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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选坚

那一碗热气腾腾的点心

■谢钦巨

深 潭

■林旭华

晒太阳

斗转星移，日月轮回。从女儿到妈妈再

到奶奶，我的生命历程可谓波澜不惊而又水

到渠成。虎年年末，孙子降临美好人间，我

如愿以偿荣升奶奶。都说每个宝宝出生前

都是一名小天使，他们趴在云端挑选父母。

那天，守在产房外等待孙子出生的我，却满

心欢喜地想：我家的小天使一定也曾认真挑

选奶奶吧？

人生的每个不同阶段，对幸福的感知也

会不甚相同。儿子结婚后，我曾很多次想象

假如自己当奶奶了，那会是怎样的欣喜与激

动，可想象终归只是想象，当那一刻真的到

来，那份发自内心的真实幸福竟远远超出想

象，那是无与伦比的天伦之乐啊！特别是看

到可爱的小不点出生当天就睁开滴溜溜的

眼睛打量着我们，尽管我知道那还是无意识

的，可我的心已悄悄融化。我很想抱起孙子

好好亲一亲，却笨手笨脚不知从何入手，生

怕动作不规范磕碰到这个稚嫩的小家伙，于

是只能目不转睛盯着襁褓中的小宝贝，就像

欣赏珍贵的艺术品。那一刻，我的眼里满是

慈爱，心中满是欢愉。

从医院出来后，孙子和媳妇去了月子中

心，当时正处奥密克戎“羊了个羊”高峰期，

月子中心拒绝家人探望，所以那段时间我

们都没看到孙子，原本大大咧咧的我心里

总是空落落的，好在现在微信发达，善解人

意的媳妇时不时开启视频聊天模式，宝宝

的吃喝拉撒尽收我们眼底。当然，还有“亲

宝宝”来助力，那是用来记录孩子成长的

App，媳妇会不定时在上面发些宝宝的日

常。为了及时关注宝宝动态，我把“亲宝

宝”拉到手机屏幕最显眼位置，一有更新消

息，便迫不及待点开查看，生怕漏看哪条宝

贵信息，点赞和评论也是空前积极。有时

甚至明知没有新内容，我也手指痒痒，总想

点开看看哪怕已经非常熟悉的画面，一次

次津津有味温习着，一遍遍自我陶醉回味

着。想当年自己生儿子那会儿，不知是年

轻不懂，还是物质条件相对欠缺，抚养方式

粗糙马虎，或者说压根没这么上心。如今

有了孙子，隔代亲现象完全颠覆了我的育

儿观念，心里不由自主牵挂着宝贝的一颦

一笑，体重增加了多少，是否经常溢奶，母

乳亲喂后是否辅以瓶喂，黄疸指标是否正

常，脸上的抓痕是否已经消退……可谓事无

巨细，啥都想问一问，不知道这是不是新手

奶奶的通病。

孙子出生后不久，全家把取名提上议事

日程。之前我们家族小字辈取名任务基本

都交给我，这下轮到给孙子取名，我却犯难

了，几番搜肠刮肚仍想不出令自己满意的名

字，只得乖乖弃权，最后还是儿子和媳妇认

真推敲，为孙子取名金麒乐。

终于等到宝宝满月，我们一大早到月子

中心接媳妇和孙子回家。一个月不见，宝宝

更可爱了，貌似会笑了呢！我把孙子抱在怀

里，不停地看啊看，怎么也看不够。儿子趁

机抓拍，恰好拍下我们祖孙对视的暖心镜

头，照片上孙子像是用眼神跟我交流呢！多

年以后，孙子长大了，奶奶变老了，记忆淡忘

了，但这份血浓于水的亲情将亘古不变。看

我们全然一副老牛舔犊深情模样，媳妇提议

让保姆给我们一家七口拍张合照。于是，爷

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不约而同爱意

满满看向宝宝。此时此刻，快乐定格的是一

个温馨的众星捧月画面，生生不息，代代相

传，这是多么美丽的人间愿景。作为向来没

有远大理想的凡夫俗子，我更看重小家小我

的寻常幸福，宝贝孙子的到来，就这样让知

足常乐的我幸福指数飙升。

跟所有心怀美好愿望的奶奶一样，我也

希望自己不仅是一位幸福的奶奶，更是一位

受孙子欢迎的好奶奶。然而，我也是第一次

当奶奶，所以我一边幸福着奶奶的幸福，一

边为这个崭新的角色和身份而忐忑。哈哈，

为了宝贝孙子，我会在不断老去的路上好好

学习的。

故乡的溪有三口深潭，也可能不

止。那时与我而言，深浅是神秘的一部

分。当然，少年的我听说过，也找寻过。

纯朴、险峻、神秘是我给它们贴的标签。

溪流过庄时，特别柔软惹人，不深不

浅，不湍不急，且流且回漩，声音悠然又

哀愁，谁家少妇“且拭清砧就月光”，楚

楚！我趴在溪边泉井上，曾想过一个复

杂的问题：村里人为何远去？

到山脚，第一口深潭“牛潭”就露出

它憨憨的脸来。我们特别喜欢站在岩

石上，跳进牛潭（现在的人会觉得有些

危险），水花四溅已见少年最初的激情！

偶尔钻进潭底，摸到一把牛粪，一

群天真少年便彻底笑翻在水中。笑声

中，遥山恰好看见，夏日艳阳印在这些

赤裸裸的小凡胎上，一圈一圈……这是

年轮最初的坚实的底色。

枫树岭大概在半山腰，那时山高林

密，上山的人到这儿已然很累。据说，

在枫树岭不能歇太久，停久了怕是没了

进山的勇气。当然，那些大树上的鹰突

然尖叫一声，飞扑向某个地方，也让人

紧张万分。

与枫树岭相应的溪流处，就是第二口

深潭“鹰潭”。我去过很多次，起初也是紧

张万分，潭深水冷不敢游，往往提着气拧

紧裤子，从潭边揪着茅草和藤蔓爬过去。

我没有在那里碰上会叼人的大鹰，当时我

想它就在枫树岭的某棵大树上，盯着这口

潭，看着我，假如我掉进潭里，它会瞬间飞

扑下来，像抓一只兔子一样把我抓走。但

在这里，有一会儿我确像一只鹰猛扑进潭

里，因为正好看到一条雪鳗游了出来，也

许鳗老了或中毒了，竟被我从潭中拨到了

潭边的石头上。这大大增加了我的勇毅，

我是山谷里的一只鹰。不知枫树岭上的

鹰怎么想，有人硬抢地盘？

有了莫大的勇气，我决定去寻找一

下龙潭，这传说的第三口深潭。整整几

个夏天，我假装到溪边看书，实际上书放

在牛潭边的石头下，自己如飞般跳跃着

去山中找寻。快要日落，我又如同渴了

的草花蛇从山顶裹着风呼啸着赶到溪

边，飞奔下山回到村庄，依在风中等待的

木门边，抚着温顺的黑狗尾巴。

终也没找到龙潭，没看到龙的样子，

或者龙显现的另外什么图景。倒是把小

溪混成了自己，也许，睡梦中我都可以摸

到溪谷的深处。有时，神秘会带来另外

一些东西，比如寻找、启示、勇气。这也

是生命隐秘的部分，它不会明示，也在

暗暗揭示。

长大后离开，无法选择。现在回

望，我在村庄的生活仿佛都在这里了，

那么简单，那么清晰！我是深潭，深潭

是我。我是第一个走进的人，也是最后

离开的人。如今，那几个深潭不见了，

只留在我心灵深处。

有一天，村民在山里建了一座寺

庙，说寺庙边的深潭便是龙潭。去看了

一番，很普通，潭深但清澈见底。以前，

我好像多次去过，又好像从未去过。

晒太阳，是指寒冷冬天时，身体沐

浴阳光底下取暖，瑞安俗称“晒暖”。以

前冬天很冷，没有电炉、空调之类的，人

们通过晒太阳，在大自然里寻找能量。

在寒冷的冬天，晒太阳是很舒服

的，甚至有种奇妙的感觉。坐拥一抹

暖阳，任凭金灿灿的阳光无遮无拦、洋

洋洒洒往身体上倾泻，柔柔的，痒痒

的，酥酥的，暖和得与阳光几乎融为一

体，于是醉乎其中，奇哉妙哉。

孩提时，晒太阳是一项非常快乐

的活动，冬天，小伙伴们靠着墙壁做起

“挤油渣”的游戏。明晃晃的阳光照得

斑驳的墙壁发热，小伙伴们被分成两

队，成线状一字排开，面朝太阳，紧靠墙

壁，互相用肩膀抵着肩膀，一边“嘿哟、

嘿哟”喊着号子，一边从左右两边使劲

往中间挤。当然，在挤的过程中，那些

力气小的，或者没有靠紧墙壁的，或者

站立不稳的，就会被挤出队伍，就像过

去农村土法榨油似的被挤出“油渣”。

瞬间，队伍中爆发出孩子们快乐的笑

声，在灿烂阳光下久久回荡。在挤“油

渣”队伍中被挤出来后，掉队的小伙伴

又赶紧到队尾排队，重新开始往中间

挤，循环往复，乐此不疲。通过“挤油

渣”游戏，小伙伴们挤得全身热乎乎的，

头上冒汗，不再觉得冬天寒冷了。

晒太阳这种暖融融的温馨，现在

几乎成了老人的专利。

在瑞安弄堂小巷里，我经常看到

一些大爷、大妈三三两两坐在门前、路

边、屋檐下晒暖拉家常。他们喝着茶，

嗑着瓜子，聊着天，大到电视新闻、社

会轶闻，小到养老保险、各自家庭状

况，从儿子扯到媳妇，从媳妇扯到孙子

孙女，然后相互安慰和鼓励，彼此心里

暖暖的，岁月静好。

颇有田园风味的是瑞安农村老人

晒太阳。有一年冬季，我到乡下朋友

家做客。道坦里坐着五六位老人，道

坦旁边是一畦碧绿茵茵的小菜园，男

的在滋滋有味地抽烟，火光在烟头上

一闪一闪的，满脸悠闲，女的不知从哪

个工厂接来活计，正围坐在一起，一针

一线地认真缝制鞋底，缝针在阳光下

闪闪发亮。他们从今年的收成聊到对

来年丰收的期盼，从儿孙外出打工聊

到如何挣钱致富，侃侃而谈，意趣盎

然。不知是谁，播放了旋律优美、字正

腔圆的温州鼓词，顿时，所有晒太阳的

老人安静了下来，开始凝神聆听，满脸

陶醉。

最有禅味和促人奋发的，是一个

人独坐阳光下遐想联翩，这是我深有

体验的至美感觉。

记得去年冬天那个晴好的日子，

我在瑞安东外滩青春公园晒太阳。我

独坐在柔软的草坪上，一任广袤的阳

光从湛蓝湛蓝的苍穹流水般倾泻而

下，洒遍我全身，柔柔的，暖暖的，满身

生辉。

我注意到不远处草坪，有一只黑

白相间的江鸟，此刻也沐浴阳光，正在

悠闲漫步觅食。

江鸟的前面，就是飞云江了。遥

望广阔的江面，水天苍茫，阳光下灿烂

一片。我默默地感受着这阳光的柔

暖，感受着阳光渗透我身体每一寸肌

肤、每一个细胞的安详，仿佛觉得身体

羽化了一般，变得纯净了，透明了，轻

灵了，与阳光浑然融为一体了。

“哗——哗——哗”，蓦然，从前方

传来阵阵浪涛声。

哦，飞云江开始涨潮了。

瞬间，波涛汹涌而至，一浪逐过一

浪，不断翻腾着，滚卷着，成线状向黄

褐色滩涂扑来，飞溅的浪花在阳光下

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汹涌澎湃的潮音瞬间震醒了沉浸

在安详中的我，我蓦然想，是否我生命

潮音也已经不期而至？

倏地，那只黑白相间的江鸟一声

清脆嘀鸣，身披闪亮阳光，扑楞楞腾空

而起，在湛蓝的苍穹下悠然翱翔。

凝望阳光下闪耀光芒的飞溅浪花

和翱翔江鸟，聆听澎湃潮音和清脆鸟

鸣，我想到自己曾经豪迈激烈壮怀，不

禁肃然起身，在江岸奋然挺伫。

每年生日，母亲都会煮一碗热气腾

腾的点心捧到我面前。点心基本都是

素面，寓意长寿，盖头是两个鸡蛋，煎成

两面黄，微焦，还能看到油在蛋白的褶

皱里冒着气泡。汤汁用的是猪油下肉

丝，放洋葱，出香味后再加自家酿的米

酒，米酒顺着锅边走到油汤里“吱吱”地

响，便有一股充满食欲的酒香味，随着

热气蒸腾上来，弥漫出去，若是我正在

屋外头候着，这时候就是“哧溜”一声咽

下满嘴的口水了。这是刻在我记忆深

处最美好的场景。

参加工作后，我就像是被母亲放飞

的纸鸢，虽然飞不远，但老是在外漂泊，

于是吃点心就成了三餐没着落的无奈

之举。当年在北麂岛工作，一上岛就要

十来天，单位人多的时候，大家都会在

乡政府的食堂里吃，一旦守岛的人不

多，食堂供餐也就不正常了，有时候就

要自己动手煮一些面条。从大岙的宿

舍到单昌岙乡政府办公点是有一段距

离的，碰到刮风下雨更懒得过去，就在

大岙这边找家点心店对付了。大岙那

边有岛上唯一的街，早餐店有三家（其

实每个民宿都会有供餐），各不相同，食

客可以自由选择，避免互相竞争的尴

尬。一家是馒头店，一家是本地人开的

面店，一家是文成人开的拉面店。

本地人的面店，基本上是有客人在

岛上，约了大家一起来吃，一烧就是好

几碗，一字排开，北麂人的点心有岛上

渔村饮食特点，一是气氛热烈，大火走

起，把锅里油熬得嗞啦啦地响，恨不得

让隔壁的邻居都知道他们家来了贵客；

二是给足海鲜，一碗面条，必有两条有

头有尾的小黄鱼或小鲳鱼盖头，杂有水

潺、鳗干，料足汤鲜。北麂回来后，听说

塘下也有家点心用朱梅鱼作料，生意极

好，但我没去吃过，塘下海安那一带靠

海，有些地方都是原来渔村转型过来

的，想来也是和北麂的做法大同小异。

除了北麂岛外，我在高楼镇工作时

间更长，做的又是文字工作，加班写材

料到夜半，便常常踅出去吃碗点心。夜

半西村山里凉风吹过，老街上一片寂

静，就是那几家点心店开着，漏出灯

光。我常常去的点心店在街的中间位

置，是一对老年夫妻经营的，老头背驼，

瘦削，老太言不多，看上去很面善，他们

的点心店是开得最晚的几家之一，要等

到飞云江里放排经过的那批老顾客走

了之后才打烊。当年山上往平原地带

运输木材，陆地交通不便、运力不足，就

是靠竹排运输的，俗称“放排”，在浙南

的飞云江、瓯江一带很常见，在沈从文

描写湘西的散文里也能找到只言片语。

去这家点心店里最好是几个人结

伴去，可以吃到最美味的猪头爿。猪头

爿是早上从市场里买的，然后在锅里一

直炖，炖出来的汤水就是这一天点心里

的油汤，到半夜，汤水即将用完，猪头爿

也炖出火候了，这时老头会打捞出来，

作为佐菜卖给客人。猪头爿就这么几

付，我们都要找准时机，早了还没捞出

来，晚了就被放排客“抢”走了。于是，

常常单位里几个年轻人约起来，踩着点

“杀”过去，点一付猪头爿、一盘青菜，最

后每人一碗拉面，开两瓶啤酒，店里的

热气一下子就驱走了门外的凉气和身

体的乏气。在山区工作，同事之间的交

往相对比较纯粹，没有其他交际圈，就

是单位几个人自娱自乐，半夜小酌，天

南地北一通海聊，气氛就上来了。几年

过后，这批同事都星散各地，偶尔遇见

总是倍感亲切。

正月未过，家人已各奔西东，一个

人生活的时候，每到周末实在懒得生火

做饭，就到周边找点心店对付三餐，比

如去八角饮楼，点一碗桂圆蒸蛋，或者

老县前的沙锅店，就着鱼丸汤吃一盘炒

粉干。一个人安安静静地找这些老店

坐坐，看看形形色色的人等，给孤寂的

家里带回一些烟火气息。只是蓦然回

首之际，总不由想起那一碗来自母亲的

热气腾腾的点心，想起被岁月折断的丝

线，我已成了断线的纸鸢。

■金洁

初为奶奶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每至毕业季，当别离的笙箫悄然吹响，记

忆中的那些美好画面如同镶缀着细花的裙

裾，轻轻一旋舞，抖落一地闪耀的碎金，那是

阳光泼洒的暖意。

诗题画
“满筐圆实骊珠滑，入口甘香冰玉寒。若

使文园知此味，露华应不乞金盘。”

丙申夏，彼时个人书法处于稚嫩阶段，当

维吾尔族学员坎拜尼沙递来她的画作，柔和

的阳光涂抹着她羞涩的面庞，我诚惶诚恐地

在画上题写了此诗，元朝郑允端所作《葡萄》，

恰是应和了图中所绘之景。

瓜熟果丰之季，成串成串的葡萄，吐着一

簇簇耀眼的绿，那葡萄架上舒展的枝条，像舞

女的长袖，似云霞，柔软轻盈。叶，密密匝匝

地挤在一起，抱成一团。阳光下，空气里，飘

荡着甜甜的果香。葡萄架下，筐里的葡萄宛

若玻璃翠，撩动了当地人眼眸里的喜悦。维

吾尔族古丽和巴郎载歌载舞，热烈欢快的节

奏，彰显着青春与活力、多情与浪漫、万众欢

腾的力量。巴郎身着蓝色长袍，头戴刺绣花

帽；古丽长辫飞扬，眼眸传神，舞姿曼妙。整

幅画面人物与自然融为一体，工笔细描中，可

见绘画者艺术功底。

坎拜尼沙是我数百名维吾尔族学员中的

一位，是阿克苏库车的一位美术专职老师。

从东海之滨，到西北边陲，从江南到南疆，援

疆两载，跨越万里，支援边疆双语教育，促进

民族文化交流相融，而姑娘则用自己的画笔

为我描绘新疆大美，我们师生借此画，借这份

毕业“礼”，为民族团结共欢歌。

肖像手绘
肩披波浪卷，眉眼弯弯似月，红色眼镜框

惹眼。这是一张普通的人物漫画手绘，但于

我而言，弥足珍贵。它是一个家长赠予我的

毕业“礼”。

图中所画系本人，绘作者是逍妈。2017

年我交流至瑞安市实验小学，缘牵三班。短

短一载，收获一届学生，如今回眸，故事集册

成书。逍妈温婉自信，才华横溢，她有独立的

美术工作室。朋友圈里时常见她母鸡一般，

拉着一群“小鸡仔”去写生，召集她的伙伴下

乡参加公益绘墙。小小的身板，蕴藏着足足

的能量与智慧。

作为一名交流老师，带的是毕业班，虽然

论资排辈已不小，对单位而言，仍是新人一

枚。逍一家总是不吝鼓励，给予我莫大的理

解与敬重，家访时那束黄玫瑰一直馨香于记

忆里。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逍妈也有她的

烦恼，孩子逍的文化科成绩并不出众，她总是

以满怀歉意的眼神看向我。其实逍是一个多

面手，无论是体育竞技，或是艺术领域，样样

拿得出手，尤其是长跑项目，赛场上是艳惊四

座。

逍文化科成绩进步虽甚微，但踏实奋进，

潜力无限。逍，在老师眼里，你就是一支实打

实的潜力股哦。每每听到我言语里的肯定，

孩子黯淡的眼眸似乎注入一股新力量，随着

时间的涤荡，渐渐变得澄澈、晶亮与笃定。如

今读着自己喜欢的专业，逍，老师相信你的未

来一定很惊艳。

生命中的某些相遇，总会点亮人生的底

色。岁月中，彼此温暖过的那份暖，会让彼此

的生命保持着春天的温度。你们予我永久的

温情，我是你们永远的叶老师。

两册书集
原创小说集《木房子》，校园散文集《合欢

树》，这两册书集是黄宇航同学赠我的毕业

礼。

书集是宇航同学基于对校园美好生活的

回顾，所进行的巧妙构思之作。作为他的语

文老师，我一直倍感骄傲。每周一练笔批改，

最期待的是他“木房子”系列作品的更新。在

此过程中，怀揣着期待与欣喜，我见证了一个

男孩在文学之路上逐梦的历程，亦让我仿佛

坐上了时光机，回到了年少时代，重温远逝的

童真与美好。

我曾在《木房子》序中写道，梦想是心灵

的养料，是生命的灵魂，是心灵的灯塔，是引

领人走向成功的信仰。前些日子，在复刊后

的《小花朵》中，再次读到了宇航同学的作品

《那一团绿，渐行渐远》，笔法清新明快，意味

隽永。文学是照进现实的一道光，弥合了世

界与内心的缝隙，成就更加丰盛的自己。

宇航同学的梦想之灯一直明亮不熄，如

今继续以自己坚实的步伐走在文学梦的路

上，也激励着他的老师朝自己的文学梦努

力。原来还有一种师生情，叫做——相互启

沃，彼此成全，各得成长。

记忆里的这些专属毕业“礼”，看着它们

摇曳着岁月的光影，想起那些历历在目的细

节，我的心总会泛起暖意，漾满温柔的笑意。

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余下的教学生涯里，那些

温情与暖意，我将继续用时光的锦囊收藏，历

经岁月之手的摩拭，永葆其明亮与光芒。

愿自己揣着温暖一路前行，继续做有温

度的教育者。

■叶蓓蕾

专属毕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