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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美好瞬间

有一年，爹和娘在地里刨红薯。我
饿极了，口水拉出长长的线，滴到鞋面
上。我对爹说要吃月饼，爹正忙，给了
我一巴掌，骂道：“你还想吃星星哩，我
到哪里去摘？”

我趴在地上哭，边哭边抓弄黄
土，突然发现一个小洞，挖呀挖，居
然挖到了花生。爹和娘凑过来看，
果然是花生。原来，我挖到了田鼠
的仓库。娘说：“走，回家给你煮花
生吃！”

花生煮熟了，香气四溢。我急不可
耐，等到起锅，我站在小凳上抓起一颗，
剥开壳，淡紫色的花生仁分外诱人。我

贪婪地吃起来，不一会儿锅就见底了。
娘问啥味道，我说，吃得急，忘了。

爹在一边嘿嘿地笑，说：“咱家也种
点儿花生吧？”我一听高兴得跳起来，连
声说好。

后来，我家就留出了几分地种花

生。每年收获时，都会先煮上一大锅，
全家人分享。那清香、微甜的口感令人
难忘。加些盐、佐料，再腌一晚上，则是
另一种风味。

将花生晾干、收藏，隔些日子拿出
来，放在锅上用粗沙翻炒，放凉后一家

人坐在一起边吃边聊，特别温馨。
这些年，农村耕地面积减少，但我

们还留一片地种花生。我时常想起许
地山的《落花生》。母亲没文化，不会提
议过“收获节”。父亲木讷，也不会借物
言志，拿花生来教育我们。但在这幸福
生活中，守一片田地，享受耕种与收获
的快乐，是我们共同的默契。

我的寻味故事

一场大雨驱走了暑热，给大地带来了
清凉。雨后的黄昏，夕阳显得格外柔美，那
一瞬，我的心中油然生出许多美好的情愫。

由此，我想到在人生旅途中，有许多
让我们惊喜的瞬间：比赛夺冠时的狂喜，
疑难手术成功后的轻松，高考取得优异成
绩后的成就感等。还有更多不经意的瞬
间：遭受挫折后听到的一句鼓励，跌倒时
被人搀扶，痛苦时的一个拥抱，陌生人的一

个微笑等，都会让我们感到莫大的温暖，有
时因为有了这美好的瞬间，我们的人生轨
迹也会因此而改变。

我们对大自然有与生俱来的热爱，
对人类的和谐、幸福有发自内心的期
盼。把每一个美好瞬间串联起来，就是
幸福的人生。把这些美好瞬间带给同
事、亲友，让大家分享这种快乐，我们的
幸福感就会倍增。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洛阳人，我是吃
水席长大的，对水席有着特殊的感情。

过去，老洛阳人不管红白喜事还是节
日宴请，都是以水席待客。现在，全国各地
的美食都在这里汇集，人们可选择的太多
了，水席便被渐渐冷落了，可是，我依然对
水席情有独钟，水席不仅是我平时的最爱，
而且招待外地朋友，我也首选水席。洛阳
水席虽然不是八大菜系之一，却是流传至
今的古老宫廷御宴，做法考究，风味独特，
其历史文化内涵尤为深厚。

对老洛阳人来说，现在的水席似乎没
有以前好吃了。现在流传这样的说法：

“水席三要素：味精、胡椒、醋。”过去没有
味精，水席怎么做？其实真正的老水席，

从选材到加工成半成品，都有着严格的程
序。配汤靠高汤提鲜出味，而不是味精。
至于作料，讲究放胡椒而不辣、放醋而不
酸。现在很多做水席的厨师根本不懂这
些基本做法，从选材到加工一概简单
化、廉价化，燕菜的萝卜丝是擦出来的，
假海参大多是用劣质粉条做的，大厨们
只记得“味精、胡椒、醋”，把汤做得又酸
又辣，难以入口，更有些变异的水席，直
接用红辣椒提味，这样做出的水席怎能
好吃呢？也难怪不少外地人都吃不惯洛
阳水席。

我一直在寻觅，寻觅记忆中真正的老
水席。也许某天在某个角落，我会与它再
次相遇，给我带来惊喜。

记不清有多少年了，
每天早上8点，当我们村
小 学 举 行 升 国 旗 仪 式
时，总有一个白发苍苍
的老人站在师生背后，
伴着歌声，面对迎风飘扬
的五星红旗，挺直身板，庄
严敬礼。

对老人的这种做法，
村里多数人表示尊重，也
有人却在背后说，这个老
头儿不正常。

老人名叫王元亭，今
年87岁了。老伴早逝，他
跟着子女生活，精气神还
好。听村里老年人说，他
年轻时当过兵、打过日本
鬼子，在1944年的一次对
日作战中，他为掩护指导
员，左腿受了重伤，瘸着一
条腿回村务农。

老人很勤快，每天在
村里捡拾猪、牛、羊粪，修
路护路，见谁家牲畜跑进
地里糟蹋庄稼，他都会吆
喝驱赶……

老人每天早上都会等
在校门口，听着国歌，看着
国旗，挺胸敬礼。星期天、
节假日，他也照常来到学
校，独自向国旗敬礼。

子女们劝他：“你年龄
这么大了，还常去敬礼，
让人们笑话，我们也觉得
丢人。”

“我向国旗敬礼，丢
啥 人 ？”老 人 愠 怒 道 ，

“我为说这种话的人感
到羞耻！”

去年7月，王元亭老
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他说，几十年来，他一
直坚持写入党申请书，终
于实现了入党愿望。

在这个平静小山村
里，王元亭老人一如既往
地坚持向国旗敬礼……

吃过晚饭，我就迫不及
待地拿起一本书，坐在沙发
上看起来，直到深夜。时间
久了，连老伴都说我是书痴。

我痴迷读书缘于我的
童年。过去，女孩子少有上
学识字的机会。人们大多
认为，女孩子长大了嫁人就
是别人家的人，是“赔钱
货”，只要学会“三从四德”
和女红，下得厨房，能相夫
教子做个贤妻良母就足够
了。饱受不识字之苦的母
亲，为了我的未来，坚持让
我读书。

我珍惜上学的机会，对
知识如饥似渴，简直“嗜书
如命”。不管是一本书还是
一片纸，只要上面有字，都
要拿来看看。我十几岁就
能通读《林海雪原》《战火中
的青春》等长篇小说，常常
沉醉其中，废寝忘食。

后来，因为家庭变故，我
辍学了。我依依不舍地带着
课本离开了学校，爱读书的
愿望却更加强烈。我珍惜
一切可以读书的机会，做饭
的间隙看，去担水的路上
看，甚至在上厕所时也看。

有一次，我去舅舅家，
看见表姐有一本书，讲一位
英雄姑娘身残志坚励志的
故事，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
了，不顾舅母那心疼灯油钱
的眼神，偷偷躲在被窝里看
到天亮。

这种读书情结直到我
长大成人，乃至结婚生子
都不曾消失。

读书让我学到了知识，
享受到了乐趣。虽然没有

“颜如玉”和“黄金屋”，但是
读书给了我广阔的视野、丰
富的精神营养，让我收获了
许多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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