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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生活百味

看人间烟火

  周末回老家，午饭时儿子突然说：“今天
的米饭怎么这么好吃？”他奶奶从厨房提出一
个米袋子，指着上面的字说：“这是咱寿光产
的‘海水稻’呢。”“海水稻”这三个字让我
想到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不知不觉，
他已经离开我们四年了。
  我知道袁隆平这个名字，是在20世纪80年
代初中毕业前，因为当时中考需要复习时事政
治，在供销社上班的父亲给我带回了几本《半
月谈》，从杂志后面的时事政治题中，我了解
了袁隆平的事迹，也明白了他研究“杂交水
稻”的意义。自此，袁隆平这个名字就在我的
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之后每每看到，总
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可惜我生活在北方，一
直没有机会看到真正的水稻，这种距离感成为
我心中的一个遗憾。
  科技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家乡寿光虽地
处北方，但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发展中心的
盐碱地里，却种出了水稻，这也是袁隆平创造
的奇迹之一。“海水稻”在盐碱地里结出沉甸
甸的稻穗，产出白花花的大米，蒸出香喷喷的
米饭，给乡亲们带来了福祉。我真切感受到袁
隆平“一生只做一件事”的意义。
  而我的一次实地采访，似乎离袁隆平更近
一步了。有一年冬天，我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海
南南繁生物育种试验基地探访杂交水稻新品种
试验繁育的奥秘。在介绍袁隆平院士的展板
前，看到一个个盛有不同水稻品种的玻璃容
器，听着工作人员的讲解，在惊叹于基地骄人
科研成果的同时，我也了解到袁隆平及其团队
在杂交水稻新品种试验繁育方面进行的积极探
索和产生的巨大效益。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基
地一幅有两层楼高的巨型画作《禾下乘凉
梦》，画的是袁老躺在一片金黄的稻田里。那
片水稻长势喜人，丰收在望。袁老则手捧稻
穗，双目微闭，神情怡然。
  记得袁隆平说过他有两个梦，一个是禾下
乘凉梦，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一梦
逐一生，袁隆平一直没有停下逐梦的脚步，而
他播下种子，也将在后继者的心上默默发芽。

一梦逐一生

  与闺蜜小聚，在一家和乐面馆的小包
间，品着几款正宗老潍县菜，吃着肉香汤醇
的和乐，看着花花绿绿的作料在碗里姹紫嫣
红，别有风味。走出面馆，我们并肩走在人
来人往的街巷，路灯似乎格外柔和，一盏盏
矗立在街道两旁，映照着每一位过客的足
迹。柔美灯光下，无论是怀抱孩子的少妇、
遛狗的男子，还是哼着京戏的大叔、嬉闹的
顽童，都用脚步丈量着生活的惬意，面带祥
和的笑容。
  我们边走边聊，忽见路边一家美容美发
店，已闭门谢客，在灯火闪烁里，静如处
子，透明的玻璃门里，悬挂一块带有波纹的
木质牌，调皮的白色卡通字体醒目写道：
“今天赚嗨了，出门浪会儿！送钱热线：
1506363……”木牌右下方，还巧妙配有一个
骑摩托车的红衣少女，表情萌萌哒，头戴安
全帽，回眸巧笑，车尾排气管“突突”冒着
热气，好像店主刚刚离开的模样……
  惊鸿一瞥，瞬间沦陷，会心一笑。

  “这店的休息通知很幽默，很有创意
啊！”朋友忍不住啧啧称赞。
  “咱潍坊人也学会自我调侃、自我解嘲
了，擅长幽默是一种智慧呢！”我也连声
夸奖。
  这个颠覆传统的门店休息通知，确实极
富个性，时尚创意，自成一格，既阐明了门
店休息的原因，也表明了急需理发美发的联
系方式。调侃中饱含着温情，幽默里充满着
真心。前卫混搭着沉稳，独特配合着匠心。
想必，这定是奔涌的“有机后浪”所作所
为吧。
  记得有一次去温泉小镇度假，中午去自
助餐厅就餐，在甜点区有一行简约的文字提
示：“生活有点苦，不如来点甜。”经不起
这温馨诱惑，我顺手取了两块松软的心形蛋
糕放入餐盘里。很久不曾享用甜点，偶尔用
它调节一下生活的苦涩，当个雍容丰腴的杨
贵妃又如何呢？文字的力量是很强大的，一
句好的广告推销词既能传递信息、宣传促

销，又能调动人的情绪，引发共鸣。
  告别朋友后，我驱车前行，前方一辆红
色汽车猛然急刹车，我也紧随急刹车，险象
环生。正要恼怒，瞥见红车后窗贴着车贴：
“别看车旧，人可是新的，千万别吻我，我
怕羞”。有趣的调侃让我的怒气全消，就这
样一笑而过。幽默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人
生姿态，更是一种能力。悲戚戚的抑郁情
绪，需要用幽默化解；皱巴巴的生活，需要
用智慧熨烫。
  一直过着平淡庸常的日子，相约女友出
门潇洒了一回，没有把酒问月，醉卧清风，
却有流年相伴，灯火坐黄昏，不妨写下这一
地琐碎文字，细数轻花落水，化为片片
吉祥。

时光褶皱里的
    端午节

　　同事小梅刚给我发来一条信息，端午节
的礼盒就被快递员送来了，精美的盒子里装
有绿豆糕、盐蛋、粽子，再配上温馨的小卡
片，真是一份端午节的好礼。
　　端午节的事就这样简简单单完成了，短
得只需要一个瞬间。跟小梅聊起我小时候
过端午节要一个月的时间时，小梅惊得目瞪
口呆。
　　这的的确确是真的，记得那时候奶奶一
天天撕着日历纸，数着还有多少时日到端
午，因为要做的准备工作有很多。印象最深
的是做盐蛋。
  奶奶拎着篮子，牵着我的手去附近的河
边寻觅“红泥巴”。当看到红艳的泥时，我会
兴奋地拍手，一点点捧起放进篮子里，边玩
边干活，变成“红泥猴”。回家后，奶奶把“红
泥巴”倒进盆子里，加水和盐搅拌均匀，当泥
土调到有黏性时，把提前买好的鸭蛋放进
去，一个个地穿上红衣。
  我喜欢凑热闹，因为泥巴实在太好玩
了，可是我裹的泥总是厚薄不均匀，一面像
穿上了棉衣，而另一面像穿上了短袖。奶奶
一边让我学，一边把返工好的鸭蛋放进圆鼓
鼓的坛子里。
　　之后的日子，我每天都会瞅好几次这个
坛子，数着手指头，想着什么时候能吃上好
吃的盐蛋。密封保存半个月左右，奶奶打开
坛子取出盐蛋，把外面变硬了的红泥洗下
来，然后再把一个个或白或微绿的盐蛋放在
锅中煮。

　　起锅后，奶奶拿出烫手的盐蛋，轻轻地
敲开壳，一股淡淡的香瞬间弥散开来，咬上
一口，有着软软的微咸，当金灿灿的蛋黄露
出来时，亮花了眼，而奶奶只是笑看着贪吃
的我。
　　离端午还有几天时，奶奶会带我去菜场
买糯米，她慢悠悠地看了一家又一家，最后
选上价格公道、颗粒细长而饱满的糯米，称
上个五六斤，接着再买些深绿并带着清香的
粽叶。
　　离端午节还有一天，重头戏上场——— 准
备包粽子了。奶奶把糯米和粽叶分别洗净
泡好，同时也会提醒我，千万不要把手放进
去，我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感觉这是一条
不可触碰的红线，小手从不敢往里放。
　　端午节当天，奶奶早早生好炉子，烧上
一大锅水。她仔细把粽叶修整好，拿起两片
粽叶，错开排好后卷成圆锥状，再用勺子放
进适量的米，用手转动几下合拢，拿起细细
的棉线摁在粽身上，另一端绕着转几圈将绳
头塞紧。我也抢着试试，可是总也包不
严实。
　　粽子包好了，锅里的水也沸腾了，把一
个个粽子放进去，待它们煮透后，再拿出来
一个个放进凉水里泡。
　　等粽子凉透的过程，奶奶会拿出红色的
绳子编一个小网，放一个盐蛋进去，给我戴
在胸前。在弥漫的粽叶香里，奶奶捞起一个
剪开绳子，露出莹白如玉的粽子，然后裹上
白糖给我吃，甜甜糯糯的味道至今难忘。狼
吞虎咽吃两个，我就跑出去与小伙伴们比谁
的盐蛋更大、更漂亮了。
　　至此，端午节才算圆满结束。
　　小梅和其他同事听我讲完小时候的端
午节，都说羡慕这样的童年，这才是过节的
样子。
  这种细火慢熬的日子已经很稀罕了，多
数时候我们都行色匆匆。或许，我们需要重
新校准生物钟，守护那些需要手工打磨的
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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