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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福义是一名自学成才的画
家，始终保持着对绘画艺术的热
情。他画中的寒梅图呈现出色彩
艳丽，枝条千姿百态，花朵疏密结
合，用笔用墨挥洒自如。其小品画
作工写结合，清新典雅，耐人寻味，
画风简洁优雅，意境深远，人物画
造型准确，用笔流畅，巧妙构图，着

色讲究，寓意深刻，表达了画家对
艺术的一种极高追求。他用墨酣
畅淋漓，用笔刚劲而柔韧，色彩艳
而不俗，诗境入画，相得益彰，让人
浮想联翩。

——赵玉平（河南省美术家协
会会员、焦煤集团美术家协会副主
席兼秘书长）

【名家名作】

陈福义（照片由本人提供）

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
jzwbyiyuan@163.com

（本栏作品均由陈福义作）

陈福义，1950 年生，河南
新乡人，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
会员。他少年时期师从齐白
石高徒李霞生，后又跟随北京
师白艺术研究会会长刘存惠
老 师 学 习 花 鸟 画 的 表 现 技
法。其作品多次参加省市及
全国书画展，并屡次获奖。
2018年，其作品《报春图》在全
国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周年
书画摄影大赛中荣获一等奖。

【专家点评】

硕果丰韵（国画） 赵太岭 作

山居图（国画） 宋晓利 作 花 鸟（国画） 师 群 作

花若盛开蝴蝶自来（国画） 郑清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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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早饭后，秋风凉爽，琴的婆母提
着事先买好的鸡蛋、苹果等一大兜礼品
朝琴的母亲家走去。

进到小区，上得楼来，按过门铃，开
门的正是琴妈。琴婆脚还没进门，话已
传进了屋：“亲家母，听琴说这两天你不
舒服，这不，我赶紧买点东西来看看你。”

琴妈接过提兜，先让琴婆进屋在沙
发上坐下，赶紧泡茶，又端出一盘水果，
说：“其实没啥，这不是前些天高温，吹空
调时间长了，身体有些不舒服，调理一下
就好了。没啥病，不用挂念。”

琴婆呷了一口茶说：“琴她妈，咱为
子女操劳了一辈子，该考虑考虑自己
啦！”

“谁说不是呢。”琴妈说，“唉，说是这
么说，可总觉得孩子们工作忙，咱还能动
弹，不为他们操心为谁操心呀。”

琴婆接过话茬：“不是我说你，你也
太惯他们啦！孩子们小的时候吧，咱忧
他们吃忧他们穿，操心他们上学，等长大
了吧，操心他们的工作，又操心他们的婚
事，有了孙子、孙女又帮他们带孩子，洗
哩涮哩，做吃哩、喝哩，好东西都让他们
吃啦，好衣服都让他们穿啦，没完没了。
咱为他们操心能操到啥时候？可怜天下
父母心啊！咱把母爱都给了孩子们，如
今也得离手离脚了。琴妈，咱就该把爱

向咱自身转移，心疼心疼自己。你说是
不是？”

琴妈脸上露出笑意：“亲家母说得在
理儿，我也这样想过。可心里这根线总
扯不断，老挂念孩子们，冰箱里那些鸡鸭
鱼肉蛋奶，啥时候孩子们不回来，自己就
想不起来吃……”

“不能再那样啦，琴她妈！”琴婆抢过
话头，“咱不能亏待自己一辈子！现在民
富国强，党的政策好，儿女们也孝顺，所
以咱后半辈子要好好过，讲究点生活质
量，多关爱关爱自己。”

琴妈说：“是呀，孩子们也都这样劝
我，俺琴和她哥前几天还给我规定：要少
忧儿孙，多顾自己。孩子们说，他们现在
工作好、生活好，啥都不缺，不用我们操
心。我们的养老金也花不完，他们再给
我们买点好吃的、好穿的，把身体养得结
结实实，多享几天福，别老抱着过去的节
俭传统不舍丢。”

“是呀。”琴婆说，“这就对啦！儿女
们和咱们想到一块儿啦。咱老姊妹俩以
后多去转转，在一块儿多说说话，开开心
心过日子。好了，我该走啦！”

琴妈再三挽留亲家母在家吃午饭，
琴婆不肯，“我还等回去和他爸一起包饺
子呢！”说着就下楼了。

今夏的雨水很丰沛，说下就下。那
天我正坐在小店里看报纸，忽然听到窗
外的彩钢瓦棚上雨声响起来，而且一阵
紧似一阵，我连忙关上了临街的玻璃门。

就在这时，一个人戴着头盔，穿着雨
披，骑着三轮车站在门外，一边比画一边
不停地说着话。因为雨声伴着风声，隔
着玻璃门根本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我来
不及多想，连忙打开门让他进屋避雨。
但他拍了拍盖着雨布的三轮车，示意我
打开大门，让他和车子一起进去。当他
把车子停在我家的过道里，取下头盔、脱
下雨披后我才看清楚，他竟是那个一直
游走在我们这一带的卖油翁。

卖油翁和我年纪相仿，身康体健，经
常骑着电动三轮车，走村串户卖花生
油。他那轻松潇洒、笑容可掬的模样，根
本看不出是70多岁的老人。因为买过他
的花生油，通过言谈对他略有了解。他
说现在国家政策好，农村施行土地流转，
他家租种了大约7公顷土地，除了粮食自
给自足外，光花生就种了四五公顷。他
家不仅采用烘烤、油炸、炒制等方法把花
生变成商品，还购置了大型榨油机，变着
法让土地升值，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他
乐呵呵地说：“看着国家富强，百姓富裕，
我这心里比喝了蜜还舒坦啊！”

老人的话让我脑海里浮现出昔日卖
油翁的身影。那时的卖油翁挑个担子游
走四方，一头担个木质油桶，里面装着香
油，上面盖着木头盖子，桶沿上挂着漏斗
和打油的提子。另一头担个小木箱，里面
分两层，一层放卖油翁备用的衣服、干粮、

饭碗、雨衣和半截配重的土坯；一层放个
布袋子，装卖香油兑换的芝麻。箱子上放
个梆子，就像老和尚敲的木鱼。每当听到
叫卖声，小孩们便会跑出家门围上去，用
鼻子狠狠地嗅着香味。那馥郁的芝麻香
飘过人群、飘过房顶、飘过树冠，弥漫在空
气里。

卖油翁属于行脚商，和风霜雨雪打
交道是常事。我上小学时有一次放学路
上下起了雨，我和同学都急急忙忙往家
赶，一个比一个跑得快。半路上遇见一
个卖油翁，正不紧不慢地走着，我们着急
地大喊：“大爷快跑吧，雨越下越大了！”
他说：“你们快回家吧，别让雨淋出病
了！”说完他放下担子，取下雨帽扣在头
上，从木箱里拿出雨衣往身上一披，顺手
把木箱抱在怀里。然后一屁股坐在油桶
盖上，把油桶盖了个严严实实，任凭风吹
雨打岿然不动。我们都不解其意，他却
苦笑着说：“孩子们快走吧！天越是下雨
我越不能跑，不然油会溅出来。如果摔
倒了，我将血本无归。我一家子人都指
望它吃喝呢，这可是我们的命啊！”

如今的卖油翁没有了生活的压力，
乐观豁达，说起话来幽默风趣。“现在过
上了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这可是我们
普通老百姓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
听说党的二十大就要召开了，说不定又
要出台新的惠民政策，我们的日子肯定
会越来越好！”

今昔卖油翁，真是时代不同命不同
啊！

那天，我约老友们同逛星期天市
场，那里服装鞋帽、日用百货、水果青
菜、风味小吃、猫狗宠物……应有尽
有。叫卖声、讨价声、寒喧声交织碰
撞，演绎着乡村振兴经济繁荣的动人
景象。

好友们初来乍到，一进市场便觉
得眼花缭乱，在每个摊位前都想驻足
观看，挑选自己中意的商品。忽然，
一股扑鼻的香味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循香而去，找到了一个卖煎饼的摊
位。老板是个年过六旬的村妇，黝黑
的肤色透露着健康，满脸的笑容显着
淳厚。看到我们，她热情地招揽：“自
家种的早玉米，刚八分熟，正巧能磨
浆，既黏糊又好摊，煎饼好看又好
吃。价格便宜，两块钱一张，换换口
味，尝尝鲜吧！”看着那薄如纸张、金
灿灿的煎饼，我们欲罢不能，便迅速
扫码付款，七八张尽入囊中，大伙喜
滋滋满意而归。

中午，我用家宴招待朋友们，那
道辅食——煎饼刚上桌，就成了大家
议论的中心。煎饼作为传统食品，营
养丰富，是不可多得的药食同源绿色
保健品。资料显示，煎饼含有大量蛋
白质、淀粉、粗纤维、碳水化合物，还
富含胡萝卜素、钙、磷、铁、钾及人体
需要的各种氨基酸、维生素，可健脾
养胃，促进消化，增强食欲。况且煎
饼筋道耐嚼，经常食用，可锻炼牙齿、
促进面部神经系统活络，起到美容、
延缓衰老之功效。大家七嘴八舌地
热议，勾起我对儿时母亲摊煎饼的回
忆。

摊煎饼大致分为三步：一、采料
浸泡。从地里掰来长至八九成熟的

嫩玉米穗，剥落颗粒，用
簸箕簸去杂物。将收拾
干净的玉米粒泡进清水
里，再放入榆树叶、花椒叶浸泡。二、
拐磨制浆。架起小石磨，将泡好的玉
米粒放一旁。母亲和我姨妈分别坐
在石磨对面，握住石磨把柄不停地逆
时针旋转（拐磨）。经验丰富的母亲
瞄准时机，恰如其分地连水带料舀起
来倒入上扇磨眼里，玉米浆汁便从两
扇磨沿源源不断地流下来，注入事先
备好的大盆里。三、支鏊摊饼。用三
块砖头立起来摆成三角状，将铁鏊的
三只脚稳稳地放在上面，如是并排支
起两盘鏊。姨妈抱来麦秸当柴火，抓
起一把点燃后塞在鏊底下，火焰很快
便向周边蔓延开来。母亲眼疾手快，
在热鏊上面抹一层食用油，舀一勺浆
糊倒上，随着“刺啦”一声响，用一根
高粱秆在鏊面迅即旋转一圈，把浆糊
抹匀摊平。母亲边抹边面授机宜：

“浆糊要适量，多了太厚容易夹生，少
了摊不匀有碍观瞻。细心看煎饼。
刚一定型立即（用剑状的烙馍撇子）
挑起反贴到另一盘鏊上面，文火烙
烤。待煎饼呈金黄色时就能下鏊
了。”姨妈谨遵师训，在默默打下手中
学到了技艺。母亲摊的煎饼，圆乎
乎、薄生生、黄灿灿，看一眼，垂涎欲
滴；咬一口，唇齿生香。

改革开放以来，涌现了许多新生
事物，美味的农家特色小吃——煎
饼，遂变成“专业户”独立经营的致富
项目，上市销售。然而，我还是留恋
母亲摊的煎饼，形色味俱佳，蕴含着
浓浓的母亲味道。

俩亲家
□李思敏

□刘松梅 母亲的味道
□王明琴

村 戏
□郝 军

在夜的大幕上
历史从这里粉墨登场

一个村庄唱戏
十里八村过节
村戏就是请柬
乡邻把满足写在脸上

青山似黛 沙柳如烟
梨园婉丽 丹青江南
长相守 知音缘
诉衷肠 声声慢
红颜尘世繁花乱
一脉天地之间爱无言

羽扇纶巾洒脱
青衣悲怆呼号
童心未泯的眼睛
寻觅扑朔迷离的答案

国画 陈福义 作

■桑榆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