬出她的坚韧与温柔。她
微微弯身的背影，承载着孩子的安宁，宛如整个
世界的温暖。孩子的脸庞在梦中显得格外恬静，
呼吸轻柔而均匀，仿佛一朵盛开的花朵，散发着
无尽的甜美。他的小手紧握着母亲的衣襟，传递
着无形的依赖，也仿佛在告诉母亲：“有你在，我
就无所畏惧。”

在高铁的喧嚣中，母亲的目光如水般温柔，
流露出无尽的爱意。她小心翼翼地调整着背上
的孩子，生怕惊扰了他那美好的梦境。她的每
一步都稳健而坚定，为未知的旅程注入力量与
希望。从她举止的细微之处，令人感受到她心
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孩子成长的无限期
待与祝福。

在那一刻，时间似乎静止了，周围的嘈杂声
也好像被这份深情所淹没，只有她们母子之间那
种无言的默契在空气中流淌。随着列车门缓缓
打开，母亲轻轻迈出第一步，脸上洋溢着期待与
满足的笑容。

寒冷的冬天里，在这段高铁之旅中偶遇的
温暖画面，虽短暂，却在心中留下了永恒的印
记。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那孩子走到哪里，有
母爱的陪伴，将始终是他最坚实的后盾与最温
暖的港湾。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又到一年冬季。立冬
后，风中明显带了凉气，天空低压压的，伴随着
丝丝雨滴。

最近的天气就像人的心情一样，喜怒无
常，变幻莫测，也让人的心情和穿衣出现了一
些不确定性。但在我心中，始终对雨丝有一种
特别的认识，细雨如筛，雨丝如乐，淅淅沥沥。
每年这个时候，外面残叶飘零，家里暖意刚至，
这时躺在床上，闭上眼，听窗外的雨声，简直就
是大自然最美的乐曲！

细细的雨点落在树叶上，仿佛一位仙女踩
着树叶降临人间。窸窸窣窣的脚步，那么轻那
么柔。侧耳细听小水珠从一片树叶落到另一片
树叶的“滴答”声；从楼顶聚集的雨滴在楼下的
雨棚上，“啪嗒，啪嗒”摔成一个个重音，像音乐
演奏中突然出现的休止符；屋顶排水管里的水
流，时缓时急流向大地，让大地孕情，这也是四
季中最动人的一刻。雨丝轻轻飘洒，滴滴湿润
大地，将秋的残骸冲刷得干净，以一种崭新的姿
态迎来新的开始。这雨，不仅是天空的礼物，更
是降临在每个人心间的一股暖流。

(一)
春天的雨是轻柔的使者，如牛毛、似花针，

更像细丝般的雨，宛如织女手中的银线轻轻飘
落。它是大自然派出的甘霖仙子，润泽着大地，
唤醒沉睡的万物。每一滴春雨都带着新生的喜
悦，似是对世界充满了期待。小草在雨丝中舒
展，宛如新生婴儿伸着懒腰，那是对生命复苏的
欣喜；花朵在雨丝中娇嗔，恰似娇羞的少女轻舞
罗裙，那是对滋润的感激。那点点雨丝，像是大

自然温柔地抚摸，带着希望与生机，为世界染上
清新色彩，恰似一幅淡雅的水墨画，晕染出春之
韵，让人心里满是温暖与希望。

（二）
夏天的雨是激情的鼓手，它像千军万马奔

腾而来，豆大的雨点如战鼓般敲响在天地间。
那雨，是脱缰的野马，肆意奔腾。每一滴夏雨
都蕴含着奔放的热情，像是要把所有力量都释
放出来。打在荷叶上，荷叶成了它的舞台，荷
叶下的水珠像是灵动的音符在跳跃，那是一种
欢快的嬉闹；落在湖水里，激起层层涟漪，像是

奏响激昂的交响曲，每一个音符都在湖面上跳
跃、欢腾。那倾盆而下的雨，有着宣泄不尽的
热情，在闷热的夏日里释放着无尽活力，为世
界带来清凉与畅快，仿若一场盛大的狂欢派
对，让人也不由得随之热血沸腾，心中的烦闷
一扫而空。

（三）
秋天的雨是哀愁的诗人，丝丝细雨，宛如断

肠人的眼泪，带着丝丝凉意，从空中洒下。每一
滴秋雨都似承载着对离人的思念，带着淡淡忧
伤。它打湿了枫叶，让枫叶红得更艳，似火般燃
烧在雨中，却又透着几分凄美，宛如佳人泣血，
令人心生怜悯。秋雨淅淅沥沥，像是在诉说岁
月的沧桑和离别，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每一丝
雨都牵扯着心中的愁绪。为世界披上一层忧伤
的薄纱，恰似一首古老的悲歌，吟唱着生命的悲
欢离合，让人沉浸在一种凄美又惆怅的情感中，
思念起远方的亲人和逝去的时光。

（四）
冬天的雨是冷冽的画师，冰冷的雨丝夹着

雪花，在寒风中飞舞，像一把冰冷的刀，切割着
世界的温度。每一滴冬雨都透着孤独与坚毅，
仿佛是岁月沉淀后的冷静。它描绘出一幅萧
瑟的画卷，让世界变得寂静而单调。然而，在
这冷寂中又有着别样的坚韧，冬雨用它独特的
笔触，勾勒出生命在严寒中不屈的轮廓，犹如
一位冷峻的艺术家，在冰天雪地中展现生命的
倔强之美。这种冷冽中有对生命顽强的敬意，
让人在寒冷中感受到一种深沉的力量，也让孤
寂的心有了一丝慰藉。

邀几位文友，前往北山刘明老家喝黄酒去。
是冬季，北山却树木葱茏，落叶林白黄红蓝

的叶子还挂在枝头，山风拂过，飘飘落落。溪，
越来越细；林，越来越密；天，越来越低；云，越来
越白。过一弯，山嘴边就有露出土墙瓦屋小房，
刘明说到了。下车，见炊烟淡淡，左飘右忽，上
了蓝天。

阳光耀眼，从门前的竹林上方射来，形成一
道道斜斜的光柱，落在院头，成为晃来晃去斑斓
的花朵。刘明的父亲刘叔早把火笼烧得旺，两
盆疙瘩火蹭蹭地扶摇着红火苗，搅得上方透明
的空气忽左忽右。山果、花生、瓜子早都摆好，
一杯杯自产的绿茶，绿莹透明，腾着白烟。

刘明的妻子梁老师坐在她母亲身边，拉着
手嘘寒问暖，母亲一个劲地说：“好！”我逗着她
母亲：“姨，您这儿媳妇咋样？”

“好得很哩，吃的、喝的、穿的、戴的，都是咱
儿媳给弄的呀，你看，这一对玉镯子，就是儿媳
给买的。”说完，取下来一个让我们看，一位女作
家拿起来对着太阳看，连说好玉、好玉。

刘明是个出名的大孝子，对父母孝敬有
加。为了让父母去城市生活，他把老屋的电掐
掉了，水也截断了，目的是接父母去城市享乐晚
年。父母去了，就是住不习惯，三天两头闹着要

回老屋住。刘明想，做儿子的对父母的孝敬还
不够，还要孝顺，顺了父母的心愿，他们的精神
就顺畅了，心情就更好了。于是接了电，通了
水，让父母安安心心在老屋度晚年。

“刘叔，咱城市里的生活多好啊，逛公园、看
汉江多美啊！老屋有个啥留恋的？”

“侄儿啊，你不晓得，咱是土生土长的山里
人，看惯了山林，听惯鸟闹和溪响，嗅惯了土腥
味，高楼里捂不惯啊！不瞒你说，咱睡在老屋子
里，看着月亮在窗前晃，听屋后的柏林松枝响，
就是睡得香。林里转转，菜园头蹲蹲，溪水边立
立，房前屋后的花草看看，心就顺了，饭量也增
了，高兴时对着东山升起的太阳，吼几声山歌，
美得很！咱这儿的空气也是甜的，清早起来立
在竹林下，吸一口空气，就能尝出甜味来。”看着
刘叔返老还童的黑发，我给他竖起大拇指。

绕着庄子转了几圈：右边有一条小溪，清
水潺潺；屋后靠着高山，高山巍巍，一条土路，
上了山顶，交给了白云；门前有竹林，修竹苍
翠；竹林前又是一条小溪，两溪相会，奔流下
游；竹林前又是高高山岭，把个蓝天割成锯齿
状；左有偏房，是灶膛。偏房前有一耳房，堆放
柴火；耳房下是一间平房，是老黄牛的住处。
走过耳房，左是生产香菇木耳的小木屋，整整

齐齐架着菌棒，铁链拴着一只黄狗，见我就扑，
刘叔一声断喝：“眼瞎啦，这是贵客！”狗就不叫
了，低着头，摇着尾巴。

午饭了，院头的圆桌上摆满家乡菜，凉拌荠
荠菜和“六月凌”，碟子中“一汪深潭”；腊肉炒香
菌，红是红、白是白；土鸡焖野菇，黄是黄，灰是
灰；诱得大家丢了斯文，伸筷就夹，先吃为乐。

黄酒上了，淡黄色的黄酒上面，漂浮着针尖
大小密密麻麻的白星儿。刘叔说：“采酒曲子的
草药是咱林子里的，曲子是我采的，九月九这天
做的，你看这黄酒上漂浮的白星星，就是黄酒虫
子，虫子多，黄酒就好。”我端起酒杯，仔细瞧着，
这一杯黄酒就是淡黄色的夜空，闪烁着星星。
我举着杯子先敬太阳，太阳高兴，把一缕含情脉
脉的光给了我和酒杯，我感觉脸上温温的，看见
一道琥珀色的光柱给了黄酒，轻轻抿一口，一股
凉凉的、甜滋滋的、有淡淡苦味的液体，入了灵
魂，唤起了我温暖的乡情，我端起一杯，一饮而
尽，这种痛快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只能对着刘叔
说：“好酒，好酒！”

三杯下肚，看太阳朦胧了。山风起了，竹叶
被刮得沙沙作响，竹林下的鸡高一声、低一声叫
着“姐不回”，打开车窗的我，歪着身子睡去，只
觉得一路上山风呼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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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