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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学军 文/图

餐桌上的爱与温情

□马海霞 文/图

■青春岁月

今晚的美食是老公做的， 虽
然不是每天都这样， 但他三天两
头的下一次厨， 却也大大缓解了
我的辛苦。

三口人吃饭 ， 简简单单的
两菜一汤 。 我们仨都不是挑剔
的人， 只要不是难以下咽， 吃的
都是有滋有味 ， 这对于厨艺马
马虎虎的我来说， 绝对是无比的
宽容。

饭后是一段闲暇的时光， 儿
子安心地学习， 我看书写字， 老
公霸占着电脑。 忽然老公像想起
了什么似的说： “我得去做些老
婆饼。” 我立即应和： “是啊是
啊， 上次做的都吃完了。”

不得不说老公做的老婆饼真
好吃啊， 和西点厅里卖的一模一
样， 吃惯了以后， 我甚至觉得他
做的更好吃。 第二天早晨， 我和
儿子如愿吃到了老婆饼。 儿子问
我： 你爱吃？ 我说当然， 你爸做
的我就爱吃。 老公在旁边得意地
说： “儿子， 你不知道， 老婆饼
还有典故呢！”

传说有一对贫困夫妻， 恩爱
有加，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家中
老父亲病重无钱医治， 妻子只好
卖身为奴。 失去妻子的丈夫虽然
痛苦但并不气馁， 悉心研制出一
种特别好吃的小饼， 拿到街市上
众人品尝后无不惊艳。 最后丈夫
就凭着卖饼赚钱赎回了妻子， 一
家人重新过上了幸福生活。 故事
与美食一并流传开来， 感动于这
份真挚的情感， “老婆饼” 就这
样叫开了。

儿子听得入了神 ， 想了想
说： “看来君子远庖厨这句话也

不对啊， 像我爸这样给咱们做好
吃的， 绝对是真爱啊！ 这手艺可
不能失传， 我来继承吧， 哈哈。”
我也笑了 ， 真是言传不如身教
啊， 不经意间一个未来的好丈夫
就有了雏形。

其实做饭不是主要的， 更重
要的是那一份对家人的爱， 淋漓
尽致地体现在实际行动上。

有人说餐桌上有着最长情的
温情与告白！ 我坚信， 生活之所
以美好， 就因为有这么多没完没
了的好时光。

在我小的时候， 因为条件所
限， 家里从来就没有过独立的餐
厅， 但昨天的拥挤和温馨依旧在
眼前。 家里只有一个短腿的木质
方桌子， 吃饭的时候把它拿到炕
上， 一家人围绕着它， 喜滋滋地
吃着饭。 有时候考完试回到家，

母亲会端上一只鸡腿， 鸡肉仿佛
还微微颤动着； 有时候父亲工作
太累了， 母亲就做一碗红烧肉，
我添一碗白米饭， 父亲喝一杯葡
萄酒， 现在回想起来， 也还有太
多的唾液分泌。 那一件件的酸甜
苦辣事， 都融化在母亲各种各样
的拿手菜里， 馨香了岁月。

餐桌从来就不是单独存在
的， 它是我们对于生活情感的寄
托所在。 在这张餐桌上， 斟筹交
错， 餐具换了又换， 陪我们吃饭
的人也历经轮转， 连我们自己那
可安放在餐桌上的心， 也有了故
事， 萌生了变化。

世界大到广阔无边， 路长得
无法用脚步去丈量， 忙碌中无法
去体会梦想中的诗和远方。 但是
在这张餐桌旁， 却一样能感到岁
月悠长、 日子宁静平和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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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故事

浓眉大眼， 小麦色皮肤， 一
米七的个头， 身材略瘦， 声音响
亮， 当我看见六十岁的温秀文老
师时 ， 仿佛觉得岁月并没有走
远， 除了花白头发， 面貌和当年
一样， 风采依旧。

温老师曾经在二十年前教过
我小学一到六年级的语文， 我之
所以现在能写几篇稿子， 完全得
益于他特殊的教课方法， 培养起
了我对文字的兴趣， 也是因为他
的鼓励我才一直笔不停耕。

前些年温老师退休了， 儿女
在城里给他买了楼， 可是他执意
回乡下来， 和学校商量能不能还
让他回来教课 。 校长感到很为
难， 很多来应聘的大学生都很优
秀， 可是教育局规定的教师人数
有上限， 只能留下来几个。 这温
老师是他的老领导， 又是教过他
的老师， 去留都让他犯了愁。 温
老师说 ， 我不是为了钱回来教
学， 也不是和年轻人抢机会， 就
是在这里呆了一辈子， 离不开，

想做点啥。
温老师是十八岁接他父亲的

班留在村学校的， 那个年代实行
接班， 尤其温老师的父亲是为了
救一个落水的学生去世的， 乡里
就特批了名额给当时还是个高中
生的温老师。 他放下学业回了村
里， 一边照顾母亲， 一边在村里
教课。

村里为了照顾温老师生病的
母亲， 也照顾一年开不下来工资
的温老师， 每个月从队里非常贫
穷的账目里抠出一点钱， 补贴给
他们母子， 娘儿俩勉强度过了那
几年的苦难岁月。

后来日子好了一点， 温老师
在大家的张罗下娶了一个媳妇，
瘫痪在床的母亲什么都忙活不
了， 大家就你家一盆米， 我家一
块被面， 为他操办了婚事。 温老
师在结婚那天， 摘下眼镜， 深深
地给乡亲们鞠躬， 眼泪噼里啪啦
下来了。 从此放弃了再去考大学
离开这儿的想法， 踏踏实实留在

村里， 一教课就是将近四十年。
我问他为什么不回城里。 温

老师说 ， 退休前我评了高级职
称， 涨了好几级工资， 因为在教
育上做出的突出贡献， 还享受政
府特殊津贴 。 两个孩子上了大
学， 有了好工作， 我有现在的好
日子是咱们淳朴的村民成全我
的， 没有他们当初无私的帮助，
就没有我的今天 。 孩子 ， 一 个
人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明白 ，
重要的不是你站多高， 而是你在
攀高的时候是谁在给你扶着梯
子。 你只有知道了这层意义才会
明白成功的含量。 年轻的时候总
以为成功是一个人的事情， 年老
了才知道， 成功其实是很多人
在托着你 ， 我就是想回报这些
曾经扶着、 托着我的人与这片深
情的土地。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重要的
不是你站多高， 而是谁在给你扶
着梯子， 这很重要。 人会感恩才
不会忘本， 才能算作一个人。

化化作作春春泥泥
更更护护花花

□宋丽华 文/图
单位保洁员田姐每年都急

吼吼地找我几次，“小马呀，邮
局投递员小于送报纸时，你提
醒她一下， 这几天有我一封平
信， 让她留意捎带帮我送来。”

田姐的平信每次落到我手
里都沉甸甸的 ， 我留意了一
下， 寄信人的地址经常变动，
今年在上海 ， 明年就变河北
了， 私人私信， 我只是好奇却
从未过问过。

去年七夕那天中午， 吃完
饭和田姐聊天， 我问她， 这个
七夕准备咋过。 田姐说： “俺
家那口子在外地打工呢， 就我
和孩子在家……”

不等田姐说完 ， 我便打
趣 道 ： “你家俺大哥就没送
你礼物？ 你一人在家带孩子够
辛苦的， 不送礼物等他回来就
和他闹。”

“他寄来礼物了。”
“啥礼物？” 我继续八卦。
田姐不好意思地说： “就

是那天你替我收的信呀。”
田姐见我瞪大了眼睛， 便

跟我拉起了家常———
早年， 田姐老公张哥是位

泥瓦匠， 有把子力气， 干活麻
利， 一年在工地上干活也收入
不少， 那时田姐在家专职带孩
子， 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可
幸福的人总是遭天妒， 那年冬
天的傍晚， 张哥被一工友邀请
去出租屋喝酒， 张哥回宿舍洗
漱了一下， 换了身衣服又去超
市买了礼品 ， 提着直奔工友
家。 那天工友和妻子回到出租
屋后， 开始生炉子， 生了半天
没点着， 便从摩托车里取了汽
油， 倒入炉口， 再用火柴点燃
将报纸扔到里面， 没想火苗呼
呼上蹿， 燃着了一旁的液化气
罐 ， 并迅速起火 ， 工友一着
急， 猛然提起液化气罐顺着房

门就扔了出去， 正好张哥迎面
走来， 一点防备没有……就这
样， 他被烧成了重伤， 脸部被
毁， 双手也严重烧伤。 张哥住
院一个月后， 工友承受不起昂
贵的医疗费， 偷偷逃掉了， 再
也联系不上。 幸亏工地老板和
其他工友仗义， 为张哥捐款筹
资， 总算把命捡了回来。

丧失劳动能力的张哥被好
心工地老板留下了， 安排在工
地看家， 月薪一千五。 张大哥
每月发了工资， 给家里汇来五
百， 另外一千元刨除生活费，
剩下的都用来还债， 张哥说，
虽然当初的医药费是工友们自
愿捐的， 但谁挣钱也不易， 他
能还多少还多少。

田姐说， 她就喜欢他老公
这点， 有担当， 特爷们。 虽然
他们现在日子过得节衣缩食，
但她并不觉得不幸福 。 田姐
说， 张哥别看是位泥瓦匠， 年
轻时也是位文学青年呢， 喜欢
看书写诗， 成家后， 他这个爱
好也都和着水泥沙土垒进墙里
了 。 田姐说 ， 自从张哥烧伤
后， 她便鼓励他重新拿起笔写
诗， 逢年过节的张哥留守工地
看家回不来， 田姐就让他把平
日里写的诗歌寄给她， 这是她
最希望收的节日礼物。

说完， 田姐从包里取出信
让我看， 信纸正反面都密密麻
麻写满了字 ， 我大体看了一
下， 虽然都是写得歪歪斜斜的
顺口溜， 严格说这不算诗歌，
但这是张哥用残缺的双手握着
笔一笔一划写出来的， 就值得
尊重。

田姐感慨道： “我知道他
写得不好， 但他喜欢写， 我便
喜欢看， 这就够啦， 人总得有
点儿精神寄托， 只要他精神不
倒， 我们这个家就会永远幸福
下去。”

问田姐干吗不让张哥微信
把诗歌发给她， 田姐笑着说：
“他在工地上没有网， 至今我
俩还用着老年机， 我们还欠债
呢， 能省一点是一点。 再说，
他写在纸上寄给我， 就等于在
我这里发表了。”

突然觉得田姐的礼物特
别 珍 贵 ， 诗歌装在信封里走
了一程又一程， 虽然慢， 这慢
中也滋生出了一种接地气的浪
漫和爱。

特殊的礼物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字左右 ，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
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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