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亲开启新生活
■黄廷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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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之物语】
故乡的冬天，是孩子们的天

堂。一个个穿得毛绒绒的，在雪
地上追逐嬉戏，信马由缰。不知
谁先抓起一把雪扔进别人脖子，
一场雪仗由此打响……堆雪人，
滚雪球，滑雪橇，欢喜热闹，肆意
张扬。两手通红，眉结霜，鼻涕哧
溜溜淌，任凭大人吼破嗓子，依
然无法收场。故乡的冬天，带着
温暖的炉火、浓浓的亲情，时常
在我的梦中打望……

——姜国建

【故乡的冬天】

冬天是安静的。空气中涌动
着一股冷飕飕的气息，这是冬日
给人们特别准备的礼物。它知人
们怕寒，所以告诫人们要在红泥
小火炉旁围坐着，读读书，思考
思考未来，规划规划人生。我喜
欢冬天带来的这份感觉，简约，
干净，清清静静，宛如一幅简单
的水墨画，不需要浓墨重彩，只
需要一点白描，就能描绘出心中
所期待的模样。——管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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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人间

【冬槐】

在老家的门前，有一棵
大槐树。冬槐上还有一个鸟
窝，还有几只鸟儿时不时地
吟唱着小小的幸福。饱经风
霜的冬槐，默默地挺立，把
发达的根系延伸到大地的
深处，一点点地汲取着成长
的营养。老父亲说，只要仔
细丈量一下冬槐的枝干，经
过一冬的生长，那些枝干都
会明显地变粗。

——邓荣河

人生百味

人生感悟带妻子去染发
■顾士忠

和妻生活了 20 余年，她对我
讲 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等你一
起”……

晚上，无论我多晚回家，妻总会
等我回来一起吃饭。她说，等你一起
吃饭，听你品评我的厨艺，感觉饭菜
特香。

那阵子，我和妻都如痴如醉地观

看一部电视连续剧，一集都舍不得落
下。

有一回，我到家很晚了，此时，正
是那部电视剧的播放时间，见妻子正
在看别的节目，我吃惊地问：“你咋不
看电视剧呢？”妻笑着说：“反正咱们
电视有回看功能，等你一起看电视，
一起聊剧情，多有意思呀。”

一天，在妻子梳头时，我蓦然发
现，她看似浓密的青丝里，竟然躲藏
着许多白发。我大叫起来：“看，这么
多白发！”妻朝我淡淡一笑：“有什么
大惊小怪的，老了。”我的心一沉。我
知道，那些白发，是妻子为家庭操劳
而被岁月浸染的沧桑。

“你看，你一点都没变，还是那
么潇洒、帅气，而我，倒像个老太婆
了。”妻望着我，晃了晃头，幽幽地
说。

第二天，不顾妻子的反对，我
连拉带拽地把她带到一家美发店，
不仅让她染了发，还让店主重新给
她塑造了一个发型。望着镜中的自
己，妻兴奋得脸都红了：“这还是
我 吗 ？我 感 觉 自 己 年 轻 了 好 多
哩。”

不过，妻很快又后悔了。回去
的路上 ，她 不 停 地 唠 叨 着 ：“ 都
是 你 ，为 什 么 强 迫 人 家 来 做 染
发 ？这 染 发 钱 ，够 买 多 少 蔬 菜 水
果 呀 ……”望 着 她 ，我 轻 轻 地 说 ：

“我想等你一起……一起变老。”

前不久，妻刷抖音时居然刷到了母亲拍的视频。
她惊讶极了，赶紧拿着手机指给我看：“这不是咱家
房子吗？你看，院子里的柿子和石榴都红了，还有门
口的水泥路……”

我拿过手机仔细一看，那头像确实就是母亲，院
子也是我家的院子。为了再次确认，我又打开了这条
视频的主页，上面显示的抖音号就是母亲的手机号。

“哎呀，这老太太不简单啊！去年才学会用微信，
今年就开始学人家拍抖音了呢！”我惊喜地说。

当天下午，我把这个消息告知了弟弟妹妹。他们
都很吃惊。小妹脑子转得快，她提议：“咱们先别和娘
说咱知道了她发抖音的事，先偷偷关注着，给她点
赞，再帮她转发。”

“嗯，好主意，我上午就关注了。”妻点了点头。
这段时间，妻子玩抖音也上了瘾。她把每天上班

路上随手拍的风景，在空闲时发到抖音上。偶尔有人
点个赞，她就兴奋得很。她对我说，如果母亲的抖音
视频也能得到关注、点赞，她肯定也会很高兴的。

果不其然，当晚我给母亲打电话时，就感受到了
她的那个兴奋劲，就连说话的声音都比平时高了几
个度。

我故意问母亲:“娘，您是不是有啥高兴事呀？”
母亲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也没啥事，嘿嘿……”

“不是吧，我咋听着娘说话和平时不大一样呢？”
“嘿嘿，光儿，我学会拍抖音了。”
“是吗？娘，您比我还强呢，我都不会玩抖音呢！”
“儿子，你不知道，娘拍的抖音视频还有十几个

人关注、点赞呢！”
“是吗？娘，您真棒！”
“不对，光儿，我咋感觉你知道这事呢？你是不是

也给娘点赞了？”
我扑哧一声笑了：“娘，您刚才和我说了，我才知

道。再说了，我上班那么忙，又没时间玩抖音。”
“嗯，我想也是的。我和前院你三婶子，还有后院

你大嫂子，俺们几个都是刚开始玩抖音。她们比我还
早学会几天呢，但她们没我的‘粉丝’多，哈哈！”

“娘，您都有‘粉丝’了呀，好厉害！”
听着母亲快乐的笑声，我也特别开心，就对她

说：“娘，您以后发抖音的时候可以换换花样，比如咱
家里有好多老物件，您可以在拍的时候给视频配个
音，讲讲这些老物件的来历，还有用途啥的。这些东
西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也没见过，在他们眼里可是
稀罕物呢！”

“好，好，娘听你的，嘿嘿，反正我在家闲着也没
事干。”

我把母亲的抖音视频转发到了我的微信朋友
圈、工友群及同学群里，并注明：这是我母亲拍的抖
音。有不少人特意去关注了母亲的抖音号，还给视频
点赞并留言。

一天，母亲打来电话，声音有些激动：“光儿，你
说的这招真好使，今天都有100多人给我点赞了呢，
还有人留言。”说到这里，母亲停顿了一下，叹了口
气。我知道母亲的心思：“娘，别担心，等我有空回去
的时候，替您回复他们。”

“好，光儿，这样我就放心了。你说人家那么热心
地评论，咱哪能不理会呢？你又不是不知道，娘不识
字，只会发语音，嘿嘿……”母亲在电话那头又笑了。

又见红薯花开
■袁宝霞

去年，一位好友送我一些红薯
叶。她说，红薯叶子蒸着吃，梗可以
炒着吃，味道鲜美。老公留下一根
梗，栽到花盆里了。我笑话他白费力
气，就一根梗怎么能活？想不到一年
过去了，它竟然长成了一盆风景。心
形的叶子，绿意盎然，点缀着我家的
阳台。

前段时间，楼下的嫂子又在我
们两家储藏室门口的空地上，栽了
几棵红薯秧。每次，我都会多看一眼
这片红薯秧。

一天，我忽然发现绿叶丛中开
了几朵花。开始还以为是别的花缠
在秧上呢，但仔细一看竟然是红薯
花，粉红色的，样子像牵牛花。我
不知有多少年没见过红薯花了，差
点认不出来了。望着绿叶丛中的这
朵花，不禁又勾起了我的记忆。

初秋季节，蓝天白云下，红薯秧
一碧万顷，像绿色的海洋。粉色的花
儿点缀其间，像一个个小喇叭吹奏着
生命之歌。红薯也叫地瓜，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农村土地粮食产量很低，
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到了春末夏初就
大面积种植产量偏高且易管理的红
薯。

红薯浑身是宝，连叶子也可以
吃，有提高免疫力、保护视力、解毒
等作用。红薯的吃法可多了，可以煮
着吃、熬粥喝、烤着吃，还能把煮熟
的红薯切成条晒成薯条吃，或者腌
咸菜等。难怪当年流行着“红薯汤、
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的顺口

溜。
我是吃着红薯长大的。隆冬时

节，从学校回到家里后，我已是饥肠
辘辘。这时母亲会从灶膛里取出一
块热乎乎的烤红薯递给我。我慢慢
地剥开那层被烤得变了颜色的皮，
焦黄松软的红薯瓤就呈现在眼前，
阵阵香味便会伴随着丝丝缕缕的热
气直入鼻翼。吃着香甜可口的烤地
瓜，那热中带烫的感觉，足以抵御三
九严寒。吃完顿时感觉浑身暖和，心
情愉悦。

还记得当年红薯大丰收，村民们
都会把红薯擦成片，晒到房上。一片
片白色的红薯片在太阳的照耀下很
壮观。晒干后可以磨成面蒸成窝窝
头，可以制作淀粉，还可以加工成粉
皮、粉条等，满足了那个年代人们的
味蕾。

冬日的夜晚，一家人围着小火
炉聊天，我把几片红薯干放到炉子
上烤，一会儿，地瓜的香味弥漫整个
小屋。吃着又香又酥的红薯干，听着
父亲给我们讲故事，一家人其乐融
融，感觉很幸福。

红薯，本是乡间寻常之物，但在
那样一个特定的年代、特定的环境里
却滋养着那一代人的生活。

如今，我们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鸡鸭鱼肉已成了家常便
饭。红薯不再是充饥之物，却成了养
生保健的佳品，其营养价值居世界
卫生组织评选的“十大最佳蔬菜”之
首。一夜之间红薯从灰姑娘变成王

后，成了舌尖上的“贵族”。拔丝地
瓜、地瓜丸子等已上了餐桌。用烤箱
烤出来的红薯更加香甜可口。

昔日吃红薯充饥，时下吃红薯
品味。但无论时光如何流逝，在我记
忆深处，那些与红薯有关的光阴故
事却依然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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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车险
可出各种车辆保险，代理人保、太平洋、中

华、国任、华泰等多家车辆保险业务，价格优惠，
兼办验车服务。电话（微信）：13832738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