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几天，我和妻回家探
望父母，隔老远，便望见小院

的平房里冒出淡淡的烟。及至家中，
见母亲正忙着烙饼，父亲则蹲坐一旁帮母

亲烧鏊子。看到我们，母亲从鏊子上揭起烙好
的面饼，一撕两半，分别递到我和妻的手里。热乎

乎的薄面饼散发出的麦香味扑鼻而来，我咬了一口，
一切都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父母还住在农村的老屋，这些年，我们姐弟都想
着把年迈的他们接到城里，但他们坚决不肯。我们知
道，他们是不想给我们添麻烦。好在老家离城里不
远，交通也方便。于是，我们帮父母翻新了房子，父
母所种的那几亩地也被我们强行做主转包给了别人，
我们以为这样父母就可以在老家享清福了。
  不曾想，不种地后，父母的生活变得单调，两人
又没啥爱好，整天窝在家里，渐渐变得木讷和呆滞。
有时我们回去，父母大部分时间都是沉默的，好似没
什么话可说，一副暮气沉沉的样子。先前我们走时，
父母总会兴冲冲地把新收的粮食、刚摘的瓜果或新鲜
的蔬菜大包小包地往我们的车里塞，可如今他们只是
站在那里，木然地冲我们挥着手。每当从后视镜里望
到他们立在那里的模样，恍似感觉他们真的老了。
  有一天，父亲忽然说，想在南屋砌个锅灶。起初
我很反对，都啥年代了，还搞这些东西！如今燃气都
普及到村户了，翻盖房屋时，为他们置办了最好的燃
气灶，电饭煲、豆浆机都配备齐全了。再说了，虽然
是农村，可村头就是集市，各种吃食天天都有，又何
须自己亲手去做。没想到妻却非常支持，不仅通过熟
人寻来材料，还亲自动手和父母一起把锅灶砌了起
来。我埋怨妻纵容老人家，妻只是笑笑，不言语。
  妻帮父母买来铁锅、铝锅、笼屉等诸多炊具，还
在母亲的要求下费了好大劲寻来一盘铁鏊子。从此，
蒸馒头、烙饼就成了父母的常事。父母做了面食，总
会打电话来让我们去取。我有些不情愿，这些平常的
饭食满大街都有卖的，又何必多此一举。妻却不然，
每次接过母亲手中的食物，都是一副如获至宝的样
子，连称好吃，还说用柴火做出的饭就是香。我责备
妻“贪心”，父母这把年纪了，也不怕累坏他们。妻
还是笑笑，不言语。
  其实，妻远比我要孝顺。父母的换季衣物、生活
用品，都是她细心操办。每次回去，妻采购的东西都
装满了后备箱，生怕父母缺吃少穿。一次，母亲住
院，我和妻去陪床，母亲同室的病友都以为妻是母亲
的女儿，搞得被当成女婿的我是既高兴又尴尬。
  妻总是夸父母做的面食好吃，只是没见她吃多
少，大多还是便宜了我的肚子。从小吃惯了母亲做的
饭，那些饼或馒头确实比街上买来的吃着更有味道。
  自砌了土灶，父母隔三差五就会用土灶烧水做饭，
袅袅炊烟从南屋的门窗悠然飘出，弥漫升腾。父亲烧的
柴是刨花，是做木工的姐夫给搞来的。刨花暄软、易燃，
火燃起来几乎看不到烟。父亲说，虽说在农村，但也不
能搞得乌烟瘴气，影响邻居，更不能破坏环境。刨花燃
起的火焰欢腾着，映红了父母惬意的脸。
  这次回时，父母照例装了刚刚烙好的薄面饼和前
几日蒸好特意留出来的馒头，大包小包地往妻手里
塞。我忽然觉得，母亲的声音竟是比之前高了许多，
精神头也足了不少。父亲在一旁哈哈地笑着，也是底
气十足的样子。上了车，我对妻讲了这个发现，妻望
望我，依旧微笑不语。我忽然明白了，原来妻早
就知道，这人间烟火气能医老人心，能让父母
重拾昔日的信心，摆脱日子的枯燥，重燃
对生活的期望和热爱。也许，她更是想
让父母找回自信，让他们觉得自

己老有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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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看了电视剧《小
巷人家》，我觉得剧中黄玲和

宋莹之间的邻里关系特别亲切熟
悉，让我想起往事。我的母亲是个热情

开朗的人，跟周围的邻居相处得非常好，尤
其是刘婶和王婶，她们三个人像姐妹，经常聚
在一起。
  我现在还记得，冬天有阳光的午后，母亲在
院子里高喊着刘婶和王婶的闺名，让她们来我家
院子里聚会。那个年代的大部分女人，结了婚就
失去了自己的本名，被唤作“某某媳妇”或者
“某某妈”。可她们三个偏偏不会如此，她们倔
强地保留本名，好像是为了活出自己的个性。
  我家院子里常年摆着一张旧木桌，正好适合
围坐聚会。农家女人勤劳贤惠，母亲和她的姐妹
聚在一起时，每个人手里都不闲着，有织毛衣
的，有纳鞋底的，有绣枕套的。她们一边干活，
一边聊天，不时传出爽朗的笑声。有时三个人同
时笑得直不起腰，热闹得很。冬日的阳光软酥酥
的，小院里一派安然祥和。这样的时光，对她们
来说是一年中最轻松快乐的。冬闲时节，不用到
田里干重体力活，坐在暖阳下动动针线，日子都
会变得温柔细密。
  母亲早年做过教师，识文断字，算是那个年
代的文化人，总被别人高看一眼。三个人聊天的
时候，母亲是话题的主导者。有时刘婶会抱怨她
婆婆的挑剔和厉害，母亲从来不会把这个话题聊
成“婆婆批判大会”，而通过自己跟婆婆相处的
事，巧妙委婉地告诉刘婶，多看婆婆的优点，真
心对婆婆，婆媳关系就和谐了。王婶的妯娌性格
泼辣强势，三个人就一起“研究”如何跟妯娌保
持和平关系。说说笑笑间，很多家庭矛盾就化解
了。正因为如此，我们几家从未出现过婆媳吵
架、妯娌不和的事。
  冬日的阳光真暖和啊，小院里特别温馨。这
样的时候，我正和刘婶、王婶家的孩子在旁边闹
腾。我们追逐游戏，无比快乐。母亲忽然喊我，
让我去把家里的红薯干和炒花生拿出来。我从柜
子里拿出美食，放到木桌上面，招呼伙伴们来
吃。三位母亲也停下手中的活，享受冬日美味。
母亲们聊起育儿的话题。王婶说，我们这几个孩
子很奇怪，在一起玩从不吵架。母亲说，这叫言
传身教，我们几个关系这么好，我们的孩子当然
会有样学样。伙伴燕子很调皮，学习也不好，她
妈妈总叹气。母亲说，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优
点，燕子善良仗义，唱歌好听，还会讲故事。燕
子听了这话，美滋滋的。母亲们满脸笑意，孩子
们欢欢喜喜，这样的场面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冬日安闲，时光微暖。我一直觉得，母亲是
个很懂生活、也很会经营生活的人。闲暇冬日，
她懂得放慢生活节奏，享受惬意的午后时光。跟
好姐妹聚会，相互间倾诉和倾听，既能增进彼此
情意，还能释放生活压力，体验到生活的种种美
好滋味。我想，母亲在冬日暖阳下的聚会，应该
叫“阳光聚会”，因为聚会带来的全都是美好舒
适、积极正面的感觉。
  受母亲影响，如今我也喜欢冬日午

后邀约三五知己，去咖啡馆聚一聚。
这样的“阳光聚会”，真的是减

压又治愈，温馨又幸福。

  5岁的时候，我会写我的家乡很大，有很大的城区，去百货
商店可以坐火车，那条铁路叫胶济铁路。
  10岁的时候，我会说我的家乡是风筝之都，也许是从那时候
开始，我对天空、对远方产生了向往。
  20岁的时候，我第一次离开家乡，坐上了南下的火车。那年
的家乡是不舍的情怀，是青春的结束，是人生的起点。
  25岁时，我大学毕业，恰似羽翼初丰的幼鸟，怀揣着满腔热
血与憧憬，只身闯入大城市的繁华丛林。彼时的家乡，是藏在心
底、期待来日功成名就之时荣耀返回的地方。
  30来岁了，再看故乡，它的发展思潮澎湃浩荡，她愈发敞开
怀抱，我的欣喜与期待在心底悄然蔓延。
  潍坊魅力，不止纸鸢飘舞、胶济铁路的悠悠旧影，更在于深
厚底蕴与革新气魄的交融。
  二百多年前郑板桥曾留墨香，“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

疾苦声”，如此清正风骨深植城市脉络，滋养后人心灵，我的诸
多同学受此熏陶投身仕途，从商者亦怀家国之情。
  遥想明清时期，潍坊“二百支红炉，三千铜铁匠，九千绣花
女，十万织布机”的繁华盛景，恰似烟火长卷，铺陈往昔峥嵘，
“脚踏实地”四字，成为代代传承、永不磨灭的精神根脉。
  步入当下，潍坊凭雄厚的制造业与现代化农业，阔步迈向世
界舞台。“潍坊制造”硬核有力量，寿光蔬菜声名远扬，儿时老
家旁那望不到边的耕地、大棚，孕育出“绿色奇迹”。“你还没
一棵葱高呢”这句戏言，如今也已成真。
  风筝会，是潍坊的高光时刻，万筝竞逐碧空，传统纸鸢携古
韵，现代风筝绽新姿，引得世界目光聚焦。“风筝牵线、文体搭
台、经贸唱戏”，古老民俗化身纽带，串起全球情谊。
  复盘人生棋局，潍坊恰似心灵归处，棋盘纵横皆为深情，落
子之处尽是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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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人间烟火

潍坊，吾心深处的眷恋与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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