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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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吃喝的浪漫和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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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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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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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浪食记》

□彭忠富

■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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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爱，
叫妈妈装的
后备箱

饮食男女， 人之大欲存焉。
不管富贵还是贫穷， 每天都得
进食。 中华美食蔚为大观， 或
许穷尽我们一生， 也不能遍尝
所有美味 。 譬如川菜就号称
“一菜一格、 百菜百味”， 光代
表性菜品就有鱼香肉丝、 宫保
鸡丁等， 更不用说那些散落在
乡间的小吃。 因此， 作为一个
吃货来说， 除了在你长期居住
的城市可逐个去试吃外， 对于
那些偶遇的城市， 我们只能凭
运气去寻找美味了。

事实上 ， 只有那些长期出
差的媒体人等， 才可能遍尝各
地美食。 作家王恺是 《三联生
活周刊》 前资深主笔， 这些年
足迹遍及大江南北， 已经修炼
成了一个优雅而浪漫的吃货 。
在王恺最新出版的 《浪食记 》
里， 他以浪迹于食物间的亲身
经历， 将中国各地乃至世界隐
蔽角落里的各样食材与烹饪方
式娓娓道来， 并在其间隐隐勾
连出一个历史悠久、 散落于民
间的饮食秩序系统。

书中还收录了画家 、 书法
家林曦为本书特别创作的食物
题材绘画以及手抄 《随园食
单》， 细腻温暖的画风与王恺的
文字相得益彰。

《浪食记》 辑录了 《四川乡
村菜里的温柔》 等数十篇书写
美食的文章， 譬如在 《四川乡
村菜里的温柔》 中， 作者谈到
了达州灯影牛肉、 乐山跷脚牛
肉、 李庄蒜泥白肉和洞子口张
凉粉。 这些菜品谈不上川菜的
代表性菜品， 但却是普通老百
姓老少咸宜的， 甚至于它们已
经成了当地餐饮界的招牌。

作者不仅谈到了菜品的色
香味形， 还浓墨重彩地描绘了
酝酿这些乡土菜的风土人情 。
譬如高庙古镇 “这么一个小镇，
没有孕育特殊的美味， 却包含
了四川固有的饮食体系： 简朴
的民间用料、 大量的调味品和
最扎实的做菜方法。”

让人难忘的是那些老食客，
作者谈到同桌的老头， “甚为
古怪， 穿着华丽的棉袄， 宽袍

大袖的， 简直是乡村里的异端。
突然心惊， 是晚辈为他准备的
寿服吧。 乡村中总有这种异类，
都在狭小的区域生存， 同伴们
都知根底， 反倒不奇怪。” 乡村
人的生活状态， 跟城市的灯红
酒绿有着不小的距离。 作者带
着挑剔的眼光审视这座古镇以
及它的子民 ， 算是真情流露 ，
不过也有些大惊小怪了。

正如作者所言 ， 本书并非
餐馆指南， 亦非菜谱， 而更似
一卷饮食浮世绘。 文中所写食
物不拘一格， 从东北街边的烤
羊肉串， 到四川小镇的十年陈
高粱， 再到巴黎越南餐厅的一
碗米线， 大多为日常饮食， 也
有高级餐厅的精致美食。

作者写美食 ， 亦写美食折
射的人情世相， 以及美食背后
不同地区人群的文化与心理 。
围绕食物而展开的服务员、 餐
馆老板， 以及食客的众生相纷
呈于作者笔下。 耐读的是作者
充满机锋却又体贴入微的文字，
慰藉的是你我于寂寞时渴望陪
伴的身体与心灵。

写作的人长囿于词语的匮
乏， 而写到乏力， 笔下的相似
词句让人觉得惶惶不安。 太相
近了， 带不来新意， 像是嚼炖
的半硬的牛蹄筋 ， 嚼上几口 ，
已滋味全无， 但还是一块千疮
百孔而不断的橡胶。

王恺在写吃上， 有了突破。
写吃， 而不仅写吃。 他将饮食
体系和地域文化作为参照， 让
食物活在了当下。 他自身的文
化坐标 ， 让他成不了唐鲁孙 。
而他也乐于对各地饮食做 “细
读”， 找到隐藏的、 边缘的地区
的饮食与大体系之间的关联 。
这其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前阵子回娘家 ， 我吃过午
饭， 就去参加同学聚会， 得知我
想当天返程， 母亲有些急了， 大
声地嚷嚷起来， 我给你准备的那
么多东西， 你都不带走呀！ 我回
答说时间太赶 ， 可能来不及装
了。 她想了想， 叹了口气， 你把
车留在家里， 把后备箱打开， 我
帮你装。

同学有车来接我， 母亲的这
个建议当然不错， 我想都没想就
答应了。

和同学们欢聚完， 已是晚上
七点， 我准备开车回家， 母亲千
叮万嘱， 后备箱里的东西要早点
拿出来， 该放冰箱的放冰箱。 十
点钟到家后， 我打开后备箱， 吓
了一跳， 后备箱里满满当当的，
一点缝隙也没有。 我从最上面开
始往下取， 取出一篮新鲜的辣椒
和四季豆， 拧下来三板土鸡蛋，
又取出扎得严严实实的小塑料袋
子。 再把五个大蛇皮袋拖下来，
蛇皮袋下， 卧着一排冬瓜， 几个
南瓜， 都是我爱吃的那种。 从角
落里还翻出两个玻璃瓶， 一瓶是
土蜂蜜， 一瓶是油炸好了的黄丝
菌， 最里面还有两个大塑料瓶，
一瓶是剁辣椒， 一瓶是酸豆角。

把这些袋子全取出来后， 堆
在车库门口， 这些东西堆得像座
小山一样 。 我喊老公下来帮我
搬， 他见了， 笑着打趣： “你这
哪里是回家看妈， 你这分明就是
土匪进村 ， 实行三光政策啊 。”
我笑了笑， 眼里有些潮湿。

母亲一个人在农村居住， 种
了两亩田， 养了几只鸡， 她种出
来任何东西都会给我留一点， 有
了鸡蛋自己舍不得吃， 全攒着，
留给我和妹妹。 每次听闻我要回
家， 她就早早地准备了土鸡蛋，
这一堆食物 ， 她不知准备了多
久， 而我陪她的时间极少， 她却
从来没有怨过我。

想起前不久， 一个朋友回家
后感叹： “你不知道， 我在打开
后备箱里的时候 ， 居然 从 蔬 菜
袋里找出三千块钱来 。 我妈知
道我换了房后经济拮据， 她偷偷
地把钱放在袋子里， 老妈真是太
疼我了。” 朋友的母亲在乡下独
居， 老人以卖菜为生， 朋友有时
候会接济她一些， 但母亲都婉言
拒绝。 朋友离婚后， 一个人带着
孩子很不容易， 所以母亲格外心
疼她， 这三千块钱， 估计是母亲
半年的辛苦钱 ， 朋友哽咽着补
充： “我妈妈太爱我了， 我一定
要好好地生活， 不要辜负了她的
心意。”

有一种爱， 就叫妈妈装的后
备箱。 那后备箱里装的不是普通
的食物， 而是妈妈最浓烈的爱和
无言的祝福。

5年前 ， 隔壁新搬来的 “90
后” 时髦小夫妻， 让我们这对老
人家很不适应， 他们的生活做派
和我们严重不合。 小夫妻喜欢图
方便 ， 老是将垃圾放在我家附
近， 甚至有吃剩的外卖， 盛满水
煮活鱼汤底的不锈钢盆。

入夜十点， 小夫妻会突然发
动电钻， 卧室和他们的客厅仅
仅一墙之隔的孙子， 在睡梦中
会被突如其来的尖锐巨响惊得从
床上蹦起来。 三更半夜电视声音
开得非常大， 作为老人家， 我本
身睡眠就不好， 不得不在大冬天
起身披上厚重大衣， 往他们家门
缝塞纸条： “亲爱的邻居， 我家
孙子学业繁重， 休息时间很少，
请你们体谅 ， 晚上电视开小声
点。 感恩！”

春节期间， 我和家人早晨急
着上高速， 却发现他家的车紧停
在我家的车旁边 ， 另一面是墙
壁 ， 我们连驾驶室的门都打不
开， 狂按他家的门铃， 女主人凶
巴巴地回应： “马上下来！”

如此 “剑拔弩张” 的邻里关
系， 实在难受。 但是我们天天低
头不见抬头见 ， 作为老人家的
我， 也试图放宽心对待他们， 建
立友邻关系。 譬如： 见面点头微

笑； 他们遗失钥匙， 坐在楼梯等
候开锁， 我邀他们来家中做客，
主动帮怀孕的女主人提轻的东西
上楼……不过收效甚微， 他们似
乎不想和我们熟悉起来， 想来老
人家和 “90后” 之间， 的确存在
年龄的鸿沟， 我便不再强求。

伴随小夫妻家的宝贝出生 ，
逐渐长大 ， 我们相邻两家的关
系， 似乎有 “破冰” 的趋势。 首
先是他们家学会走路的男孩， 一
听到我们家开关门的动静， 便扑

到门边， 透过玻璃门睁大亮晶晶
的双眸好奇地看我们， 招招手，
逗逗他， 粉嫩的小脸立刻绽放出
甜蜜的笑靥 ， 让我不忍心关上
门， 而是隔着门陪他玩一会儿。
接着， 男孩开始学讲话， 热情地
冲我们喊 “嗨”， 口齿不清地喊
我和孙子： “奶奶， 哥哥”。

稍大点， 他会自己开门， 一
有机会就跑到我家门口， 敲开门
进来， 自来熟地在我家溜达， 调
皮地叫醒老伴， 缠着孙子放下手

中作业陪他玩 ， 丝毫不觉得陌
生， 我这位老太婆多了一位 “孙
子” 心花怒放， 夸他 “小宝宝真
聪明！”

老话说： 孩子的心最纯真 ，
能真切地感受你对他的友善和爱
意， 便对你十分亲近和依恋。 如
果正好我和他前后时间出门， 小
男孩会坚持按住电梯的开键， 不
管身边的母亲如何催促， 他也会
坚持等我一起走。 有时候， 我们
同上一辆公交车， 先上车的他，
定会着急四下张望 ， 看看 “奶
奶” 上车没有？ 喊我坐到他身边
去， 趴在车窗恋恋不舍看先行下
车的我。 还有时候， 我们在小区
“邂逅”， 他拉着母亲的手， 又把
右手塞进我手里， 开心得像只雏
鸟， 浑然不觉我和他的母亲一起
牵着他的小手， 却一路无言的尴
尬境地。

因此， 将孩子比喻为天使 ，
再恰当不过。 年轻的父亲坐电梯
“邂逅” 我们， 也开始学会礼貌
而略带腼腆地微笑， 母亲也常教
男孩： “说， 谢谢奶奶！” “告
诉奶奶， 我感冒咳嗽啦， 没去幼
儿园上课。” “跟奶奶说再见。”
两家关系虽不亲密， 却因多了位
小baby， 柔软温情起来。

孩际外交柔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