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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慢煮才有味道

□徐善景

我的名字叫进粮

我和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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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小丫头”
□□崔崔志志强强 文文//图图

“你叫那个小丫头过来 。”
居民说。

“哪个小丫头？” 接电话的
社区人纳闷 。 社区的工作人员
年龄都是当妈的， 甚而都可以当
奶奶了， 哪有什么水灵活泛的小
丫头。

之后经过居民的一番描述，
工作人员懂了， 原来是说他们的
书记———刘书记。

实际上刘书记也老大不小
了， 不是 “豆蔻梢头二月初” 的
小丫头， 只是个头小， 娃娃脸，
再之声音脆亮 ， 如 一 股 清 泉 ，
还 有 做 事 、 走 路 风 风 火 火 ，
不 矜 持 、 不 拿 捏 ， 故 而 很 有
小丫头的味道。

刘书记对 “小丫头” 的称谓
笑而纳之， 没有丝毫的不悦和不
甘， 说小丫头很好， 说明年轻，
说明大家对她很有好感， 刘书记
的称号往往被人忽略了， 倒是小
丫头的称呼常被大家挂在嘴上。
她脆脆地应， 响亮地答。

刘书记的工作实际很重， 她
管着很大的一个社区， 大大小小
十几个居民区、 上万人， 而居民
又是上班的、 做工的、 经商的，
各类人都有， 现在管理又细， 要
求社区对这些居民都要管理到
位， 做到胸中有数， 不能留有任
何空白。 故而工作量大而琐碎，
而又不像机关单位， 可以通过制
度、 人财物管控， 社区管理完全
靠嘴靠脚 ， 上门入户 ， 沟通了
解， 才能赢得民心。

故而刘书记你在办公室一般
是找不到她的 ， 她都在居民区
跑 ， 把居民区当家当工作场所
了。 事实也确实如此， 居民的问

题往往都是要现场解决的， 虽然
鸡毛蒜皮， 小至开门开锁找电话
号码甚而搬运屋里的家具， 只要
居民的一个电话， 刘书记得空都
是第一时间赶到。 有时只是寂寞
和刘书记唠唠嗑， 刘书记也耐心
和她拉呱 ， 家长里短 、 嘘寒问
暖， 说得对方眉开颜舒。

刘书记几乎跑遍所辖每一个
小区的每一户居民， 对居民的情
况如数家珍。 人说不累啊， 刘书
记说不累， 工作嘛。 那你当书记
干吗， 底下不是有许多人嘛。 他
们也有工作，我也是其中一员。问
话的人就不好再问了， 刘书记不
拿自己当书记， 而是跑腿办事的
人，和其他工作人员没有区别。

刘书记虽然看着弱小， 在大
街上常常被人忽略， 但工作能力
很强， 挺有号召力和能量， 一声
“令” 下， 大家闻风而动， 也不
是慑于她的权威， 其实社区书记
哪有多大的权力， 刘书记也不是
给人威严之人， 而是感于她的个
人魅力， 她的以身作则。 大家知
道， 所分派的工作刘书记也有一
份， 甚而更忙， 更重。

刘书记的忙和马不停蹄为她
赢得了许多信任， 居民很听她的
话， 说只要刘书记来我就搬； 说
只要刘书记打招呼 ， 我就照做
……刘书记成了问题解决的钥
匙， 成了大家的主心骨。

刘书记大名鼎鼎， 但小丫头
名声更是传扬在外。 有人说那是
我们社区的刘书记， 居民脖子一
梗， “我就是叫她小丫头”， 做
势拉着她的手说， 她就是亲， 比
俺闺女还亲， 还勤快。 说得大家
心里都热热乎乎的！

我的老家在一个偏远的丘
陵山区， 十年九旱， 庄稼全是
靠天收， 乡亲们面朝黄土背朝
天， 辛苦一年收获的粮食填不
饱肚皮。 1967年秋， 二哥出生
了， 父亲给他取名占粮， 意思
就是能多占些粮食。 到了1969
年秋， 我出生了， 父亲说， 粮
食占住了 ， 进不到家里还不
行， 老三就叫进粮吧。

自从有了 “进粮 ”， 我家
的生活开始逐年变好， 到上世
纪80年代时， 家里已能吃上白
面馍了 。 之后 ， 大哥参加工
作， 二哥入伍当兵， 后来我也
在大哥的帮助下进了工厂。 家
中生活如芝麻开花， 一年一个
样， 一年比一年好。

有一年过春节时， 母亲看
着满桌丰盛的菜肴， 连连感慨
说是托了 “进粮” 的福。 父亲
当 即 骂 母 亲 头 发 长 见 识 短 ：
“不管是占粮还是进粮 ， 地里
没有粮， 咋占咋进！ 是国家政
策好才有了年年大丰收， 才有
当下的好生活……”

其实， 我早已背着父母按
照家谱更改了名字， 但父亲的
话没错， 名字只是一个符号而

已， 能改变命运， 促进社会进
步的是国家的富民政策。 正因
为此， 父亲对党和国家深怀感
恩， 常常要求我们兄弟敬业爱
岗， 争取成为党员。

二哥最积极， 他在入伍的
第三年就入了党。 接着， 大哥
也在上世纪 90年代末成为党
员。 我所在的企业是当时县里
最大的国有企业， 职工近四千
人， 入党特别难。 但父母的谆
谆教导， 我自己对生活由差变
好的深切感受， 都促使着我积
极向党组织靠拢。

经过近十年的不懈努力 ，
我终于在新世纪的开局之年加
入了党组织。

父亲得知我入党的消息
后， 逢人便讲 “我家仨党员”，
还买了一万响的鞭炮燃放， 过
年他也没那么 “大方 ”。 更想
不到的是 ， 那年国庆节前夕 ，
70多岁的老父亲， 步行十多公
里到县城， 转了半天， 买了一
面国旗。 国庆节当天， 他招回
全家人， 在家门口举行了升旗
仪式 。 那是村里第一次升国
旗 ， 街坊邻居都围着看热闹 。
然而， 当国歌响起， 国旗升起

时， 所有人全静了下来。 大家
专注地看着冉冉升起的国旗 ，
满眼神圣， 满脸庄重。

十多年前， 病入膏肓的父
亲常絮叨不止， 说自己活了80
岁 ， 该吃的吃了 ， 该喝的喝
了， 逢上了好时代， 享了国家
的福， 知足了。

有一天 ， 父 亲 突 然 喊 住
我： “进粮， 爹没啥文化， 那
年月穷怕了 ， 只 想 着 能 多 占
些 粮 食 进 些 粮 食 ， 所以给恁
取的名字不好听， 但那是爹的
期望呀 ！ 现在咱富裕了， 我
也知道你改了名字， 但名字咋
改都行 ， 国家的恩情却不能
忘， 要好好干工作， 多给国家
做贡献……”

爹， 进粮回来看您了！ 如
今 ， 每年回老家给父亲扫墓 ，
我都会把新时代的新面貌， 把
家中的新变化， 把自己获得的
新荣誉， 逐一说给父亲听。

汪曾祺先生被称为 “中国最
后一个士大夫”，倒不是因为他家
世显赫，而是赞美他的宁静淡泊，
不慕名利 ，还有对生活的热爱 。
他留给世间的不仅是文字， 更是
一种生活态度———不管在什么环
境下 ， 永远不消沉沮丧 ， 无心
机， 少俗虑， 兴致盎然地生活。

这本 《慢煮生活》 是新版，
特别新增 《贴秋膘》《书画自娱》
《三圣庵》 等经典内容，完整还原
汪曾祺的文学价值与内涵。 全书
从花鸟虫鱼、 乡情民俗、 凡人小
事、 旅途见闻等多个主题出发，
详尽展现汪曾祺的精神世界与生
活志趣。 写字、 画画、 做饭， 明
明是最平常普通的日常小事， 他
却深得其中的乐趣。 一个平凡的
景， 经过汪曾祺的视角， 便美得
天真烂漫。 汪曾祺说： “我希望
我能童心常绿， 我写这些文章的
目的就是使人觉得 ： 活着多好
呀！ 你很辛苦， 很累了， 那么坐
下来歇一会儿， 喝一杯不凉不烫
的清茶， 读一点我的作品 。” 所
以， 铁凝评价说： “他带给文坛
温暖、 快乐和不凡的趣味。”

汪曾祺是个热爱生活的人，
最会从各种小事中寻找乐趣。 他
写生活， 幽默风趣又乐观积极，
仿佛人人可爱， 事事可玩味。 他
写文章只想 “给人间送一点小小
的温暖”。 一花一木， 一人一物，
在他的笔下都是与众不同的， 因
为爱着这一切， 他总能写出缱绻
深情 。 “如果你来访我 ， 我不
在， 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
它们很温暖， 我注视它们很多很

多日子了。 它们开得不茂盛， 想
起来什么说什么， 没有话说时，
尽管长着碧叶 。 你说我在做梦
吗？ 人生如梦， 我投入的却是真
情。” 而这， 足以震撼到匆匆瞥
到它的人， 内心多么温柔而有爱
的人才能写出这样温润人心的文
字啊！

汪曾祺的文章大多数走恬淡
风格， 读起来温暖且治愈。 他写
人生， 人生实苦， 他却给生活加
了一层糖衣， 在平常中找寻趣味
与美感。 他在 《人之所以为人》
一文中说： “人总要有点东西，
活着才有意义。 人总要把自己生
命的精华都调动出来 ， 倾力一
搏， 像干将、 莫邪一样， 把自己
炼进自己的剑里 ， 这 ， 才叫活
着。” 他还说： “人不可以太倔
强， 活在世界上， 一方面需要认
真， 有时候只能无所谓。 悲哉。
所以我常常妥协， 随便一个什么
理发店， 钻进去就是。 理发师问
我这个那个 ， 我只说 ‘随你 ！’
忍心把一个头交给他了。” 一个
有趣老顽童的形象跃然纸上， 一
个活得这样通透豁达的人儿， 怎
能不叫人爱他呢！

虽然儒家推崇 “君子远庖
厨”， 但是汪曾祺乐于自己亲手
下厨。 他写的也不是什么山珍海

味， 就是普通的豆腐萝卜， 茄子
韭菜之类的日常菜， 特别亲民。
经了他的操刀摆弄， 再用闲散随
意的文字描述给我们， 所传达的
已经不止 “口齿留香”， 而且还
能涵盖无穷的韵味 。 比如 《豆
腐》： “香椿拌豆腐是拌豆腐里
的上上品 。 嫩香椿头 ， 芽叶未
舒， 颜色紫赤， 嗅之香气扑鼻 ，
入开水稍烫， 梗叶转为碧绿， 捞
出 ， 揉以细盐 ， 候冷 ， 切为碎
末， 与豆腐同拌， 下香油数滴。
一箸入口， 三春不忘。” 不仅把
豆腐的做法做了个细致的介绍，
而且色香味都浸润弥漫于文字之
间， 读来让人艳羡喜爱不已， 心
底不由会慢慢喜欢上这个可爱的
小老头。

汪曾祺能被称为中国最后一
位士大夫 ， 必然有他的过人之
处。 中国文人一直在出世和入世
间徘徊， 在名利与自由中辗转，
但汪曾祺似乎却没有这样的苦
恼。 他对名利一向是淡泊的。 他
爱俗世， 是爱俗世间的热闹烟火
气息， 但自身却一直保持了一颗
豁达又透彻的心。 在倡导快节奏
生活的今天， 能坐下来煮上一壶
茶， 静静捧读一本书， 忘记喧嚣
和烦扰， 这大概就是汪老先生要
告诉我们的本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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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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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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