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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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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娜

水果罐头

流光碎影

□雷穿云

善良打动人心

你说我说

□邢玲霞

蒸包子

我爱我家

□刘丽平

思念如斯

诗心歌韵

走过四季
风景旖旎
花开香溢
鸿雁来去
只留下了关于你的记忆

梦里来去
有我有你
隔空相望
寻你轨迹
只触动了关于你的梦呓

笔墨相依
同舟共济
诗中写你
思绪游弋
只触到了关于你的惦记

思念如斯
在四季
在梦里
在我绵绵的心海里

□淡然沉静

老爸的新生活

咱爸咱妈

□王克让

乡音

啼笑皆非

学校开展“爱家乡、学方言”活动，
我把儿子送回了农村老家。

个把月回城后，他像换了一个人，
白脸变得黝黑，说话全是方言。

“你在爷爷家过得好吗？”我问他。
“美着哩，在那儿耍着真得劲儿。”

他满脸带着笑。
“说来让我听听。”我好奇。
他略加沉思：“日头还没露头儿，

爷爷就喊：‘孬蛋儿，今儿个跟爷厮跟
着去棉花棵儿里看看，再瞅瞅咱种的
豌豆角儿。’”

“噢，棉花棵儿，豌豆角儿。”我似懂
非懂。

他滔滔不绝：“来到棉花棵儿，有
的开白花儿，有的开粉花儿……穰子
上结满了豌豆角儿，有的趴在地下，
有的朝上仰着脸儿……爷爷拽了一冒
篮儿……”

“光知道吃，没帮爷爷干点啥？”我
责问。

“咋没干？”他说，“有天爷爷垒鸡窝
儿，我跑来跑去搬砖头，不小心砸住我
的不老盖儿。”说着他还挺委屈。

“在家就没干过坏事？”我问。
他吞吞吐吐地说：“就前儿个，爷

爷叫我去拽扫帚苗，我不言声儿，跑到
草窝儿里逮蚂蚱，喂小虫儿（鸟），手扎
得生疼生疼，又去河边逮蛤蟆蛄蚪（蝌
蚪）……”

听孩子说着蹩脚的家乡话，我笑
了，亲切的乡音又在耳边萦绕……

那天，我感觉有点儿渴，
逛超市的时候，看到水果罐
头就顺手买了一瓶。打开吃
的时候，我突然间吃出了久远
的回忆。

小时候，水果罐头不是什
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到的，印象
中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能享
受这种福利。那时候爷爷开了
一个小卖部，我每天看着小卖
部里那满满一货架好吃的东
西，心中充满了渴望。

小时候，我身体不好，有
时候一学期的课，有半学期我
都是在床上或者家里度过
的。就算病好了，大人也不让
我出门，怕被风吹着。所以，
我只能隔着门看着小伙伴们
玩耍。

为了打发这难熬的生病时
光，很多时候我就待在爷爷的
小卖部里。小卖部的里间是爷
爷、奶奶的住处，那里放着一台
彩色电视机，那也是我感兴趣
的。中午，作为一个小病人，我
可以享受高级别待遇，吃上几
口水果罐头。

那时候，在我眼中，这简直
就是最幸福的事情。我病好
了，大人们就商量着让我去上
学。当他们询问我感觉怎么样
时，我知道如果我说病好了，不
仅吃不到水果罐头了，还要去
上学，就装作一副还没有完全
好的可怜样，祈求让我再在家
休息几天，大人们的心立马就
软了。

后来年龄大了，我也不经
常生病了，这种待遇就渐渐没
有了。

看着眼前的水果罐头，一
晃几十年过去了。

天一擦黑，兴洛西街的灯就闪亮
起来。放眼望去，街道两旁，银花缠玉
树，琼枝散星雨，真的是“火树银花不
夜天”。

那天傍晚，因为迷恋家门口的美
景，我让妻子给我拍照。我站在街中
心的白线上，这样可使后面的背景既
对称又有纵深感。当时，一辆辆汽车
从我身边相向疾驰，我却不知道危险，
一边摆姿势，一边指导妻子不断调整
角度拍照。

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儿，骑着单
车，在路边停下来看我们。等没有车辆
通行时，小伙子对我们说：“叔叔、阿姨，
不敢这样，很危险的。”我们没有理睬
他。他以为我们没有听到，放好单车，
走近一些再次提醒：“这样做很危险。”
我连声说：“好好好，马上离开，确实危
险，谢谢你啊！”

看着小伙儿远去的背影，我心里
有些感动：这是一个多么善良的小伙
儿啊！

其实，我们常常耳闻目睹各种各样
的善行，帮人推一下车，为人撑一下伞，
给人指一下路，替邻居带一下孩子……
这些善行看似轻而易举，却不定哪一次
就能打动你的心房，从而使你忽然恋上
一个人，爱上一个集体，消除一个误会，
端正一些看法，进而感觉到生活原来是
这么美好。

说来有趣，年逾古稀的老爸，
最近迷上了诗歌。不知什么时
候，老爸破天荒买了一本诗集，
上面有格律诗，也有现代诗。老
爸每天早上戴着老花镜，双手捧
着书站在院子里朗读。如果遇
到他不认识的字，或声调不确定
时，他就会翻开字典查看，再用
红笔标注。饭后，他在书房，铺
开宣纸，嘴里念着诗歌，挥毫泼
墨，乐此不疲。

一次,我打趣道：“老爸，你啥
时候开始喜欢诗歌了？”“与时俱
进呗！”老爸扶了扶下滑的老花镜
笑着说。

那天，我骑着车去上班，突然
接到老爸的电话，说让我在网上
帮他查找一些关于纪念洛阳解放
70周年和改革开放40周年的诗
歌，并打印出来给他。“家里有那
么多书，你随便练书法，随便读，
为啥还要找这些素材？怪麻烦！”
我嘟囔着。“花木向阳春光永驻，
人民跟党福水长流嘛!”老爸在电
话里说。

人到晚年的老爸，不仅喜欢
朗诵诗歌，而且还学着写诗。
你看他写的这首《赞洛阳》：

欲问古今天下事，
请君拭目看洛阳。
牡丹已是真国色，
石窟复为海外闻。
秀水青山如锦绣，
风物人情写历史。
今逢太平迎盛世，
洛阳古都焕新姿。
老爸的新生活，虽然平凡，却

不失精彩！

为了让家人吃上健康早餐，我和
包子杠上了。

第一次蒸包子，我没有压力。几
十年来的工作餐、应酬饭局及街边的
小吃摊，我“阅”包子无数。我发挥想
象力理顺蒸包子的程序：和面、发酵、
调馅儿、包制、上笼蒸。原以为把馅
儿放进包子皮，左手托着包子，右手
大拇指和食指捏着包子皮，翩翩起舞
往前走，转一圈，包子就包严实了。

想象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包子
皮在我手里特别“淘气”，张着口不愿
合拢，或是这边刚合上那边又张开
口。我的手上、脸上、身上沾满了油
腻腻的碎菜和面粉，狼狈不堪。

女儿这样描述我蒸的包子：“第
一口吃不到馅儿，第二口还吃不到馅
儿，第三口仍吃不到馅儿，然后包子
就吃完了。”先生没有直接打击我，低
头喝粥，慢条斯理地说：“以后还是去
小吃店买包子吧，省事。”我分明听
出，他嫌我蒸的包子难看且难吃。

我下决心要把包子蒸好，上网查
找制作方法，并如法炮制。当包子上
笼5分钟后，伴着噌噌往上蹿的热气
儿，诱人的麦香扑面而来。那时，我
的心情和小时候等待老师发考试卷
子时的心情一样急切，心里默念“包
子可别再蒸坏了”。20分钟后关掉
燃气，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笼盖，白白
胖胖的包子呈现在我的眼前。

还没等嘴角上扬，我惊恐地看到
漂亮的包子瞬间收缩变形，干瘪的样
子不忍直视，我又失败了。

在一遍一遍查找、咨询和操作的
过程中，我知道了包子变丑的原因，
包子蒸熟后，关火大约5分钟后再掀
盖，包子才不会变丑。

酱肉香、豆腐香、野菜香、糖香、
豆香……家人们细细品味着各种香
味积累起来的幸福，我也辛苦且幸
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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