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A2018年1月27日 星期六
编辑／刘淑芬 校对／闫方 首席组版／绿萝 百姓写手

□杨鲜红

给婆给婆婆洗澡

隆冬时节话喝汤
□赵宏涛

□郭素稳

儿子陪我
抢红包

□刘建杰

花丽

灵魂的床
□索成安

诗心歌韵

□赵文忠

待客

我爱我家

你说我说

流光碎影

啼笑皆非

QQ群：47148867

■网站投稿：洛阳网（http：//
www.lyd.com.cn/）—— 网
站投稿——洛阳晚报（请注明
百姓写手栏目收）
电话：65233688
■邮箱：bxxieshou@163.
com
■喜欢文学的朋友，欢迎加
入晚报“以文会友”QQ群：
47148867，与志同道合的朋
友交流，你会进步更快，并找到
家的感觉。

煎荷包蛋
□刘卫华

五味人生

“妈，水烫不烫？”
“不疼。你使劲搓吧！”
“哦，搓得不算重啊？”
“就是，现在瘦多了，体重才一百

零几斤，年轻时候一百五十多斤呢！”
婆婆年纪大了耳朵背，总是答非所问，
于是，我不再说话。

周日，我们回老家将婆婆接到洛
阳看了病，晚上烧水给她洗澡。害怕
新澡巾她老人家受不了，我专门挑了
一个旧的、柔软一些的。尽管有暖气，
我还是开了浴霸，搬了一把椅子放在
卫生间，让她坐下来先冲泡一会儿，再
开始搓。

我左手扶着婆婆的胳膊，右手套
上澡巾，在她弯得像弓一样的脊背上
轻轻地搓着。

“妈，您真是瘦多了！”我忍不住说道。
“可不是，在老家一个多月没洗澡

了，身上脏着呢！”她仍然答非所问。
接下来，我帮她搓洗了胳膊、腿、

脚，又洗了头。冲洗干净，用浴巾擦干，
给她换上了我的一套干净睡衣。

洗完澡的婆婆显得容光焕发，精
神矍铄。她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
女儿用吹风机为她吹头发，老公坐在
她面前专注地给她剪脚指甲……此情
此景，让人感觉好温馨！

小时候，母亲教育我，要懂礼
貌，家里来了客人，要学会接待，
先接过客人手里的东西，再把客
人让到家里。

一次，堂姐刚走到街口，我就
跑过去，硬是把她手里的篮子接
过来，还拉着她往家里让。堂姐
涨红了脸，不知说什么好。母亲
从家里出来，一看是堂姐，知道她
是回来看望三伯的。母亲看到我
手中的篮子，很尴尬，赶忙向我说
明。我挠挠头皮，挺不好意思的。

花丽是条公狗。只要人叫声
花丽，它就屁颠屁颠地跑过来。

花丽是我的小伙伴亚收养
的。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我
家刚从东北搬到河南。我妈和亚
的妈妈很说得来，我与亚也成了
最要好的朋友。有一天，我到亚
家里玩，看到一只小狗，它叫花
丽，走路颤颤巍巍的，据说刚生下
来不久。过了几天，花丽病了，不
吃不喝，我们都以为它活不了了，
但它终于挺过来了。

从此，我们在院子里嬉闹或
在旷野里奔跑时都少不了花丽的
身影。有一次，我们在麦田里玩
耍，亚突然大喊一声：卧倒！小
伙伴们都趴在麦田里，对着前方
假装射击。等战斗结束，大家发
现花丽不见了。仔细寻找，才发
现它竟然也卧倒在麦田中，煞有
介事地注视着前方，把我们都逗
乐了。

后来，亚家搬到洛阳干休所，
花丽没带去。据说，亚不顾干休
所不许养狗的规定，硬是把花丽
赶上了卡车，但马达声吓坏了花
丽，每次车子发动，它都义无反顾
地跳下车。亚只好让它跟在车
后，但它跑不过汽车，就这样成了
丧家之犬。

一晃七八年过去了，再见到
花丽，是我大学寒假去姑姑家串
门。那天，我正在院里和姑姑聊
天，突然一只大狗跑进院子。竟
然是花丽！我简直不敢相信。我
喊了一声：花丽！几米开外的花
丽突然抬起头盯着我，几秒钟一
动不动。突然，它狂叫着奔跑过
来！后腿蹬地，身体直立起来，扑
向我的身躯几乎和一米八的我一
样高！我被吓坏了，竟然躲开
了。花丽显然发现了我的躲避与
恐惧，最初的狂喜变成了尴尬，悻
悻地围着我转圈，不时抬头望我
一眼，又低下头去。

暑假回来时，我听说花丽已
经死了，被人打死的。我非常伤
心，脑海中始终抹不去花丽那呆
呆数秒的凝视，还有那狂热的拥
抱以及尴尬而失望的低头寻觅。

早晚时分，洛阳人见面打招呼会问：
“喝汤了没有？”你听，这话问得多亲切。

洛阳的汤种类繁多，有豆腐汤、羊肉
汤、牛肉汤、丸子汤、不翻汤……在洛阳有
个不成文的规定：添汤不要钱，尽管喝。
你看，洛阳人多大方、多豪爽。

洛阳人爱喝汤由来已久，洛阳人缘何
爱喝汤？大致有如下因素：

一是与洛阳的气候有关。春天、秋
天、冬天，天气又干又冷，喝汤既可以补充
水分和能量，又可祛除体内的湿气。一方
水土养育一方人，喝汤慢慢地成了洛阳人
的一种饮食习惯，故有“三天不喝汤，喉咙
发痒痒”之说。

二是洛阳人淳朴厚道。在洛阳，不管
是自己带饼去，还是端着锅、提着饭桶端
汤回家，汤馆老板盛汤时都会问：“要辣椒
不要？汤够不够？”汤馆内盐、辣椒、醋等
调料放在餐桌上，食客可根据口味任意添
加。通过饮食习俗看本质，你说洛阳人淳
朴厚道不？

三是与考试有关。据传隋唐时期，赶
考的学子千里迢迢，从全国四面八方赶到
洛阳，要一碗汤，将随身携带的干粮泡进
汤内，既解饥渴又暖和，学子们浑身充满
力量，自然能考出好成绩，岂能不感激涕
零。随后，各种汤馆在洛阳盛行，一直延
续至今。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由此可
见，洛阳人待人接物可谓细致入微。

“早晚能喝汤，神仙也不当。”隆冬时
节，喝上一碗汤，浑身冒汗，顿感精神倍
增，经济实惠，洛阳人岂能不爱喝汤。

稿纸，
铺在桌上。
灵魂，
躺在稿纸上。
稿纸，
若床，
灵魂的床。
我的快乐，
我的忧伤，
变成文字，
均可任意卧躺。
我把我的情思，
完全寄托在白白净净
稿纸的床上。
无论四季炎凉，
我的情感，
都有美美的
温柔乡。

我上小学时，有一段时间，妈妈上班
远，午餐由爸爸负责。有时爸爸工作忙，
来不及做饭，就带我去他们单位的食堂。

食堂在一个破旧房子的二楼上，楼梯
是木制的，上下楼时咯吱咯吱响。楼上灯
光很暗，只有一盏蒙着厚厚灰尘的白炽
灯，发出昏黄的光。房子中间用一个长木
板隔开，里面是做饭的地方，外面是吃饭
的地方。靠墙也摆着一个长木板，下面零
散地放着几只木凳，吃饭的人就坐在木凳
上，把碗放在长木板上就餐，在木板外边
可以看到厨师做饭的全部过程。食堂只
有一位厨师，瘦瘦的、高高的，撸起袖子的
双臂上文着青龙什么的。那里的一切虽
然是极其简陋、陈旧、灰暗的，可是小时
候，那里是我心中的美食天堂。

有一次，父亲带我去吃饭。我看到
一个人要了一个煎荷包蛋，看着那黄白
相间的荷包蛋，我馋极了，很想吃。这
在当时是很贵的，父亲犹豫了一下，还是
为我要了一个。厨师开始煎蛋，看着鸡
蛋在油锅里吱吱作响，厨师拿着锅铲的
手臂在眼前晃动，之前感到恐惧的他手
臂上的青龙，那一刻也变得柔和、温暖
了许多。一会儿工夫，一只金黄的、外
焦里嫩、香喷喷的煎蛋做好了，我开心
地吃下去。

几十年过去了，每次吃煎蛋，我就会
想起当年，想起那个灯光昏暗的食堂，想
起那两只文着青龙的手臂。

想起去年除夕夜抢红包的
情景。

去年春节，儿子初二才回
家。除夕夜，我和他只能视
频通话。19:40，儿子隔屏对
我说：“妈，今晚网络有个抢红
包活动，我陪你抢红包！”做完
家务，我拿着手机端坐在电脑
前，静等抢红包的时刻。

活动开始了，我拼命地刷
屏幕。前四轮疯抢之后，我仅
得了几个气泡。每一轮过后，
我们娘儿俩都要打招呼。“还继
续吗？真有红包吗？”我问儿
子。“有，继续，每隔5分钟一
次。”儿子答。

第五轮来了，我用两只手
刷屏，刷了181下，又得了一个
红气泡。“拿不到红包，我绝不
撒手。”我对儿子说。一会儿，
儿子兴奋地告诉我，他的同学
鱼儿刷到了 8元钱。在第六
轮，我刷了129下，又得了一个
红气泡。儿子看到我的红气
泡，笑了。我看到他的是“红旗
袍”，禁不住说：“娘俩一起换
装，好喜庆啊！”

突然，手机上抢红包的标
志不见了，我问儿子，他好半天
没有答话，正纳闷儿，儿子发了
个笑脸，说：“抢饿了正在喝
粥。”忽然，屏幕上出现了红包
标志。一看还剩10分钟，我连
忙把两只手放在屏幕上。我不
停地刷屏，连刷185下，结果还
是气泡。这时，儿子高兴地对
我说：“妈，我刷到了2.88元。”
我不甘心失败，做着最后的冲
刺，一阵紧张的刷屏之后，终于
抢到了一个20元的红包。儿
子兴奋地说：“功夫不负有心人
啊！”除夕夜，有儿子陪着抢红
包真快乐！

家有儿女

绘
图
绘
图

雅
琦
雅
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