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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五味

苏 老 太

在杨巷镇皇新村的王家
圩自然村，流传着两位大力士
的传说。

第一位大力士诞生之时，
瑞彩满天，奇香绕室，仿佛预
示着他的不凡。然而，他的降
临，却让本就清苦的家庭不堪
重负，只因他食量惊人，一人
一顿能吃掉一家人半月的口
粮。年幼的他早早挑起家庭
重担，可命运弄人，饥寒交迫
中父母相继离世。

少年时期的一天，一位和
尚化缘至村上，偶然间瞧见
他，执意收他为徒。大力士不
肯依从，抄起木棍就向和尚打
去。岂料和尚武艺高强，将他
狂摔九九八十一个跟斗。无
力反抗的他，只能认和尚为
师。时光飞逝，十载光阴转瞬
即逝，他随和尚学成归来，昔
日任性莽撞的少年，已长成虎
头虎脑的大汉，言行间尽显谦
逊，对婶子、大娘恭敬有加。

彼时，盗匪横行，乡间屡
受流寇侵扰。一年，五六名流
寇乘船来到王家圩抓壮丁，听
闻村上有位大力士，妄图将其

收归麾下。大力士听闻，毫不
畏惧。临行前，他抱起床上的
旧被褥准备上船，见船上无
座，便用被褥裹起场上一块石
头当座凳。他唤流寇到船口
接被褥，流寇哪能料到被褥中
藏着巨石，刚接住被褥，石头
便砸落下来，瞬间将船头砸
通。流寇吓得魂飞魄散，赶忙
摇着破船狼狈逃窜，此后再无
人敢来王家圩抓壮丁。

后来，王家圩又出了一位
王姓的大力士。那时，王家圩
人前往官林街需经一座桥，桥
上有一对精美的石狮子。一
日，有人与王大力路过这座桥
时，感叹道：“若我们王家圩也
有一只石狮子该多好。”王大
力听闻，哈哈一笑：“这有何
难！”言罢，他走到石狮子旁，
双手发力，竟将一只石狮稳稳
夹起，大步向王家圩走去。自
此，王家圩有了一只石狮子。

两位大力士用自己的神
力与侠义，在王家圩的历史长
卷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成为家乡人常挂嘴边说道的
故事。 （龚建平）

家有儿女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周末的午后，杲杲秋阳透过落

地窗，洒在客厅的地板上，形成斑
驳的光影，顿显恬静而闲适。不久
后，这宁静就被一场争执打破，争
执的双方是我15岁的女儿和7岁
的儿子，起因是电视频道的选择。
女儿的脸上带着些许不耐，而儿子
开始号啕大哭。

面对儿子的哭泣，女儿突然提
高嗓门，气呼呼地说：“哭、哭、哭，
哭能解决什么问题？你都多大了，
有话还不会好好说？”儿子瞬间止
住了哭声，用小手抹去眼泪，委屈
地看着姐姐，怯生生地说：“姐姐玩
平板，弟弟看电视，这样好吗？”女
儿愣住了，她似乎没想到弟弟会如
此回答。在短暂的沉默后，她爽快
地同意了弟弟的请求。

这一幕让我也陷入了深思。
我想起不久前自己与女儿的一次
纷争，亦是因为我没有好好说话而
引发的。

那天，女儿在书房里不知做些
什么，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妻子三
番五次地催促，但我们就是“只听
其声，不见其人”。我出于好奇，推
门走了进去。女儿看我进来，突然
变得慌里慌张，把手中的东西藏了
起来。我也没有多想，只是提醒她
赶快吃饭。

在餐桌上，女儿的话显得特别
多，我故意问她家庭作业是否完
成。没想到她理直气壮地回答：

“没有！”我心中有些不悦，便说：
“躲在书房里磨磨蹭蹭半天不肯出
来，莫非又在偷看闲书？”这句话让
女儿产生了反感，她反驳道：“凭什
么告诉你？”我们之间的对话逐渐
变得越来越激烈，充满火药味，最
后我气得夺下她手中的筷子。女
儿如同受了天大的委屈，气呼呼地
冲入书房，拿出一个像信封一样的
东西撕得粉碎，扔进了垃圾桶，然
后转身跑进卧室，哭得撕心裂肺。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女儿是在
制作一张贺卡，准备第二天送给我
作为生日礼物。

这件事使我意识到，有话好好
说是多么重要。如果我当时能够
冷静一些，用平和的语气询问女儿
在做什么，或许就不会有这样的误
会和冲突发生了。

我主动向女儿道歉，并承诺以
后不再冲动行事。我们还就此专
门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达成了共
识：无论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都要用平和的语气好好说话，真诚
对话。

从那以后，我们家的氛围变得
更加和谐融洽。每个人都学会了
用平和的语气表达自己的想法和
感受，即使有分歧和矛盾也能通过
沟通来愉快解决。这种有话好好
说的习惯，也成为我们为人处世的
一种品德和修养。

（马晓炜）

乔迁新居，打算拜访对门邻
居，我拎一兜老妈送的蔬菜敲开
对面的房门。门打开，出来一位
老太太，穿着小碎花的居家服，笑
盈盈站在门口。我一眼认出这是
我初中的化学老师“苏老太”。

“苏老太”当年教我们化学
时并不老，也就40多岁，和我现
在的年龄差不多，但我们那时觉
得她就是一个老太太。若现在
谁喊我“老太”，我肯定和他拼
命，但当年她听到这个绰号，只
是笑笑，貌似并不反感。

我不喜欢化学，成绩属于中
下游。这样的成绩，自然入不了
苏老太的眼。看她上课的表情
便知，对成绩好的学生，她笑里
带着鼓励和赞许，对我这等成绩
稀松的学生，她冲我一笑，我就
害怕，我从她的笑里品出了嘲笑
和无奈。苏老太不喜欢我，我也
不喜欢她。她上课提问，我从来
不举手，下了课遇到她，也是能
躲则躲。

我初中毕业后再也没遇到
苏老太。其实有几次在街上遇
到了，我都假装看别处，没有和
她说过话，没想到现在做了近
邻。但既然已成事实，硬着头皮
也得和她客气一番。

没想到，苏老太比我还热
情，拉着我的手让到沙发上坐
下，一边帮我洗水果一边向老伴
介绍：“这是我学生，上学时就乖
巧懂事，老师们都喜欢她。”苏老
太一夸，倒让我局促不安。

苏老太问起我的工作和近
况，我如实汇报，她露出赞许的
微笑，还口头表扬了我。交谈了
半小时，我和苏老太的“代沟”消
失了，主动说起上学时化学成绩
不好是没有化学天赋。苏老太
叹息道：“你是个聪明的学生，我
那时就非常喜欢你，就是性格内
向，咱俩交流太少。那年，教化
学的刘老师病了，我一人带四个
班的化学，还担着副校长的职
务，杂事比教学任务还多，没精
力照顾到每一个学生，现在想起
还后悔……”

30年后，我才知道苏老太
是喜欢我的，当年对我笑，也是
鼓励和赞许的笑。只不过我底
气不足，对老师的笑出现了理解
偏差。

一次拜访后，苏老太频繁回
访，做了好吃的都想着送一碗给
我。后来我才知道，苏老太教我
们那一年，母亲癌症去世，父亲
遭遇车祸，她老伴在单位还出了
工伤，但她没耽误一节课，我们
也没从她的表情上读出这些家
庭变故，只是觉得她比同龄人老
很多。

真想跨越时空，去拥抱一下
当年课堂上淡定讲课的苏老
太。这一切，我知道得太晚，还
悄悄喊她绰号……若能早点做
邻居，知道这些，该多好。做学
生时，我们常抱怨老师不理解学
生，现在想来，我们也一点儿不
理解老师呀。 （马海霞）

大力士传奇大力士传奇

宜兴民间传说宜兴民间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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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我和爱人带着老爸老妈去乡下看二舅和二舅妈。不巧的是，二舅妈出门去了。二舅是我们在
菜地里找到的。

听邻居说，二舅每天要跑四五趟菜地。多年前，二舅摔伤脚后一直没有恢复好，走路不利索。他每
次去都开着电瓶三轮车，装着工具去，载满红薯、芋头等蔬果回家。这些菜地原本都是村里的荒地，长满
了狗尾巴草。二舅和二舅妈拎着锄头，开荒种菜。我家的冰箱隔段时间，就会被这些地里种出来的菜塞
得满满当当。

回城时，同村的一个婆婆抱着一大堆刚割下来的青菜追到我们车前，非要赠予我们。
一路上，老爸和老妈都在聊以前，每个季节他们种些什么菜，这些菜可用来做哪些好吃的，我和妹妹

特别喜欢吃什么菜……我想，二舅、二舅妈和婆婆送的，不仅仅是一袋袋蔬菜，更是一段段回忆。
——选自“荷衣”的微信朋友圈

饮食人间

车车 潭潭 塘塘
往事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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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一瓣

天天给我发祝福的人天天给我发祝福的人
忠连，老家邻居，我的发小，

他小我一岁，是我从小学到高中
的同班同学。上中学时，我们俩
每天都骑自行车结伴同行。
1978年，我考上大学去了城市，
他留在农村当了农民，后来在我
们当地一家著名的建设公司任
职。每次寒暑假回家，他都去我
家，与我聊上一阵子。

多年前，我退出现职，回老
家的机会多了。几乎每次回去，
他都邀三五好友聚聚，喝上几
杯。他患干眼症，不能喝酒，偶
尔也会忘记医嘱，喝上少许。

自从我们加了微信，他每天
早晨都会给我发来祝福。或者
一段文字，或者一幅图画，或者
一段视频。开始我每次必有回
复，后来隔三差五才回复一次。
他并不计较，仍然每天不落，从
来不忘。

他每天都开车去学校接孙
女孙子放学，怕去晚了没地方停
车，每天都去得很早。趁在校门
口等待的时间，每隔十天八天的
都会给我打电话，东拉西扯，似
乎总有说不完的话。

大约两个月前的一段时间，
我只收到他的微信祝福，没有接
到他的电话。我打电话询问，他
说得了不好的病，肝脏和胰腺都

有问题，正在省城住院治疗。我
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问他治
疗方案，他说：“医生说，我的身体
条件不好，如果放化疗，很快就会
把我送走，保守治疗吧。”我安慰
他，让他宽心，他还是挺乐观的。
我给他几个钱，他坚辞不受，说：

“你给我留着，等我好了，咱们喝
酒。”我笑着答应，但很心酸。

之后，我一反常态，不再被
动地接受他的祝福，而是每天早
晨七点过后准时先给他发送微
信祝福，过几天再打个电话，说
些鼓励的话。

中秋节那天晚上，我在广场
散步，望着朗朗明月，又给他打去
电话。然而，他用虚弱的声音说：

“我累了，以后再说吧。谢谢！”过
去每次通话都一小时左右，这次
仅有短短的10个字。我感觉很
不乐观，第二天一早，给他发了一
个微信：“忠连：早上好！愿你早
日康复，赶快好起来。”之后就没
有信息往来，我怕打扰他。

不成想，这是我们俩最后的
交流。10天后，他走了，年仅63
岁。从此，我又少了一个知己，
我的微信再也收不到他的祝福
了。他在的时候，并没把他的祝
福当回事，他走后却感到弥足珍
贵。 （赵盛基）

那天傍晚，好友陈老兄送来了
几条鲫鱼，说是将屋后小池塘车干
了，收获了不少鲫鱼，分送给亲朋
好友们尝尝鲜。我不由想起当年
冬天，生产队车潭塘积肥、分鱼的
往事。

上世纪70年代，化肥相当稀
缺，每年冬闲时，生产队就会用水
泵，将村里的潭塘抽干，人们将其
称为“车潭塘”。当年，我们生产队
里有3个大潭塘，车潭塘时，架起
从公社农机站借来的大水泵，要整
整抽两天才能把水抽干，晚上还得
在潭塘边搭个草棚值班。

潭塘的水抽干了，塘底是厚厚
的河泥，人们找个平整的地方，将
稻草用铡刀铡成一段一段铺好，男
劳动力用“步扦”将塘底的河泥弄
到草上，稍后由女劳动力用钉耙耙
到潭塘边的地里堆好，作为日后沤
制草塘泥的材料。草塘泥可以用
作水稻基肥。

最快乐的还是捉鱼。当潭塘
里的水抽得只剩下一薄层时，就会

看到有鱼儿乱跳。年轻的男女劳
动力，便撸起裤管下去捉鱼。尽管
是冬天，小腿冻得红扑扑的，但大
家似乎都不觉得冷。那时候，生产
队虽然会在每年春季在潭塘中放
养鱼苗，但并不投放鱼饵，最多扔
点青草，所以鱼不是很大。捉上来
的鱼全部交给生产队，再按户头分
配，作为过年物资。

等大人将大一点的鱼捉得差
不多了，生产队长就宣布让小朋友
去捉小鱼玩。早在潭塘边等着的
小伙伴们立马就下塘去捉小鱼，鳑
鲏鱼最多，偶尔也会捉到漏网的小
鲫鱼。那年，我正在捉鳑鲏鱼时，
突然感觉脚底被什么刺了一下，赶
紧低头一看，原来是被野菱角扎到
了。这时，我发现河泥在动，顾不
得痛，手往河泥里一摸，竟摸到了
一条大鲶鱼，真让我喜出望外。

现今，虽然农贸市场上的鱼应
有尽有，但当年赤脚捉小鱼的欢
乐，依旧让人难以忘怀。

（卢俭幸）

窗外冷飕飕，在书房小憩闲
坐，爱人煮了一碗栗子粥放在我
面前，绵香软滑、鲜甜甘美。栗
子的鲜味融进白米粥，黄白相
间，煮得鲜美的新米整粒饱满入
口，嫩滑酥软。热气腾腾间喝了
下去，不仅肠胃感到温暖，整个
人的身体也倍觉舒适和通畅。

梁实秋先生在《粥》里写道：
“我母亲若是亲自熬一小薄铫儿
的粥，分半碗给我吃，我甘之如
饴。薄铫儿即是有柄有盖的小
沙锅，最多能煮两小碗粥，在小
白炉子的火口边上煮。水一次
加足，不半途添水。始终不加搅
和，任它翻滚。这样煮出来的
粥，黏和，烂，而颗颗米粒是完整
的，香。”显然，母亲熬的粥让先
生一直难以忘怀。我想，很多人
都难忘母亲做的粥——不仅香
暖怡人，温馨滋补，还盛满了母
亲浓浓的爱意……

这几天突然降温，我分外想
念母亲熬的粥香，渴盼能捧上一
碗软糯香甜的鲜粥下肚，热热乎
乎，暖彻全身。

母亲熬粥喜欢用文火煨熬，
熬制得翻滚沸腾，再不急不躁地
煮着。每天清晨起床，母亲就将
可供全家人吃饱的粥米食材淘洗
好放进大锅里，加上满满的水，往
灶中大大地添一把柴火，火苗一
闪一闪地舔着灶口，映红了母亲

带着笑意的脸庞。待锅内米粒随
水沸腾，米汤外溢渐渐变稠时，就
改为小火，任其锅里的米粒自由
翻飞，慢慢升腾。如此弱火煨熬，
煮成的粥米粒松软圆滑，色泽晶
莹鲜亮，同时也更黏稠鲜香，醇厚
可口，喝起来有滋有味。

记得孩提时的我体弱多病，
每到冬天来临，不是口舌生疮，
就是感冒不适，吃饭也没有胃
口。每每这时，母亲总会变化着
花样给我熬一锅粥。我最喜欢
吃母亲熬的红薯米粥，又香又
甜，回味浓郁，每一口都是温暖
的缠绵和享受。她先将红薯削
皮，切成小块，放入白米粥里，经
过水的沸腾，红薯的香甜很快融
进米粒里。那粥白黄相间，黏稠
似蜜，清香阵阵，迫不及待地尝
一口，香糯甜软，让人齿颊留香，
即使不用佐粥菜，我也能“呼噜
噜”一口气喝上两大碗，小脸蛋
儿吃得红扑扑的。记忆中一个
又一个清冷漫长的冬天，母亲就
这样用她费心熬出来的香粥和
浓浓的爱，抚慰着我的心灵。

幸福其实很简单，比如寒冬
之际，全家围坐火炉，一碗香
粥，一桌笑声，一室温暖，其乐
融融，恍惚间，我又闻到了童年
时那一缕缕在冬日天空里弥漫
着的粥香味，心头涌起了一阵
阵暖意…… （钟 芳）

粥中自有幸福味粥中自有幸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