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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生活百味

看人间烟火

  鸡毛蒜皮的日子里，能在一粥一饭里享受美食的滋养，是
一件无比快乐的事。
  为什么说“吃是一件无比快乐的事”呢？因为食物是爱的
载体，每吃一口，就是被爱一次。只是现在粮食充足，很多人
吃喝不愁，于是就对这份“爱”麻木了。
  小时候我喜欢和小伙伴们在一块玩泥巴，玩到兴头上经常
忘了吃饭，姥姥总是念叨：“天大的事，吃饱了再说。”她怕
我们吃太少会不长个，于是整天研究怎么烧菜更好吃。姥姥的
厨艺堪比米其林星级厨师，炒的菜色香味俱全，我们每次去姥
姥家吃饭，都能多吃一大碗米饭。吃饱后，我和弟弟妹妹们摸
着自己圆滚滚的肚子，你笑话我，我笑话你，笑得眼睛都
弯了。
  我问过姥姥，她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姥姥摸了摸我的头
说：“我不挑食，能吃饱就行了。”我眨了眨眼睛，以为这就
是大人和小孩的不同。
  有一天，得知姥姥要来我家做客，我突发奇想，决定给姥
姥做一碗巨型水饺吃。下午，我和妈妈一起用面粉揉面团、剁
馅、包饺子。我想，手掌这么大的饺子，姥姥肯定能吃得很饱
很饱。当我把巨型水饺端到桌上时，姥姥大吃一惊：“哪有这
么大的饺子，你这是水煮韭菜盒子还差不多。”很快，姥姥看
到了我和妈妈手上残留的面粉，赶紧又说：“还好是面粉做
的，能填饱肚子，我喜欢，我喜欢。”我和妈妈一听，都笑得
像朵花似的。
  我问姥姥为什么只要能吃饱就够了，姥姥说起了她童年挨

饿的故事。她说：“小时候家里粮食少，兄弟姐妹又多，大米
经常吃两天就见底了。所以我一直觉得只要能吃饱，其他的烦
恼就不算烦恼了。”
  我静静地听着，很受触动。
  我没有经历过姥姥那种挨饿的日子，但因为喜欢姥姥，我
决定把姥姥的人生信条奉为我的人生信条。
  长大后，我有段时间在外地工作，很忙碌，吃饭经常是点
份外卖对付两口。姥姥总打电话叮嘱我：“吃饱了才有力气干
活，你不要减肥，对身体不好。”她怕我吃不惯外地的食物，
经常给我寄些自己做的腊肉和火腿。我从不拒绝，因为这些食
物，是姥姥爱我的证据。
  在姥姥的影响下，我并不挑食。朋友们觉得寡淡无味的食
物，我都吃得津津有味。我总觉得食物将自己完完全全奉献给
我，让我有力气去做我爱的事情，却从不向我索取什么。这份
“无私的爱”很珍贵，我理所应当也爱我嘴里的每一口食物。
  每吃一口食物，都应该觉得幸福。这是姥姥教会我的
道理。
  我常常想，食物的温暖，又何尝不是赠予舌尖的一份亲情
呢？蔬菜瓜果肉蛋奶，在大自然中长成了可人的模样，最后却
默默奉献了全部的自己，给予我们力量。如此无私的爱，我深
受感动。
  姥姥的关爱与食物的温暖交织重叠在一起，让我得以幸福
地生活和成长。所以我更要用行动告诉全世界：肚子喂饱，快
乐到老。

  元宵节，儿子的三名同学结伴来我家做客。
  晚上观灯归来，妻子端出了热气腾腾的元宵，同学们纷纷道
谢。一位同学注视着元宵，不由吟道：“身体洁白如玉，心里花
花绿绿，白河滩上打滚，清水池里沐浴。”“我也来一个：一群
白天鹅，扑通跳下河，浮出水面时，人人笑呵呵。”在一片喝彩
声中，我也被感染了，便插一句：“咱们来一段猜谜，如何？”
“好啊好啊！”大家随声附和。
  客随主便，我开口不离本行，先来一个谜语：“又有赊
账——— 头疼啊！”李同学沉吟道：“打一字的话，是‘欢’
吧。”我一拍手：“正确。今日我们在这里相聚，高兴啊。”接
着李同学出题：综合门市。儿子猜出是“闹”。李同学说：“我
们真的有些闹，冒昧打扰，不好意思啊。”我忙接过话茬：“哪
里的话，欢欢喜喜闹元宵，我们求之不得。”
  接着，儿子出了谜语：“一个白胡子老头，带了一袋黑豆，
一边走，一边漏……”儿子还没说完，张同学抢先喊道：“是
羊！”儿子加一句：“还是一只急性子的羊吧！”在爽朗的笑声
中，大家都不再拘束了。
  轮到张同学出题：“有十只羊，九只蹲在羊圈，一只蹲在猪
圈。打一成语。”夏同学答：“应该是‘抑扬顿挫’。”然后，
他也出了谜语：“手握谜题猜不出。”谜底是“执迷不悟”。接
下来每个人都积极参与，比如：床前明月光（李清照），医院只收
病人（别来无恙），六月天穿棉袄（武汉），不问明白不罢休（知了）。
  这时，只见李同学眼珠一转，用手一戳张同学的额头，道：
“你说吧。”张同学有些莫名其妙：“我说什么啊？”李同学扮
出一副无可奈何状：“这么笨呢，咱四个同学中你最矮吧，这就
是谜面：矮个子说话。谜底不正是一个‘谢’字嘛。”这会轮到
张同学委屈了：“你不按套路出牌嘛！”
  “受辱”的张同学自然是不肯善罢甘休，只见他跟儿子耳语
了几句，开始向李同学“挑战”——— 张同学左手掌托三粒黄豆，
右手掌托三粒绿豆，右手举得略微高一点。“打一美食，请问这
是什么？”这回李同学也变成了“丈二的和尚”。再看看张同
学，竟有些幸灾乐祸了：“这么笨呢，一目了然的事情还想不出
来。”他故意把右手举得再高点，说：“这不是绿豆糕嘛！”
  哄堂大笑中，妻子出了那晚总结性的谜语：“三十多人欢看
双羊戏水。”谜底是“喜洋洋”。
  正月十六，陶醉其中的我在自家小店内推出了谜语竞猜，猜
中者奖励元宵一斤。一时间顾客倍增，不仅增添了人气，也把小
店和谐、愉悦的购物氛围推向了极致。

  父亲是一个喜静的人。
  正月十五闹元宵，这一天最能体现一个“闹”字了。但与别人
相比，这一天通常是父亲最清闲的一天，也是他与兴高采烈的我们
最格格不入的一天。
  父亲扎制的长龙在春节前就已经交付给了舞龙队伍，由他负责
安装于广场的彩灯也早已制作完毕并调试过多遍。庆祝尚未开始，
父亲却如一个炮制文章的写手，点下了一篇稿子最后的那个句号，
然后悠然地泡上一杯茶，开始酝酿下一篇文章了。至于快乐与欢
喜，对父亲来讲，那都是我们这些看客的事。因为风筝会一晃眼就
要到了，他还要琢磨一个标新立异的方案，让潍坊的天空上再度飞
翔起一种新奇的绚丽和荣耀。
  正月十五闹元宵这天，一大清早，街头巷尾就喧闹起来：跑耍
的队伍浩浩荡荡；舞动的巨龙上下翻飞；舞狮者配合默契，灵活地
模仿着狮子的各种神态动作，一会儿俏皮得让人心颤，一会儿又威
猛得叫人肃然；跑高跷的脚踩高跷，步伐稳健，做出各种惊险又有
趣的动作，引得围观群众阵阵喝彩；还有那划旱船的，随着欢快的
鼓点，在人群中穿梭自如，仿佛真的在碧波上航行一般。其实，每
一支队伍里，好似都有父亲的身影，彩排时父亲一直陪着他们，一
遍又一遍地检查、演练。如今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大家都在享受
元宵节的盛宴，父亲却如那个掌勺的大厨捶打着腰背，隐身于幕
后了。
  夜幕降临，热闹的氛围愈发浓烈。一盏盏花灯造型各异，将大
街小巷以及广场公园装点得如梦似幻。人们穿梭在花灯下，一边欣
赏着精美的灯景，一边兴致勃勃地猜着灯谜，或绞尽脑汁，或恍然
大悟，欢声笑语回荡在空气中。而当烟花腾空而起、绽放出五彩斑
斓时，整个世界都被点亮，伴随着声声巨响，人们的欢呼声、惊叹
声交织在一起，将元宵节的热闹氛围推向了高潮。
  在这众人狂欢、万人空巷的夜晚，父亲却静静地端坐于书房一
隅，苦思冥想地在他的图纸上涂涂画画。父亲不喜热闹，不玩手
机，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对艺术的研究上。父亲一直在
用一颗匠心打磨着他的作品，用一颗恒心坚持着他的追求。
  这个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如父亲这般的人，他们或潜心于科
技，或醉心于学问，他们不急不躁，默默奉献，甘于付出，躲在喧

嚣的背后，推动着这个世界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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