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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风铃四季风铃

我的孙女乳名叫笑笑，2010 年 4
月出生于市中心医院。那里有在产科
工作的姑姥亲自接生，这让我很放
心。笑笑出生两个小时后由她姑姥亲
自交到我的手上，看着胖乎乎的小宝
宝我高兴极了，当时就想抱回家去。

其实，我在笑笑三个月大时就给她
念拼音，给三个月大的孩子念拼音，效
果怎样，能听得懂吗？能！效果不错，
她认真听，我仔细教，每天我都给她讲，
就这样循环翻复，我的启蒙教育已略有
成效：笑笑刚会说话词句接着往外蹦；
一岁半时古诗能背10多首；再大点，我
又给她买来了绕口令书；上动物园游玩
我给她讲动物的故事，讲动物的习性，
讲禽与兽的划分；讲食草类动物与食肉
类动物的秉性；这些她全记在心里，有
时她还滔滔不绝地讲给我听。

为了能让笑笑认识阿拉伯数字，
我便和笑笑“打扑克”，通过这种方式
加深她对数字的熟悉度。看着笑笑每
次“胜利”后开心的样子，心花怒放的
当然是我。

2013年 9月，笑笑该上幼儿园了，
我一半是高兴一半是害怕。高兴什么
呢？高兴笑笑的人生又向前迈出了一
大步，从我们家的小舞台跨向社会的
大舞台，开始了人生的第一个阶段的
历练。怕什么呢？怕她到幼儿园我们
分手时她那撕心裂肺的呼喊和挣扎。
谁知笑笑那天特别高兴，是我太过担
心了，笑笑一放学回家我赶紧把她搂
在怀里问长问短。

2013 年国庆期间，我带着笑笑去
公园玩，我们走到一鱼塘边看小朋友

在水里玩抓鱼的游戏，感觉很有趣，我
便带着笑笑也下水抓鱼。孩子们在水
里动作麻利地欢快地捉鱼，鱼儿成群
结队地在他们的胯下东躲西藏。这非
常锻炼孩子们的反应和动手能力，有
抓到鱼的亢奋，有逃掉鱼的呼喊，孩子
们高兴的声音此起彼伏。我们捉了一
桶鱼放掉再捉，捉了再放，循环往复玩
了一上午，临近中午笑笑还不想回家，
这一天，我们是在欢乐中度过的。

2014年春天的一个星期日，因笑笑
上姥姥家了，我抽空去了趟我弟弟家，我
们正聊得起劲，突然我的手机响了，电话
那边大哭，泣不成声地说：“奶奶，快来救
我！”我惊奇，我只教了她两遍电话号码
她竟背会且用上了。我想电话旁边一定
有人，忙问：“怎么了？你不是在姥姥家
吗？姥姥和小姨在吗？”笑笑着急地说：

“家没人，就我一人在家，没人跟我玩，您
快来吧！”我耐心地劝她：“我不认路怎么
去啊，没人你自己先玩会儿啊。”“你咋
恁笨呀，你不会看地图啊？”笑笑的回
答让我吃了一惊，小小年纪竟会想出这
招。正当我抓耳挠腮着急万分时，电
话那端传来了笑笑姥姥的声音：“我刚
下楼取东西遇到一邻居闲聊了两句，
上楼就看到笑笑在打电话，没事啊，您
放心吧！”“哈哈哈哈，奶奶，奶奶……”
电话那端笑笑乐呵呵地大声喊到。这
件事带给我很多思考，我惊喜笑笑有
什么事会给我打电话了，这也让我放
心了很多。

可爱的小天使笑笑小时候的趣事
很多很多，我经常讲给她听，我希望她
以后还会有更多的更为精彩的故事。

可爱的小天使
李素萍（新乡市）

一方瓦罐，架在火上，煮沸着于我幼
时心中那种美味佳肴——瓦罐豆腐。提
起这美味清雅的豆腐，着实让人怀念。
记得幼时，村庄的西头曾有一条渡苇河，
河面宽而浅，静静地流淌着。父辈们常
常下河抓些鱼鳝之类，择好，洗净，烹味，
放入瓦罐和豆腐一起炖。随着火候渐
旺，那种细细的淡淡的醇香，和着缕缕轻
烟弥漫在空气中，沁人心脾。

炖得沸腾的豆腐，欢喜地跳跃着，
露出无数个小孔孔儿，鲜美的汤汁就藏
在这美妙的小孔里；不时有一个个晶莹
的泡泡儿从小孔里挤出来，快乐地露个
脸儿，飘散着诱人的美味。而我们这些
贪吃的孩子，耐不住性子，蜂拥而上，即
使嘴被烫出泡儿，呛得眼角儿闪着泪花
儿，也要争抢着享用这美味佳肴。这成
了我记忆里舌尖上的美食。

“豆腐之法”始于何时何地？据《本
草纲目》记载“豆腐之法始于淮南王刘
安”。汉高祖刘邦的孙子淮南王刘安博
雅好古，喜探奇物，他不停地召集贤才，
探讨学识方剂，立学著作；他还召集能
人到都城寿春的山上苦练仙丹神药，倚
天狂想，求个长生不老之术，然而，事事
有奇，此乃仙丹无成，却有幸造出了神
奇的豆腐。

另据说，淮南王刘安的老母喜食黄

豆，而恰一日，老母因病不能食下整粒黄
豆，孝敬的刘安忙指人去把黄豆研磨成
粉状，但嫌豆粉太干，吩咐用开水熬制成
豆乳；嫌味淡了，又放锅里些盐卤，提味
儿，谁知那豆乳很快凝结成了块状样儿，
成了豆花，清香缭绕，花状诱人。淮南王
的老母品尝后甚为欢喜，连连赞叹，病情
也消除了大半。这样一来，那美妙的美
味豆腐即流传千古。

每当我踏进故乡的古巷，走在古巷
的青石板上，内心就会百感交集。斑驳
的老墙，光滑的石板，告诉我故乡的古
巷的风雨、沧桑和沉淀的千年的历史；
我的故乡，我的古巷，无数次经过的青
石板小巷，每当我走近它，就远离了红
尘喧嚣，远离了事事纷扰。

每每经过古巷，我仿佛看见了儿时
玩耍的伙伴，仿佛闻到了家家户户炊烟
里飘散的豆腐的醇香，我儿时的记忆也
因之增添了无限美好。

豆腐药食同源。在母亲娴熟的厨
艺里，豆腐是百变的花样食材，美味的
豆腐甘凉清热，生津润燥，补中解毒。
而沸腾的豆浆慢慢品饮则清肺养胃，润
燥化痰，生津止渴。豆浆表面的凝皮，
轻轻揭起来，是最美的美食，有益老人
和孕妇食用。榨去豆腐中的大量水分，
即为豆干，加上各种五香调料，浸煮、拌

调，制成美味豆腐香干，可荤素搭配，食
用起来劲道味醇，色香味美。而把白白
嫩嫩的豆腐通过加工发酵制成美味的
豆腐乳，久酵欲香，香味四溢，为佐饭搭
配之神菜美味。据说，中医讲可治小儿
疳膨黄之疾。

日常豆腐是一种浪漫搭配的美味。
我古巷邻里的乡人，把豆腐的烹制技艺
发挥得淋漓尽致。热油火锅，豆腐切成
方块，下锅烹煎至两面金黄，再佐以辣
酱、豆瓣、花椒等调料烹制，锅起，入盘，
撒上小葱段儿，美味飘香。记得母亲也
总喜欢忙里偷闲，在香椿下来的季节，时
不时给做上一盘香椿拌豆腐，或豆皮拌
芫荽，或小葱拌豆腐，或煎烧辣腐乳肉，
鲜香麻辣，让人食欲大增。还有一道美
食叫麻婆豆腐，那麻、辣、烫三者皆鲜的
厨艺，让品者赞不绝口。

“漉珠磨雪湿霏霏，炼作琼浆起素
衣”。家乡古巷的豆腐浑身都是宝，可煎
炒，可炖煮，可豆干，炸豆腐乳，臭豆腐等
美食技法。豆腐烹美食，和鱼、肉类烹
调，那美味的豆腐仿佛一下子成了“精美
的佐品”；而平日里常食的“小葱拌豆
腐”，一清二白，生津解馋，清雅美食，寓
意做人做事都要清清白白，是非分明，为
此，也给豆腐赋予了哲学的美妙含义。

美食的豆腐，观之洁白，触之柔嫩，

食之津香。美味豆腐于我的心灵深处
成了挥之不去的美好。在我的记忆里，
它不仅仅是美食，更是故乡古巷的盈盈
乡愁，故乡古巷的浪漫眷恋。

“豆腐西施”这个美丽的名字，有时
也让我联想到豆腐的美妙来。忽一日，
曾异想天开，乘一片祥云，至一仙境，但
见碧水潺潺，竹林葱翠，清风徐徐，两个
素衣仙女抬一框珠玑剔透的黄豆，翩然
而至，在一处碧宇鎏金的庭院里，立一
口白玉磨盘，两个仙女，一个推磨，一个
添豆，只见豆花浆如涓涓细瀑，似凝脂
滚雪般而下……

可是异想的梦幻只是意想，远不及
现实美好。据五代谢绰《宋拾遗录》说：

“豆腐之术……至汉淮南王亦始传其术
于世。”豆腐清雅而不清高，上入宫廷，
下进瓦肆，不傲不显，不卑不亢。淮南
王不仅成就了豆腐文化的美名与繁华，
也让物美价廉的豆腐滋养了市井百姓。

那记忆中眷恋的美食豆腐，“火与
石磨情自高，只留清白得锤炼”。这看
似平淡的豆腐，也悄然给我无畏前行的
启迪。

美丽的故乡古巷，幽深的故乡古
巷，那让人深深眷恋的似在舌尖上跳动
的美食豆腐，是漫长岁月里最深情最温
暖的陪伴。

故乡古巷的豆腐美食
魏宝德（新乡市）

4 月 22 日，我有幸参加了张晓峰
老师的新书发布会。在活动现场，我
一眼就认出了老师，礼貌性地打了声
招呼。老师的回答却是“李乐岩，我见
过你”。见过？我不由自主地好奇了
起来。印象里，我与老师几乎没见过
面，大多的交流都是在微信上进行
的。哦，想起来了，2019 年的夏天，县
里召开了一次征文活动，作为门外汉
的我，抱着凑凑热闹的目的参加了这
次活动。记得当时老师就坐在我的旁
边，那时我们彼此都不太熟悉，内向的
我也没敢跟老师打招呼。现在想起
来，实在是一个遗憾。

对老师的了解，大多都是从他的作
品里面读出来的。作为农家子弟的他，
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又
当上了教师。老师从小就爱好写作，在
过去的几十年里，老师始终热爱着，坚持
着。老师的作品涉及了很多的领域，有
小说、散文、随笔、杂文、诗歌等，而且写啥
像啥，还出版了3本书，加入了省作协，这
令我敬佩不已。近年来，纯文学创作走
向了边缘化，但老师始终没有放弃自己
对文学的热爱和执着。春节期间，我在
一本文学年选的序言里读到了这样一句
话“在纯文学边缘化如斯、黯淡如斯的当
下，他们因缘际会结缘文学，并在微薄的
回报中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和选择”。我
想，这里面所说的“他们”也包括老师吧！

很早就关注了老师的“封丘网事”
微信公众号，里面发布了很多本土作
者的作品，散文、小说、随笔、诗歌等，
应有尽有。读起来就像吃我们豫北地
区的“农村大席”，不仅丰盛，而且还营
养。文章读多了，就产生了“比葫芦画
瓢”的想法，写下一些“四不像”的短
文。发布在老师的公众号上，紧接着
老师总会说一些“写得不错”“进步很
大”“非常勤奋”的话。我其实知道自
己刚刚起步，写的东西还很稚嫩。

在发布会上得到老师的新书《把
文字码成日子》后，我非常高兴，回到
家里就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

在《读书少时的尴尬》中，老师通

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因读书少
而引起的一个又一个的笑话，奉劝我
们每一个人要养成多读书的好习惯。

对我来说，最大的奢侈莫过于买
书，不管什么价格，什么样的，只要自
己喜欢，就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在

《我和书》中，写出了几十年来老师一
直在和书打交道，有买书、读书、淘书，
甚至还有摆书摊。短短的千字文，足
以看出老师对书的热爱和痴迷。刚入
高中时，政治老师讲过“量变引起质
变”的原理。文章看多了，自然会有写
文章的想法。在《读书圆我作家梦》
中，老师写到了自己在文学道路上由

“做梦”到“圆梦”的艰辛历程，从中不
难看出老师对文学的执着。

村里的老人说，年轻人好（爱）瞌
睡，老年人好（爱）失眠。我把它理解为：
年轻人喜欢展望未来，而老年人喜欢讨
论过去。在《纸短情长》这一章节里，老
师通过最朴实的文字向我们呈现了原
汁原味的亲情回忆。在《父亲送我去复
读》中，在父亲与我的交谈中，父亲让我
复读，不仅仅是信任，更重要的是让我有
了新的责任和担当。再比如，《母亲给我
包书皮》中表现的不仅是母亲对我的爱，
还有母亲对文化最朴素的崇敬。

我们每一个人不仅要有感性，重
要的是还要有理性。如果我把上面的
文章理解成感性的话，那“乱弹琵琶”
专辑里就是老师笔下的理性了。老师
以杂文的形式，通过一件件小事，写出
了对生活的看法观点乃至思考。

感性也好，理性也好，每个作品的
产生都离不了灵感。而老师的灵感的
最大来源莫过于故乡。通过部分的阅
读，足以看出老师对故乡的眷恋。如
在《封丘的地名文化》和《封丘人自己
的歇后语》中，老师写出了丰厚的地域
文化知识和深厚的乡土情结。再如

《读河》，一条黄河不只是流过了老师
的故乡，同时也给老师带来了无限的
乐趣和对人生的启迪。

有人说，写作是孤独的。我觉得老
师并不孤独，因为有文学与老师相伴。

读张晓峰老师的
《把文字码成日子》有感

李乐岩（封丘县）

周家岭好风景，三面环山一面平，
南有小河夏流水，北山虎头好威风。
西有大脑连庙岭，微型峡谷黄龙洞。
龙鼻山下有水库，防洪减灾建奇功。

周家岭无周姓，只有路李两大
姓。祖父秀才路守先，教书育人留美
名。我父保真闹革命，三八太行传英
雄。率领思德和延生。秋群延海和延

平，不忘初心向前冲，奋力改革使命
重，喜迎盛世东方龙。

路宏伟路宏城，山村大学毕业
生，易宣大学学美术，吴雨医学研究
生。子孙一代胜一代，红色基因永
传承。中国特色新时代，都是社会
栋梁材。青年奋进责任重，定圆百
年中国梦。

可爱家乡周家岭
路延海（辉县市 87岁）

阳武县城，北街十字，有家羊肉烩面馆。店主
叫啥？没人问。光知道他姓郝，有一手炖羊肉的绝
活儿，他炖的羊肉，羊汤乳白，羊肉、羊杂鲜嫩不膻，
再用胡椒、芫荽、香醋、辣椒油等佐料一拌，那羊汤，
啧啧啧，喝一口简直赛神仙啊！人们离羊肉烩面馆
老远就能闻到一股特有的羊汤的清香味儿。

慕名前来店里喝羊汤吃烩面的人络绎不绝，
汤不要钱，煮好的羊肉带着骨头 60元一斤还得排
队。有买了带回家的，也有在店里吃的，还有跑几
十里地专门跑来买了送人的，店主每天只卖 3 只
羊，卖完为止，中途一概不再追加。

有人说郝师傅炖羊汤好喝是因为他用了大烟
壳，也有人就此认定了并尝试着炖汤，还是没有郝
师傅炖的那股味儿。时间长了，便有人看出了门
道，郝师傅炖羊肉用的是老汤，炖一次往锅里添几
勺，一天下来，煮好的羊肉卖完了，一锅老汤也所
剩无几，第二天又是满满一锅老汤。老汤是咋熬
的，谁也不清楚，反正他放上几勺老汤，羊汤就别
有一番风味。有人给郝师傅送了一个绰号：郝一
勺。名字传出后，郝师傅的羊肉烩面馆更火了，价
格涨到70元一斤还不够卖。

马虎三见郝师傅羊肉烩面馆生意兴隆，便在郝
师傅的对面也开了一家羊肉烩面馆，味道虽不如郝
师傅，但价格便宜，同样的羊肉，郝师傅卖70元，马
虎三卖 55元，没多久，郝师傅的生意明显萧条了。
有朋友着急，劝郝师傅也降降价，先把竞争对手赶
跑再说，郝师傅摆摆手，说：“有本在那儿摆着。”

事情并不是郝师傅想象得那么简单，马虎三
的店经营三个月了仍然不涨价。郝师傅现在只卖
一只羊还剩一锅汤，有人取笑他“郝一勺”成了“剩
一锅”。

这一天，郝师傅正在店里愁眉不展，一个膀上
纹着图案的人找上门来，说：“你把秘方告诉我吧，
我保证3日之内把对门那家羊汤馆赶出阳武县城。”

郝师傅听后哭笑不得，他哪有什么秘方啊，炖
老汤的方法都差不多。无非是他做买卖实诚，选
上好的羊，当天杀了当天卖，全部都是新鲜的。然
后，把肉放在清水里把羊血都泡出来，煮的时候不
偷懒，不停地翻炒，加足水，放入用布包好的花椒、
大料、茴香，大火烧开，然后温火慢炖，煮到八成
熟，捞起来备用。到时候按顾客购买量切碎，加入

羊汤煮到十成熟。
膀上纹图案的人不信，说若告诉他秘方，愿意

付3000元技术转让费。
郝师傅两手一摊说：“没秘方。”
膀上纹图案的人悻悻地走了。
又过了半个月，马虎三还是不涨价，店内门庭

若市。郝师傅真的有点儿坐不住了，这样的低价，
他是咋赚钱的呢？他苦苦思索，却一直没找到破
解的良策。

一天，天刚蒙蒙亮，郝师傅门前来了个骑三轮
车的中年汉子，一进门就说：“郝师傅，我给你送货
来了。”

郝师傅上下打量了一下中年汉子，皱紧了眉
头，问：“啥货？”

中年汉子看看四周没人，掀开三轮车斗上的
盖布，说：“你看，咱家的羊肉。”

郝师傅只瞅了一眼，一股膻腥味直钻鼻孔。
他忙摆了摆手，说：“我不用这种羊肉。”

中年汉子不死心，说：“据说，你自己宰的羊，成
本40元一斤还出头，我的30元，要是要得多，还可
以再便宜，咋样？”郝师傅摇了摇头。最后，中年汉
子把价钱降到了20元一斤，郝师傅仍没有动心。中
年汉子临走还说：“怪不得你经营不好，活该！”

一天，马虎三的羊肉烩面馆前围了不少人，
110 警车在店门前闪着警灯。有人过来告诉郝师
傅说，公安、工商和食药监等部门联合执法检查，
马虎三饭店里的羊肉被查封了，老板也被带走了。

郝师傅听了打个愣神，继而一声长叹：“掺杂
使假会得逞一时，难以长久啊！”

阳武县城北街十字，郝师傅羊肉烩面馆恢复
了往日的繁荣。从店门口路过，会听到顾客的吆
喝声：“郝师傅，怼碗烩面，郝师傅，怼2斤羊肉！”

两家羊肉烩面馆
薛宏新（原阳县）

小小说小小说

我多少取得点写作成绩后，常常有人问我：你是怎样
走过来的？像你这样没背景、条件差的人，咋能走到现在？

怎么说呢？往髙处说吧，人家会笑我卖弄，往低处说
呢，又怕落入矫情。

我就直接回答四个字吧：容、恒、舍、命。
容是包容、宽容、宽待、宽谅、宽以待人，听上去多美的

字眼，可在这里，我刻意再延伸一下，你就又不觉得有多美
了。容就得忍让、憋屈、没囊没气，许多的屈辱吃亏在里
面，话说至此，看你能容几许？也难怪，人生在世，尤是当
下，谁愿意舍呢，总是得也得不够，梦里梦外都是欲望和诱
惑，谁傻呢，谁凭白无故地舍呢？那我当年为什么要那样
做呢？恕我直言，一切都是逼的。不错，生活逼的，逼你努
力，逼你去舍，在舍中历练，舍中去取，舍中去见更广阔的
天地，命运在无形不觉中被生活推着走，裹挟着走，摸爬滚
打着走，我常常无奈地自嘲：吃亏是福，吃亏人常在，再一
句呢就是我对自己的质问，也是一种对抗中的宣泄：痛苦，
痛苦难道是白忍受的吗？阿 Q 式的自慰自励也起作用。
在人生泥泞的小道上，走着走着就升华了自己，成全了自
己，不觉中的舍全变成了人生的得，所以我要感恩苦难，感
谢生活。这里让我想起前苏联大作家髙尔基的一句话：苦
难是一所最好的大学。而这苦难中难道没有舍吗？

说到恒，我就不说很多了，恒是久、是耐、是毅、是韧、
是为心中的梦守候，是不改其道，一往无前。我常对人说，
此生只打一口井，有水没水，水多水少，我不管它，只管往
下掘。这是比喻我的文学之路。可在我周围不难看到，他
们中间有人打了很多井，也不见有水出来。不是我有多
能，但我知恒，这就够了。

舍，这里要说道一番，世之皆知得之快活舍之难，岂不
知有舍才有得。你舍过没有，舍过多少？你得的多还是舍
的多？你是为得而舍，还是只为舍？这里面意义都不一
样。这里我只想说，人生在世只管舍，舍足了够了，自然又
会一点点得到。我没说清，也不能说清，以我悟性，也难以
说清，但这里好像也说清了，你一定也听清了。这就够了，
话再说多，人就烦了，再说都点透了，也没味了。

命，不用说了，这是一个蕴含天地甚至是宇宙间的命
题，概念抽象又具体，简单又复杂，玄幻又现实，以我道行，
还真说道不明，但在这里我蓦然想起这样一句话：上天为
你关了一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或许我们能从
中得到一点诠释。

二次被阳，心神俱疲，百无聊赖，偶有所得，记写下来，
糟糕之心得以稍解，如有助于疗病痊愈，我就更得欣慰矣！

我的人生四字诀
王保银（辉县市）

榴
花
榴
花

诗林折枝诗林折枝

讲一颗心脏
——写给外婆

付依诺（新乡市）

当云翻涌天空，太阳东升西落
当雨打碎尘埃，晨露沾满大地
你渐渐生长出自己的一分一厘
开始兑现与我的承诺

花朵开始绽放，遍布清冷石壁
犬兽用力奔跑，一路全情投入
我看那终日不息的红日
才惊觉你已伴我度过无数朝暮

可终有一天你也会失去光芒
蝉鸣死在秋日
你也送走过往

但你还是会永远跳动
在我的身体里
云雨也将继续为你翻涌

五月
宋佳旺（卫辉市）

刺溜溜暖风沐浴无边的田野，
齐唰唰麦穗在鸟鸣声里一天天泛

黄。
无私的土地倾尽乳汁滋润沉甸甸

的良田，
宽衣悠然的农人田埂拢一把掂出

分量。
扑棱棱鸟雀衔一缕阳光匍匐麦浪，
引黄渠水涡着漩为禾苗送去玉液

琼浆。
姑娘边劳作边放声歌唱，
麦香弥漫的田间小路在火烧云里

闪亮。
诱人向往的五月满眼飘荡金黄，
丰盈的画面让人忘却烦忧过往。
累不垮的机手小伙任汗水脊梁沟

流淌，
唯有这时才能见识夏收与秋播的

交响……
厚实的乡民敞怀接纳五月的太阳，
羽翼煽动灵性传递喜讯飞越千里

太行。
蓝天白云下机鸣镰影一道风景，
赋于五月独有的魅力，
礼赞耕耘者金灿灿的风光。

太阳花（外一首）
李翥（原阳县）

梵高的向日葵是大写意
画在纸上仍引来蜂蝶造访
令人敬仰

向日葵是太阳的追随者
日出日落永恒向阳
笑脸相迎
可谓忠贞

还有一种小花叫太阳花
没有向日葵的金贵
也没有向日葵的大气
粉红的碎花开成扇形
像倒扣地上的花碗
它不见太阳不开放
花开得热闹浪漫

花是如此
人也如此
太阳的神圣拯救万物
人和花一样向阳
铺展自己的人生

农人的假期
农人的假期
在季节的夹缝里
在土地的清闲间
在田垄饱满的间隙里
也在粮囤的苇席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