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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婉瑜

“面线煮好了吗？不要忘记
了……”虽已出嫁，但每年的除夕
夜，母亲总要打电话叮嘱我煮面
线。在丰盛的年夜饭中，一碗清
汤面线显得那么与众不同。

在我的记忆里，每年的除夕夜
母亲都会煮一锅清汤面线。我忍
不住好奇之心，向母亲询问原因。
母亲说：“你曾祖父那一辈出生于
20世纪初，生活极其贫苦，靠一盘

石磨养家糊口。他用石磨磨粉做
成面线，挑着地瓜和面线沿街叫
卖，含辛茹苦养活一家子……”说
着说着，母亲眼里泛起了泪光。

“后来，你曾祖父下南洋打
拼，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其他华
侨在菲律宾号召海外侨胞团结抗
日，并筹募物资寄回石狮支援抗
日。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石狮，
参与家乡建设……为了纪念曾祖
父那一代人，咱们家每年的除夕
夜都要煮面线，铭记幸福生活来
之不易，不忘先辈辛劳付出。”听

母亲讲曾祖父的故事，往事一幕
幕在我眼前浮现。

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
石狮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
就：服装行业快速发展，石狮建
成亚洲最大的服装专业市场——
石狮服装城；道路四通八达，公
园景色宜人，峡谷旅游路花海谷
公园成为“网红”打卡地；打造美
丽滨海文旅，黄金海岸、红塔湾吸
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市民们在
家门口即可享受诗意；打造“乡土
美食体验区”，在永宁老街，上百

家街头小吃让市民、游客在大快
朵颐的同时，领略石狮的独特魅
力……

宜居、宜业、宜商的环境，让
城市焕发新颜。漂染业追寻高
效、环保之路，生意蒸蒸日上。父
兄们也做起了布行生意，日子愈
发红火。十围之木，始生如蘖。
我明白，这一切都离不开筚路蓝
缕、手胼足胝的艰苦奋斗，离不开

“强国复兴”的思想指引。
我渐渐明白：石狮人的勤劳

精神一直传承着，曾祖父是千千

万万勤劳的石狮人之一，他用自
己的经历生动诠释了“勤劳致富”
的道理，并将这个道理融入这碗
特殊的清汤面线中，成为后辈的
精神财富。

“百年为客老，一念爱乡深”，
青衿之志，履践致远。历史学家
卡莱尔曾说：“要迎着晨光实干，
不要面对晚霞幻想。”我要永葆赤
子之心，坚定站在三尺讲台，在平
凡的岗位上为这座城市贡献自己
的一份微薄之力。

这一碗清汤面线，无比美味。

一碗清汤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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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园地

走在下班的路上，满目的秋色，很是
特别。泛黄的叶子打着卷儿，悠然地飘散
着；爬山虎点点红色映着缕缕绿，淡淡绿
色衬着抹抹红；丛林间，各种色彩交织相
映，每一步都有亮点，每一处都是景点。

这个秋天，对我来说也很特别——
初秋，收拾满当当的“行囊”开启心

仪已久的宁夏支教行。
“老师，您是哪里人呀？广东、香港、澳

门，还是？”“老师，这画送给您，这是……画
您的卡通画。”“老师，外面下雨了，您有
带伞吗？”“老师，下雨了，您路上要小心，
滑！”……孩子们的童言稚语给美好的初
秋注入新的画境，道出了不一样的况味。

这个秋天，味浓，韵亦浓。
中秋节，揣着满怀的兴奋跟随援宁

伙伴前往狮城宁好电商网批（西部）运营
基地参加“情满盐州 山海守望”闽宁中
秋文化交流活动。目的地的“狮城宁好”四个大
字令人顿生亲切，正琢磨其韵味，一群穿着各色
衣裳的小朋友在家长的陪同下迎面而来。我们
跟随人群步入活动大厅。大厅中，大家你一言，
我一语，虽然偶尔听不清对方说的是什么，但是
听者总露出会心的微笑，活动就在美妙的问候中
开启了。

宁夏盐池志愿者跟我们分享了家教、家风故
事，给孩子们讲解了中华民族传统礼仪知识，畅
聊做“大月饼”、吃月饼、献月饼、赏月饼等中秋习
俗，让我们体味到闽宁中秋文化的契合点，和乐
融融。紧接着，援宁伙伴们乐滋滋地谈起中秋节
的由来和习俗。说起闽南中秋习俗，同行的陈老
师娓娓道来：入夜赏月尝饼、放孔明灯表心愿、蒸
芋头祭祖祈福、博饼预测运气……

盐池孩子们饶有兴致地听着、笑着。随即，
一曲《天黑黑》闽南童谣把活动推向高潮，同行的
庄老师和李老师一字一句地教，孩子们一字一顿
地学，两位老师越教越“专业”，台下的宁夏大小
伙伴越学越起劲，渐渐地，已分不清哪是“宁音”，
哪是“闽音”，回荡在活动大厅的只是“天黑黑，要
下雨……”的美好和声。

一场山与海的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在“你好！
宁夏（闽南语）”“你好！福建（宁夏话）”“中秋节快
乐（普通话）”的和音中圆满画上句点，但山与海的
文化交流活动将在新的交汇处潺潺细流……这，
给我心中的秋增添了不一般的色彩，虽道不出颜
色，但永不褪色，留驻心中的味更是难以形容。

深秋至，花茎秆一丛接一丛地黄，芦苇一簇
一簇地金，胡杨林一片明媚的金色，群山处处层
林尽染，通透的天空不急不缓，给这幅天然油画
温柔地描上一层亮丽。

秋天，带给大地的是一片金黄，馈赠予我的
是一树树黄澄澄的希望，一畦畦绿油油的期待。
漫步于金色大道，脚踩酥脆的多彩落叶，放眼望
去，路似乎没有尽头，而美也没有尽头……

童年回忆

■陆琴华

拾秋就是把秋收过程中不小心遗
漏在地里的粮食拾起来，和大人们从
大片田里收割粮食一样。不过，拾秋
通常是小孩子干的事。

一天下午，放学铃声刚响，同桌对
我说：“老汪要‘放地’了。”一般情况
下，庄稼开始收割后，生产队长还派人
在地里看着。“放地”了，就是已经允许
人们进去拾秋了。老汪那块地种着一
大片花生，开始收割好几天了，我们都
盼着“放地”好去那里拾秋，可是生产
队长一直不开口。

老汪那块地因为急着要种小麦，
收割时比较匆忙，所以遗漏的花生特
别多。我的小锄头每刨一两下泥土，
几乎都有收获，不一会儿，花生就铺满
我的篮子底。

有时我正专心刨地，抬头一看，忽
然发现有一群人朝另一块地里跑去，
原来那块地也能进去拾秋了。同时面
对好几块可以拾秋的田地，有时我们
竟然有点不知所措，一会儿在这块地
里刨刨，一会儿到那块地里挖挖，忙得
不亦乐乎。然而，这样东奔西跑地拾
秋，收获反倒不如在一块地里多。

学习不分早晚，其实拾秋也不分
时间。放学后可以拾秋，早晨上学前
也可以拾秋。那时候爱睡懒觉的小孩
很少，父母起床了，我们也跟着起床。
父母起床要做饭，要到生产队劳动，我
们就趁着父母做饭的时候出去拾秋。

有时，我们起床时天还黑黑的，看
不见对面的人，等到我们来到庄稼地
里，天已经大亮，从地里刨出来的花生
也能看清楚了。早上气温低，刚出门
我们还感觉到丝丝凉意，来到地里刨
几下泥土，地里的花生出现在眼前，那
丝丝凉意也就不见了踪影。

早上肚子瘪，一出门，小肚子有些
叽里咕噜的，来到地里刨几下泥土，露
出的花生我们先不放进篮子里，而是
剥开壳，先打打牙祭再说。当一轮红
日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时候，我们
就可以打道回府了。

等我们回到家里，爸爸妈妈不知
什么时候已经到生产队劳动了。掀开
锅盖，一股饭香和菜香扑鼻而来，里面
的饭和菜还热乎乎的。可是我们吃了
许多花生的小肚子似乎还没有瘪下
去，所以我们匆匆吃几口饭、配几口菜
就上学了。

拾秋，不一定都是拾花生。红薯
刨过后，我们可以拾红薯；玉米砍过
后，我们可以拾玉米；黄豆割过后，我
们可以拾黄豆……拾秋让我们从小就
对“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了深
切的体会。

拾秋就像一幅流动的画和一首移
动的诗，丰富多彩，充实了我们的童年
生活。

拾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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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随想

置身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都市，独
处一隅，凝眸静思，忽然想起儿时磨面的
事。

记忆中，村子的露天方坑里有一盘石
磨，坑道边有一条狭窄的小路，供人们背
着粮食上下。那时，父母白天要参加劳
作，傍晚回家后顾不得吃喝，立即找齐磨
面所需的物品——麦子（或其他谷物）、口
袋、簸箕、笤帚等，急忙到磨坑里磨面。

月光融融，扫净台面上的尘土琐屑，
父亲把麦子倒在磨盘上，使劲推着沉重的
石磨转动，母亲边扫边帮忙推。麦子从磨
眼慢慢流下去，被粉碎成颗粒，再沿着磨
缝一点点淌出来。

放学后，饥肠辘辘的兄弟姐妹都来帮
忙。等所有麦子磨成碎粒后，再把麦粒倒
在磨盘上。磨完面粉，还要抬开磨盘清扫
缝隙中残留的粉末。回家后，母亲把面
粉、麸子或玉米糁分开，分别装进布袋里。

推磨非常吃力，我家人口多，但一个晚上也
就磨出二三十斤粮食，只够全家人吃十多天。

村子小，只有一盘石磨，供人们轮换着使
用。玉米磨两遍，麦子要磨六七遍。其实，麦子
有限，磨的大多是玉米、黄豆、红薯、荞麦等。偶
尔，也借来毛驴来推磨。

20世纪70年代末，村里通了电，邻村有人安
装了电磨。母亲提前淘洗麦子，捡净麦粒里的砂
石，扎紧蛇皮袋口子，把磨面时间安排在人多的
星期天。星期天凌晨四五点，全家总动员，起身
把四五袋粮食抬到推车上，匆匆出发。

山路弯弯，坑坑洼洼，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
摸黑前行。天刚蒙蒙亮，到达七八里外的磨坊。
尽管艰涩，但比起起早贪黑地去推磨，算是进步
很多。

我们把麦子抬到磨坊里过秤，然后拆开布袋，
把麦子倒进漏斗仓里，电磨随即高速运转起来。
接着，我们又手忙脚乱地把面粉装入布袋，麸皮重
新倒入漏斗仓。六七遍后，我们高高兴兴地拉着
面粉回家。这种磨面的日子持续了六七年。

后来，在父母的勤劳操持下，家里买了一头
小毛驴，粮食慢慢多了起来。那头小毛驴加入磨
面队伍，担任拉运的主将，有了它，我们也可以到
邻近的村庄磨面，甚至到更远的地方。

1992年，家里有了一辆农用三轮车，接替了
小毛驴的拉运任务，走东串西，四处奔波。村里
安装了一台电磨后，村民们磨面就方便多了。

2000年前后，村民们纷纷改种西瓜、洋芋、大
豆、胡麻，栽植桃树、果树等，自产粮食没有以往
那么多，家里面粉用完了，就从市场上直接购买。

如今，生活条件越来越好，露天方坑里的那
盘石磨早已闲置，电磨也不见踪影。村民们进了
城，住进楼房，不再为磨面的事发愁，但曾经的磨
面岁月依然不时在我脑海中闪现。

■黄 成

从某种角度来看，气味王国与
书籍王国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二
者的版图都在不断扩张，一代代香
水制造师和故事创造者都在对各
自国度的未知领域进行着探索和
发现，创造出令人痴迷甚至疯狂的
作品。二者也有过短暂的交集，在
18世纪，曾经出现过一个疯狂的人
物，他第一个将书籍放入铜锅，试
图蒸馏出书的气味，制造出一种

“书的香水”。

在一个个玻璃瓶中，装着由各
种香料或香精按不同比例和组合
方式混合而成的精华。一位成功
的香水制造师，不仅能够完美组合
一种香水，也能从一滴香水所散发
出的转瞬即逝的气味中，捕捉到常
人难以发现的香味分子，解开蕴藏
在香水中的谜，重新将它们拆解成
一个个分子式，并对其加以改进，
使之成为更好的作品。香水制造
师将自己的灵感溶入这些神秘的

液体中，使这些晶莹的液体有了灵
魂，他们就像魔术师，用气味来营
造各种迷离的幻境。

在书籍这个神秘的容器里，装
着同样的东西。它同样具有前调、
中调和后调。前调决定了一本书
的基调，尤其是第一段或第一句
话，当一位读者打开一本书，他会
很在意这个前调的味道，这个最初
的体验是否美妙，决定他是否继续
往下读，以及是否将其带回家。中

调是一本书的主体部分，停留的时
间最长，因此，必须备好足够的故
事，采用新颖的叙述方式，选择最
佳的组合结构，令读者产生一种耳
目一新、高潮迭起、欲罢不能的感
觉。这是和睡眠之间的一场争夺
战，要么读者打起精神一路读下去，
要么书本从读者手中滑落。后调必
须具有余韵，哪怕多年以后中调已
经渐渐模糊，读者依旧会记得它的
余韵，并在余韵的吸引下开始另一

次重读。故事创造者将自己对事物
的认知与体验融入一个个耐人寻味
的故事，使这些故事具有强烈的个
性和风格。他们就像魔法师，用文
字来营造各种迷人的幻象。

二者的不同之处也许就在于，
假如试图将一本书拆解成各个构
成部分，将动人的故事还原为它最
初的模样，将美妙的隐喻转换为平
淡无奇的本体，你会发现，这个过
程是多么乏味而无益。

气味王国与书籍王国

■跃 翔
过了秋分，午后的天气便不那么热

了。
适逢国庆假期，作协的好友们相约去

红塔湾采风，便带着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
和刚上初一的外甥女一同前往，想着让他
们也亲近亲近大自然，陶冶情操，积累写
作素材，与其等风来，不如追风去。

我们从市区出发，穿过峡谷旅游路，
沿着美丽的海岸带行进，最后落脚在红塔
湾公园，那个迷人的月牙海湾公园。我喜
欢走峡谷旅游路，因为恋上它一年四季如
期更换的风景，特别享受在峡谷里驾车的
那份恬静，喜欢被两侧的高山守护，被沿
途的美景簇拥。

越过一片小树林，那片隐藏着的海便
赶着浪花相拥而来。眼前是白色的沙滩、
蓝色的海水、绿色的海岛、红色的游艇，还
有那一拨拨在戏水踏浪的游客。我们漫

步在沙滩和木麻黄林间的小路上，灰色的
沥青小路蜿蜒起伏，和沙滩相互追逐着，
偶尔调皮地藏在林间，让你望不到。

路边橙色的集装箱搭建的小屋，恰似
一个时尚少年，正踮起脚尖，眺望远方。
瞧那秋千，在海风的推搡下，无趣地来回
摆动。儿子和外甥女见状，飞奔过去，跳
上秋千，奋力摇晃，荡啊荡，往前一步是大
海，退后一步是森林，就这样在山海怀抱
间徜徉。

三三两两的黄色观光自行车从身边
缓缓驶过，不时传来阵阵笑声；泛黄的石
塔依旧矗立在那海岩上，旁若无人地思索
着；别具风情的咖啡屋倚靠在广场边，向
游客们热情招手。我们在咖啡屋歇脚，坐

在咖啡屋前的帆布小凳子上，吹着咸咸的
海风，看着欢腾的海浪，听着小虎队的歌，
品着略带苦的冰咖啡，激情地讨论着散文
与诗。

海风在耳边不再倾诉老船长的梦想，
而是轻轻地哼唱着老船长的歌；白云越过
那山冈不再努力地寻找它的家，而是欣赏
家温馨的模样。我们把自己都落在了咖
啡屋和屋前那一簇簇仙人掌的镜片里。

抬头望去，落日不知何时已将天边染
成橘红色，就连海水也浸透了；喜欢夜的
月亮迫不及待地披着一件白色薄纱便出
来了；小孩们纷纷将风筝放起，风筝慢慢
爬上高高的天空，向着月亮奔去，越来越
近，越来越近……

月光渐渐明亮，秋风也渐渐凉了。采
集了满筐美景的我们，撷一缕海风，启程
回城。

撷一缕红塔湾的海风采风札记

■徐雨昕
秋风起，转眼就到了吃蟹的好时节。

由于地域不同，吃法也是多样。可无论怎
么变化，总归离不开两个字：肥美。正如
美食家梁实秋所言：“蟹是美味，人人喜
爱，无间南北，不分雅俗。”

蟹，算得上是典型的季节性食物，带
给人的味觉体验也是顶级的。蟹黄浓厚，
蟹膏肥美，对于爱蟹的人来说，刚一入秋，
就让人眼巴巴地盼望起来。

说起秋天吃蟹，总绕不过一碗蟹黄
面。做蟹黄面，最关键的就是这一碗浇头
的搭配。有一回，我自己做蟹黄面，放足
了蟹黄，结果只吃了半碗便觉得腻人。后
来我向外婆讨教，才知晓了其中的关键，

要想浇头浓郁却不腻，蟹黄、蟹膏、蟹肉一
样少不得。用热油炒过的蟹壳做底油，翻
炒时加入少量白酒、醋、生抽和水淀粉，炒
开即可出锅。这样的浇头才恰到好处。

面条爽滑，每根都被浇头包裹起来，
吃起来鲜甜无比。再搭配一点点醋，解腻
去腥，不费力就能吃圆了肚子。拆蟹虽然
极考验耐心，但一家人围在一起准备餐
食，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花雕醉蟹是一种别致的吃法。熬煮
汤汁极讲究，配料许多，五年的花雕就是

其中必不可少的一样。汤汁放凉后盖过
煮好的大闸蟹，泡十多个小时，方可食
用。醉蟹酒香浓郁，蟹肉咸鲜，壳薄膏肥，
层次鲜明又丰富。

我最喜欢的吃法还是清蒸，方便快捷，
还能最大限度留住蟹的鲜味。老姜切片放
在蟹脐上，再往蒸锅里滴几滴黄酒，即可去
掉大半腥味。以前在老家没有配蘸料的习
惯，只觉得蟹肉极细嫩、甘甜。如今到南方
多年，也渐渐融入其中，深感专为蟹而制的
蟹醋颇有一番滋味，令人吮指回味。

正所谓“紫蟹霜肥秋纵好，绿醅蚁滑
晚慵斟”，秋意正浓，慵懒惬意，正是吃蟹
好时节。

吃蟹好时节人生百味

随笔小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