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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希望】

家乡的春天，是充满希望
的。在村庄周边的田野里，开始
出现人们忙碌的身影。初春，人
们一刻也闲不下来，他们在自
己的地里用锄头松土施肥，脸
上挂着幸福的笑容。松软泥土
在犁头后面欢快地翻滚。平整
完田地，撒下种子，期待丰收。

——吕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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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外散步】【相约春天】

相约春天，扑面的春风带
来了蓬勃的朝气。人们褪下了
厚重的冬装，在春风里晨练、赛
跑，拉开了一年奋斗的大幕。大
自然也被春风唤醒，小草泛青，
小溪欢流，麦苗拔节，苍柳又绽
出了新绿……和煦的春阳带来
了无尽的希望，推开黎明的小
窗，那碎金般的阳光，洒在小
屋，洒进我们激情勃发的心中，
照得心房温暖明亮。

——刘昌宇

池塘边，冬日里白绒
绒的芦花海退了潮。小草
是黄绿的，小树叶是翠绿
的。人慢慢地走，走在绿色
的大地上。脚步是轻盈的，
心情是愉快的。没有时间
的催赶，没有琐事扰心，悠
闲自得地静静走。

——魏霞

翻看老相册翻看老相册
■马亚伟

我帮母亲大扫除，在橱子最底层翻出几本老相册。
这几本相册，可有些年头了，里面甚至有 30多年前的
黑白照。

安静的下午时光，小院静默，老屋无言。我把相册
上的尘土擦掉，招呼父亲和母亲来一起看老相册。母亲
兴致勃勃地说：“你从哪个犄角旮旯翻出来的？这几本
相册我早忘了放哪儿了，有十来年不看了。”父亲也凑
过来说：“嗯，是有些年头没看过了！”说着，他还把老花
镜戴上，很认真地看起来。

母亲是个细致的有心人，老相册里的照片，她早就
按照拍摄的时间顺序排好。翻开最旧的那本，第一张就
是我 4岁的时候跟父母的一张合影，那时还没有我的
两个妹妹。母亲一定是觉得这张照片有纪念意义，所以
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

那张照片是在照相馆照的，父亲和母亲都端坐着，
我站在他们前面。父亲的表情郑重严肃，母亲则很放
松，微微笑着，我睁着懵懂的双眼望着前方。

我看着这张老照片，忍不住说：“爸，你那时候真帅
啊！”父亲嘿嘿地笑了，然后摸摸自己的头说：“现在头
发全白了，满脸皱纹了。”母亲感慨地说：“都过了30多
年了，能不老吗？那时候，你爸在外面上班，我在家里一
边种地，一边带你。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现在想起来
觉得那时候最有意思。”我看到母亲的眼睛里，流露出
深深的神往和怀恋。

母亲轻轻地翻动老相册，细细地讲述起每张照片
背后的故事。这些照片，母亲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她
讲起来如数家珍。我和父亲听着母亲的讲述，跟她一起
回忆往事。

有一年，我们一家人仅照过一张照片。那时有了两
个妹妹，拍了一家五口的合影。母亲说：“那年是咱家最
困难的时候，没钱花，有时连饭都吃不饱。家里人口多
了，负担重了，收入还是那么点。再加上我又病了，日子
就更艰难了。你瞧，那时候咱们一家人都瘦成啥样了？
到了年底，家里的情况才有点改善，你爸带咱们去照了
这张照片……”有喜有忧，有笑有泪，谁的生活不是这
样过来的？过着过着，好日子就来了。

后来的照片成了彩色的。我们姐妹几个都爱美，喜
欢照相，照片也就多了起来。那些缤纷的时光，父母用
爱陪伴着我们成长，给了我们一段段美好的记忆。母亲
的记性最好，我们姐妹三个的故事她记得一清二楚。有
些事我都忘了，她还记得，而且连当时的细节都记得，
讲起来像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我印象中父亲是比较
粗线条的，没想到他也记得当时我们说过的话。因为
爱，所以牢记。

父亲、母亲、我，三个人在往日时光里慢慢游走，感
觉像是乘坐时光之舟来了一次旧地重游、旧事重温。回
想起当年的时光，真的是感慨万千呢！

低头翻看老相册，恍惚间，我觉得自己还是那个父
母膝前撒娇的小丫头。再一抬头，父母已满头白发，我
已人到中年。父母与子女一场，意味着我们一同经历的
那些往事都是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且那些
记忆历久弥新，永不淡去。

人生感悟

老汤馆的坚守老汤馆的坚守
■刘卫

那天在外办完事，既冷又饿，我紧紧身上夹克，沿街
找卖好吃的地方。

蓦然间，瞥见偏街尽头有间“郝氏老汤馆”，里面散坐
着几位食客。门面不大，敞开式的，前面摆着一溜儿煤炉，
大瓦罐里煨着各种应季靓汤，半掩的盖子中传出逼人的
香气。有位鹤发红颜被人称“郝大爷”的时不时地揭盖察
看，拿长勺往碗里舀汤，再撒上葱花或香菜，亲自端给食
客。里间还有位四十几岁的嫂子，正在抖锅，娴熟地翻炒
着饭菜。

寻香进去，我在老式木凳坐定，看了墙上价目单，点
了排骨炖藕汤，外加炒饭。它是本地最受推崇的传统汤
类。大碗30元，小碗25元，炒饭7元。应该算是良心价了。

见郝大爷闲下来，准备喝茶看报，我怀着好奇心，主
动找他唠嗑。放下报纸，温言细语。我们侃侃而谈，聊得很
投机，兴致盎然。

我先惋惜一叹：“以前从这儿路过，却没发现贵店，错
过了多少好口福哦！”

这句真诚的赞语像是打开了大爷的话匣子：“呵
呵，不光是你。我专门挑了一处偏僻的地儿，省了高昂
的门面费，也不搞那些故弄玄虚的装修。摆上方桌、瓷
碗、盘、汤勺和木筷这些老物件，干干净净的就行啦。

“我守了几十年，主要靠口碑。既没上网，也不接外卖
单，提倡现场慢品。为啥要将一碗好端端的汤装进塑料盒
里？传来传去，减少热度，无端走味，也毁了店的名声嘛！
我坚持用煤炉，不图快，要煨出功夫。

“每天清晨，我风雨无阻地开电动车，去专业市场采
购原料，保证排骨、肚片、牛骨、土鸡等食材的新鲜。老伴
切藕萝卜海带，下香菇，调节炉火，都严格按要求做，一个
环节都不能省，保证原汁原味。别看店铺不大，每天炖的
一百多碗到下午五点就卖完了。

“这些年，我也赞助两个儿子开过时尚食品网红店，
可都难以长久。两个儿子看不起传统老店，觉得累，来钱
慢，规矩多，更缺定力和韧性。现在，我最担心的是后继无
人，老店的前景堪忧啊。”

大爷滔滔不绝地和盘托出，我边听边点头，嘴也没闲
着，面前的排骨藕汤已喝得碗见底了，火腿加蛋炒饭也吃
得颗粒不剩，由衷发感叹：干稀搭配正相宜，滋味悠长人
难忘。我从中领悟出大爷开店的初心和老汤长盛不衰的
真谛。当然，我也担心老店的未来。

这时，又涌来几拨食客，看来都是店里的老熟人。我
赶紧起身，腾出位子，向大爷挥手作别：下次再来，争取把
各种好汤尝个遍。

““大姐大大姐大””邂逅邂逅““大哥大大哥大””
■张晶晶

我在家里是老大，有一个弟和七个表弟妹，自小至
今是他们的“大姐大”，形成了独立强硬的性格。

成年后，我与两位男士谈过恋爱：一位性格太刚
烈，与我针锋相对，后来一位太懦弱，我也接受不了。正
当我对爱情灰心之际，阿胜闯入了我的生活。

记得那天，我与几个哥们喝酒时，一抬头，见阿胜
走来，他儒雅的气质与洒脱的微笑让我眼前为之一亮，
我不由得冲他会心一笑。饭后，阿胜向我要电话号码，
他对我说：“你有着超凡脱俗的气质。”其实，这句话是
我想对他说的，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吧。然
而，那时的我没这样想，认为他只是把我当哥们了。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阿胜打电话来问我在做什么。
我说在弹古筝。他说他想来听一曲。阿胜来后，我们聊
古筝、聊诗歌，他虽是历史系的研究生，但对诗词也颇
有研究。一时间，我们有了很多话题。后来，我们的来往
就频繁起来，我逐渐依恋上了阿胜。但是，我不确定他
的想法。

一次，我们相约共进晚餐。聊天中，我才知道阿胜
也是老大，他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还有好几个表弟
妹。原来阿胜在家中是一位“大哥大”呀。因为有小妹，
所以他硬朗的性格中多了几分柔情，他的性格刚柔相
济。他说我像他小妹，大大咧咧的，没人管着不行。我
嬉笑着对他说：“我是孙悟空，你管不住。”阿胜立马答
道：“我就是唐僧。”我不服气地说：“那我是盘丝洞里的
蜘蛛精，专吃唐僧肉。”阿胜听了，意味深长地笑了。

我与阿胜的恋爱无比甜蜜。逛街时，我佯装走不
动，他会背我；过马路时，他会用温暖的大手牵我；吃饭
时，他总把瘦肉夹给我；我出门，他会提醒我戴口罩；到
超市买菜，他就成了我的搬运工……那时，阿胜在我心
中既是男朋友，也是暖心的大哥。

结婚后，阿胜更突显了他“大哥大”的风格：我乱花
钱，他会婉转地提醒我要节约；我做事马虎，他会认
真地告诉我要负责；我睡懒觉时，他会默默地为我
煮早餐；我和朋友喝多酒了，他会把我背回家，细心
地照顾我，第二天我身体不舒服，他会温柔地说以后
少喝点……婚后的阿胜在我心中更像一位慈爱的父
亲。

“阿胜，你成天管着我，比我爹还像我爹。”阿胜管
我的时候，我对着他嚷嚷。“小孩子嘛，不管着点，哪
成？”阿胜总是用不紧不慢的回答把我逗乐。就这样，我
这个所谓的“大姐大”逐渐被这位“大哥大”碾压成了小
妹。现在，我们已到中年，我和阿胜的爱情依然甜蜜，他
还会经常背我，说趁现在他还有力气，多背背，等将来
七老八十了，想背恐怕也力不从心了。

我的先生阿胜有时是情人，给予我甜蜜的爱情；有
时又如大哥，细心地关照着我；有时更像父亲，包容着
我的任性，帮我改正缺点。我这一生最大的幸运，就是
邂逅了这么一位让我成为了幸福女人的“大哥大”。

非常故事烟火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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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事找专业的人！
沧州维情专业从事：“婚姻问题咨询、婚姻质量分析、夫妻情感疏导、外遇行为矫正、婚

姻涉法维权、婚姻家庭辅导”等创新服务型的“婚姻情感医院”。同时专业从事青少年心理
咨询、矫正青春期厌学逃学 、维护亲子关系的“诊疗机构”。咨询热线：150287131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