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
家， 鲁迅先生一生勤于笔耕， 著
述丰富， 给我们留下丰厚的精神
文化遗产。 但是其个人的物质生
活， 却是十分简单、 清贫和节俭
的， 用当下一句流行的话来说，
他一生过得都是一种极简主义的
生活。

鲁迅先生的学生孙伏园和鲁
迅先生交往甚笃， 曾经共同工作
生活过一段时间 。 据孙伏园回
忆， 鲁迅先生的日常居家生活非
常简单， 衣、 食、 住几乎和学生
时代一样。 鲁迅先生先后做官十
几年， 教书十几年， 对于一般人
喜欢和沉迷的娱乐， 如赌博、 听
戏， 他没有丝毫兴趣。 教育部的
同事都把鲁迅先生当做怪人， 而
且知道这所谓怪者无非书生本
色， 所以大家都尊敬他。 鲁迅先
生平常只穿旧布衣， 像一个普通
大学生。 西服的裤子总是单的，
就是在北平的冬天， 鲁迅先生也
永远穿着这样的单裤。

鲁迅先生平时冬天穿的裤子
还是几十年前留学时代的， 不知
补过多少回。 鲁迅的母亲实在看

不过去了， 重新做了一条棉裤，
等鲁迅先生上班出去的时候， 偷
偷地放在他的床上， 希望他不留
神能换上， 鲁迅回家后发现新棉
裤， 就把新棉裤拿出房间。 没办
法 ， 鲁迅母亲只有让孙伏园出
面， 劝鲁迅先生换条新裤子。

孙伏园硬着头皮去找老师，
鲁迅先生是这样回答孙伏园的：
“一个独身的生活， 决不能常往
安逸方面着想的， 岂但我不穿棉
裤而已， 你看我的棉被， 也是多
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 我不愿意
换。 你再看我的铺板， 我从来不
愿意换籐绷或棕绷。 我也从来不
愿意换厚褥子。 生活太安逸了，
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 鲁迅先
生的房中只有床铺、 衣箱、 书案
这几样东西。 万一什么时候要离
开， 他只要把铺盖一卷， 网篮或
衣箱任取一样 ， 就是登程的旅
客。 他虽然生活在家庭中， 但过
的日子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

其实， 鲁迅先生的收入并不
低。 鲁迅先生先后做过政府公务
员、 大学教授、 自由作家， 据专
门研究鲁迅的学者帮他算过一笔
账， 鲁迅加起来的收入平均每月
约合现在人民币4万元左右， 放
到现在， 也是高级白领的收入。
但是鲁迅先生的绝大部分收入都
用于购买书籍和资助学生、 友人
和贫困者， 留给他自己的， 却是
两袖清风。

“生活太安逸了， 工作就被
生活所累了 。” 一句简单的话 ，
概括了鲁迅先生的一生。 他生活
简单， 只追求事业和理想， 一生
都在积极地呐喊和奋斗。 生活简
单、 精神富足， 这也是鲁迅先生
真性情的外在流露和表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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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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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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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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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利旺 文/图

乡愁藏在味蕾里， 无论离开
家乡多久， 一道道美食总能穿过
时光帷幕抵达舌尖。 有话曾说，
这一生什么都忘了， 包括恩仇，
但酱烧茄子总也忘不掉， 家乡的
菜好吃， 养人。

家附近老菜市开了家羊肉
馆， 妻子提议去尝尝鲜， 店铺不
大 ， 内外洁净 ， 刷洗得一尘不
染， 羊肉汤是一夜慢炖的白汤，
排队的吃客很多 ， 等我们入座
后， 切了一盘白羊肉， 加上几片
香菜和葱花， 羊汤鲜美， 入口不
腻不膻 。 妻子问我味道还合口
味？ 羊肉汤真是暖心暖胃， 就着
几瓣咸蒜， 吃得我津津有味， 我
说就是觉得少了点什么。

羊肉最初的记忆还是小时
候， 那时候物资条件匮乏， 每年
秋冬， 娘总要给我们兄妹做一顿
羊骨头汤。 爹就打听十里八村哪
家要宰羊， 菜场上的不仅贵， 还
不新鲜。 爹为了省钱， 就直接跑

到宰羊家里去买 。 凌晨4点多 ，
爹骑着三轮车拉着我就从家里出
发， 到那以后， 其实已经晚了，
有很多人排队在等了， 里面太过
血腥 ， 一般不让我们小孩子进

去。 爹照例买上几斤羊肉留着过
年招待亲戚， 然后买上一大袋子
的羊骨头， 这是我们兄妹盼了一
年的美味。 这边娘和妹妹也不闲
着， 前些天早早找人在灶台前盘

了个大锅。 等我们回到家， 爹用
斧头将羊骨头劈成小块洗净， 放
到大锅加满水， 储存了一季的柴
火派上用场了， 等旺火烧沸， 撇
净血沫 ， 娘把花椒 、 桂皮 、 陈
皮、 大料等用纱布包成香料包，
一同与姜片、 葱段、 精盐放入锅
内。 我和妹妹已经涎流三尺。 等
娘盛进碗里 ， 我们早已迫不及
待， 羊骨头里的羊油也用筷子挑
着吃个一干二净 ， 就着几个大
饼， 再喝一碗羊汤， 幸福感真是
满满的。

我的老家是在北方， 吃的是
绵羊， 都是用羊骨架长时间慢炖
出浓汤。 有一次回老家， 朋友带
我去了县城一家小饭馆， 店小到
就四五个平方米， 我笑话朋友小
气， 朋友含笑不语， 说等主菜上
来就知道了。 滚烫的奶白色羊肉
汤端上来， 紧接着是一筐喷香的
芝麻酱烧饼， 几根大葱， 葱白粗
如甘蔗， 斜切成片， 细嫩而甜。

羊肉既细嫩又鲜美， 口感筋道，
吃了第一口， 紧接着就想来第二
口， 尤其寒冷的北方冬天， 我和
朋友就着一瓶老酒， 吃得人口水
直流。

南方和北方都有吃羊肉的习
惯， 工作后的几年， 跑了全国好
多地方， 不管是内蒙古的草原羊
肉、 新疆的手抓羊肉、 宁夏滩羊
肉、 浙江宁波的白切羊肉、 四川
简阳羊肉， 对我来说都是绝佳美
味 ， 却怎么也吃不出最初的味
道。 一个人的味觉里， 储存着一
辈子遇见的人和经历的事， 走得
再远， 惦念的依然是乡愁味道。

这些年， 想起小时候的羊骨
头， 就有咽口水的滋味， 这是藏
在味蕾中的归属感。 每个人的味
蕾 都 有 一 扇 门 ， 钥 匙 就 是 乡
愁的食物编码， 无论身在何方，
无论那扇门怎样锈迹斑驳， 门上
密码锁依然， 只待乡愁味觉记忆
来打开。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江舟

鲁迅的极简生活

味蕾里的乡愁

我和我的祖国

铃声悠扬 □孙邦明

15年学生、 30年教师， 45
载与校园为伴， 除去学生、 教
课书外， 熟悉不过的， 还有那
每天陪伴着我的校园铃声。

萨克斯 《回家 》 的旋律 ，
悠扬在校园里， 放学了。 如今
校园的铃声， 应时定制， 样式
各异， 有晨起的清新、 上课的
激越、 下课的舒缓和放学的叮
嘱 ， 或长调 、 或短音 、 或优
雅、 或古典， 师生听乐， 便知
其中的意味 ， 既遵从号令而
行 ， 又兼能知礼养心 ， 好铃
声， 带来一天工作和学习上的
轻松与惬意。

1975年，7岁的我上村西头
山坡上的小学， 印象中学校的
概念就是一排平房子。 村小老
校长，唯一的公办教师，是每天
用哨声吹响我们上课的第一
人。 红绳带另一端的银哨子，在
他的嘴里总是能吹出响亮的声
音， 像是一位慈爱老人对自己
孩子的谆谆教诲， 鞭策着我们
去进取，不负春光与韶华。 那时
的我也因一个苍老的哨音 ，从
此记住了一位难忘的老人。

从一二 年 级 的 复 式 班 走
出， 到三年级独立成班时， 来
了位和蔼可亲的中年妇女。 她
是我的新班主任 ， 短发圆脸 ，
矮胖身材， 母亲般的温暖， 一
下子挥去了童年我的胆小与拘
谨。 不知何时起， 铃声忽然浑
厚了起来。 村小黄土地的老槐
树上， 几根铁丝拧成一股， 一

头穿入短钢轨的螺丝眼中， 一
头绕挂在枝桠间 ， 厚实而沉
重 。 “铛铛铛 、 铛铛铛……”
铁锤子敲打钢轨的声音， 沉闷
而浑厚， 让正趴地上打玻璃弹
子球的孩童们急忙地爬起， 一
溜烟地跑进简陋的教室。 村小
的铃声， 最好听的就是我的班
主任———张老师的杰作了。 她
打的上课铃声总是小步快跑式
的， 三响一个轮回。 听起来好
像是在告诉我们 ， 进教室了 ，
准备好课本文具， 又不是那么
催促， 怕幼小的我们因蜂拥而
绊倒与磕碰 ， 深含慈爱之心 。
现偶回乡 ， 路过颓废的小学 ，
还会想起那老槐树和树上锈蚀
斑斑的钢轨， 想起张老师的音
容笑貌和慈祥的母爱。

1984年考入重点高中。 幸
遇一位新来的老校长， 有魄力
有干劲， 如若吹来的教育改革
春风 ， 万物复苏 ， 一切开始
“鸟枪换炮 ”。 教学楼动工了 ，
水泥篮球场建起来了， 校园绿
化与文化走廊美化起来了， 上
课铃变成了电铃 。 教室走廊
上， 一个直径三十厘米左右的
黑色圆铁盖子， 边缘外伸出一
个小铁疙瘩 ， 通上电 ， 一按
钮， 小铁疙瘩有节奏地触碰着
铁盖子 ， “嗞铃铃 ， 嗞铃铃
……” 一个劲地狂叫， 像夏日
蝉鸣。

1989年大学毕业， 回到乡
村教书， 校园长大了， 电铃声

依旧铿锵地奔腾着， 一响就到
了新世纪。

平房消逝 ， 泥巴路隐退 ，
水泥黑板不再， 多媒体涌入校
园。 专门为学校定制的音乐磁
带、 唱片上市， 多种多样。 一
些轻音乐被截录成上学前、 上
下课、 放学时等不同时段人性
化的音乐， 印象深的有 《秋日
私语》 《茉莉花》 《让我们荡
起双桨 》 及一些校园经典歌
曲。 近来， 微型音箱取代肥胖
的喇叭， 电脑控制替代了老旧
磁带和唱片， 轻音乐中还注入
了人文关爱的话语。 “上下楼
梯， 讲秩序； 文明礼貌， 要牢
记” “放学回家， 守规则； 人
行道， 靠右走” 等等， 舒缓的
铃音， 温馨的提示， 是一种人
文的关怀、 文明的滋养和教育
的进步。

45载斗转星移， 恩师或已
逝， 或古稀， 然而校园的铃声
依旧悠扬 ， 陪伴着莘莘学子
们 ， 正孜孜不倦在美丽的书
香 校园里 ， 意气风发 ， 昂扬
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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