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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小鱼◆

那天，我开车带公婆去我娘家所在的
小镇办事。

因为工作忙，我已个把月没有回家看
望母亲了，心里琢磨着：“要是事情办得顺
利，天还不算太晚的话，我就顺路回家看
看母亲。”

但等事情办妥，夕阳已像一只装满
橘红颜料的大调色盘子挂在天边，我坐
在驾驶座上边开车边思索：“这个时间点
不算早，也不算晚，要不要去看看母
亲？”紧接着，我心里两种思绪泛起，一
种说：“去看看她吧，你都一个月没回去
看她了！”另一种则说：“带着公婆去看
母亲也不方便，讲究礼数的公婆会受拘
束；不爱收拾的母亲肯定把家里弄得乱

七八糟，会埋怨我没有事先通知她做好
准备……”

在这两股思绪的对峙下，我一踩油
门，小车驶离了小镇，奔驰在回县城的路
上了。我心里顿时轻松起来，心想那就等
下次放假的时候，我专门回家看望母亲
吧，这样可以痛痛快快地陪母亲。

刚到家没多久，我就接到母亲打来的
电话，她问我：“你什么时候有空回来拿油
墩子？”

没想到，我磨磨蹭蹭地不去看母亲，
母亲却为我做了我最喜欢的吃食。

油墩子是我从小到大最喜欢的吃食
之一。每年秋冬时分，母亲必定拔了菜园
子里她种的红萝卜、白萝卜，把它们刨成

丝，再放入葱姜、火腿肠、木耳等佐料做成
馅，裹了面粉下油锅炸，炸出一只只金黄
色小太阳形状的油墩子。那香脆鲜美，是
街市上卖的无法比拟的。

我惊诧地问：“妈，你什么时候炸的油
墩子？”她说：“下午刚刚炸好的。知道你
喜欢吃，给你装了满满一大袋子。”

我这假日刚好用完，明天就上班了，
想回家拿油墩子得下一个假期了。

母亲说：“你要是没空回来，我明儿就
送给你去！”我在电话里连连推拒。母亲
年轻时就有风湿性关节炎，天一凉，双腿
常常疼痛。她来给我送油墩子，一准是用
她那辆大电动三轮，顶着秋日呼呼的凉
风，开那么远的路，她的腿怎么受得了？
可是，我没能说服母亲，母亲说明天中午
她一准送到。

第二天中午，母亲打电话让我下楼去
拿东西。我和婆婆赶到楼下，看到母亲的
电动三轮车上装满了东西，一大袋子油墩
子摆在显眼的位置，还有两只鸡、碧绿的
小青菜、红绿萝卜……请她楼上歇会，她
不肯，说要赶着太阳往回开，这样，路
上不冷。

看着母亲送的吃食被婆婆摆了满满
一厨房，我心里的羞愧如潮水涌起。这一
厨房的吃食，是母亲对我的爱，而我对母
亲的爱，也许只像其中的一棵蔬菜那么
多。天下的母亲都是这样爱着她们的儿
女的，会不顾自己年老体弱专为儿女而奔
波，可儿女对她们甚至连顺路看望一眼也
在犹豫中。

我的羞愧已泛滥成了海。

母爱无须顺路
◆ 颜巧霞◆

人生如一叶扁舟，内心有光方能穿透迷雾，照
亮前行的航程，驶向光明的彼岸。这束光，是理想，
是信念，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期待，它在赋予我们力
量的同时，引领我们战胜艰难险阻，拥抱成功幸福。

内心有光，是对人生梦想的执著追求。所谓
梦想，是梦与想的“结合体”。没有梦想的人生是
贫瘠的，没有梦想的生活是乏味的。因为有了梦
想，人生才有希望和盼头；因为有了梦想，人们才
有目标和方向。古往今来，无数仁人志士，正是因
为心怀梦想之光，才成就了非凡的业绩。“杂交水
稻之父”袁隆平，因为内心有光，所以几十年如一
日以积极的心态、贡献的理念，面对生活，创造奇
迹。他曾梦想试验田里的超级杂交水稻，长得有高
粱那么高，稻穗有扫把那么长，谷粒有花生米那么大，
自己坐在稻苗下悠闲纳凉。正是这束梦想之光，让
他在困境中坚守，在挫折中奋起，创造光辉业绩。

内心有光，是在困境中保持乐观坚强。生活
的道路，不可能一马平川，也不会一帆风顺。相
反，总会遭遇这样那样的挫折与磨难。然而，只
要心中有光，就能在黑暗中看到希望，在逆境中
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苏轼一生多次被贬，命运
不济，仕途坎坷，但他始终没有被厄运打倒。在
黄州时，他写下“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
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的豪迈诗句。他以乐观豁达的胸怀，面对生活的
风雨，将一腔豪情寄于山水之间，在文学、书法、
绘画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正是心中那
束乐观坚强之光，让他在困境中，找到了生活的
乐趣与意义，使他的人生绽放出绚丽的光彩。

内心有光，是对生活充满热爱与感恩。平凡
生活中，并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
睛。当我们心中有光时，就能以一颗热爱之心，
去感受生活的点滴美好；用感恩之情，去对待身
边的人和事。对生活的热爱与感恩，会化作源源
不断的动力，推动我们去创造美好的未来。

内心有光，是一股积极向上的驱动力。它激励
着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创造创新，在求索的征程
中奋力拼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奋
进奋斗。无论是科学家们为攻克难题日夜钻研，还
是普通劳动者为美好生活辛勤耕耘；无论是军人卫
国戍边的无私奉献，还是志愿者们在各个角落传递
爱心，他们的内心，都有一束光，在照亮自己前行道
路的同时，也为社会发展进步增添亮丽色彩。

点燃内心之光，呵护内心之光——那是对梦想
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内心有光的
人，无论前路多么崎岖，也能坦然面对，一如既往，坚
定前行。希望，就会默然招手；前程，定然一片光明。

内心有光前路明
◆ 张桂辉 ◆

曾有个书签，白玉的，据说是上等好玉，这书
签来自于我的一位铁杆粉丝腊梅。好多年前，腊
梅得知我在她的城市参加一个活动，驱车赶到宾
馆。活动结束后她做东，陪我逛了三天。分别时
拿出个精美的小盒子，说实在想不出什么东西配
得上送我，思前想后专门为我买了个白玉书签。

白玉书签曾陷我于两难：用吧，我的书是拎
来拎去随处乱放的，又喜欢同时翻看几本书，摔
了岂不太可惜了。不用吧，身后好像有双期待的
眼睛，希望为我的生活锦上添花。

我向来是个大剌剌的人，犹犹豫豫纠纠结
结，竟是为了一个书签，连我自己都脸红——莫
非一不小心为物所役，成了奴？

这书签，不，此刻得唤作“那书签”。在好几
年前的某一天，好友跟我开玩笑，话赶话地反问
了我一句，“你舍得把自己觉得很珍贵的东西送
人？”当即取出白玉书签送给了朋友——我知道
她嗜书如命，配得上那书签。后来我还问过她，
那书签用着咋样？朋友说在书架上一直放着，
成了摆设，不敢用。原来她就像此前的我那般，
有种种担心。

书签如此，世间万物哪能逃脱得了？物件过
于精致就远离了实用，观赏可以，赞美也行，却
也止步于此。人呢？似乎也一样，过于完美就
近乎于神，如同画中人，谁会对没烟火味的人掏
心掏肺？

春风刚刚吹过大地，还带着一丝料峭
寒意时，麦苗便从沉睡的泥土里探出了嫩
绿的头。起初，只是星星点点的绿意，稀

稀疏疏地散落在田埂间。但没过多久，这
些小小的麦苗便像听到了无声的号令，迅
速生长起来。它们你挨着我，我挨着你，
肩并肩、手挽手，织成了一片生机勃勃的
绿色海洋。

每每站在田边，微风拂过，麦苗们轻
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仿佛与我低声
细语。每一株麦苗都充满了活力，细长的
叶片上挂着晶莹的露珠，在阳光的映照下
闪烁着五彩的光芒，宛如一颗颗璀璨的珍
珠……

从麦苗返青的那一刻起，农人们便开

始了辛勤的劳作。他们精心地为麦苗施
肥、浇水、除草，像呵护孩子一样无微不
至。我也学着大人们的样子，左手握着一
个盛满“二胺”的小葫芦瓢，右手一把一把
地将化肥洒向田间。因为，在我幼小的心
灵深处，每一株麦苗都代表着大白馒头、
大烙饼和一碗碗“过水面”。我知道，只有
付出足够的辛勤的汗水，这片青青的麦苗
才能茁壮成长，才能结出饱满的麦穗，换
来一家人的衣食无忧。

麦苗青青，是故乡的底色，是岁月深
处的一抹柔情，也是我心中永远的牵挂。

春天，一不留神就来到人们跟前儿
了。

立春过后，大地逐渐回暖，万物开始
复苏。春风刚变轻柔，街上的行人便不再
缩手缩脚，步履也明显多了些许闲适。性
急的姑娘小伙甩掉臃肿的冬服，早早换上
了轻便靓丽的春装，成了街巷里一抹流动
着的春色。

咬春，立春的节气习俗之一。春天万物
复苏，蜷缩了一冬的人们需要在这大好春光
里吃些春韭、豆芽、菠菜等青蔬，有助于疏肝
理气。所以，将这些时令蔬菜包裹成一体的
春饼，便成了初春季节里最好的时令吃食。

我第一次“咬春”吃春饼是岳母下的
厨，一阵锅碗瓢盆交响曲响过，便有一盘
盘炒熟的青蔬依次从岳母手中传出，被我
们七手八脚地传送到桌上。很快，盘盘碟
碟就占满了整个桌面。我嘘开热气，迫不
及待地把一张薄饼抖开，摊入各式菜蔬后
卷裹成筒状，笨手笨脚地咬下去，立刻有
种咸鲜香脆的感觉充满整个口腔。忘情
吃到最后，甚至有汤汁顺着掌心一路流淌
到手腕，竟无丝毫察觉……春饼不同于其
他饭食，它讲究荤素搭配，食材的多样，使
口感愈加丰富和有层次。卷裹在一起的
吃法，更容易让人油然产生一种丰收的喜
悦和对美好春天的向往，这可能也是人们
喜欢在春天吃春饼的原因吧。

春饼的食材因人而异，常见的配料躲
不开这几种：豆芽菜要选绿豆芽，相比于
黄豆芽，绿豆芽的口感更清脆，色泽也更
鲜亮；韭菜要挑选宽叶韭，这种韭菜切段

上锅爆炒后不易“塌
窝”；菠菜则要选小棵
绿叶菠菜，小棵菠菜
鲜嫩出水少，与粉丝
合炒的味道更佳；酱
肉是必须要准备的，
我每次都要到老字号
的天福号去买一块肥
瘦相当的酱肘肉，回
来切片备用。最后还要备一些排叉（用面
炸制而成的传统小吃）增加口感，排叉可
以到超市选购，也可以自己炸制，但无论
怎样都要保证排叉香脆，不能“汪油”。

春饼的制作并不复杂，但工序多少还
是有些繁琐。首先是和面烙薄饼，面要
半烫面，要和得软硬适中；做出相同大小
的面剂儿，叠放前务必要在两个面剂儿
的相交部位抹少许油，擀压成饼后放入
饼铛两面烙熟。薄饼遇热后会鼓起气
泡，从当中揭开后，将薄饼依次放入笼屉
保温待用。其次是炒制豆芽，油热后放入
花椒煸炒，待花椒香味飘出后倒入绿豆芽
大火翻炒。炒制豆芽不能夹生，那样会存
有豆腥味；也不能炒过火，要保持清脆，炒
软塌了会影响口感。然后是把韭菜切成
寸段，与鸡蛋爆炒几下后出锅备用。最后
是炒菠菜粉丝，为避免粉丝成坨，要先将粉
丝用凉水泡软，捞出并沥干水分后拌入少
许素油防其粘连。同样是先将菠菜大火爆
炒，然后放入粉丝，调味少许后，翻几下勺
即可装盘上桌。

卷春饼的过程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铺开一张薄饼，打底涂抹上甜面酱，先夹
一筷子青翠的豆芽码在饼上，再把黄灿灿
的鸡蛋炒韭菜铺上；第三层是翠绿的菠菜
炒粉丝，然后叠放几片酱肉在上面，再把
碾碎的排叉均匀撒上去。最后小心掀起
薄饼的一侧，卷裹成长长的筒状，将一端
折压封实，敞口的另一端则直接送入口
中。这种吃法在民间还有个讲究，叫从头
吃到尾，寓意做事要“有头有尾”。

吃春饼的过程更是一个享受美味的过
程。由于春饼食材多样，营养丰富，色泽的
搭配也更能勾起人们的食欲。满满吃上一
大口，先是面酱的甜香扑面而来，然后便触
碰到了青菜的鲜脆，接着酱肉的肉香不可
阻挡地破茧而出，最后迎来的是排叉“哗啦
啦”的脆香。这种多重口感的复合撑满了
整个口腔，让人欲罢不能，吃完一张立刻忙
不迭地再卷上一张，以至于汤汁流下来尚
不自知……

不知是谁发明了这样一个形象又生动
的词汇——“咬春”，不仅体现在百姓的饭
桌灶台上，更包裹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咬春”过后，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马上
就要到来了。

麦苗青青麦苗青青
◆石绍辉◆

咬 春
◆付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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