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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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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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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家庭庭相相册册

■图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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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母亲亲的的““乡乡言言土土语语””
我的母亲是个心地善良、 勤

劳朴实的农村妇女， 她斗大的字
不识一个， 但她有许多朴素的做
人道理， 一直影响着我、 渗透在
我几十年的人生历程中。

母亲特别看重子女读书， 笃
信 “书中自有黄金屋”。 每天清
晨， 母亲都要送我到村口， 一直
望着我走到学校大门， 她才折回
身。 傍晚， 母亲也总是站在路口
等我回家。 晚上， 昏黄的煤油灯
下， 母亲一边做针线活， 一边看
着我做作业。 每每我有懈怠的时
候 ， 母亲总是用 “树不盘不成
材， 人不学不成器” “各人吃饭
各人饱， 各人读书各人好” 等她
不知从哪儿学来的 “至理名言”
来教导我。 上初二时， 我因和外
校几个学生打架， 被班主任处分
了， 我一气之下不想学了， 跑回
了家。 “不长进的东西！” 一向
对我从来都没高声的母亲， 那天
竟狠狠地打了我一耳光， 勒令我
跟她回学校。可学校为严肃校纪，
拒绝接收。 从未在任何人面前委
曲求全的母亲， 居然跪在校长面
前， 用近乎哀求的口吻请学校接
纳我， 还代替我向校长保证一定
改过自新，绝不再犯，母亲的倔强
和泪水终于感动了校长。 “玉不
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仪。 ”母
亲后来又用她唯一知道的这句读
书名言苦口婆心地开导我。 如果
不是母亲的执着， 也许长大后的
我和她一样还在土里刨食呢。

“穿不穷， 吃不穷， 算计不
到一世穷。” 这是她告诫子女勤
俭持家的常用语。 我的童年时代
生活比较困难。 但在母亲的精心
操持下， 日子尚能过得去。 日常
饮食自然没有大鱼大肉， 却从不
断粮挨饿 ， 一家人穿得虽很破
旧 ， 衣服基本上是补丁连着补
丁， 可总不至于春秋露肉冬天挨
冻。 我和两个姐姐上学的费用从
来没有拖欠过。 有一次， 母亲煮

了一锅薄粥， 外加黑面馒头， 我
嫌馒头粗糙， 扔在地上， 母亲默
默地捡起来， 掸去灰尘， 大口大
口地吃了下去。 “不当家不知柴
米 贵 。 ” 母 亲 语 重 心 长 地 说 ：
“你知道这粮食是怎么来的吗 ？
我和你爹天天在田里劳动， 不管
夏天多热冬天多冷， 不耕作， 从
哪儿来米面。 一粒米， 千滴汗，
粒粒粮食汗珠换啊。” 上课时老
师讲 《锄禾》， 我似懂非懂， 现
在听了母亲这一席话， 我才真正
理解了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
苦” 的真实含义。

母亲虽不 “知书 ” ， 却很
“达理”。 “爹娘面前能尽孝， 一
孝就是好儿男 ； 翁婆身上能尽
孝， 又落孝来又落贤。” 母亲是
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 祖父
母在世时， 母亲让他们住向阳的
房间， 睡温软的床铺， 有好吃的
总是先孝敬他们。 他们生了病，
母亲送他们去看医生 ， 端茶递
药， 伺俸病榻。 人们常说婆媳关
系最难处， 可奶奶却常常夸奖我
的母亲： “我是前世修来的福，
遇上这么好的儿媳。”

“人待我一尺 ， 我敬人一
丈。” 这是母亲教导我们做人的
“金口良言”。 虽然我家也穷， 但
只要乡邻有困难， 母亲总是尽最
大力量帮助别人， 小到淘米篮，
大到农具， 母亲都接济过人家。
因而在四乡八邻， 母亲拥有极好
的 “人缘”。 当我遭受困厄遇上
坎坷不平时， 母亲说的 “只有不
快的斧， 没有劈不开的柴。” 这
朴实的话语便给我信心和勇气；
当我取得小成功而骄傲时， 耳边
就响起母亲 “火要空心， 人要虚
心” 的警告。

现在看来， 母亲的这些 “乡
言土语” 虽然很俗很平常， 但没
有读过书的母亲能传承着这些朴
素的道理， 使我耳濡目染， 如沐
春风， 实在难能可贵。

□吴建 文/图

农村过年 ， 除了扫尘 、 祭
灶 、 贴 春联 、 穿新衣等风俗 ，
还有 一 些 风 俗 是 与 吃 食 有 关
的 ， 比如 “蒸供儿”， 比如 “炸
面食” ……

“蒸供儿” 是我们老家的年
俗 ， 有些地方叫做 “蒸馒头 ”，
“蒸年馍 ”， 其实就是蒸一些馒
头、 包子、 花卷作为年三十儿的
贡品以及招待拜年的客人。 早些
年， 平日里吃不上白面馒头， 只
有到了年根儿底下才能把积攒下
来的白面蒸成馒头做贡品， 因此
年底 “蒸供儿” 也成了老家过年
最神圣和最让人期盼的事情。

“二十八 ， 把面发 ， 二十
九， 蒸馒头”。 蒸供儿是一个浩
大的工程， 家家户户都提前一天
发好四五盆白面， 一家的主妇连
上婆婆、 媳妇儿齐上阵都忙不过
来， 大多时候是邻里之间分工合
作， 相互帮忙的。

小时候最喜欢看母亲她们
“蒸供儿”， 四五个人， 穿着漂亮
的花棉袄， 扎着各色围裙， 像美
丽的花蝴蝶 ， 在灶房穿梭 ， 和
面、 揪剂子、 揉馒头、 上屉、 烧
火、 开锅、 点红……每个人都驾
轻就熟、 分工明确。 还有手巧的
婶婶会为我们小孩子捏几个动物
样子的花馍。

小孩子最喜欢热闹， 都赶着
上前来帮忙 ， 只是自己啥也不
会， 闹哄哄的反而添乱， 母亲就
一人给块糖果打发我们出去玩。
有时候人手不够， 我就会被安排
给蒸好的馒头点红点儿， 其他小
朋友艳羡不已。 而自己也像打了
胜仗的将军， 挺胸昂头， 拿着筷
子小心翼翼地给馒头点红， 就怕
一不小心点歪了， 下次母亲就不
会选自己干活了 。 刚蒸好的馒
头， 白白胖胖、 暄暄腾腾的， 冒
着热气， 散发着天然的麦香， 引

得人直流口水， 我小心翼翼地用
筷子蘸着红颜料 “检阅” 着这些
士兵， “检阅” 完的馒头就有人
端到外面冻上， 而躲在院子里的
小馋猫就会趁机抠一块馒头塞嘴
里尝鲜 ， 母亲发现了也不会生
气， 还会把一个馒头掰几块分给
小馋猫们解馋。

在 “蒸供儿” 那几天， 家家
户户都是炊烟袅袅， 笑声阵阵，
还有好热闹的孩童东家走西家串
地看谁家的馒头大， 谁家的馒头
白， 谁家的馒头花样多， 整个村
庄都是一派喜气洋洋， 和和睦睦
的景象。

“炸面食” 也是我们老家的
年俗， 它包含炸果子， 炸馓子，
炸丸子， 炸藕盒……即使平常的
日子多么拮据， 年底下一定是要
支油锅炸面食的。 而每家会根据
自己的情况炸不同的面食， 有炸
果子、 炸丸子的， 也有炸馓子和
藕盒的。 要是哪家支了油锅， 那
香味飘得满村子都能闻到， 就有
嘴馋的孩童跑回家催促自家大人
抓紧炸面食。

家里 “炸面食 ”， 我们小孩
子总会赖在厨房里， 赶也不走 ，
拿糖块哄着也不走， 就为了等着
那平时吃不着的炸面食出锅， 也
为了闻那香死人的油香味。

家里炸面食， 我是帮忙烧火
的， 大根木柴塞进灶膛里， 风箱
拉的呼呼作响。 等油起了油花 ，
一个个巴掌大小的面胚子下到油
锅里， 呼的一下就膨胀起来， 慢
慢的由白变黄， 由生变熟， 等在
旁边的弟弟妹妹就吧嗒着口水直
勾勾地望着， 等母亲把炸好的果
子捡进盆子里， 我们几个就迫不
及待地抓起来往嘴里塞， 一个个
被烫得眼泪直流， 但还是停不下
来 。 刚出锅的果子， 酥香可口 ，
现在想起来还回味无穷。

在农村过年 ， 过的就是传
统， 过的就是热闹的氛围， 过的
就是那些在记忆深处抹不去的味
道。 那时的农村虽然没有灯火璀
璨， 虽然没有美酒佳肴， 却有着
最简单纯粹的快乐， 一家子团团
圆圆的和睦， 和那些简单的美食
在舌尖上驻留的滋味。

□杨丽丽那些与吃有关的年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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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荐书随笔

《湮灭》 这本书初读给人的
感觉是恐怖、 惊奇、 沉闷， 我想
原因可能是因为作品整体背景不
清晰 ， 信息不明确 ， 把所有奇
异、 无解的内容， 都归为 “外星
闪光” 的影响。 不可否认， 这种
做法为作者和读者留下了很多想
象的发挥空间。

四个人稀奇古怪来到一个与
世隔绝、光怪陆离的世界，不知何
去何从，队友敌人不分，甚至谁是
至亲也不知道； 不知接触的是什
么，也不知攻击自己的是什么；队
友稀奇古怪地失踪， 又莫名其妙
地出现。 并且这一切直到最后也
没能完全说清楚……话又说回
来， 没准作者就是要用这样的方
式体现他的“怪诞”之风。

和 《湮灭》 对比起来， 大部
分经典的科幻作家 ， 例如凡尔
纳、 阿西莫夫、 叶永烈和刘慈欣
等等， 他们的作品多是沿着发现
问题、 解释问题、 验证理论的逻
辑线展开， 输得清清楚楚， 赢得

明明白白， 让人感觉痛快淋漓。
并且， 绝大部分的科幻作品带给
人们更多的还是积极的现实意
义———虽然科幻的本质仍是一种
幻想， 但同时也有着前瞻性， 甚
至是科学性。

1869年， 儒勒·凡尔纳 《海
底两万里》 中的 “鹦鹉螺号” 完
全不需要陆地的补给， 可以无限
期地在海上航行。 对当时的人类
而言， “鹦鹉螺号” 是完全不切
实际的。 但估计凡尔纳本人也没
想到， 在他逝世后不到半个世纪
的1954年， 人类第一艘核潜艇便
诞生了， 并且被命名为 “鹦鹉螺
号 ” 。 在凡尔纳的另一部作品
《从地球到月球》 中， 人类通过
一门超级大炮登上了月亮。

1969年， 凡尔纳逝世之后的
64年， 人类正式实现了登月的梦
想。 美国著名天文学家萨根说：
“很多科学家矢志献身于太阳系
的探索， 就是首先受了科学幻想
小说的影响。”

科幻作品激发了人类的想
象力 ,促进了科学技术发展。 它
带给人类更多的思考， 激发了人
类对未知世界探索的兴趣。 特别
是一部优秀的科幻作品可以激发
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培养创
新思维能力， 进而培养对科学的
兴趣。

一部《湮灭》就能给我们如此
多的思考， 我觉得加强对下一代
科普的培养， 让生活中的科学元
素更多一些，会更有趣、更美好。

□丰台科技园 习芸

科幻的力量
———《湮灭》 读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