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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爱你的人在厨房

□ 夏学军
成家立业之后，越发懂

得了母亲的不容易，所以这
几年，但凡出去旅游我都带
着母亲，想让她看看外面的
世界，尝尝各地美食，可母亲
不是嫌贵就是吃不惯。母亲
更喜欢自己张罗一桌菜，把
我们招呼在一起，看着我们
大快朵颐。母亲的厨艺是真
的好，她了解我们的喜好，每
个人都能吃到最爱吃的菜
肴。逢年过节，我建议出去
吃，也让母亲轻松一下，母亲
坚决反对：“不去不去，我给
你们做！”

结婚了，爱人是成都人，
特别爱吃辣。母亲真是有心
人，长江的活鱼、郫县的豆
瓣、涪陵的榨菜、四川的辣
子，统统堆积在我家厨房，母
亲融汇南北两地菜系，端出
那一盘盘搭配营养、色香味
俱全的菜肴，那一碗碗经过
慢火炖制、沁人心脾的汤肴，
已然不是简单的菜肴了。

我常常开玩笑说，咱家
的厨房就是一个江湖，既有
东北白山黑水的豪放，也有
四川的火辣鲜香，如果想要
上海的婉约、北京的端庄，母
亲照样会让我们吃得雅致精
彩。有这样的母亲和厨房，
即使我如鸿雁飞跃万水千
山，想念的还是家里的那口
鲜香。

我们的身体是靠五谷杂
粮和肉食果蔬供养着的，饥
肠辘辘地回到家，有什么比
厨房里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
更悦耳？还有什么比那碗热
气腾腾的煮面更有治愈功
能？

有位好友特别喜欢做
饭，他说：“我特别享受做饭
的过程，采买，洗切，看着它
们慢慢变熟，心爱的人吃得
开心，是世间最美好的一件
事。”虽然他很忙，但是只要
有时间，都会把妻子赶出厨
房，一个人叮叮当当地忙碌。
心上有人，胸中有情，流淌于
厨房，一碗炸酱面，一罐煨排
骨，其深情远远胜于举着玫
瑰说爱情，她必然会为这朴
实而笃定的日子柔软了心。
有幸嫁给一个爱做饭的男人
是不是前世修来的福？

有人说，愿意为别人做饭
的人，都有一颗温暖、善解人
意的心。他们愿意用最简单
最原始的方式，安慰你风干
的脾胃；他们知晓你的艰辛
和不易，用美食为你画出美
好生活的蓝图。食物所蕴含
的魅力，传达的不仅仅是一
种生活态度，还有我们穷尽
一生追求的细水长流的爱。

生活最朴实无华，年复
一年，日复一日，都在洗洗切
切、煎煎炒炒中度过，偶尔的
磕磕绊绊成了点缀。味觉是
有记忆的，且悠长，通过敏感
的味蕾记忆酸甜苦辣，多少
情怀都化了在心里，丝丝扣
入我们平凡的日子。

外面有风雪，可我有厨
房，爱我的人在厨房，我也愿
意为他们钻进厨房，于烟火
缭绕中诉说爱。

厚德常施促和谐 诗词吟诵伴悠扬
□ 张坤清

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
一，以善恶评价的方式调整人
与人之间及个人同社会之间
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主
要通过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力
量，使人们逐渐形成一定的信
念、习惯、传统而发生作用。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
道德与诗词之间的关系越来
越紧密。特别是厚德形式需
要高雅的文学艺术来表现，
让人们通过朗朗上口的诗词
艺术，享受文化大餐。而诗
词艺术又把厚德表现形式艺
化为记忆犹新的格律典范。
因此，两者相辅相成，互为
依托。

“厚德”主要有两层含义：
一是日常道德修养，二是高远
博大胸怀。日常生活中人们
的道德修养，交通法规的遵
守、公共场所的使用、公共设
施的爱护、环境卫生的维护、
社会公益活动的参与、人与人
之间的交往，可以说人生活中
的一举一动都体现了道德范
畴，犹以厚德为重。“仁、义、
礼、智、信”这是几千年我们老
祖宗做人的宗旨，也是我们中
国人做人的“德行”。

公道正派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也是厚德的表现形
式之一，是社会公认的一个人
为人处世应当秉持的基本立
场，是国家公职人员一切优秀
品格的起点和终点。乔治·华
盛顿在1796年的告别演说中
宣称，“一个共和国的公民如
果没有品德就无法管理自身
和充分行使他们的自由权”。
当今世界个别大国道德沦丧、
言行不一，动不动挑起代理人
战争，给相关国家人民带来了
灾难。

古人云，厚德载物。一个
人可以宽厚待人、宽厚处事，
将来必定会有福报。宽厚是
崇高的美德。厚德之人，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待
人坦白。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人们都喜爱和宽厚之人共处，
由于他们真挚让人感到牢靠，
对谁都很坦白。“正人立身，诚
信为本。”诚信是人的基本素
质，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
友爱往来的重要因素。要真
诚待人，宽恕地看待社会。二
是有担当。人们乐意把一些
重要的工作交给宽厚之人。
人们最怕的一类人，并不是他
的个人能力缺乏，而是在每次
出问题时，不想着解决问题，
却在第一时间推卸责任。遇
到这类人，常常让你哑巴吃黄
连，有苦说不出。相反，宽厚
的人干事有担当，凡做一件事
必定有头有尾。即使不小心
出了过失，也会主动承担起
责任。一个团队中，有一个
这样的人物，往往能起到顶
梁柱的效果，让人放心。三
是甘愿吃亏，不求报答。人
生在世，每个人都不免有一
时之急。在遇到他人困难
时，有些人冷酷无情，视若无
睹，还有些人尽管乐意帮助，
却在内心反复权衡，策划能
从中得到多少报答。这类人
过于精明，把每一份情面都
当成生意，算不上真实的好
心。真正宽厚的人，历来不
去占他人的便宜，据守自己
的底线和准则。在与人协作
时，也是甘愿自己吃亏，让对
方得到更多优惠。乐意自愿
吃亏的人，外表上看是自己
吃了亏，却给他人留下了宽
厚牢靠的形象，得到他人的
信赖。四是为他人考虑。在

《论语》中，孔子说：“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自己不乐意
做的事，也不要强加给他人。
一个宽厚之人待人接物，会站
在他人的视点，想他人之所
想，急他人之所急。

总之，通过诗词把厚德表
现为文化艺术新形式，启迪人
们正确或巧妙地处理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进而达到人与
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唤醒更
多的民众遵守道德规范，达到
东西方人民和谐相处，促进世
界文明。附组诗二十五首，以
飨读者。
一、口德
饶人海天阔，直话婉言温。
冷语伤心记，批评顾他尊。
二、掌德
赞美暖风飏，温馨话语香。
欢声常口念，助力世间祥。
三、面德
颜和迎曙光，切莫结冰霜。
老幼少嘲短，赏之延续扬。
四、信任德
信任无沟壑，多疑处处愁。
德身成就富，朋友遍神州。
五、方便德
共处给方便，常帮结众缘。
弱人需共挽，关爱谱新篇。
六、礼节德
有情光四射，尊敬为人崇。
礼让受民爱，宽仁永碧葱。
七、谦让德
好事三分让，躬身乐自悠。
失前非得意，谦逊品尊留。
八、理解德
共事行诚意，仁贤理解安。
交朋互帮助，必定得真欢。
九、尊重德
弱民尊首位，育草见芬芳。
使客受关爱，时时德显彰。
十、帮助德
坠泥伸手拉，遇难及时帮。
奉献是根本，善心春暖长。

十一、诚信德
鼎铭严守诺，狡诈失多朋。
逆水舟常覆，信君胜券增。
十二、实惠德
空票开不得，唯利远亲人。
强弱公平办，真情数点春。
十三、虚心德
谦虚莫显名，勤奋万般成。
自傲常遭责，尽能诸业赢。
十四、欣赏德
赏之皆有方，出色美常扬。
点赞诚无价，跟风语不长。
十五、感恩德
滴水泉相谢，常怀结善缘。
岁华人易老，报答莫迟延。
十六、援助德
寒中送薪炭，危困及时援。
苗得甘霖茂，怎能忘报恩。
十七、激情德
棹发潮头弄，常怀旭日升。
人生尘世闷，努力业长兴。
十八、形象德
名誉更珍贵，儒贤易认同。
声望逾百万，品德造英雄。
十九、爱心德
仁慈常奉献，处处有阳光。
宽厚能成就，和谐闪吉祥。
二十、笑脸德
笑容生艳丽，交往靠真诚。
爽快莫寻衅，施恩得赞声。
二十一、宽容德
容忍气平顺，春风暖众心。
包涵无过失，饶恕妙如金。
二十二、合作德
同舟岁月将，蹊径绿成行。
风雨齐甘苦，共鸣长久芳。
二十三、善良德
善良人佩服，慈爱满怀诚。
事小而非做，美心真圣明。
二十四、倾听德
倾听莫神转，关注素来方。
恭敬闻其见，恬谈世道祥。
二十五、宽恕德
恕过真豪杰，宽容实为珍。
求全严不得，共处百花邻。

烟火年年
□ 马云丹

年，时光流转的尺度。年
味，万家烟火升腾起的香气和
喜乐。我们喜气洋洋地奔向
年，忙忙碌碌中品尝年的幸福
滋味。

儿时在老家，过年扫房子
是全家最忙碌的一天。一大
早，我们三姐妹就被母亲叫起
来。我们像蜜蜂一样进进出
出，把除了大床、大柜子外的家
用物件全搬到院子里，然后把
它们一一擦洗干净。

老房子的墙壁是用石灰
粉刷的，用扫帚一扫，那些挂
了灰尘的粉末就会纷纷扬扬
落下来，所以扫房子前，不仅
要收拾出房里的各种物件，扫
房子的母亲和父亲还要巧扮
一番，来抵挡脏兮兮的灰尘。

母亲用报纸折了“济公帽
子”给父亲戴上，又用手绢把
父亲的鼻子和嘴巴围住。父
亲拿着绑了长长竹竿的笤帚
去扫房顶。母亲也这样装扮
好，拿了短的笤帚扫墙壁。

等房子里的卫生收拾干
净了，我们再把各样物件搬回
房间。扫房子，真是倒腾得

很，这是件让我感到喜厌参半
的事情：一边欢喜着为年而忙
碌，一边厌烦着如此费时费
力。忙碌一天后，看到房子里
变得干净又亮堂时，不快的心
情便又欢腾了起来。

自父母搬进楼房后，每年
我和姐姐都回家和父母扫房
子。楼房是光滑洁白的腻子
墙壁，灰尘少，只需简单清扫
便窗明几净了。

清闲了，倒是又怀念起老
家扫房子的场景，我茫茫然
道：“不搬弄家什了，怎么感觉
好像少了什么呢？”姐姐笑：

“那是少了我们‘数家宝’的乐

趣。”想着那些被我们搬出搬
进的瓶瓶罐罐和桌椅板凳，的
确是像数家宝一样，那是一家
人的江山啊。

扫完房子后，接下来的日
子便可以赶集进年货了。赶
年集，我们也是全家总动员。
五口人排着队去赶集，父亲和
母亲负责挑选年货，大姐负责
结账，我和二姐拉着小车负责
装年货。人间烟火处，市井年
味浓。东边挑锅碗瓢盆，西边
选灯笼桃符；南边买鸡鸭鱼
肉，北边买瓜果蔬菜；点心摊
上选糕点，糖果摊上选饴
糖……拉着沉甸甸的年货，穿

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像把四季
重新奔走了一次，这酣畅淋漓
的欢喜，才配得上年的盛大。

将各样年货搬进厨房，
只等它们变身美味佳肴。父
亲退休后，便“文转武”，不再
灯前小草写桃符，而是转战
厨房。神奇的是，父亲忽出
江湖便是侠客，烹、炸、煎、炒
样样拿手，也不知他何时练
就的厨艺。父亲用一手盖世
厨艺，轻而易举地就打败了
历年掌勺的母亲。

母亲一边拱手相让，一边
夸赞父亲：“还是当家的厉
害！”母亲甘拜下风地洗手退
出厨房。自然，母亲是闲不住
的，趁着大好阳光，她要把床
上用品统统清洗一遍。

省下大把时间，母亲就与
花花草草相媚好。母亲先是
煮上一壶茶，打开手机听着黄
梅戏，去伺弄一盆盆的花草。
母亲总能让那些花花草草乖
巧地，在年里开花的开花，可
爱的变得更可爱。

年味，愈聚愈浓，只等万
家团圆的那一刻，绽放各自璀
璨的烟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