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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陪母亲游龙门 □蔡茂松（洛阳）

那一盒
洛阳老八件

□刘国华（张家口）

味道，是橙汁的酸甜，是奶茶的浓
香，是咖啡的苦涩，还是薄荷的清凉？
不尽然，味道或是每个人身边的一件
小事，一次意外的感动。有这样一种
味道，它只属于我，它很平常却又弥足
珍贵，它能盖过人生百味，那就是洛阳
人爱与真情的味道。

单位食堂的大师傅李姐生病了，
我见她难受得厉害却还在坚持做饭，
腾不出空去买药，就把自己平时上班
带的药给她送了过去。

这件小事我很快就忘了。没想到
一周后，李姐给我拿来一盒洛阳老八
件：“这是我母亲特意给我买的，洛阳
老八件好吃得很，我想你也一定喜欢，
尝尝吧。”

爱的馈赠，我欣然接受了。
中午，柜里的美味不时发出特有

的香味，我忍不住吃了一口，很好吃，
我快乐了一整天。于是，我给李姐发
了条短信：“一盒点心，一份浓情，认识
您真好！特别享受友情的味道，谢谢
姐给我带来快乐！”

老八件为洛阳传统美食，历史悠
久，口感独特，营养丰富，品种繁多，为
探亲访友馈赠之佳品。其中，开口笑
又称“笑口枣”，经过油炸裂一大口，形
如开口大笑；金麻枣是以糯米、白糖、
饴糖、花生油、芝麻为原料，经过三道
工序精制而成的，皮酥而脆，独具风
味；蛋黄酥色泽金黄，切面平整，厚薄
均匀，口感酥松，味道纯正，蛋香浓郁，
营养丰富，是早餐茶点的理想选择。
此外还有核桃酥、五香扭酥、甜咸饼、
江米条和蜜三刀。

人有时真是奇怪，一盒点心也能
带来无比的快乐！

不由想起了一个友人与浆面条。
友人家里曾经也是门庭若市，那时我
倒很少去。后来她家经历了一些变
故，家境困顿。于是我常去看她，不仅
在经济上也在精神上给她力所能及的
帮助，陪她走出困境。她常对我说：

“人在风光无限时，很难看出谁的好，
落难后方显人间真情冷暖。”

这两年，她家的境况有了起色，
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去吃浆面条，我盛
情难却。她的身体不好，支撑着疼
痛的病腿，给我做浆面条，不知怎
的，我一边吃一边落泪。她笑着说：

“就我这学艺不精的浆面条也把你
激动成这样？”我哽咽着：“我吃的不
仅仅是浆面条，更是你对我的一片真
心，一份情谊。”

人常说，有付出就有回报，但我当
时并没想过要得到什么。没想到，一
点点爱竟给我带来如此的快乐！

我豁然开朗，所谓人生百味，原来
喝咖啡，品的是苦味更是情调；听《梦
中的婚礼》，赏的是乐曲更是氛围；去
远行，寻的是风景更是心境；逢年过
节，亲朋相聚，那桌上的饺子、汤圆、粽
子或月饼，是美味，更能让人从中品尝
出家与爱的幸福味道。

温暖、感恩、祝福、团圆、珍惜——无
论哪一种味道，品味之中自有大道！

母亲早年毕业于开封女子师范，偏爱艺术。
1953年秋，她从开封来到洛阳任教。第一个寒
假，母亲便带我们弟兄两个到龙门参观。母亲
说，她当学生时就盼着能好好看一看龙门石窟。

天未亮，我们穿过没有路灯的街巷走到南
关，这里停有很多到龙门拉煤的马车。车把式听
说我们是去龙门“看景”，连忙把草垫子、褥子铺
上，待我们坐好，再用棉被帮我们围严实。

因为洛河上没有桥，马车经凤化街出去涉水
渡河。看着马灯在车杆下摇晃，听着哗哗的流水
声，我心里很紧张。车到了对岸，沿着一条坑坑
洼洼的公路南行，穿过安乐窝、郑村、关帝庙……
两个多小时后，马车到了龙门街。

龙门街的路是黑的，路边的流水也是黑的。
街的南端是龙门煤矿矿口，拉煤的马车、牛车、驮
煤的小毛驴一溜儿黑色绵延到景区口。

景区内是窄窄的石板路，石板上留有牛车铁
轮常年碾压的车辙。紧靠山脚涌出的泉水冒着
热气倾泻而出，水池和水沟中有不少小虾、小蟹。

母亲告诉我们，十多年前河南大旱，她曾带
我们随难民从这里走过一次，隐隐约约记得石
壁上有雍正年间的石刻“郭公路”，匆忙中也看
到了几尊佛像，不过那时逃命要紧，谁也不肯多
停一秒。

我们顺着石板路边走边看，景区内游人极
少，路边的佛洞内有牧羊人和乞丐在烤火取暖，
洞内佛像残缺不堪，据说佛头多是早年被国内外
一些文物贩子盗走了。高一点的佛洞比较干净，
可是进出需攀爬，万佛洞就没有台阶，全靠手扒
脚蹬着石壁上的几个窝窝才可进去。这个洞没
有遭遇过烟熏，所以洞顶的飞天颜色十分艳丽，
浮雕栩栩如生，可惜的是，数以万计的小佛像几

乎无一完整，母亲心疼地抚摸着一个又一个，久
久不肯离去。

母亲还特别告诉我们：看文物要读碑文，看
艺术作品要看内在，你们看飞天的眼神，是不是
既温和又沉静……

最困难的是登奉先寺，位置太高又无台阶，
游人手扒石壁上的小窝，脚蹬几个粗略打凿出的
小踏步，手脚顺序不可倒错，小心翼翼地才能爬
上去。母亲很胖，在我们两个十多岁的小孩子的
拉拽下，终于艰难地攀爬到了上面，欣赏了庄严
慈祥的卢舍那佛的尊容，也领略了雄壮威严的力
士形象。

“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时，我们用力地拉
着母亲的手，可她就是不敢下，恰巧来了两位解
放军叔叔，他们一个在上面拉着，一个在下面托
着，几乎是把母亲从奉先寺抱了下来。

午餐，我们坐在“郭公路”的石刻下吃洛
阳油旋，喝温甜的泉水。母亲仍陶醉在对艺
术的思念中，口里轻轻念叨：“真好，看不够
哇。”由于母亲的恋恋不舍，我们第一次游龙
门直至接近傍晚才坐上煤车返回，下了车，手
脸都是黑的。

1956年年初，洛河上建起了第一座大桥——
洛阳桥，从此结束了涉水过河的历史；翌年一条
柏油路直通龙门；1960年，一辆解放牌帆布棚卡
车，成为自西关至龙门的3路公交车，自此，再陪
母亲去龙门就方便了。随后，龙门建起了连接两
岸的石拱大桥，龙门煤矿矿口也迁出了景区，龙
门景区及周边环境日臻完美。

1964年春节，母亲坚持全家到龙门过年，虽
然那时物资匮乏，只带了简单的蔬菜和馒头，但
足见母亲对龙门的深情与厚爱。

不论你来自哪里，只要你在洛阳旅游时有所见，有所闻，有所感，有所想，就请来参加“大美洛
阳·我讲洛阳旅游故事”美文征集大赛吧，用文字讲述洛阳旅游故事，传播洛阳旅游形象。大赛投稿
截至2016年7月30日，投稿邮箱wjlylygs@163.com，部分优秀作品将在本版刊登。 ——编者

▲1964年春节在龙门拍的全
家福（前排中为作者母亲，后排右
二为作者）

雍正年间的石刻“郭公路”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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