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菲菲的儿子很优秀，她对孩子的付出真
是让人感动……”3月16日，记者和菲菲相约
下午接孩子时在学校门口见面，结果刚到就
被其他家长团团围住，大家对菲菲和她的儿
子小江都赞不绝口。

今年36岁的菲菲大大的眼睛，一说话就
笑，看上去就是一个和孩子相处很好的妈
妈。“我和儿子相处就和朋友一样，他平时在
家叫我仙女姐姐，我们家非常民主，只要儿子
提出的合理要求，我都尽可能地满足他。”菲
菲笑着说。

小江是个原则性很强的孩子，无论学什
么就必须学得好。菲菲给他报了舞蹈班和绘
画班，小江都很认真地学，取得了优异成绩。
小江学的是街舞，他每天放学后都对着镜子
过动作，有时候一个动作要做好多遍，直到自
己满意为止。凭着刻苦的练习，短短两年时
间，小江就站到了舞蹈队的C位，两次登上焦
作少儿春晚的舞台。

“孩子无论学什么，我都会陪在他的身
边。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到地方就走了，我却
会留下来，跟着孩子一起学，回来后再帮助他
纠正动作。我觉得有家长陪伴的话，孩子就
能更好地坚持下去。“对于小江的成长，菲菲
从不缺席。

“小江虽然才上小学二年级，但对自己要
求非常严格，考试成绩不理想了，他会自己把
题抄一遍再做一次，有错题的地方都记录下
来，决不允许自己错第二次。”说到小江的严
于律己，菲菲有点心疼。

小江的梦想是当一名人民警察，惩治坏
人，为人民服务。对于儿子的梦想，菲菲全力
支持，她希望小江可以全力以赴追逐自己的
梦想，早日成为一名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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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有一条街巷，路面很窄，却体现了宽容；道
路很短，却德义中间走、礼让站两旁。它就是焦作版

“六尺巷”——位于沁阳市的仁义胡同。
沁阳市街区巷道如棋盘般纵横交错，有“十四街

七十二条胡同”之称，其中的仁义胡同熠熠生辉。
仁义胡同位于沁阳市城区东南部，呈南北走向，

南起南街，北至覃怀中路，长50米，南头不足1.5米
宽，北头稍宽。

仁义胡同，顾名思义由“仁义”而来，其与我市历
史文化名人何瑭有关。何瑭（公元1474年～1543
年），怀庆府河内县（今沁阳市）人，官至南京右都御
史，是明代文学家、理学家、音乐家、数学家。明隆庆
二年（公元1568年），何瑭被追封为礼部尚书。

明正德年间（公元1505年～1521年），何瑭的
女儿何英、女婿任冠元与邻居丁琪因宅基地发生争
执，何英就给何瑭写了一封信，想借父亲的威名压制
对方。何瑭收到信后，心里思忖：“丁琪这孩子心地
善良，对年老多病的母亲很孝顺，不会这样蛮不讲
理，他纵有不良之心，也不会寻到我的女儿、女婿头
上，一定是女儿、女婿依仗我的权势，做了对不起人
家的事，才引起这场争执。”想到这里，何瑭挥毫写下
一封家书，严肃地教育何英、任冠元要以仁义为本，
与邻居和睦相处、互谅互让，切不可仗势欺人、以邻
为壑。他还交代何英、任冠元，如果丁琪的母亲旧病
复发，可送些银两资助，并在信末附了一首诗：

千里捎书为一墙，让他一墙有何妨？
邻里应重仁和义，莫借吾名做强梁。
何英、任冠元收到何瑭的信后，被父亲的大仁大

义所感动，遵照父亲的叮嘱，把墙往自家这边挪了一
下。丁琪看到后，也把墙往自家这边挪了一下。这
样一来，两家中间便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胡同，后被
人们称为仁义胡同。

仁义胡同留下的仁义精神，深深地影响着胡同
里居住的人们。目前，仁义胡同里住着七八户人家，
这里的居民告诉记者，以前这个胡同非常窄。由于
邻里之间互相礼让，都让对方几尺，这个胡同逐渐变
宽。

仁义胡同里的住户很多都是何瑭的粉丝，不仅
收藏有《何瑭诗注》《何瑭剧本》《何瑭的故事》等书
籍，有的住户还出版过讲述何瑭故事的书。几户人
家在这里住了三四代了，对仁义胡同的故事如数家
珍，成了何瑭故事义务宣传员。他们告诉记者，仁义
就是家风、家训，并以此来教育自己的后辈。

2009年3月，焦作市人民政府公布仁义胡同为
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平淡的胡同有不平淡的故事，寻常的人生有不
寻常的人格。不管老城如何变迁，胡同里的仁义永
远定格在仁义胡同住户的心头。

上图 沁阳市仁义胡同。
本报记者 杨 帆 摄

仁义胡同：

菲菲（左）在给小江读
绘本。

本报记者 李 征 摄

“平时下班后，我喜欢自己动手做一些甜点，比如
烤饼干、烤比萨等，自己做的甜点干净、卫生，吃起来
也特别有成就感和满足感。”3月17日，市民王琳笑着
对记者说。

在王琳的家中，她向记者分享了蛋挞比萨的做
法。先把准备好的火腿肠切成碎丁，然后和虾仁、玉
米粒、青豆等一并倒入碗中备用。然后拿出一个蛋挞
皮，挤上一点番茄酱，用刷子把番茄酱在蛋挞皮底刷
匀，将火腿肠、虾仁、玉米粒、青豆等倒入蛋挞皮里，在
上边撒一层芝士碎。按照上述步骤，王琳做了4个蛋
挞比萨。

“完成这些步骤后，就可以把蛋挞比萨放入烤箱
烘烤啦。大家一定要注意，每次烤东西前，一定要先
预热烤箱。”王琳说。

王琳将烤箱调至200摄氏度，预热5分钟后，将
蛋挞比萨放入烤箱。15分钟后，蛋挞比萨就大功告
成了。

蛋挞比萨色泽金黄，蛋挞皮入口酥脆，芝士滑而
不腻，虾仁鲜美，加上青豆和玉米的点缀，口感更加丰
富。

“蛋挞比萨可以做成甜味的，也可以做成咸味的，
取决于蛋挞皮内的食材。按照这样的方法，还可以做
奥尔良鸡肉丁以及香辣牛肉块等蛋挞比萨。”王琳说。

王琳说，商家卖的比萨都比较大，一个人根本吃
不完，蛋挞比萨就比较迷你，一次吃一个正好，绝对是
下午茶和饭后甜点的首选。

在王琳看来，快乐其实很简单，吃着自己做出来
的美食，也是一种享受，能品味到幸福的味道。

左上图 王琳在展示自己做的蛋挞比萨。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王琳：蛋挞比萨 别样美味
本报记者 宁江东

本报记者 赵改玲

我的C位男孩
本报记者 李 征

我家

大厨

家有

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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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诗歌欣赏

父亲的葬礼结束了，亲戚陆续离
开坟地。我望着坟头上的几棵柏树，
眼前突然出现了幻觉，看见父亲的身
影从远处走过来，站在柏树丛中，微笑
着，微笑着，幻化成一棵挺拔的柏树，
站在了柏树丛中。

父亲的一生和树最有缘。年轻时
进林场当了工人，亲手植下万千棵绿
树。再然后就当了林场场长，带领着
几十名工人顶风冒雪、风餐露宿，植树
造林几十年，把太行山上数十个光秃
秃的山梁变成了一片林海。即使后来
父亲的职务变了，当上了县林业局副
局长，但他还是有时间就往山里跑，去
看望他的战友和那一片片五彩缤纷的
繁茂树林。

林场工人有多苦我是最有感受
的。小时候我总问父亲，为啥别人的
爸爸每天都能回家吃饭睡觉和孩子们
一起玩游戏，而你却要每天吃住在山
上，十天半月才能回一趟家。父亲告
诉我，植树人就像一棵树，只有自己长
在山里边，栉风沐雨，才能让绿树也常
住在山里。那时，我对父亲的话似懂
非懂，但是我懂得父亲经常被荆棘树
枝挂破的伤口和手上的老茧裂纹都是
在大山里栉风沐雨、严寒酷暑中留下
的独特印记。

后来父亲退休了，恋恋不舍地离
开了洒下无数汗水和心血的林场，来
到市里帮我们带孩子。我印象最深的
是父亲对树的热爱，不管是公园里还
是马路边，他总是毫无缘由地盯着每
一棵树出神，甚至会絮叨着这棵树该
治虫了，那棵树该整枝了，还有天寒
了，这种树应该多浇水。大概是每一
棵树都是父亲的情思所在，都寄托着
父亲的向往吧。可惜的是，父亲的晚
年生活刚刚开始，无情的病魔便夺去
了他的生命。更让人想不到的是，父
亲去世那天，竟然正好是植树节，是不
是大地上亿万棵绿树也记住了父亲，
忘不掉父亲对它们的一片深情……

父亲去世后，骨灰暂时安放在烈
士陵园，今年3月12日是父亲三周年
祭日，让父亲入土为安是我们心中的
大事。那天，我们去烈士陵园接父亲
回老家入葬，在每一个十字口、拐弯
处，我都会轻轻地给父亲念叨一声，让
他看看路边的绿树和远处的风景。我
曾百次千次地告诫自己，父亲没有走，
他不会走，他怎么会走了呢？他明明
是和他喜爱的绿树在一起呢！

父亲入土那天，气象台说好的晴
天突然走远了，还下起了丝丝小雨。
我在想，是不是大地上那么多的绿树
都是父亲的朋友，都在思念着父亲，而
树的眼泪一起流，便化成了一串串飘
落的雨丝……

小路如丝巾舞动
被春姑娘的纤指从村口掸出
柔和风光里
在嫩绿嫩绿的地毯上铺就
徐徐落地处
是谁家娃光秃的枝丫在戳弄
调皮地搅出一团团、一簇簇的毛绣球

粉的、白的、黄的……
千媚百态
或聚在路边，块块片片
或躲得很远，星星点点
惹恼了静
唤来蜂儿乱撞，嗡嗡闹闹
牵住蝶儿不松，蹁蹁跹跹

这是春姑娘一冬的私藏
含羞的在雪夜里织纺
裹挟阵阵馥香
这一刻
突然如珍珠般散落
装饰在每一寸泥土上
化作绚烂的梦
跟可爱的人儿分享

不信，你瞧
流连其间，已芬芳满面
漫步归来，仍精彩满怀

春寒料峭
大山在顶天立地
绝壁吟咏着春的节奏
吟出一首首惊天地的诗
吟出一朵朵泣鬼神的花

花的眼睛傲视广阔宇宙
花的精神噌噌噌地向上攀爬
叱咤太空
英雄的汗珠随风飘洒

花蕊浸满中国心的希冀
花瓣盛开十四亿人骄傲的火花

花香阵阵袭来
令人沉醉、着迷
我和她坐在梅花丛中
呢喃软语或不语
我们像花海中的两朵梅
相视而笑、点头致意
不要说出那个字，不要
让它埋藏在各自的心底
让我们静静地看
身旁的一树树梅花
一群群古典少女
在枝头舞蹈
为我们送来浓郁的春天
美好的祝福

此“糊涂”非彼“糊涂”。这
里的“糊涂”是家乡豫北地区一
种源远流长、久盛不衰的粥食。

糊涂绵软润滑，虽有颗粒，
但丝毫不影响它的柔润，那是经
历了上百天的风吹日晒、噼里啪
啦拔节生长的玉米成熟后，不惜
“粉身碎骨”被磨成糁，奉献给祖
祖辈辈庄户人家最好的口粮。
每天早晚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
糊涂，这日出日落的一天才算圆
满。糊涂成了维系一方子民生
命最朴素的汁液。

糊涂的制作过程简单，家乡
人称作“熬糊涂”，且大多在煤火
上熬。记得小时候在村里，临近
饭时，家里“做饭的”（家庭主妇）
就会把带腿的三脚铁锅依人口
多少盛上水，搁在煤火上，待水
扑扑腾腾滚开时，用小葫芦锯成
两半的瓢舀上一定量的玉米糁
下到锅里，那沸腾的水就会因为
玉米糁的加入而温度下降，稍事
歇息，不一会儿就沸腾起来，如
果不掀开锅盖，锅里的水和玉米
糁就会争抢沿着锅沿溢出来，所
以有经验的“做饭的”就会在锅
“大滚”起来后，把锅盖错开个小
口，这样既不影响熬饭，又不至
于鬻锅，她们说这样叫“小滚”。
至于让“小滚”多长时间，全凭经
验，在钟表还是稀罕物的年代，
农村人的时间概念都是跟着感
觉走，熬糊涂也一样。

待到鼻息间能嗅到玉米特
有的香味，会过日子的“做饭的”
会把锅从火上挪开，用活好的湿
煤把火稍微盖一下，只留一点小
火苗往上蹿，再把锅放到煤火上
继续熬，这样既不让煤做无畏的
牺牲，又不至于火力不足把糊涂
熬沉到锅底。即使真有哪次不
小心煳锅了，她们也绝不会浪
费，等锅里糊涂吃完后，用锅铲
小心翼翼地把黏巴在锅底的锅
巴铲下来递给孩子们吃，那种快
乐不亚于现在孩子吃包装精美
嘎嘣脆的锅巴。

等到家人都到齐了，那一锅
糊涂也熬得黏黏糊糊香气四
溢。那时候早晚是吃不起炒菜
的，家家户户都用白萝卜腌咸

菜，从咸菜缸里捞出一个腌好的
白萝卜，切片切丝或切丁，再淋
上点醋，家境好的还会滴上两滴
香油，原本不起眼的咸菜便一下
子油亮喷香起来。舀上一碗刚
熬好的糊涂，撒上一筷头剁碎的
咸菜丁，也就到了检验糊涂成败
的时候了，如果撒上的咸菜稳稳
地浮在糊涂上不往碗底沉，说明
糊涂稀稠正好，呼呼噜噜吃上一
碗糊涂配咸菜，那滋味给个皇帝
都不换！

记得一次我因为吃饭和妈
妈怄气，爷爷就端上半碗糊涂
一脸慈爱地说，咱不听你妈说
的，这么大一碗饭，一个小孩哪
能吃完，咱就吃一半。看到我
小鸡啄米一样点头时，爷爷就
用筷子把碗里的糊涂从中间划
一道，浓稠的糊涂立马一分为
二，我便心满意足地只喝属于
自己的那一边，可喝着喝着，那
道“楚河汉界”便合二为一了，
我小嘴一噘，爷爷立马再划一
道，我就又继续接着喝，爷爷也
一次次地划，等到把碗里的糊
涂快喝完了，我才知道自己上
当了，剩下的那一小口也一定
归爷爷所有。后来和小伙伴说
起，才知道这不是我一个人的
遭遇，而是大人们哄孩子吃饭
惯用的招数。就这样一次次地
哄下去，我们也在糊涂的滋养
下糊里糊涂地长成大人。

如今生活条件好了，糊涂已
不再是我们早晚餐的唯一，即使
隔三岔五地吃上一顿，也吃不出
当年的滋味了。究其原因，如今
饭食丰富，口味变叼了；生活快
节奏，糊涂不是“熬”出来的；生
活品质提高，远离了燃煤时代，
糊涂里少了烟火的味道；昔日的
糊涂糅进了曾经的岁月，浓缩着
玉米的骨血，荟萃着土地的精
华，支撑着一代人的命脉，当今
的糊涂只为满足一时味蕾的新
鲜，使命变了。

想起老郑的“难得糊涂”，不
得不敬畏祖辈的智慧无穷，将慰
藉生命的一碗粥饭取名糊涂，此
二者之间的千丝万缕不知道有
几人能够参透。

难得糊涂
□崔小玲

树的眼泪
□聆 听

春 野
□李富强

梅 花
□张春雷

绝壁花开
□刘万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