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开诗旅

风吹来
■姚凤霞

吹过童年的风

也吹着人到中年的我

深深浅浅的新绿

遮掩着日渐消瘦的村庄

老屋依然健在

麦香饱满

似有若无的笑声里

却再也寻不到

曾追蝶逐浪的少年

一座老木桥

伴一曲乡路晚唱

归巢的小麻雀

一次次回头，提醒我

别忘了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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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阑听雨】

夜阑人静，窗外的灯，一盏一
盏熄了。我在若有若无的盼望中
浅睡微眠，忽听得风声敲窗，惊醒
了浅梦。起身，临窗伫立，突然，闪
电劈开墨色的黑夜。微凉的风，破
窗而入，肌肤顿时有了一种久违
的舒爽。雷声也远远传来，渐进，
炸响。雨的脚步随即跟来，蹒蹒跚
跚。瞬间，又站稳了脚跟，拼尽气
力，演绎着一场惊人的倾泻与冲
撞。

——马亚伟

【燕子赞】

不念名门不恋花，
一生除害壮中华。
巧言伶俐多雄率，
钢翅高歌走海霞。
烈日风云从未惧，
独居平野旧寒家。
善缘做了千千件，
赢得万民共口夸！

——刘金生

烟火人间

生活手记

半夏的景致最富诗情画
意。池塘里荷叶田田，荷花摇
曳。特别是阵雨过后的荷塘，
简直就是一幅绝美的风景
画。荷叶碧绿圆展，微风吹
过，雨滴如珍珠般在上面滚
动，粉红或雪白的荷花娇艳
欲滴，如清新脱俗的女子，亭
亭玉立，婉如清扬。

——高英

【荷塘】

喝碗老豆腐
■白世国

民族路有家老豆腐店，我隔不久就去一
次。

这个店铺不大，装修也简陋。操作间临
街，便于照顾店内外的顾客。有个不锈钢的
桶子盛白嫩的豆腐脑，一口大铁锅熬卤汁。
案头有几摞大碗，还有冬菜、麻酱汁、蒜泥、
香菜、辣椒油等调味品。旁边的塑料箱子里
有温热的烧饼，盆里有熟鸡蛋。如果想吃果
子，去街对面“老味油条”买了带过来。店外
也放了几张桌子，屋里坐不开，大家就在外
面喝。走了一拨再来一拨，太阳升高了，顾客
就稀疏了。

马掌柜夫妇六十来岁年纪，干净利落，神
情淡然，话语不急不缓。如果客人特别多，他家
儿子，一个沉静少言的青年也帮着打理生意。

就是这么一家小店，平常得让路人不会
多加注意，但有让人喝了一碗就难以忘怀的
能力。吃上半勺热乎乎的老豆腐，嘴里瞬间溢
出软、滑、香、嫩，还有一点辣的味道，五脏六腑
格外舒坦。碗里泡个烧饼或者加个鸡蛋，平淡
的日子在这寻常的早餐中活色生香。

马家老豆腐店开了许多年，当年喝老豆
腐的孩童已经长大。

今天早晨的风有些大，我来的时候店内
外都坐满了人，就端着老豆腐去后屋，这里是
库房，有一张圆桌。墙根堆着一袋袋的黄豆，一
直码到屋顶。他家的豆腐、豆浆都是自己磨的，
真材实料。

平时，我喜欢坐店外喝老豆腐，边喝边看
相邻羊肉店怎么剔骨头；看马路对面的沙师
傅把一张张刚出锅的冒着热气的大饼晾在架
子上；看油条店掌柜变魔术般把面团炸成一
根根外焦内嫩的油条……看形形色色的人从
街上经过，大家各有前程，各有心事。

来这儿喝老豆腐的大都是附近的老家旧
户，大家都熟识，见了面热情地打招呼，坐下来
边吃早餐边拉家常。

附近居民有习武之风，我常能遇到武林
界的朋友。热情豪爽的马师傅豪爽仗义，常打
了老豆腐回家喝，每次看到我都关心地问一
声：“够了不？我再给要一碗。”李师傅骑三轮车
驮着老伴来，他面容和蔼，沉稳大气。

闲暇了，来民族路喝碗马家老豆腐吧，这
里有让我们欢喜的烟火气、市井气，有温度、有
色彩、有气味、有触感。一碗老豆腐，是清晨金
黄的阳光。喝了它，普通却是唯一的一天开始
了。

原来我也是月亮
■马庆民

夏天，每到傍晚时分，街边小饭馆儿
门口的露天空地上变得异常热闹。

结束了一天辛苦工作的人们，或独
自一人，或三三两两，悠然自得地坐在一
张简陋的小桌子边儿——喝着酒，吃着
菜，聊着天，惬意地等着一轮圆月慢慢爬
上头顶。

这个场景，常构成我脑海里一幅生
动的画面：月光之下，饭菜正香，一方小
院，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儿时生活在北方乡下，家家户户都
有一个围起来的小院子。初夏时，庄稼
人农忙，早、中饭都是凑合吃，唯独晚饭，
只要不下雨，通常都在院子里吃，丰盛且
有仪式感。

我家院子里有两棵很老的榆树和一
棵高大的梧桐；挨着围墙是一片小菜地，
种着大葱，韭菜，辣椒，还有一架黄瓜；墙
角还有桃树、梨树、枣树等。初夏时节，榆
钱已经落光，梧桐喇叭似的花也早就谢
了，但他们却擎起了亭亭如盖的绿，也撑
起了满园子的生机。风一吹，叶子簌簌而
响，伴着鸟啊蛙啊蝉啊，断断续续发出的
声音……小院儿，俨然是世外桃源般的
吃饭环境。

每当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母亲风
风火火地从地里赶回家，开始烧火做饭。
等着饭熟的工夫，母亲会把桌子搬到灶
台旁边，撑起，然后择菜、洗菜、切菜……

饭菜上桌时，月亮已悄悄爬上树梢，

这时候父亲该回家了，他手里常常抱回
几个自家地里生长的西瓜、甜瓜，一到家
就放进网兜，浸到院子中的水井里。父亲
是个大忙人，每天踏着月光出门，披着月
光回家，他是月光下留下影子最多的人。

那会的月亮总是特别圆、特别亮，一
家人就常在幽幽的白月光下，慢慢地吃
着、喝着、聊着。因为晚饭后不用去干活，
父亲不再那么匆匆忙忙，他一边悠闲地
向我讲述着过往，一边慢悠悠地享受着
可口的饭菜……月亮从这棵树攀上另外
一棵树，仿佛沉醉于父亲的故事，不肯离
开小院。

饭吃得差不多时，水井里的瓜也浸
凉了。母亲拎上来，切开，红瓤黑籽，水汪
汪的，甜着呢！那会儿日子虽平淡不惊，
却温暖而踏实，如西瓜般甜润。

直到有一天，踏着月光出门的父亲，
再也没回来，我开始讨厌起月亮。我常常
在心里想，如果那夜没有月光，父亲或许
就不会执意出去跑车，也就不会出现意
外……

留在月光里的父亲，没有带走母亲
的坚强，反而让母亲更加勇敢，于是，她
成了月光下最忙碌的人。只有在小院吃
饭时，母亲才会慢下来，然后对着天空发
会儿呆，有几次我傻乎乎地问母亲：“娘，
你是在想爹吗？”母亲回答说：“不，我在
等月亮。”

后来，我参军去了远方，母亲成了小

院里唯一的身影。每个夏天，母亲都会向
我分享小院的一草一木、月光下的一蔬
一饭。虽然我变成了城里人，但总也忘不
了在院子里吃饭的快乐和陪伴过我的月
光。

去年夏天，和两个同事出差，开车返
程时，刚好经过老家。我在高速上说了句
从下一个路口下去，到我家只有几十公
里。谁知，同事竟果断地在前方出口拐下
了高速，他的意思是反正赶回去也后半
夜了，不如去家里拐个弯，看看母亲，一
起吃个饭。

我有些过意不去，一再说乡下条件
差，提议在城里吃饭，但两个朋友都执意
到家吃。

到家已是傍晚，母亲又惊又喜，得知
我们还没吃饭，立即在院子里忙了起来，
摘辣椒，拽黄瓜，拔青菜，割韭菜……现
做几个小菜，然后，就在院子里撑起桌
子。

那夜，月亮正圆，月光如水，饭菜正
香……倏忽间发现，这场景熟悉却又久
违，只是，母亲不知何时竟被月光染白了
所有的发。我莫名感伤起来，拉起母亲的
手动情地说：“娘，对不起，已经好多年没
陪你在院子里吃饭等月亮了。”

母亲没有说话，转头看向我，眼里闪
烁着光与我的影子。

那时，我突然间懂得：原来，我也是
月亮。

百姓茶坊

夏日蒲扇凉
■王烈权

搬家的时候，角落里躺着一把破
旧的蒲叶扇，轻轻一扬，这把上了“年
纪”的蒲叶扇带着灰尘气息的轻风将
我拉回到了岁月深处的夏夜。

小时候，家里唯一的一把蒲叶扇，
成了奶奶点火炉、纳凉和驱蚊的神器。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扇
子也是一样，总少不了奶奶戴着老花
眼镜，用布条给破旧的老蒲叶扇圆边、
补洞。

入夜，全家人忙活起来：往院
子里的水泥坪洒水、搬凳子、摇椅、
竹床……夏蝉还在有气无力地鸣叫。

天气的炎热，蟋蟀躲在草丛低声
吟唱，与稻田里的青蛙在争相参加乡

村办的音乐大赛。月亮偷偷地升起了，
警醒了无名的鸟儿。这时候，疼爱我们
的奶奶，经常会做好一大碗凉粉，伴随
甘甜、清冽的井水，稍微带走一丝夏日
的暑气。

奶奶带着我在竹床上纳凉，一边
看着繁星满天，一边跟我讲忠义关老
爷的故事。奶奶侧卧在竹床边，左手支
着脑袋，右手拿着蒲叶扇，轻轻地为我
扇风，不时驱赶那恼人的蚊子。微微的
凉风不足于驱赶夏日的炎热，空气依
然弥漫着暑气。空气是热的，地是热
的，竹床也是热热的，汗水流到竹床上
黏糊糊的。

劳累了一天的奶奶，微闭双眼，扇着
扇着，风越来越小，蒲叶扇从奶奶的手里
滑落。我迷迷糊糊地向奶奶说道：“奶奶，
我好热，睡不着。”奶奶一惊重新拾起扇
子，轻轻地拍着我的背，哼起了童谣：“月
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莲塘背，
割韭菜，韭菜花，结亲家……”

我好奇地问道：“奶奶，谁是秀才
郎啊？”

奶奶回答道：“秀才郎是会读书
的，读了书就考状元，光宗耀祖。”

“奶奶，奶奶，我以后长大了也要
考状元！”我满口回答。

奶奶高兴地笑成了弥勒佛。我就
在奶奶的阵阵凉风中入睡，悄然长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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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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