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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霞
母亲属羊，在农村人看来，

这并不是一个好属相，注定一
生劳苦。父母凭借“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结合，生活中也有
磕磕绊绊，但一路走来，相互
搀扶，幸福包容了劳苦。

母亲信命，属相牵绊了母
亲的一生，让她学会了宽容，
她的忍耐、顺从，在我成长记
忆里不可磨灭。善良的母亲
没有怨言，只有无声的忍耐、
顺从。有时候，听到母亲在厨
房低声哭泣，幼小的我却无能
为力。

母亲是一个美丽的女人，
她有着高高的个子、匀称的身
材。虽然面朝黄土背朝天，却
难掩母亲的美丽，年轻时是女
人们比较的对象。现在，母亲

爽朗的笑声仍然清脆，花白的
发、眼角的皱纹尽显慈详、
和蔼。

母亲只读过夜校，字不认
识几个，但她教会了我做人的
道理。在与邻居玩伴的吵闹
中，不管谁对谁错，她总是轻
声安慰我的小伙伴，还把他们
送回家。

母亲是个热心的人，每当
村里有红白喜事，只要找到母
亲，她总是笑着应允。由母亲
嫁娶的小媳妇就有十几个，而
每次作为酬谢的只有一捧经
过红墨水浸泡的花生、几个小
火烧。在当时，那也是我们引
以为荣的事情。

生长在农村，就意味着与
土地斗争，与生命抗衡。父母
没有太大的奢望，只是祈求孩

子平安和一亩三分地的收获。
母亲勤劳，就像没有边际的原
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知
道什么是疲倦。母亲从来不看
时间，她总说，农民没有时间，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锄完地
里的杂草，麦子又抽出了穗花。

晨光中，母亲哼着小曲，
用锄头丈量每一寸土地；斜阳
西下，母亲爽朗的笑声在田埂
上荡漾。母亲满目绿色的希
望，像返青的麦苗，年复一年，
从未减少。一个庄稼女人的
希望便耕种在一双儿女和一
片绿色之中。

母亲粗糙的双手，扛锄
头，做针钱，样样在行。她心
灵手巧，针线活儿总会做得人
人赞不绝口。她总会在我的
衣服上绣上图案，一串串紫色

的葡萄，一对对游动的小鱼，
那是我向小朋友炫耀的资本。
而现在，我却拿不出一点让孩
子荣耀的资本。她也总会给
我们做可口的三鲜馅饺子、百
折的豆包和黏牙的年糕。无
论春夏秋冬，她的手总是突兀
暴露着青筋，每一处关节都裂
开了口子。

世界上除了母亲，也许不
会有第二个人视我如生命。
我远嫁他乡，成为母亲最大的
牵挂。每一次，未迈进朱红色
的大门，我便大声喊：“妈，我
回来了！”母亲应声而出，有时
候手上沾着面，有时候手上带
着顶针，满脸含笑站在我们的
面前。我多么想这种情景化
作永恒，在我的眼前，永不
凋零。

属羊的母亲

小得盈满
□ 林春霞

小满来到，麦子灌浆，一
切都刚刚好，浆水中孕育着
果实，那将满未满的果实给
人以期许，给人以美好！《菜
根谭》中曾说：“花看半开，酒
饮微醉。此中大有佳趣。”二
十四节气中的小满也一样，
满而不溢，满而不盛，此中大
有佳趣。

“小得盈满”，这像极了我
们的人生，知道未来可期，还
需努力拼搏，才能顺势而上；
也知道前路坎坷，还需调整心
态，才能随缘自适。我们的一
生会面临许多诱惑，平平淡淡
的人生固然很好，可谁又不想
自己的人生充满色彩呢？那

么，有谁的一生都是在惊险、
刺激、有色彩的生活中度
过吗？

“小得盈满”的人知道满
足，懂得见好就收，摒弃十分
人生的飘然，这才是“小得盈
满”的一种姿态吧。范蠡和文
仲辅佐越王勾践。他们陪着
勾践一起忍受屈辱，成就勾践
春秋霸业。可是，范蠡知道见
好就收，懂得“小得盈满”的人
生准则，因此，他能逃脱厄运，
快意江湖，最终相忘于江湖。
文仲呢，不能控制自己的心
态，总以为自己劳苦功高。文
仲的姿态决定着他的命运，不
满足最终会害惨了自己甚至
亲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无怪乎《菜根谭》中说：“如韩
信以勇略震主被擒，陆机以才
名冠世见杀，霍光败于权势逼
君，石崇死于财赋敌国，皆以
十分取败者也。”以史为鉴，

“小得盈满”能让我们适可而
止，进退有度。

人的一生真的很难说。
优越的条件会使我们的人生
得意，会使我们性格中的张
扬、乖戾因子，如发酵般膨胀
起来，对人对物总是睥睨着，
就差“唯我独尊”喊出来。平
淡的环境又会使我们的人生
失意，会使我们性格中的卑
微、无趣，如在放大镜下受到
聚焦般灼烧起来，对人对物
总是抱怨着，就差“命本该如

此”喊出口来。而“小得盈
满”的人，则是谦逊温恭，格
局深远。别人取得的成绩，
会激励自己更加奋发，向优
秀靠拢，向目标进军，又会不
卑不亢，始终以一种我已经
尽力的心态面对人生，即使
失败又何妨，毕竟人生没有
大满贯。

因此，在人生的道路上，
小满人生很重要。把握住自
己的人生，不要担心小满不圆
满，也不要疑心小满人生太吃
亏，要知道，真正有大智慧的
人，都是内心超然的人。不咄
咄逼人，不嫉妒，不贪心，不堕
落，我们普通人也能做到，不
是吗？

餐桌上的清凉一夏

□ 马亚伟
夏日炎炎，人很容易没食

欲。肠胃似乎厌烦了这炎夏，
急需一丝清凉的慰藉。母亲每
年夏天都会调整餐桌上的饭
食，来满足我们的需求。

我的生日在夏天，母亲会
亲手为我做凉面。我家用一顿
凉面拉开夏日饮食的序幕，自
此凉面就会隔三差五登上餐
桌。母亲做凉面，面条必须要
手擀。手擀面有嚼劲，特别好
吃。不过夏天擀面条是很考验
人的，天太热，相比做其他饭食
来说，擀面条算是体力活，和
面、擀面都需要体力。母亲身
材瘦小，和面、擀面都很吃力，
我经常见她“咬牙切齿”用力的
样子。厨房里闷热，母亲的肩
膀上搭一块白毛巾，随时擦汗。
面和好，面片擀好，到了切面的
时候，母亲就自如多了。然后
母亲把面条拎起，一抖，细长的
面条就在她的手中垂成一条瀑
布。母亲的这一番动作颇有大
厨风范。

夏天的凉面真的是让碗底
生凉呢。把调料、菜码准备好，
油盐酱醋麻酱蒜汁等调料要搭
配好，菜码是黄瓜丝、胡萝卜丝
等。面条煮出来之后，在冷水
里淘得凉凉的，放上菜码，浇上
调料拌匀，就可以吃了。夏天
的凉面吃起来清凉爽口，回味
无穷，永远都吃不够。

还有一样美食，是夏天的
标配——— 绿豆汤。熬绿豆汤没
什么技术含量，提前熬出来，放
凉了再喝味道最好。餐桌上有
热的饭食，通常要搭配绿豆汤。
绿豆汤解渴消暑，还能清热解
毒。有时候，母亲会在绿豆汤
里放点白糖。这点白糖真有画
龙点睛的作用，喝起来甜丝丝、
清凉凉，味道好极了。酷热的
夏天，一碗绿豆汤，足以慰
平生。

母亲每年夏天都会在小菜
园里种上黄瓜和苦瓜。餐桌上
有了这两种菜，夏天的味道就
出来了。黄瓜一般都是凉拌，
洗干净后，在案板上拍几下，切
开来，放入调料即可。凉拌黄
瓜清脆爽口，最适合夏天吃。
苦瓜的味道，我最初是接受不
了的。母亲总说：“苦瓜越嚼越
有味，吃到最后，满口的清新爽
脆！”母亲把苦瓜切薄片，用开
水焯过，凉拌或者跟其他菜一
起炒。苦瓜是“君子菜”，不会
把苦味传给别的菜。我试着吃
苦瓜，渐渐爱上了母亲做的凉
拌苦瓜。把焯过的苦瓜放到白
瓷盘里，拌上香油、白醋等，最
后再用几根红椒丝点缀一下，
看上去赏心悦目，吃起来味道
绝佳。细细咀嚼，口感脆爽，真
的能品出苦尽甘来的滋味呢。

母亲告诉我，夏天清凉的
食物虽然好吃，但不能贪多贪
凉，凡事要有度，不然肠胃会受
不了。

酷夏漫长，但智慧的人们
用各种方式炮制种种清凉，来
对抗夏天的炎热。感谢母亲，
给了我一个又一个清凉的夏
天，也让我学会了那么多生活
的智慧。

红杏伴着乡音来
□ 李燕翔

周末大清早，楼下传来
乡音浓重的叫门声，老父亲
慌忙起身下楼。进门的是老
家的一个侄子，他给父亲送
来了刚从杏园里摘下来的红
杏。这个侄子平时来城里并
不多，小满季节一过，红杏飘
香的时候，他都准时进城送
几兜子老家的红杏。老父亲
每次都说城里啥都有，大老
远的以后不要再送了。可那
个侄子总是憨憨地一笑，浓
重的乡音就灌满了整间屋
子：“大伯，这红杏里有咱老
家的味道啊。”

饭桌上滚落的那浑圆、
光鲜的红杏，每一枚都浓缩
了老家大地日月精华，它和
生硬亲切的乡音共同散发着
来自纯净自然的生命气息。

每年看到送来的红杏
时，老父亲脸上都呈现出兴
奋的红晕，手脚也神奇地麻
利了许多。他像小孩子一样
挑一个最大最红的举过头
顶，对着太阳眯着眼睛转几
圈，然后在手心中细细品玩，
在衣袖上擦拭一下，轻轻咬
一口，表情夸张地细细咀嚼，
深深地叹口气说：“甜！真甜

啊！”我也拿起饭桌上的红杏
尝了一口，也就是淡淡的酸
甜软糯的口感，和街上售卖
的红杏并没有什么差别。尽
管如此，我还是相信父亲的
感慨是发自内心的。

红杏送来后，父亲总要
亲手将其分类清洗重新码放
整齐。熟透软糯的红杏摆放
在水果筐里招待串门的左邻

右舍，半红半绿的码放在阳
台上烘晒催熟，如果看见红
杏上还长着杏叶子的，必须
用 细 线 系 上 ，挂 在 阳 台
上……父亲虔诚地告诉家
人，窗前挂起红杏，家里的生
活就会红红火火兴旺发达。
别说，每年父亲将老家送来
的红杏在窗前悬挂起来后，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家

老少的心情都格外舒畅。
随着年龄增长，我也渐

渐理解了父亲对农村老家红
杏的情感。他在农村生活七
八十年，熟知那片土地上的
各种农情农事。父亲翻弄着
月份牌念叨着红杏快下来
了，说着说着，楼下就传来了
浓重的乡音：“大伯，开门！
今年的红杏下来了。”听到喊
声，父亲的腰腿病似乎一下
子就好了，总是亲自下楼开
门，我站在窗前向下望去，心
底涌起热浪。每年父亲都说
不让侄子再送红杏了，其实，
一到这个时节他心里整天都
惦记着老家的红杏呀。

望着饭桌上那堆红杏，
我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与
其说父亲怀念家乡的红杏，
倒不如说是怀念那乡村生
活，怀念老家那阳光、风雨、
田野、小河。阳光雨露秉承
着神秘、神圣的意愿，化作神
奇、多情的红杏被送到城里，
走进楼房，捧在父亲的手心。

我知道，在父亲的世界
里，有种不为我所熟稔的温
软和甜蜜的存在，它养眼、养
胃，更养心，那就是老家杏园
里新采摘下来的红杏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