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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老 所学

生活中，“鸡娃”的父母很多（“鸡”
就是“激励”的意思），我却遇到了“鸡
妈”的女儿。自从我退休后，女儿就对
我开启了“鸡妈”模式。

我刚退休的时候，对生活感到枯燥
乏味。有一天，女儿对我说：“妈妈，我
给你的手机里下载了微信读书、小红书
等，这都是我们年轻人喜欢的平台，你
可以读书、学习和娱乐。这样你的退休
生活就不会太寂寞了。”

我有一些抵触地说：“你们年轻人喜
欢的东西，能适合我吗？”女儿说：“你试
试就知道了。”别说，女儿给我下载的这
些软件，还真让我受益匪浅，我在微信读
书上读了很多新书，在其他平台上也学

到了许多新知识，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可
以和许多同频的人分享自己身边的一些
新鲜事，一起讨论一些热门话题，这让我
逐渐感到退休生活还蛮有乐趣的。

正在我对退休生活感到简单快乐
的时候，女儿又对我说：“妈妈，你不是
一直很喜欢写作吗？之前工作忙，现在
有时间了，我给你报了一个写作班。”我
有几分不悦地说：“你给我报写作班，怎
么不先和我商量一下？”女儿说：“你不
是说你上学的时候作文经常被老师当
成范文，校报上每期都有你的文章吗？
如果是真的，你就证明给我看，不然我
会觉得你在吹牛啊，哈哈哈……”

听女儿这样讲，我不服输地说：“你
妈我曾经也是资深文艺女青年，这么些
年也一直没间断过读书，学就学，谁怕
谁呀！”女儿说：“那就试试呗！”

就这样，我进入写作班学习，入班

没几天，我投出了第一篇稿子，没想到
三天后就被刊登在报纸上了。这让我
有些喜出望外。那天，我开心得像个孩
子，和女儿聊了很多，聊我的写作计划
和对未来的憧憬。女儿说：“我妈妈是
最棒的，你的这些愿望一定都会实现
的，加油吧！”

此后，女儿知道我喜欢旅游，就经
常给我报各种旅游团，我每到一个地
方，她就半开玩笑地说：“别只想着玩，
要交一篇游记给我哦！”我会开心地说：

“保证完成任务。”娱乐与写作相融合，
让我的生活变得丰富起来，也收获满
满。我从2020年开始写作，不知不觉
已经在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并先后
加入了市、省作协，这是我退休之前没
有想到过的。

正当我对自己的退休生活感到十
分满意的时候，女儿又对我说：“妈妈，

我给你报了一个驾校，你要好好学习，
争取早日拿到驾照。”听女儿这样说，我
当时就恼了，说：“年轻的时候我都没想
学开车，如今这个年龄我更不想学了，
也学不会，你赶紧给我退了。”女儿说：

“学费我都交好了，退是退不了的。”
她看我十分生气的样子，嬉皮笑脸

地搂着我说：“如果你自己学会开车了，
可以随时随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自驾
游，难道你不期待吗？妈妈，先别给自
己设限，没准在学习的过程中，你会发
现自己其实很喜欢开车的感觉呢。”

在女儿三番五次的动员下，我十分
不情愿地见了驾校老师，老师十分和善，
一直鼓励我要相信自己，完全可以顺利
学会开车。我在半信半疑中开启了学车
之旅，学车的过程可谓一言难尽，很多次
让我崩溃到想放弃，好在如今我顺利地
拿到了驾照，虽然对于上路我还是心有
余悸，但是我相信我开车的技术会越来
越好，以后的路也会越走越宽。

曾经我对女儿各种“鸡妈”的行为
心生不满，现在想想，家有一位“鸡妈”
的女儿，真是惊喜不断、幸福多多啊。












我的退休生活 ●侯淑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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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爱的味道
●叶华茂

两个2.5升的大可乐瓶，放在
房间的桌子上，里面装满了深褐色
的花生油。

这是母亲从老家带过来的，据
说是老爸特地去一个老朋友的榨
油坊里买的，因为是农家花生压榨
的，没有掺杂劣质花生，味道很香。

已经好多年没吃到这样香的
油了，因为离开了家，为了谋生而
在外面漂泊，买的都是便宜的大豆
油，5升才60多元，而花生油则要
130 多元，我觉得太贵了，舍不得
买，一直都是吃大豆油，还跟孩子
这样说：“大豆油好，含减脂物质和
多种矿物质，而且便宜。”

记得母亲上一次来看望我们
时，帮我做饭、炒菜，吃饭时母亲问
我：“吃的是什么油啊，怎么炒菜时
一点都不香呢？”一听说是大豆油，
母亲边吃边唠叨：“不好，没有营
养，我下次来给你带两瓶花生油。”

“不用，您来时已经大包小包

挑了一大担了，花生油重，不好
带。不要麻烦了，我自己到超市里
去买一大瓶。我会去买的，等我吃
完这瓶油。”我赶忙跟母亲解释，怕
她下次真的带花生油下来。

母亲在我这住了两天，担心父
亲不会照顾自己，也不会照顾家里
的鸡鸭鹅，我只好送她去车站坐
车。买好车票，上车选好座位，交
代司机到站叫母亲下车，并问好到
家的大概时间，联系好接她回家的
摩托车，看着母亲坐的车远离了视
线，我才回单位。

母亲50多岁了，不识字，不会
说普通话，不认得路，每次出来探
望子女，我们都很担心，总是要安
排人送她上车，到车站接她。母亲
最记挂我这个女儿，担心我不吃
肉，没鸭蛋鸡蛋吃，营养不够……
所以，每隔几个月，她总要过来看
看我，顺便带些土特产过来。

这就是母亲，心里边最放不下
的总是儿女，最关心的总是儿女。
知道我喜欢吃素，怕我工作强度
大，不吃肉食会营养不足，所以会
交代人采买农村放养的牛羊等，向

村里大厨请教煮法，煮好、放凉，分
装好，冷冻着，带来后放我冰箱里，
嘱咐我加热下就可以吃。

这就是母亲，只因为我爱吃家
里的地瓜、淮山、芋头、花生、绿豆、
黑豆、笋干等，母亲每年都要将山上
自家地里种满农作物，不辞劳苦地
照料，收获了，细心地晒干或切好放
冰箱冷冻，收藏起来并锁好，怕被父
亲和弟弟喝酒时拿出来吃光。

这就是母亲，特地从家里给我
挑着一担重重的菜肴，知道我很久
没干活，不会挑担子，下车后，她总
是自己挑着就走。看着被两大蛇
皮袋压弯的扁担，空着手走在母亲
背后的我，除了愧疚就是感激。下
辈子我还给母亲当女儿，不不，应
该是我来当母亲，让操劳一辈子的
母亲享受一下我的呵护。

母亲又一次来的时候，果然带
来了两大瓶花生油，交代我做饭时
要放小半勺花生油，说是这样做出
来的米饭会晶莹剔透，而且不粘
锅。从此，每当做饭时，厨房里总
是飘满花生油特有的香味，让我闻
到母爱的味道。

的家 故事

夏日的乡村田埂，麦香四处飘
荡，麦田金光闪闪，分不清是夕阳
浸透了麦子，还是麦子染黄了夕
阳。我漫步田边，喜悦如涟漪自心
中漾开，儿时回忆亦如涟漪般漾
开。

儿时，我们几个小伙伴站在春
天的尾巴上盼着夏天，最盼那麦粒
成型后，向前拱拱，浆水饱胀，麦粒
逐渐硬实，途中却还软和，一捏黏
黏稠稠的，这时最甜。我们捂着怦
怦跳动的心，站在一眼望不到头的
麦地前，银针似的麦芒，被阳光裹
了一层又一层，那个晃眼啊，连我
们的心都摇晃着。

我们心里那个痒呀。最抓我

们心的是那些穿着黄斑点套着绿
斑点外衣的麦粒，它们可暖心了，
紧紧靠在一起，谁也不离谁。不知
谁的小手，颤抖着摘下一穗。那颤
抖的手捏着麦芒，把麦穗放在手
心，慢慢地搓，麦子没熟透，麦芒也
柔软。我们的目光集中在那双手
上。

搓呀搓，摊开手，轻轻吹口气，
纷纷扬扬的“小衣裳”飘向四周。
红彤彤的掌心，麦粒晶莹清秀端坐
着，两只手指捏起一粒，放进嘴里，
伴随着一声“甜”，手指纷纷捏起麦
粒，放进各自嘴里，“甜，真甜，真是
甜啊。”

那晚，我喜气洋洋地回到家。
我妈笑眯眯地看着我，摘掉我嘴角
的麦粒屑。晚上吃过饭，我妈牵着
我走到麦田，月光下，麦田绿波荡
漾。

我妈耳朵贴着麦穗，我也耳朵
贴着麦穗，不知它们说着啥悄悄
话，我能听见窃窃声，又好像是嘶
嘶声，还哼着歌呢，麦穗会唱歌。
我满脸惊愕，控制不住心“鼓咚咚”
直跳。我妈问：“声音好听吧？”我
使劲地点头。我妈若有所思地说：

“它长大了，长结实了，声音更好
听。”

从此，我知道麦穗能发出声
音。麦田无涯，麦穗在阳光下晃人
眼，麦芒如针，扎得我们心战栗。
我们几个小伙伴，静静地听麦穗发
声，我们好像听见麦穗窸窸窣窣
声，它们在干啥呢？麦穗在哼小曲
呢。我们的小脸鼓胀着，红到腮
帮。我们屏息凝神，麦穗“啪啪”
响，小伙伴们欢呼雀跃。

麦穗声声，伴我走过欢乐的童
年。

风如 岁月

麦穗会唱歌
●靳 玲

●王彭波

作为一道特色美味，千刀肉
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何为千
刀？皆因所用食材必须是各种
小丁，切得细碎，仿若千刀所
致。取猪肉和蒜薹，猪肉清润光
泽，肥而不腻，切成小丁。蒜薹，
入口清脆，入眼鲜美，切成小丁。

母亲所做的千刀肉则用材随
意些，偶尔也会不用猪肉，买来鸡
肉，切成小丁，一样味美。取花
生，剁成碎儿。取红辣椒，切成微
小细段，备上少许姜碎儿，几粒大
蒜，蒜拍成末。切出少许细小葱
段备用。至于胡萝卜和豆干，母
亲并不把它们请入菜单之内，她
是以蒜薹唱主角的。

炒锅先调至大火把油烧热
后，再调小火把肉丁倒进去，这
样肉不会粘锅。待到把肉爆熟
之后，呈棕红色，再把它们推到
锅边沿稍放，继续把姜、蒜、葱、

辣椒翻炒出香味。此时嗅觉已
经可以提前享受一番了，肉香与
蔬菜香混为一体，自成一片香，
令人闻之驻足不前。

随后，“主角”终于登场，把
切好的蒜薹放进锅内翻炒，嫩黄
的颜色让人味蕾一软继而馋虫
便出来了，不多时，再倒入切好
的花生碎翻炒至浓香袭人，再放
入生抽、盐、料酒、鸡精继续翻
炒，只听得鲜响接连腾起，片刻
便可出锅、装盘。

做好后，上桌，再配上当地
特有的面食——烙馍。用它卷
千刀肉吃，一口咬下去咸辣交
织，再加之烙馍香，香辣兼有之，
唇齿间的留香，直袭舌尖。我没
有猛咬胡吞，而是选择缓缓咀
嚼，因为这样才能品出香的细腻
和辣的畅快，生活的烟火气便出
来了。

生活的烟火气

情亲 故事

●婉 清

他不是很伟大，也不是什么
超人，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撑起
了我们整个家；他不懂浪漫，却
用他的淳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
了诗情画意；他不善言辞，也不
是会说好听话的人，但正是他的

“碎碎念”，为我们带来生活的乐
趣。他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
村家庭，每天都有很多农活要
干，皮肤因常年暴晒而显得黝
黑。父亲长得很高，但又很瘦
弱，儿时的他生了一场大病，因
为药物的原因而高度近视。但
不论生活如何打压，父亲的背始
终挺得很直，他的臂膀不算宽，
却撑起了我们这个小小的家。

而今，我正是风华正茂之
时，父亲却一天天逐渐衰老了。
时光的流逝，让我仿佛大梦初
醒，我忽然注意到，父亲早已鬓
角花白，年过五旬。每次望着他
鬓角的白霜，恍如回到小时候我
还坐在父亲肩头的场景，一家人
有说有笑，在一起的时光可真美
好。

小时候的我经常生病。每
次我们去外婆家，我就想留下来
过夜，每当这时，父亲总是说我，
但我就是想留下来，每次哭闹一
番后，他就会心软，让我住在外
婆家。说来也奇怪，每次到了第
二天，也许是因为“水土不服”，
我的身体就会出现一些“异样”，
比如肚子不舒服之类的。这时，
我就会想起父亲之前的说教，虽
然他很严厉，但其实只是为我
好。这样的说教一直延续至今。

父亲的爱总是润物细无声，
哪怕是岁月的沉淀压弯了他的
脊梁，矫健的脚步也变得缓慢，
鬓角又添了些许白发，皱纹也跟
着爬上了脸颊。年轻时的父亲
日复一日地扛麻袋，而现在，当
父亲再次扛起麻袋时，已明显有
些吃力。

时光荏苒，默默无闻的是父
亲，经历风雨的依旧是父亲。他
总是小心翼翼地为我们做好一
切，这些被我遗忘在时光里的
爱，终将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深
处。

时光里的爱

福幸 空间

●杜纪英

还记得那个熟悉的场景，
每当我上班忙碌了一整天，踏
上归途的时候，总会看到小区
里有一盏熟悉的灯亮在窗前。
那是一位母亲为她的女儿留下
的“回家”的明灯，这个女儿就
是我。

每当看着这个孤独却温暖
的灯光，我就会加快脚步，奔向
那盏灯，因为灯光下有我善良
的母亲，一个朴实的乡村妇
女。母亲知书达理，会琴棋书
画，只是母亲为了家庭而选择
了面对柴米油盐的现实，她总
是在为别人着想，宽容友善，默
默地为我们付出着。因为要照
顾我们，母亲从乡下来到城
里。我们也有了更多与母亲在
一起的时光。

母亲是个会讲故事的人，
她给了我们鼓励、帮助和关
心。还记得小时候，我和姐姐
常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而
吵闹，但母亲从来不打骂我们，
她总会在午饭的时候，让我们
在故事中寻找并发现自己的缺
点，进而获得成长的营养，借此
得到启迪。

时间匆匆而过，如今我们
都长大了，我们总以为一直有
母亲呵护着，还没准备好面对
许多困难和生活的大风大浪。
可每当我陷入困境时，在我心
里，始终有一盏灯，守护着我、
引领着我，为我照亮前方的

路。这是母亲留给我的那盏
灯，它给我信心与力量，帮助我
走过了黑夜，领略到清晨的美
好。

母亲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
关怀，她像是一件厚重的大衣，
温暖地包裹着我们，保护着我
们。这大概就是母爱的力量，
这是一种深刻的、永不褪色的
爱，春去秋来、日月流转，母爱
一直在身边。

或许，那盏灯是母亲最真
实的书写，它是母亲对我们的
爱。它是一束光芒，穿过繁华
喧嚣，照见沉淀在记忆里的过
往，照进我的内心深处，让我明
白母亲的付出与爱。它也是一
种情怀，透过空气，飘向我，滋
润我的灵魂，给我前行的勇气
与力量。

我深知，这盏灯是母亲对
我的思念和不舍，是她默默守
候。有时候，她就在书房里看
书、画画，等待着我们。所以，
只要一下班，我一定会回到她
的身边，给她一份温暖、一份
关爱，让她感受到我对她的敬
爱和依恋。无论走到哪里，想
起这盏灯，我知道我不是独行
的。

母亲留给我们一盏灯，见
证了母亲对我们的关爱和牵
挂，对家的责任感，也见证了我
们与时光的流转，让我们在温
馨和感动中找到生命的价值。

留一盏灯

近 日 晚 上 用 餐
时，偶见央视二套正
在介绍浙江仙居杨
梅，不禁看得投入，唇
齿生津。

五月至七月，是
杨梅成熟的季节。我
国的杨梅产地有浙
江、江西、福建、广东、
云南等地。杨梅口味
酸甜，含有丰富的苹
果酸、柠檬酸等成分，
不但能生津止渴、和
胃消食、止泻排毒，还
有美容养颜的功效。
不过，虽然杨梅酸甜
可口，却也不宜多食，
每次以 10 颗以内为
佳。

此外，杨梅果实
上还经常附着白色的
小虫子，食用之前最
好先用盐水浸泡一会
儿，洗去小虫子和杂
质。杨梅用盐水、冰
糖浸泡，还可以加工
成杨梅酒，入喉甘甜爽口，是餐桌
上的佐餐佳酿。用杨梅制成的蜜
饯，也是人们喜爱的一种果脯，能
起到助消化、去油腻的作用。

看到杨梅，让人自然而然地联
想到《三国演义》故事中的“望梅止
渴”和“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
前者比喻用空想或假象来安慰自
己，后者借物喻事喻人，这两个典
故一直流传至今，成为一段历史佳
话。

在我的记忆里，与杨梅有关的
趣事有两则。

一是20世纪 70年代中期，我
在晋江内坑果林场上山下乡劳动
锻炼，我们农场的果树有龙眼、杨
桃等，而唯独没有杨梅。那年夏
季，隔壁南安官桥农场的知青邀请
我们去他们那品尝杨梅，到了他们
那，顾不上客套，他们直接带我们
上山，看到满山枝繁叶茂的果树，
沉甸甸的果实压满枝头，我们喜不
自禁，也不怕杨梅果上是否有虫子
和尘土，上去摘了就直接往嘴里
塞。吃了红色的杨梅，我们又去吃
白色的水晶梅，直到肚子吃撑了方
才下山，连官桥农场知青要留我们
吃晚饭也省了。回到自己的果林
场，我们满脑子想的还是那一颗颗
红白相间的果实。

二是2007年，我们去浙江宁波
港口考察，东道主热情接待，除了
当地的海鲜外，他们还特别准备了
具有当地特色的杨梅酒。宴席上
你来我往，宾主尽欢，那杨梅酒度
数较低，入口甘甜，不知不觉就喝
高了。席间，一位同仁不胜酒力，
东道主连连致歉，说此酒虽好，但
是对于胃肠不好的人来说，过量饮
用会引发恶心，他们事先忘了提
醒，考虑欠周了。过后，我们也吸
取了教训，作为一次人生的经验总
结。

“摘来鹤顶珠犹湿，点出龙睛
泪未乾。若使太真知此味，荔枝应
不到长安。”这是宋代余萼舒的《杨
梅》，这首诗说明了杨梅不逊于荔
枝的美味。宋代陆游也有赞美杨
梅的诗句：“鸡头累累如大珠，红草
绿叶风荷殊。天与杨梅成二绝，吾
乡独有异乡无。”明代吴宽也有五
言律诗《杨梅》：“五月果初熟，枝头
鹤顶丹。欲知甘冷好，千颗荐冰
盘。”

是啊，在此炎炎夏日里，尝上
几颗冰镇的杨梅，那舌尖上的甜
蜜，也正如我们时下幸福
的时光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