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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丽平郭丽平

我生长在北方，面食把我喂养

大。所以，对于面食我有一种浓浓的

情结。

面粉是个可塑性极强的食品原

料 ，常 与 水 混 合 制 作 各 种 面 食 ，死

面的、发面的，带馅儿的、不带馅儿

的，咸的、甜的，蒸的、煮的、煎的、炸

的……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出

来的。

母亲会做的面食似乎数不过来。

小时候最常吃的当数馒头、大包子、

饺子，菜饼和蒸饼。

其实这几种面食很常见，很平

凡，想学也不难。我之所以惦念不是

因为母亲做的有多特别，仅仅是因为

怀念妈妈的味道。

母亲蒸的馒头是正宗的山东呛

面大馒头。刚出锅香味很浓，入口甜

丝丝的，嚼着很筋道。即便不就菜也

能吃它两三个。尤其贴着锅边那面

黄澄澄的“咯吱”，我和弟弟总是抢

着掰。

大包子，一般都是发面的。陷料

随季节，无非冬吃萝卜白菜、夏食韭

菜，菜园里有啥吃啥。母亲包的大包

子基本上都是长方形的，对折一捏便

成了。庄稼人天天忙农活，没人有那

闲工夫给你捏十八个褶。

母亲最常包的饺子是素韭菜和

猪 肉 白 菜 馅 的 。 从 和 面 、制 陷 、擀

皮、包制，全是母亲一个人。后来我

长大了些，擀皮的活便交给我了。母

亲包的饺子皮薄馅大，沸水里滚两三

开之后个个鼓着“将军肚”。倘若迫

不及待地咬一口，满口汤汁烫得你直

“吸溜”。即便是剩的素饺子，反复

熥几遍之后都不会破皮。起初我一

直以为是我擀皮的技术了得，很是洋

洋得意。其实不然，饺子不易破皮的

关键所在还是在和面上。

菜饼和蒸饼基本都是死面的，馅

的做法都一样，只不过一个煎一个

蒸。母亲做的菜饼有面盆大小，皮擀

得薄如蝉翼，铺上馅料，上面再盖一

张面皮，周边压实，放到大铁锅里用

大豆油烙至两面金黄，再铲到大瓷盆

里。如若喜欢吃脆皮的，现烙现吃。

如果喜欢软和的，可以盖上盖子闷它

个三五分钟，然后把盆倒扣在案板

上，用刀十字切开，分成四角。蒸饼

同 样 要 擀 成 大 片 ，越 薄 越 好 ，放 上

陷，从一头卷起，往中间拢一下，看

起来像蟒蛇状。柴火灶，生大火，蒸

熟中间切两刀，直接下手拿着吃即

可。

似乎现在人们都不大吃主食了，

怕胖。我也是一直为保持身材而拒

绝各种面食。有时候晚上饿得睡不

着刷视频，各种吃播好像故意引诱你

似的，包子饺子吃得那叫一个香，看

得我直流口水。

说来惭愧，身为人妻人母，人至

中年我居然不大会做饭。不过，我还

是有两道拿得出手的面食的。为什

么要定义为“拿得出手”，是因为俩

孩子时常会央求我做。一般情况，女

儿会嗲嗲地说：“妈妈，我想吃你包

的猪肉西红柿馅的饺子了，您哪天给

您的宝贝女儿包一次呗？”儿子会开

门见山地说：“老妈，明天继续给我

摊煎饼，我还要吃！”

远在异国的女儿昨天突然打来

视频，说特别想吃我包的猪肉西红柿

馅饺子。我打算告诉她制作方法，她

却说，不一样的，妈妈，您做的是妈

妈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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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花开的季节，每一朵花都是

赠予人间的温柔诗篇。家中也因花朵，

平添了几分期盼和欢喜。

窗台上的蟹爪兰，仿佛是沉睡的

公主，被春风吻醒。“哎，你瞧这蟹爪

兰，是不是快要开了？”媳妇站在窗前，

指着那盆绿意盎然的植物说。我凑近

一看，蟹爪兰的枝头，果真有几点红色

若隐若现。

一日清晨，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

进房间。我拉开窗帘，眼前一亮——蟹

爪兰竟然在一夜之间盛开了！我兴奋

地叫来媳妇：“快来看，蟹爪兰开了！”尽

管早上上班时间匆忙，我们两人还是站

在窗台前，细细观赏了好大一会，媳妇

喃喃低语：“真美，像是春天的问候。”一

番生机勃勃的景象，让家里的氛围也跟

着明媚起来。

我总觉得家里的花不够多，便在网

上淘了许多，可没几天就蔫了下去。看

来，养花也是一门学问，得因地制宜，不

可盲目跟风。

媳妇见状，倒是比我心急。一起逛

街的时候，见到花店便忍不住要进去瞧

瞧，见到路上卖花的小摊，也要买一束。

那些花被她巧手插在电视柜前的大花

瓶里，争先恐后地探出脑袋，果然春意

盎然起来。我忍不住夸赞：“还是媳妇

有办法。不过，我看来看去，还是觉得

你比花儿美。”媳妇听了，眼中荡漾着得

意与幸福。

不知不觉间，小区院子里的桃花都

盛开了，就连刚上小学的小女儿也被吸

引了。早上上学的时候，一定要在飘落

的桃花瓣下疯跑一阵，再摆几个臭美的

造型，让我给她照几张美美的照片，再

一蹦一跳背着书包上学校。稚嫩的小

脸，与桃花相映成趣。

晚上下班回家，发现餐桌上多了一

个绿色酒瓶，里面插了两枝桃树枝，几

串粉嫩的小桃花怯怯地舒展着花瓣，很

是可爱。原来是奶奶捡回来的，老人家

在小公园里跳舞时，看到环卫工正在修

剪树枝，顺手捡了两枝桃花回来，和绿

色的空酒瓶搭配，竟也美得别有一番风

味。小女儿看到后，更是高兴得不得

了，举着花瓶让我给她拍照。我拿起手

机，捕捉下这温馨的一幕。镜头里，小

女儿的笑脸比花还要灿烂，奶奶也笑得

合不拢嘴。

家里处处有鲜花点缀，日子便多了

几分浪漫和温馨，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明

媚起来。而家人的笑容和陪伴，更是这

春日里最美好的风景。如此，生活便在

这点点滴滴的美好中，缓缓流淌。

我的好友K先生，去年暮秋，爬山

时不慎摔伤右腿，骨折，就医之后，现

在基本上能够正常行走了，就是还有

些隐隐作痛，这倒没啥大不了的，问题

是他现在情绪有点低落，睡眠有些困

难，按他的说法是“精神上有压力”，也

去看了神经内科，医生给他开了助睡

眠的中药，不大见效。其实，这位老

兄，退休待遇不错，孩子的工作不让他

操心，老伴也很贤惠。

看来，我得拽他一把，让他从困境

中走出来。这天清晨，微信里互发问

候语之后，我又说，等我们都方便的时

候来一次视频通话。当我把孙女送到

学校大门口时，手机响了，K先生来视

频了。

他还是那句话，“精神上有压力”。

我说，腿受了伤，还有点痛，这当然不

舒服，但我们都是七十老翁了，谁没有

一点小毛小病的。有的人患上癌症，

勇敢地与病魔作斗争，照样风风光光

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现在，不少癌

症已不再是绝症，你这腿痛有啥忧虑

的？作为老朋友，我建议你“忙起来”。

我每天的“主业”是负责接送孙女

上下学，还适当做些家务活，“副业”则

是每天上网阅读报纸杂志的副刊美

文，看大千世界云卷云舒，同时，我还

码点文字，每天忙得不亦乐乎，没时间

“精神上有压力”。所以，我建议 K 先

生，人老了，山要少爬，还要想办法让

自己忙起来，钓鱼、养花、学画画、打

牌、打太极拳……找一桩自己想干的

事，还是那句老话，“锹用不锈”。

聊到这儿，K 先生接过话茬：“知

道你们有一个小分队，经常集体出游，

下一次，请带上我一起玩。”

忙 起 来忙 起 来
□□ 张传发张传发

去菜市，或者是晚上散步，总会

遇到一位神采奕奕的老太太。花白

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弯弯的眼睛像

月牙儿，笑起来温柔明媚。衣着整

洁，举止优雅大方，说话带着软软的

尾音。

似乎菜市卖菜的人都喜欢她，总

能看到摊主热情招呼：“来看看，这荷

兰豆新到的，新鲜水嫩，给您便宜些

开个称。”“看下这鱼，活蹦乱跳的，来

一条吧。”“哟，今天肯定是儿子回家

吃饭吧？这牛肉买得漂亮。”老太太

一一回应，春风满面，笑成一朵花，由

衷的喜悦，软软的话语，从容的态度，

瞬间就调整了原本低头忙碌，无暇顾

及旁事的人的心情。就连我也愉悦

起来。

我会不由自主地跟在后面，感觉

就像在捡拾老太太快乐的种子。她

缓缓而行，举止轻柔，跟身边走过的、

行色匆匆的人成了鲜明对比。老太

太买菜时总是轻拿轻放，专注地、准

确地拿起放到秤上。摊主可高兴遇

到这样的顾客，笑容真诚地帮忙挑好

的给老太太。转了一圈，我学到了如

何快乐地买到满意的菜，自然而然

地，我改了买菜时挑三拣四的毛病。

最近喜欢上散步，走到一所学校

旁边在健身器材上锻炼，又遇上了老

太太，她依然是从容大方的模样。她

站在转盘上轻轻扭动身子，双手扶着

前面的护栏，还轻轻哼着小调；或是

扶着单扛轻轻甩腿，遇上小孩子上下

攀爬，会和颜悦色地劝阻；有时老太

太会在空旷的地方打上一段八卦拳，

动作缓慢，一丝不苟，优雅得体……

她永远给人一种愉悦欢快的感觉。

谁都愿意和她攀谈，同年龄的老太

太，带着孩子的年轻妈妈，甚至是穿

着校服的学生，都能与她聊上几句，

并且笑语弥漫。我虽没与老太太攀

谈过，隔着些距离，也能感受到那轻

松自在、恬静温和的氛围，感觉甜蜜

蜜的。

想起梁实秋的一段话：“有时候，

只要把心胸敞开，快乐也会逼人而来。

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随处皆是。智者

乐水，仁者乐山。雨有雨的趣，睛有睛

的妙，小鸟跳跃啄食，猫狗饱食酣睡，哪

一样不令人看了觉得快乐？”

你看，快乐就这么简单，从内而

外散发，令自己愉悦，也令身边的人

愉悦，随遇而安，悠然自在。人生在

世，不过数十年，何不过得自在些，让

快乐逼人而来，幸福感也自然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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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拾快乐的种子捡拾快乐的种子
□□ 何小琼何小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