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年前一个冬天的早上，天寒
地冻，风如刀割。

我因为有事，一大早就往乡里
赶。到乡政府门口时，天上飘起了雪
花，越下越大，我只好到大门房檐下
避风雪。我呵着热气，不停地搓着
手、跺着脚。过了一会儿，乡里负责
调解民事纠纷的郭委员来了，他招手
让我去他的办公室，坐在火炉旁取
暖。火炉里蹿出的火苗，慢慢使我的
身上有了暖意。

正在我们说话的当口，来了一个
50多岁的男人，带着一个20多岁的
妇女。他们刚到办公室，郭委员就
说：“你们稍等一会儿，我出去买包
烟，随后就来。”说罢，他骑上自行
车就走了。

过了一个小时，还不见郭委员回
来。那俩人等得心急，开始口出怨
言，男的说他们来了四五回了，郭委
员老是推来推去，太官僚了。我对他
说：“你到底有什么事找人家，能说
出来让我听听吗？”

他欲言又止，过好一会儿才向我
说出了事情的原委。

他在安阳工作，家离我们村庄不
远。他头一年回来时，女儿告诉他，
婆婆虐待她，要离婚。原因是她向婆
婆要钱买二尺衬布做鞋，婆婆竟然不
给。她越想越气，觉得这日子没法过
了。他劝了两回，没结果，只得依了
女儿。他们已经来了好几次，乡里竟
然不给说法。

我问那个女的有孩子没有，她
说有。我说：“如果你们离婚，孩子
怎么办？是判给你还是判给他？判
给你，孩子要遭后爸；判给他，孩
子要遭后妈。十指连心，你于心能
忍吗？有什么不可调和的事，难道
只能通过离婚解决吗？好好的家庭
你们不要，却要亲娘不当当后娘，
亲爹不当当后爹？孩子会恨你一辈
子的。”听了这番话，他们父女俩好
久没出声。

“如果你们两口子感情已经破
裂，那离婚没啥可说的。你们夫妻感
情怎样？”我问。那个妇女顿了顿，
说：“我们两个没啥，主要是婆婆太
可气。”我说：“你是跟他过日子，还
是跟他妈过日子？婆婆那么大年纪
了，还能跟你们生活几年？为啥不能
忍让点儿，往好处想想？实在不行，
你们与婆婆分开过就是了。现在为了
二尺衬布而离婚，你们觉得傻不
傻？”他们无言。

我有事要出去，临走丢给他们
一句话：“回去好好想想，这世上
别的都有卖，就是没有卖后悔药
的。”

过了很长时间，我已经把这件事
忘了。有一天回家，那个妇女坐在我
家，与我的家人在说话。她说自己想
好了，没离婚，一家人和好了。她辗
转打听到我家，买了东西来谢恩。

我没想到，自己无意中的一番
话，竟然起到了那么大的作用，挽救
了一个濒临解体的家庭。这次当义务
调解员的经历，让我很得意。

□李静波

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母亲的微笑
我拍爸妈我拍爸妈

当了一回
义务调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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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追忆

口述：姚彤宇 记录：记者 丁立

母亲是童养媳，16岁嫁到我们
家。父亲因病早逝，在偃师乡下的
岁月，母亲含辛茹苦抚育我们长大
成人，她从未出过远门。

1977年，我在杭州当兵，母亲
去看我，我带她逛了杭州城，游览了
秀丽的西湖和高耸的六和塔（图
①）。外面的世界如此美丽，母亲好
奇地喃喃着：“不知道啥时能看看北
京城？”

后来，弟弟不幸去世，白发人送
黑发人，怎能不让母亲肝肠寸断？
我决定陪母亲去北京看看，到长城
上散散心。白发苍苍的母亲终于爬
上了长城最高的烽火台（图②），对
我说：“是不是有‘不到长城非好汉’
一说？”我说：“你今天到长城了，就
是‘好汉’。”

母亲唯一的遗憾是没坐过轿。
她90岁大寿那天，我们兄弟几个和
儿孙们都回到偃师老家，轮流给母
亲祝寿，用轿子抬着她把全村转了
个遍。在轿中，母亲笑了（图③），早
年艰辛、中年丧夫、老来丧子，种种
苦难都在这一笑中渐行渐远……

帽形微圆，前低后高，纯
黑色。

纱帽是戏曲舞台上所用
的帽子中最有代表性的，因它
是古代官员戴的一种帽子，通
常是黑色，所以老百姓就给它
起了个“乌纱帽”的名字。

纱帽的帽身背后下端，左
右对称平插一对帽翅，像左右
平伸的两只脚，叫纱帽翅，学
名叫作“展”，这是区分角色最
明显的特征，它分为方翅、圆
翅、尖翅、桃形翅四种，通过翅
尖的“插销”插到帽子后面的

“管子”中。
两旁插方翅者，为生角扮

演的忠正文官所戴，如《群英
会》中的鲁肃；插尖翅者为净
角扮演的奸邪者所戴，如《四
进士》中的顾读；插圆翅者为
丑角扮演的文官所戴，如《群
英会》中的蒋干。

（据互动百科网）

这是一组用硬杂木做的面饼模具，
上面有鱼、莲花、宝葫芦等吉祥图案。
这些模具看上去很不起眼，却是涧西区
的王女士家传的宝贝。（如图）

王女士说，每年七月七，她祖母就
会用这些模具做一种很好吃的面饼，当地
人把这种面饼叫巧饼子。那时，巧饼子是
一种对小孩子很有诱惑力的糕点，儿时的
王女士总盼望祖母从柜子里翻出模具做巧
饼子，觉得那情景很温馨。

后来祖母去世，父亲也病逝了，王
女士与母亲相依为命。对一个贫寒之家来
说，细粮太金贵了，她们在节日做的巧饼
子也变成了“夹心饼干”——外面是细
粮，里面裹着粗粮。但是一看到它，王女
士还是忍不住流口水。母亲说：“你那么
急干吗？饼子刚做好，等等再吃。”

说归说，王女士还是把穿好的巧饼
子挂在墙上，每次馋极了才从上面拽下
来一个吃。看到挂在墙上的这些饼子，
她觉得像过节一样，心情大好。

1950年，王女士进了城，后来又到
洛阳定居，陆续添了儿女，再后来，儿
女也陆续有了儿女。逢年过节，王女士
还会使用这一组模具做巧饼子，本来不
喜欢吃面食的小孙子，因为对面点上的
图案很好奇，一口气吃了好几块。

如今，王女士也习惯了到街上买现成
的面点。不过，她仍珍藏着这些模具，因
为这些模具给她留下了珍贵的记忆。

中国传统戏曲
中的服饰（二）

晒宝淘宝晒宝淘宝

饼模留存美好记忆

□记者 丁立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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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帽——戏曲盔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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