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日流金】

在某一个秋日，你走过
高高的山岗，风里传来草木、
泥土的气息。你的期待，你的
明亮，你的温柔，你的坚硬，
都随风而去了，这看起来多
像一个美丽的传说。秋日天
高气爽，而我感到轻松、自由
且幸福。

——林苔

无论今天过得怎么样，
成功或失败，愉快或懊恼，
一夜之后，便如一缕青风，
拂过了，便过去了。回忆往
事，我时常提醒自己，失败
的教训要总结，但是负面的
情绪要清空。新的一天，背
上的包袱越轻才能走得越
轻松。

——冯和平

【往事如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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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一锅炖
■曹雪柏

花开诗旅

仰望银河
■方华

星光璀璨
在心中洒满画意诗情
一份千万年的承诺突然升起
要在这夜阑人静的时刻
照亮记忆

天幕之上 银河闪亮
我听见叮咚流淌的美妙之音
这些晶莹的泪花
破空而来
要在今宵溅湿我的诗行

如梦佳期
抬头仰望银河的人
今夜要做一位怀揣诗情的牛郎
以无韵的梦语
敲打织女的心房

一入秋，天气变凉，我最爱吃
的就是母亲做的一锅炖。一锅炖就
是把面条煮熟，在沸汤中陆续加入
各种时令蔬菜，调味后舀入碗中，撒
上葱花、香菜，即可食用，吃得人大汗
淋漓，是农家秋冬季节的首选菜肴。

秋日里的豆角、土豆、南瓜、大
葱、胡萝卜，都是一锅炖的好食材。母
亲把手擀面切成菱形状，缓缓下入大
锅中，再依次下入那些带着泥土的气
息、浸染着秋天味道的食材，用文火慢
慢炖。菜和浓浓的面汤融为一体，味道
独特，做起来也方便快捷。天冷了，吃
一碗便会让人浑身舒畅，寒意尽消。

母亲的一锅炖配方独特、花花
绿绿，黄的南瓜、绿的香菜、红的辣
椒、青的豆角、紫的茄子，堪称一场
小型的农业展览会，在柴火锅里炖
煮，飘出的香味也别具一格。

我爱吃的还有母亲做的红豆一锅
炖。秋收的红豆，色泽鲜亮，颗粒饱满。母
亲头天晚上端着簸箕，把红豆挑拣得干

干净净，用冷水浸泡。第二天母亲做的一
锅炖，和上各种食材，真是色香味俱全。

记得小时候，寒冷的冬天里，我
们放学一进门，母亲便递上一碗热
气腾腾的一锅炖。我一边暖着手，一
边狼吞虎咽地吃着，一股暖意遍布全
身。这温馨的时刻，是我美好的记忆。

成年后，每次回家，母亲也会照
常做给我吃。那地道的农家柴火饭，
浸在我的骨子里，吃不腻，吃不厌。

母亲是一个老农民，每年的国
庆节她都要做一顿特别的一锅炖。她
不但把面条切成五星形状，还把胡萝
ト、南瓜、土豆也全都切成五星状。满
碗的“星星”熠熠生辉、热气腾腾，仿佛
在祝福祖国蒸蒸日上。每一个平凡的
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祖国献礼。

在广袤的北方大地上，一锅炖是
农家的家常便饭，不同的家庭有着自
己家的私家配方。这舌尖上的美味，
传承百年，清香诱人，也牵引着每位
游子的味蕾。

微写
作

“微写作”栏目短信平
台号码为15100868801。

倾听您的心声，期待
您的短信留言。

【秋日私语】

生命，是一段旅程，
在旅程中感怀、回忆和沉
思。在秋日里的感悟，对
旧友的回忆以及对未来
满满的祝福，都是对人生
最深切的热爱。

——葛鑫

人生感悟

爱，有一百种模样
■马瑞

从小我就觉得母亲特别严厉。
在我的印象当中，虽然我是女孩，但她从来没

有用“宝贝”这类亲昵的词称呼过我，甚至连小名
都不曾唤过我。我上四年级的时候，语文不太好，
当老师的三姨告诉她，写日记可以提高成绩。从那
一天起，完成日记就变成了我每天睡觉前雷打不
动的任务。母亲要求我，日记的字数不但要写够，
书写也必须工整，否则撕掉重写，没得商量。

初中的英语学习更加激化了我和母亲之间的
矛盾。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MP3，但录音机还是
很常见的。英语老师要求我们把不用的磁带洗掉，
把自己读课文的声音录进去，然后再写上名字把
磁带交上去。这个在当时是很时髦的学习方法，母
亲大力支持。

当时的我正沉浸在录音机里周杰伦的音乐
中无法自拔。迫于母亲的压力，一盘盘我心心念
念、偷偷攒钱买来的磁带，全填满了我念英语课
文的声音。那时的我不喜欢英语，也觉得母亲不
爱我。

高中毕业，我选择了离家很远的大学。宿舍的
姑娘们每天都定时和电话那头的妈妈们撒娇，而
我很少主动和母亲通话。即使通话也总是那几句
程式化的关心，然后是令人尴尬的沉默。最后通
话，都是在母亲的一句“好好学习，早点睡”后结
束。

大学的时光匆匆而过，转眼就到了找工作的
时候，回去还是留下是一道必须面对的单选题，但
我其实更偏向前者。“还是回来吧。”电话里传来父
亲的声音，“我和你妈都很想你。”“我妈才不想
我。”我不以为然地说道。父亲沉默了一下说：“等
会你看手机，我给你发个东西。”

那是一段视频。视频里，母亲坐在我的书桌
前，捧着一本书细细地看着，时而皱眉，但更多的
是微笑。认认真真地看了一会儿后，她突然小心翼
翼地拉开抽屉，拿出复读机，按下按键，贴近耳朵，
认真地听着，而脸上的微笑始终未变。

我的泪水滴在了屏幕上，因为母亲看的并不
是书，而是我儿时为了完成任务写下的日记；她听
的不是音乐，是年少无知的我无奈之下录的英语
课文。我努力擦干泪水，看着视频里的母亲，我突
然发现记忆里那个身姿挺拔、正言厉色的女子不
见了。在很多个无眠的夜晚下，她只是个佝偻着脊
背，偷偷在灯下思念着女儿的老太太。

最近无意间刷到一个视频，视频里女子翻看
去世父亲的微信收藏记录破防哭泣。原来父亲的
收藏记录里全是女儿几年来发给他的照片，甚至
连女儿的朋友圈也收藏了。原先我以为热情奔放、
笑语盈盈的表达才是爱，后来我发现正言厉色、无
声无息也是爱的模样。母亲从来没有说过爱我，但
目光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后来，我选择了回家，回到了父母身边。我试
着更直白地向母亲表达我的爱，虽然我的一句“爱
你”，很难换来一句她的“我也爱你”。但我知道，她
嘴角上扬的弧度透露了她内心的愉悦。我还知道，
她是世界上最爱我的人。

万能的粮食
■尚庆海

记得儿时，麦秋两季收获以后，父
亲会先留下足够一年吃的粮食，再用
多余的换些钱，来补贴家用。如果哪年
手头宽裕，粮食几乎是不会卖的。看着
一袋袋的粮食囤在家里，父亲心里就
有底气。

豫北地区主要以种植小麦和玉米
为主。大家为了丰富生活，犒劳味蕾，
夏天用小麦换西瓜、甜瓜，秋天换土
豆、麻油，冬天用玉米换红薯、粉条。

我们老家有“紧春天”一说。春天，
距小麦成熟还有一段时间，而秋天收
获的玉米，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和
过年的消耗，粮缸也快见底了。这时，
母亲就会收紧粮袋子。好在春天里有
大自然的馈赠，可吃的东西不少。地上
长的，水里长的，树上长的，勤快一点，
都可以做成美食。

父亲把能填饱肚子的统称为粮
食，因此父亲总是不吝啬他的时间和
力气，去地里挖，去水里捞，去树上摘。
家里留下够吃的，多余的拿到县城，换
取一点微薄的收入或几件衣裳。那年

家里盖房，差一根大梁，就是父亲用半
袋子小麦换来的。

记得那时有人给堂哥介绍了一个
对象。媒人先领着女孩的父母、姑姑和
叔叔去家里相看，看看家里殷实不殷
实，自家闺女嫁过来会不会吃苦。女孩
的姑姑进屋就直奔囤放粮食的大缸，
推开水泥盖子就看粮食，还把堆在屋
角的10多袋小麦数了好几遍。后来堂
哥结婚，请木匠打了一套家具，最后就
是用粮食结的工钱。

我上学的时候，该交学费了，父亲
就卖点粮食，换来钱给我。四季的开
销、过年的年货，有的是用粮食换成钱
置办的，有的是直接用粮食换来的。当
时我就觉得，粮食的魔力太大了，就没
有粮食解决不了的问题，粮食简直就
是万能的。

因此，夏天收完麦子后，我们姊妹
几个会去麦地里，把遗落在地里的麦
穗拾得干干净净。秋天，玉米粒在场上
晒干装袋后，我们也会把遗落在场边
和土里的玉米粒捡得一粒不剩。平常

吃饭，我们都习惯把饭吃得干干净净，
碗里不留一粒米。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本。粮食是
生命之源，不仅可以养命，还可以立
身。万能的粮食，让我自幼对其充满敬
畏，一直不敢有半点浪费。

幸福了吗

百姓茶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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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各公司车险业务，人保，平安，太平洋，
中路，国任，紫金，华农，大家……兼办验车，24小
时道路救援，查勘定损，服务理赔一站式服务！

专 业 车 险
电话：13832738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