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着火了，锅盖锅盖！哧喇

——油火被压下去。

乒乒乓乓。快点快点！碗

呢碗呢？撤柴撤柴！哈哈哈哈

……脚步声、水流声、切菜声，锅

碗瓢盆碰撞声，奏出快乐交响

乐，直冲云霄，惊得田边水鸟扑

棱棱飞向天空。这是学校工会

组织“庆三八秀厨艺”活动现场，

平时手拿粉笔的女同胞们，此刻

在土灶台这方舞台，手拿锅铲，

演绎另类精彩。

工会根据学科不同把成员

分成小语低段组、初中英语组、

综艺组等9桌，每桌8人，发给菜

单，要求每人做一道菜，最后评

出最佳厨艺奖。早在活动前夜，

我所在的小语高段组特意建群，

神侃烧菜大计。这一幕被老妈

看到，她无不忧心地对我说：“你

只会烫花蛤，要不我去帮你烧好

再撤？”其实她的担心完全多余，

大厨戴MM分在我们组，不要说

区区几盘菜，就是几桌酒席也没

问题。

洗碗，切菜，炒菜，烧火，摄

影……八人各司其职，配合默

契，在烟熏火燎中，一盘盘佳肴

新鲜出炉，成就感油然而生。但

是，我们光顾着围着灶台转，“敌

人”偷袭后方，一眨眼，水果拼盘

少了一半，再一眨眼，开膛破肚

好不容易洗干净的黑鱼被别桌

偷梁换柱，如此恶作剧，我们自

然前去声讨，对方却笑嘻嘻声称

黑鱼已下锅加工，只好不情愿地

再次洗鱼，心里却阿Q式自我安

慰：等着吧，待会儿多去他们桌

“打酱油”，把酸菜鱼片放入肚子

打包回来。

正当我们认为最佳厨艺奖

非我们莫属时，探子来报：

报——某号桌炒粉绝味。

报——某号桌南瓜盅国色

天香。

报——某号桌装点食材除

学校统一发配外，还因地制宜采

集油菜花、桃花、青菜叶，勾出另

类菜肴。

……

什么什么？原来大家的水

平不是盖的，姐妹们的创意无

限。我们组受到启发，马上来个

拼盘总动员，原先烧好的菜重新

装点示人。红花绿叶，大自然能

用的材料，被采之囊中。罪过！

本人当了一回最令世人不齿的

采花大盗。人靠衣装，菜靠点

缀，集体智慧操作下，那些将入

口的菜品袅袅婷婷，活色生香。

最后费尽心思给菜取名：草莓装

点对虾，叫“群龙戏珠”；花蛤在

红花绿叶映衬下，成“孔雀开

屏”；恋MM烧的青椒炒肉，干脆

冠以作者名字“青城之恋”；此

外，还有玲珑翡翠、藕断丝连、群

英荟萃、萝卜开会、马蹄声声、雾

都紫园、菜凭蜇贵、一清二白、吃

醋娘子、皎皎明月、丝丝入扣、翠

竹报春。听听这些菜名就醉了。

“雾都紫园”，其实是紫薯和

土豆合炒，因为土灶火候不好控

制，有点烧焦，卖相不好，曾被大

家嫌弃取名为“丑女无敌”，后一

入口，嗯——外焦里嫩，口感香

甜，遂改名“薯相无敌”，随着品

尝次数增多，觉得“薯相无敌”还

是屈尊了它，最后更名“雾都紫

园”。貌似后宫宫女进阶，从宫

女到才人到贵妃，实现越级跳，

菜中龙凤啊！

哇——

戴大厨收工之作“翠竹报

春”上桌时，我们的眼睛都直了，

黄瓜挖出的竹筒，装满热气腾腾

的糯米饭，瓜皮勾勒的青翠竹

子，浮在白瓷盘上，溢出水墨丹

青。好一个江南早春！如此意

境，吃的是菜，品的是文化。

有人说三月七日是女生节，

这是未婚女性有别已婚女性的

节日，三月八日才是妇女节。相

对以前呈老态的妇女，现在已婚

女人早非当初的黄脸婆，她们既

入得厨房，又出得厅堂。她们是

一群有智慧、有品位、会生活的

新时代女性。她们把呆板的妇

女节改成女神节，透露满满自

信。从女生到女神，“半边天”们

在人间烟火中修炼成仙。

春寒料峭，屋前绿地上

高高的水杉尚未长出新叶，

树上的斑鸠窝仍然裸露着。

原先在此常住的斑鸠，偶尔

飞 来 稍 作 停 歇 ，旋 即 又 飞

走。早晨，小区里“咕咕咕

——”的斑鸠啼叫声仍此起

彼伏；有时我会站在阳台循

声远眺，心中隐隐有一种期

盼。

“斑鸠”可能是我人生最

早听到的词儿之一，也是我

最熟悉的鸟儿之一。在乡下

老家，大人就管男孩的小鸡

鸡叫“斑鸠”。儿时住在江边

老屋，斑鸠在空中掠过的潇

洒姿态，在屋顶悠闲踱步的

样子及其啼叫声，简直太熟

悉了。比起麻雀、燕子等其

他熟悉的鸟儿，斑鸠体型最

大，酷似鸽子，更让我多了几

分好感。

那时候，老屋西侧自留

地里有几棵棕树，高近 5 米。

棕树上常有斑鸠筑窝。我很

想爬上去看个究竟，有一天

就偷偷尝试。刚爬一半，被

母亲发现，遭到训斥，只得下

来。

母亲说，斑鸠窝里可能

会有蛇偷吃鸟蛋。某地有个

小孩，想爬树掏斑鸠蛋，仰着

头、张着嘴往上爬，树上有一

条蛇，头朝下直落下来，刚好

钻进小孩嘴里，小孩就一命

呜呼了。我听后毛骨悚然，

再也不敢有爬上树看看的念

头。现在想想，蛇怎能爬上

直立的棕树呢？是母亲怕我

摔下，故意吓唬我吧？

爬树的事发生后，父亲

对我说，等小斑鸠孵出后，就

上去捉来让你喂养。过了些

日子，一天下午放学回家，看

见鸟笼里关着一只羽翼未丰

的小斑鸠，在瑟瑟发抖。原

来，斑鸠窝里有两只雏鸟，父

亲就爬上树捉来其中一只。

我的好奇心得到很大满足，

同时，恻隐之心促使我打算

对其精心喂养。我在鸟笼里

放置大米和水，但是小斑鸠

总是不吃不喝，不断重复要

逃出笼子的动作。没过几

天，小斑鸠就呜呼哀哉了。

为此我还郁闷了数天。

长大后赴省城读书，毕

业后进县城工作，相当长时

间里没有见到斑鸠的影子，

也没有听到斑鸠的啼叫声。

回乡下老家时也是这样，斑

鸠似乎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末，

有一次与几位同学去山区某

乡游玩，在一家小餐馆门口，

看见笼子里关着好几只斑

鸠。

我好奇地问店老板：斑

鸠是哪弄来的？老板说，是

有人在山上布设尼龙丝网，

捕捉来的；斑鸠飞过，撞进网

眼，就挣脱不掉。一天能捉

到好几只，卖到他店里，是顾

客挺喜欢的野味。还说，现

在山上斑鸠挺多。我想，一

定是山上植被恢复，生态变

好，而平原环境受到污染，斑

鸠更愿意去山区生活了。可

是，都像这样捕捉下去，会不

会被捕捉完了？

没想到，最近五六年，斑

鸠竟然进城了，而且又做了

我的邻居。每年春夏之交、

屋前水杉新叶茂盛时，斑鸠

就 会 回 到 水 杉 上 筑 窝 、常

住。这是市区绿化面积增

加、生态变好使然吧？

再过两个月，水杉树冠

就会郁郁葱葱了，那时候又

能经常看见斑鸠从树冠飞进

飞出、在枝丫上整理羽毛、闭

目养神的样子了。我很期待

有斑鸠做邻居的日子。

这个年，真是有趣，年底一

片阳光明媚，正月却是一连绵绵

阴雨。这也正如我们的心情。

刚放假，有的是时间，有的是闲

暇，雀跃；而正月头，时光在阴雨

中飞逝，开学的日子一天近似一

天，忐忑。

转眼已过了元宵，开学各类

工作扑面而来。不知不觉间，假

期便悄悄地溜走了。一天 24 个

小时，谁也不多，谁也不少。窝

在家里，是一天；拜年吃喝，是一

天；打牌搓麻，是一天；出门旅

行，也是一天。时光就这样偷走

了我们的韶光。节前，我们有着

各种各样美妙的遐想，而现在仔

细回味，却又是那么虚无。这是

我每次坐在电脑前敲打文字时

都会感到惊惧的，所有的时光，

竟在蹉跎中滑行。

书是没怎么看的，纵使曾经

遐想过；山是没怎么攀的，纵使

曾经溜达过；电影是没怎么看

的，纵使曾经好几次浏览过时光

网……所做的，也只是看了几页

的《现代汉语词典》，身上虚长几

斤肥肉罢了。很多时间却被手

机所收买。年底前，几乎每天都

是在手机亮光中睁开眼睛，在手

机屏幕前闭上眼睛。曾经两眼

都超过5.0的视力，现如今，已经

开始迷糊混沌了。除夕夜看春

晚，那屏幕下方的文字，坐在沙

发上愣是看不见，只得搬了凳

子，坐在更近的地方。这可是以

前的我从来不敢想象的。读书

时期，青年时期，我的视力都是

杆杆的。想不到即将不惑，双

眸竟然因为手机而浑浊，难以

想象。这大概是我一年多来使

用手机的结果。看新闻、聊天、

支付宝、淘宝、买各类票、社交、

彩票、天气、旅行、百度地图、微

信、抢红包、团购，一大串功能，

几乎都需要手机来完成。这一

切，真是太强大了。在朋友圈

里，几乎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手

机控。

大年初一，我发誓自己要

尽量远离手机，一则减少日渐

迷糊和隐痛的眼睛，二则让自

己有更健康的生活。虽然现在

每天使用手机时间明显减少，

但自觉还是很难彻底改到没有

智 能 手 机 前 的 那 种 状 态 。 而

且，有时候还是会自觉不自觉

地拿起手机。就如有些抽烟的

人，当手里没个东西拿着的话，

便不知该干吗了。我们似乎都

深陷于这样的一种漩涡，难以

自拔。

前几天，乘坐上海的地铁，

我有意留心身边的人。那挨挨

挤挤的，似乎绝大部分都陶醉

在自己的手机里。低着头，默

默 地 看 着 。 上 下 站 台 的 过 道

里，也经常能看到上下楼梯不

能看手机的温馨提示。看来，

我们的生活已在不知不觉间被

颠覆。

走过寒假，悄悄地，让手机

带走了精彩。

泥巴不像金子那样会发

光，也没有玉石那样贵重，因

此它伤心哭泣。智者说：“天

生我材必有用，不管是谁，都

不该妄自菲薄。”泥巴说：“我

们都烂成这样了，这辈子完

了！”

智者现身说法，亲自动

手，将一些泥巴种上庄稼，一

些烧制成工艺品，一些雕塑成

观音菩萨。庄稼丰收时，人们

载歌载舞，赞美泥巴；精美的

工艺品价值连城，远超黄金和

玉石；至于菩萨吗，更让善男

信女顶礼膜拜。想不到吧，烂

泥巴也会“咸鱼翻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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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间烟火中
女生修炼成女神
■金春妙

手机带走了寒假
■项学品

斑鸠邻居

■林怀宸

微寓言二则
■张鹤鸣 洪善新

老狼的葬礼
老狼是虎王的重臣，马

屁精自然很多。去年，老狼

的丈母娘病故，办完葬礼，还

有百多万动物币进账。老狼

妻妾成群，钱早花光了，他索

性装死，本想等礼金收得差

不多时再“复活”。老狼想：

丈母娘死了都能收到百多

万，这次我自己“死”了，估计

应该有200多万进账。

老狼夫人四处贴讣告，

甚至打电话、发短信广而告

之。谁知送礼的寥寥无几，

大家都说：“老狼死都死了，

还有必要送礼吗？”老狼这才

恍然大悟。

哭泣的烂泥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