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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生活百味

看人间烟火

  周末晚上回家，又听父亲说起早年的事。父亲今年八十
有六，越来越爱絮叨。每周末家庭聚餐，父亲总爱跟我们讲
过去的事，说他吃过的苦、做过的事，说他的工作、他的家
族，听多了我们就不想听了。于是他一说，我们兄妹就岔开
话题。可今天，当我想写点东西送给父亲时，才发现他说的
许多故事我都没听全。
  父亲早年丧父，那时最小的叔叔才六七岁，大伯已出
继，父亲成为名义上的长子，十几岁便开始了长兄如父的生
活。奶奶虽是个农村妇女，但有大智慧。父亲成绩好，奶奶
就硬是供父亲上完了医专，父亲因此改变了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命运，也因此有能力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
  父亲是个有担当的人。当年最难的是两个叔叔的婚事，
因为家庭贫困，两个叔叔年龄很大了都找不上媳妇，奶奶着
急却没有办法，这件事便落在了父亲的肩上。父亲四处打
听，有合适的人家就托人说媒，彩礼他去借，房子他去想办
法。后来三叔娶了带着孩子的三婶，日子艰难我们家没少帮
忙。四婶当年的彩礼是七百元且要三天之内凑齐。父亲找朋
友借，母亲回娘家借，硬是在三天之内凑齐了。之后，父亲
用他每月三十四元的工资养家的同时，还要帮四叔还账。说
起当年的日子，父母都不胜唏嘘。如今三叔三婶虽然经历了
老年丧子的家庭变故，但其余的孩子都很孝顺，过得也算幸
福；四叔的两个儿子过得不错，且都是孝顺孩子，四叔的生
活过得比较舒心。这便是对父亲最大的慰藉了。
  父亲是个热心的人。因为从事医生的职业，所以村里人

有个小病小灾都会来找他，父亲每次都是二话不说马上就
去。母亲学过产科会接生，那时候我们村里大部分孩子都是
母亲接到这个世上的。记得小时候，一天半夜有人喊母亲去
接生，那时父亲在外上班，哥哥姐姐在外上学，我一个人在
家害怕，哭着去找母亲，结果跌倒碰到锅沿，到现在眼角处
还有一个疤。也因为这些往事，父母在村里声望极高，如今
村里人有点新鲜蔬果还总要来县城送给父母尝鲜。
  我有一个每年都会走动的叔叔。每年菜博会开幕，他都
打电话邀请父亲前去。近几年父母年纪大了，都是我陪着前
往，看着老人见面有说不完的话，我觉得羡慕。后来才知
道，这位叔叔跟我们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四十多年的情谊
是因为当年父亲救活了他的儿子。
  母亲说父亲年轻时性子又倔又急，但现在父亲脾气很
好。进入老年的母亲倒多了一个乐趣，就是跟父亲斗嘴。比
如聚餐后，剩下的饭菜我们会带走，因为怕父母老吃剩饭。
这时父亲就说：“这个你们带走，这个也带走，你娘又不爱
吃，我自己吃不了。”这时母亲就反驳父亲：“你不吃就不
吃吧，我啥时候不爱吃了。”我知道母亲不是心疼我们拿走
东西，她就是喜欢跟父亲斗嘴。我常常跟父亲开玩笑说：
“你又说不过我娘，干脆就别说，啥事都听我娘的。”父亲
笑着说一句：“你娘无理取闹。”
  如今我也年过半百，开始怀旧，也终于理解了父亲的絮
叨。一个八十多岁老人的阅历可以教会我许多东西。这个周
末，回家好好听父亲说话，听他讲讲从前的故事。

父
亲
二
三
事 

□
孟
祥
杰

祖母在世时，
特别喜欢组织家宴。

我们大家庭四世同堂，有
二十多口人，张罗家宴很费

劲，但祖母乐此不疲。
  家宴的饭菜是祖母精心准备

的，她是主厨，家里的其他女性给她
打下手。有几道菜每次都必不可少，比

如我父亲爱吃的辣子鸡、大伯爱吃的猪
肘子、小叔爱吃的红烧鱼……其实，家里

的每个人都能在家宴上找到自己的最爱。
  开饭的场面特别热闹，一家人欢声笑
语，议论着哪道菜最好吃，说着彼此的近
况。“老大，这是你最爱吃的肘子，今天做
得特别软乎，多吃点。”“丫丫，尝尝这次做
的鸡翅好吃吗？”“小亮，吃了这顿饭就回学
校了，再聚得等过年了”……
  这时候，祖母特别喜欢微笑着看我们吃
饭、嬉闹。她不动筷子，就那么笑着看着。她
是在享受人世间的天伦之乐。对咱中国老百姓
来说，这是最幸福的时刻。家宴飘香，时光
温馨，儿孙齐聚一堂，浓浓的情谊弥漫开
来。在这样的时候，老人能够深刻地感受到
自己血脉绵延的力量。祖母有时会对祖父
说：“老头子，想当初刚到这里时，就
咱们两个。瞧现在，二十多口人了。”
大家庭开枝散叶，再平凡的人也能创
造生命的奇迹。人像植物，落地生

根 ， 繁 衍 生
息，活在这个
世界上，便会
生出强烈的存
在感。不得不

说，家宴的意
义是厚重的，一是享
受美食，二是感受亲情，
三是演绎一个大家庭在岁月
流逝中经历的种种故事。家
宴，品味的是美食，体会的
是生活。
  这样的家宴，不知组织过多少次，
多是在幸福之时组织，比如节日、谁的
生日或其他重要的日子。家宴留给我们的
记忆是温暖的。当然，有时遇上难事，家
人也会聚在一起，一边吃饭一边商量解决办
法。年复一年，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以及家宴
上的酸甜苦辣，都在时光悄然前行中成了
过往。
  后来，祖母去世；又过了几年，祖父去
世。大家庭里，新生的孩子越来越多。这期
间，大伯一家去了北京，很少回来；小叔小婶
去了小婶的家乡发展，也很少回来。家宴很难
组织起来了，母亲总会念叨他们。
  今年，父亲做了一个大手术，身体在恢
复中。大伯一家和小叔一家都回来看望他，
母亲得以重新组织一次家宴。这次家宴，老
老小小有三十多口人，非常热闹，饭菜的
味道依旧熟悉，一下把我们拉回曾经的
岁月。大家聊起往事，感慨万千。父亲
跟大伯、小叔也感叹着人生易老，要
保重身体。
  时光匆匆，家宴留香；岁月
深深，家宴情浓。家宴，是一
个大家庭喜怒哀乐的概
括，也是这个家庭悲
欢离合的浓缩。

  印象里，母亲一直是内敛、矜持、慈爱的那种人，从没见
她发过脾气或高声说话，她也从没打骂过我。
  小时候我很调皮，下河、摸鸟、偷吃瓜果是家常便饭，也
许那个年代同龄孩子都这样吧，母亲偶尔嘱咐我要注意安全，
别的就由着我了。
  夏日的中午那样漫长，有一次，我突然有了一个很刺激的
想法。平日里听大人们讲村中那敞口的大井里有一条水蛇，有
人去打水时曾看到过它，何不去一探究竟呢？于是，我和小伙
伴来到井台，我们趴在井台上朝里看，试图发现那条水蛇，进
而想办法把它诱出水面。可是，小伙伴一看黑咕隆咚的井底就
发憷，不敢看了。我不怕，聚精会神地观察，先是看到了镜子
一样的水面，感到了丝丝凉气往上翻涌，还看到了井中的一方
天空，天空中的白云，似乎还有小鸟飞过，井壁上的绿苔那么
鲜活翠绿，水里还有一只青蛙若无其事地游来游去……我如同
发现了一个新奇的世界，一时看得目不转睛。但我始终没有看
到那条水蛇，我将石头抛进水里，试图搅扰那条水蛇午睡，让
它出来，可水面只是出现了丝丝波纹。于是，我又朝着井底

喊：“水蛇、水蛇，你出来，我给你个鸡蛋你看看。”然而，
井底只是回应了我同样的回声，别的都安然如初。
  就在这时，平日好管闲事的五叔看到了我，大声斥责我们
快离开。我的心愿还未达成，就让这个“管家”（五叔的外
号）给坏了好事。我一边在心里骂，一边不情愿地装作离开。
看着五叔走远了，我又趴回了井台上。
  不知什么时候，我的耳朵被一个东西死死地钳住了，回头
一看，是母亲。母亲扭着我的耳朵，涨红着脸，上气不接下气
的样子，弄得我在小伙伴面前很没面子。当时，我不知道母亲
为什么会动这样大的火气。回家后，母亲脱下鞋子，照着我的
屁股就是一顿猛打，一边打一边说，谁叫你去看井！母亲打了
我一通，然后让我在太阳底下站了一个多小时。
  后来，我才知道，那口井里曾发生过悲剧：一个小孩看井
时，不小心掉了下去，等拉上来，已经咽气了。
  原来母亲的“铁石心肠”是为了我的安全，她不想看到悲
剧发生在我的身上。那一刻，我觉得母爱是一口深深的井，那
里面装的全是对儿女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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