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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写手

妈，我想您了
□张国祎

□路斐斐

泡面生活
□马娜

五味人生
好文上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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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战海

我的精神之伴——《洛阳晚报》

家有儿女

绘制 仁伟

那晚，我在小店要了一碗烩面，一
边细细品尝一边望着窗外，暮色苍
茫，晚风吹过梧桐树，偶有叶子飘落
下来。突然间，我就想母亲了。

思念蔓延开来，眼睛也开始潮湿
了，我匆忙扒拉了几口饭，就快速地
走了出去。

等过了马路，我赶紧拨通母亲的
电话，随口问了句：“您在干什么呢？”
母亲熟悉的声音传来：“你挂了吧，
我给你打过去。”说着母亲就要挂断
电话，我赶紧说不用，我的话费挺多
的。随后，我沉默了，想说出心里的
那句话又觉得难为情。

其实我想说的话很简单，就是一
个孩子对母亲再平常不过的问候：
妈，我想您了。母亲似乎觉察到我的
异样，连忙问我是不是遇到了不高兴
的事儿，我赶紧说没事儿，然后和母
亲拉起了家常。聊了10分钟，母亲
说没事儿就挂了吧！我的内心翻腾
起来，鼻子酸酸的：不就是简单的一
句话，为什么不能让母亲知道呢？于
是，我鼓足勇气，轻声说：“妈，别挂
电话，其实我想您了。我刚才吃饭
的时候突然就想您了，所以才给您打

电话，但不好意思说出来……”那边
一下子没了声音，周围的空气好像凝
固了，时间似乎也停止了，我甚至可
以听到自己急促的心跳声。

过了好一阵儿我才听到母亲的
声音：“20多年了，我第一次——听
到——你说——想我！”我紧张得不
知所措，赶紧说那是因为之前心情

不好、生活烦恼多，母亲马上很知足
地笑了起来……

沿着那条熟悉的小路，我静静地
往前走，夜风轻轻地掀起我的衣角，
内心早已翻江倒海，年少时的画面清
晰地浮现在脑海中。我想，亲情简单
如是，却最动人。

（本文选自洛阳网·河洛文苑）

中午老公不回来吃饭，一个人的日
子，我懒得做饭，泡面便成了我的家常
便饭。

上午课多时，一身疲惫，我回到家，
开火烧水，水开了，撕开方便面的包装
把面饼丢进去，放上调料包，不到3分
钟，午饭搞定。省事倒是省事了，可我
总觉得有点委屈自己的口腹。

也有心情好的时候，这时我便大费
周折：放上炒锅，倒油，油热后，放西红
柿、青椒、豆腐、火腿翻炒片刻，加调料
和水；水开后放入泡面，放进去几片翠
绿的生菜叶子，再放入葱花，有时候考
虑到营养也会打入一个荷包蛋。这时
再看锅里，西红柿、火腿的红，青椒、生
菜的绿和豆腐的白相得益彰，酱红色的
汤上漂着一层碧绿的葱花，简单的泡面
变成了一碗色泽鲜艳、香气扑鼻的诱人

“美餐”。
放上自己喜爱的音乐，伴着动听的

旋律，坐在窗前细细品味泡面“大餐”，无
比惬意！饱腹之余我忍不住感叹：稍微
勤快一点儿，泡面也能更好吃。

生活就是这样，简单如一碗泡面，
只要我们加入爱心、耐心去认真烹调，
也能变成营养丰富的美餐。

凡人小记

一加一等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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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云杯“我和晚报的故事”有奖征文赛

一天，小表妹来我家玩儿。小家伙
正上幼儿园，调皮可爱，能歌善舞，不一
会儿就把家人逗得乐呵呵的。

老爸问小家伙：“你在幼儿园都学
了些什么呀？”小家伙得意地说：“唱
歌、跳舞、画画、算术，可多啦！”这下老
爸来了兴趣，问小家伙：“我给你出道
题，你算一下，行吗？”“行呀，来吧！”
小家伙自信满满地回答。“先来个简单
的，一加一等于几？”老爸随口问道，小
家伙想了想，大声说：“等于零。”

这下可炸开锅了，全家人笑得前仰
后合，老爸笑着对小家伙说：“你好歹算
出一个比一大的数吧，一加一怎么能
比一还少呢？”小家伙看了看我们，又
看了看桌子上放的糖果，她拿起来一
个奶糖吃了下去，接着又拿起一个奶
糖吃了下去，然后对我们说：“你们看，
我手里本来有两个糖，吃了一个，又吃了
一个，然后就没有糖了，这不是一加一等
于零吗？”

刚才还在大笑的我们，顿时愣住
了。小家伙得意起来，对老爸说：“谁说
一个加一个一定比一个多呀？”老爸摸
着小家伙的头说：“你说得对，真聪
明！”屋子里又响起了欢乐的笑声。

这件事儿让我们悟出了道理：看待
事物的角度不能一成不变，要从多方面
去认识事物，这样才能更全面更深刻地
了解事物。

家有儿女

周末无事，我便邀了几个喜
爱书法的朋友到餐馆小聚。饭
后，王君提议到他刚装修过的书
房喝茶。

书房不大，里面放了一个三
人沙发、一个茶几，铺着画毡的
书案上放着文房四宝，两面墙上
挂着几幅主人的书法作品，整个
书房显得幽静雅致，有着浓浓的
笔墨情趣。

闲聊间，张君来了兴致，起
身来到案前，铺开宣纸，提笔悬
腕，不一会儿，岳飞的《满江红》
便跃然纸上。飘逸的草书、严谨
的章法，这幅作品博得了众人的
一片叫好声。

为便于观赏，我拿起宣纸，
准备将它贴到墙上，不想用力过
大，张君刚用过的毛笔被碰落在
沙发上，一团墨迹出现在上面，
煞是刺眼。

王君连说没事儿，可我还是
满脸通红。自责的同时，我心中
不禁生出一丝感慨：同是一瓶
墨，还是那支笔，用在宣纸上就
成了墨宝，留在沙发上便遭人
厌恶。

事物本无好坏之分，只不过
是落脚的环境不同罢了。是非
曲直，全凭造化。

墨 宝
□刘志军

7月上旬的一天，洛阳晚报
投递员给我送来报纸后，告诉我
要预订下一年度的报纸了。我一
听，心里暗暗着急，急的是现在手
头有点紧，由于我下岗多年，老伴
儿已退休，女儿正在读大学，每个
月全家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但是，晚报已陪伴我多年，它早已
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割舍不
了。经过一番心理挣扎，我还是
答应了月底订报。

晚上，老伴儿回到家，得知订
报又要花费近200元，脸色略显不
悦，不说一句话。于是，我晓之以
理，动之以情地做老伴儿的工作：

“孩子去上学，你给妹妹家带小孩
儿，都不在家，我这个家庭妇男除了
做好家务，也要与时俱进，多充充
电，特别是多掌握一些烹饪技艺，没
准以后能开个小吃店。”我还向老伴
儿保证，早上减少在外面“喝汤”的
次数，自己在家做粥，既省钱又少摄
油（我血糖高、超重），一举两得。
老伴儿最后欣然答应了。

这么多年来，每当我换个打
工的地方，首先要做的就是办理
报纸的改投手续。2012年3月，

我去关林高速收费站职工食堂做
饭，住单位宿舍，我人还没有报
到，报纸已经到单位了，站领导见
我如此喜欢看报，打趣道：“你老婆
不能来陪你，这报纸就是你的第二
个老婆了。”

1994年1月《洛阳晚报》创刊
时，每周六有个栏目叫《心有千千
结》，解答读者在工作和生活中遇
到的各种问题，我的稿件有幸被
采用了10余篇。之后在《晚情》
版，我见报的“豆腐块”经常成为
战友之间议论的话题，这给我的
生活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与乐趣。

纪念《洛阳晚报》创刊20周
年，报纸进行改版。报社联系老
读者，征求意见与建议，我的意见
与建议也有幸上了报。《洛阳晚
报》尊重读者，注重与读者互动，
让我更加喜爱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