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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生茂

我吃卤子面最狠的一次，是在冬茂哥的

喜事上。那天接亲的队伍安排在新郎冬茂家

吃早饭。我有幸加入接亲队伍，得以跟族上

的大人们去蹭上一顿。

厨倌用大柴锅连煮了两锅卤子面，带猪

骨头肉的挂面香气扑鼻。十几号人散落在堂

屋开吃，一碗接一碗，少有人交头接耳，只听

见筷子碰触碗沿以及急迫的吞咽声。

身负扛灯笼差事的我，被三大碗卤子面撑

得几乎迈不动步，整个人像个行动迟缓的鼹鼠。

卤子面在乡下不常吃，通常是谁家娶亲

或者生了小孩，才会做一回。添丁的人家多

以生了儿子才喜庆溢于言表的煮面，而且煮

的不是一锅，管够。

记得屋前的胜先叔先是生了三个女儿，

第四个孩子临盆之际，他上街买来猪骨头和

一蛇皮袋长挂面，回家等待儿子的降生。然

而等孩子呱呱坠地，还是女儿身，胜先叔一气

之下扛着锄头下地去了，没张罗煮面的事。

胜先叔后来开了挂面作坊，线状面条晾

晒在屋前的竹竿上，蔚为壮观。他几乎不用

上街叫卖，附近的小贩们总挑着麦子到他家

换挂面。妻子怀上第五胎的时候，胜先叔认

定他运气来了，当着一众乡亲夸下海口：这回

如果是儿子，就请全村的人吃卤子面。他还

买了一挂大鞭炮，足有脸盆那么大，准备在儿

子出生的那天放。

接生婆未到，锅里已经煮上了挂面，猪骨

头肉在芡汁、豆腐丁以及胡萝卜丝的点缀下，

透着喜感和人情味儿。

“山英咋样了？”接生婆挎着卫生箱踏进

了门槛。

“你先吃碗水！”胜先给接生婆端来一碗白

糖水，转身从饭桌上抱起那挂鞭炮去了门外。

一声啼哭从里屋传出，像汽笛般带着凄

厉的警示和辩解，周围突然安静下来。

“是不是带把的？”手执鞭炮的汉子寻求

身后的解答，声音满含期待，那里隐藏着一个

男人的自尊和倔强。又是一个女娃儿！身后

是简洁的回答。胜先叔没有问第二句，用力

将鞭炮抛进了面前的池塘。

多年之后，山英婶终于给丈夫生了个儿

子，取名雪松。那天大半个村子的乡亲都来吃

了卤子面，人们在谈论新生男婴的同时，也在

竞相夸赞之前的七个女儿。那一天是个日渐

衰败的冬日黄昏，八个孩子的母亲号啕大哭。

贫瘠的岁月几乎有着相似的人生。村东

头的木棒相上对象时，喊大伙儿吃了回卤子

面。那是个喜庆日，也是悲伤之日，木棒的婚

事是妹妹换来的。哥哥明显的身体残疾，秋兰

忍痛同意了家长们的安排，多少个长夜都是以

泪洗面。半年之后，即将走入婚姻殿堂的秋兰

试图自杀，幸亏家人发现得早，才避免了悲剧。

秋兰最终接受了这桩换亲婚姻。出嫁那

天她跟多数姐妹一样坐上了一顶四抬大轿，

一路颠簸，一路啼哭，熟悉的田园从眼前渐次

退却，带着花季女孩的无力倾诉和离愁。她

嫁到一河之隔的许家村，丈夫是个石匠。很

多时候人们看见这个男人拎着长钎和铁锤行

走在圩堤上，为了改变贫穷而四处揽活儿，对

媳妇秋兰更是呵护有加……

一眨眼很多年就过去了，但我始终在寻

觅那抹乡愁，它像清风一样镂刻在我的灵魂

里，带着道德的救赎和情感的皈依。我的脑

海总要浮现那些空旷的画面，那是秋分时节

的晴朗日子，小麦的种子被乡亲们撒进松软

的泥土，经过寒冬的洗礼和春风的吹拂，麦苗

长成我们想要的样子。每年新麦收割完成，

家里都会拿麦子换些挂面。那是沿村叫卖的

小贩，挑着两只装满挂面的箩筐，一边走一边

尖声喊：“换挂面不嘞——”

大凡漂泊之人皆有隐疾，唯美食方可治

愈。每次回家乡，我总要上街寻卤子面吃。

一次我在县城五一超市背后的胡同口发现有

两个摊位，其中赵姓大叔卖的是糯米粿，徐姓

大娘卖的正是卤子面。时值冬季，空气中夹

杂着寒意，我在摊前抓起一只板凳坐下，徐大

娘的一碗卤子面，赵大叔的两个绿豆馅儿糯

米粿很快下肚，花了五元钱，身上很快就暖和

了。身侧来来往往有人经过，谁也不认识谁，

但彼此又似乎很熟悉，我抬头看看人，便又勾

头吃面去了，面里有骨头肉和豆腐丁，依然是

年少时的味道。

卤子面算不上美食，红烧甲鱼、枫树辣椒

炒肉以及银鱼泡蛋等才是家乡的名菜。不久

前的余干美食节争风头的是鳜鱼煮米粉，那

次最大锅一次性煮了二千六百斤米粉和六百

斤鳜鱼，万人蜂拥追逐着味觉享受！

卤子面上不了这种大场面，它习惯在街

角，在胡同口，在车站旁，像故人般守候在清

冷的早晨，期冀以熟悉的乡音翻动游子久违

的味蕾和记忆。

如今，回老家住在县城，尚未起床就听见

楼下有人拿录音喇叭在喊：“买卤子面不嘞？

正起锅个卤子面——”

趿鞋去看，果真就看到琵琶湖畔一个单

薄的身影推着三轮车沿街叫卖，颠簸的车身

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那是凡俗而坚韧的生

活交响，将潦草的日子梳理得温馨有序。

卤 子 面

欧阳

不久前和友人说起孩子的大事。

“怎么想起说这个事儿了？”

原来朋友是有话要说。朋友对自家孩子

的婚恋状况有些忐忑：虽然所知不多，但看起

来女孩子人不错，可是家长之间的屋里一游，

有点“门不当户不对”的感觉，一时茫然。

俺就结过一次婚，人情世故也很是不练

达，只能支吾对曰：孩子的事家长不宜干涉。

实际上，就个人观念而言，我以为讲道

理、谈思路可以，但真不主张以自己的“老”思

路来干预孩子的“新”生活。

不过，说到“门当户对”，我自诩有些理论

上的推演，可供怀此念头的操心人士参考。

要说呢，门当户对应该是一个很古老的

经验之谈了，不过古老归古老，鉴于生活总是

在重复，要使“新人”忘记这个重要策略，可能

性很小。关于这个话题，时下网上的讨论依

然热络，其中，论证、断言“最好的婚姻无不是

门当户对”之类的话语就很有市场。

坦率地说，我认为，门当户对很重要。然

而，我并不同意那种曾经（或许现在也是）广

泛流行的概念。

记得早先人们在谈论婚姻，或者至少是男

女之间的恋爱时，门当户对的意指是不可或缺

的。只是，在我的印象中，彼时门当户对的内

涵，通常指的是家庭背景和经济实力上的对

等，或者是学历层级、社群层次，以及世俗生活

层面，甚至思想深处的同道之人，等等。

这种思路可能确实有道理，比如焦大一定

看不上林黛玉，很可能大观园里油头粉面的丫

鬟也难以落入他的法眼。反过来也是一样。

问题是，“穷人”家的女孩子总喜欢“灰姑

娘”附体，再不济，像简爱那样遇到明白人也

是很幸福的。此外，门不当户不对还有另外

一层意味,因为生长、生活环境的不同，人们

待人、看世界等方面的差异，也会给共同生活

制造障碍。

在我的意识里，门当户对不是物化的，甚

至不是有形的，而是精神层面的。很简单，就

是共同的兴趣爱好，相近的情趣追求，一致的

人生观、价值观。这些，在生命旅程里比外在

的物化生活更有力量，心灵层次的诉求，更能

克服艰难险阻，不仅可以在顺境共享生命的

欢悦，而且能够在逆困的艰难中，给予你更坚

忍的力量和伴侣同舟共济、不离不弃。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爱，可以克

服一切障碍。很可能，比如《傲慢与偏见》

中诱人的故事，还有哲学家“激情决定理

性”的证明。

的确，美好的故事会有，人本身也更容易

激情行事。我们可以对这样的叙事充满期

许，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机遇，

而激情也仅仅是灵光闪现，没有人在一生的

旅程中一直充满激情。

最重要的是，婚姻是鸡零狗碎满布的博

弈——如果不是赌博的话，如果我们有共同

的价值观，有对人生理解上的共识，也就是我

所谓的“门当户对”，相互间的包容和理解应

该是更容易操作的事，不是吗？

至于财富、门第，甚至是“身份层级”的差

异，不妨以“身外之物”视之。穷人家的孩子

学养、素质未必差，而财主家的公主和豪门中

的公子，就算不任性行事，同“层次”间高人一

等的较劲会有吗？比如出现矛盾的时候。

所以，内在的、灵魂上的门当户对才是需

要考虑的。

如何看待“门当户对”



想你 想你啊
思念恰似放飞的风筝
你牵着丝线
累在家乡
赡养老人 照顾儿女
一天又一天
一年重一年

我是那飞天的风筝
身在高原 忙着工作

你常问我吃药了吗
今天血糖血压降没降
我想问你腰还痛吗
今天眼睛眼药滴没滴
总是那么嘱短长

天各一方
相距数千里 但
近得听到蹦跳的心房
但凡拽拽丝线
心里都在 倒海翻江

思 念
王纯丁

秦姐是在我们楼下摆摊儿卖菜的小商贩，我天天买她的

菜，就和她熟悉了。

通过交谈聊天，我约略知道了她的一些情况，她家是农村

的，19岁那年，和一个家在城里当兵的男人处朋友，就到城里

和那男的举行了简单的婚礼。那男的在粮站上班，她也找了

一份工作给人打工，婚后的日子虽然清苦，但她却感觉很甜

蜜。可是，好景不长，就在女儿一岁多的时候，那个男的有了

外遇。她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带着孩子回了乡下母亲家。

孩子稍大之后，她把孩子留给了母亲，自己又一个人来到

了这座大城市，她租了一个小小的房子，在鞋城找了一份工作

——给人家卖鞋，每月能有几百元收入，除去交房租和生活

费，余下的都寄回了乡下母亲那里。她在鞋城干了三年多，渐

渐熟悉了交易的行情，第四年，在好心老板的帮助下，她租了

个小摊，开始自己卖鞋。她很能吃苦，而且经营有方，没过多

久就赚了一些钱。但一年后，鞋城要改造，她的小摊也跟着被

取缔了，如果想要继续干，就要进楼里去，但那要很大一笔钱，

她没有，所以只好退出了鞋城。

那以后，她又开始给人打工。这时，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

对象，是个卖水果的男人，那男人对她很好，她也很喜欢那男

人，男人在乡下有一个家，在儿子四岁的时候，他妻子信一种

什么教走了，从此再也没回来，音讯皆无。他们没有办手续，

只是住在一起。她帮他卖水果，两人很合心，那男的一直对她

挺好。可是一年之后，男方的母亲找来了，让男方回家，原因

是男方的媳妇回来了。男的很无奈，向她表示了歉意，并要给

她两千元钱算是作为补偿，但她没有要。

她又成了一个人，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摆摊卖菜。

有一天，我又去买菜时，看到有个男的在她旁边帮她卖，她

给我介绍说这是她男朋友，我知道她又有对象了，是别人给介绍

的，比她小四岁，由于家里没有钱一直也没有成家。男的在一家

货运公司打工，是个靠得住的人。他们结合了，我还去喝了喜

酒，那天，我在心底真诚的祝愿秦姐这次能有个幸福的归宿。

结婚之后，秦姐依然做着小本生意，男人还是给人打工，他们

租了一间很小的房子，生活虽然仍不宽裕，但看得出秦姐很满足。

大概一年以后，有一天，秦姐和他爱人到我家来了，是来告别

的，要回乡下去。她爱人在乡下还有几亩地，也有房子，现在种地

不用交费了，他们打算回乡下种地去，因为来城里这么多年也没

有赚到什么钱，而且现在城里生活成本太高了，不如回乡下去。

秦姐走了，很长时间

我都没有她的消息，我时

常会想起她来，不知她现

在过得好不好？春天来

了，我想，秦姐也一定会有

自己的春天。

风中的秦姐
唐宝民

含笑春日里
王常婷

清代画家钱维城（1720~1772），初名辛来，字宗磐，一字幼安，号纫庵、茶山，晚号稼轩，
江苏武进人。他自幼就喜欢绘画，所绘多是写意、折枝、花果等，勾描渲染，随类赋形。后学
山水，经董邦达指导后技法精进，遂成名手。技法上他更擅长缜密的用笔，以及青绿、赭石相
间的设色，作品中经常呈现出来的是一派宫廷富贵的气息。 供图·配文 络因

张燕峰

春风柔柔地吹，春阳暖暖地照。不几天，

柳树就吐出了鹅黄的嫩芽。没几天，还不等

其他的树木张开眼眸，新柳已高歌猛进，嫩芽

已长成细叶，敞开怀抱，拥抱春天了。枝条长

长的，柔柔的，腰身纤细，在风中醉心于曼妙

的舞蹈，像身材婀娜的清纯少女。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何止是贺知章的柳树，春风有一双灵动的妙

手，持一把玲珑的剪刀，不知疲倦的，裁啊，

裁啊……几个日夜，就把山川大地打扮得更

加明丽动人，丰润鲜亮。

最妙的是，植于河边的垂柳，垂落下来的

枝条在水面上悠悠地画，用一圈圈涟漪，与水

中自己的倩影嬉戏，欢喜一场春的相遇。

柳树，无论是在烟雨迷蒙一川秀色的江

南，还是在辽阔旷远的北国，河畔地头，村口

大堤，到处可见它风情万种的身影。

柳，留也。古人有折柳送别的习惯。古

人送别，折一段柳枝相赠，是惜别，是祝福，是

道不尽的深情，是说不完的叮咛，像王维，渭

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柳树也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早年乡

下，遍植红柳。柳枝柔软，富有韧性，人们的

生活用品大多用柳条编织。夏末秋初，柳树

已褪去了少女的羞涩，长得又高又直。农人

们拿一把树剪，专挑那些又直又粗的剪。柳

枝在屋里阴上一两天，便开始编织。一根根，

一圈圈，纵横交错，原本那些桀骜不驯的柳枝

好像被施了魔法，服服帖帖，乖乖巧巧。半个

小时左右，一个漂亮的箩筐完美收官。

柳树美化了人们的环境，也装点了人们

的生活。春回大地，柳色青青。柳树，是树木

的领头雁，也是迎春的排头兵，它们带着漫山

遍野的野草，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一起

向春天，向春天更深处走去……

守静观海G

柳 色 青 青

立春过了，雨水来了……很多关于春天的故事近了又远

了。上班族的生活似乎只剩下忙忙碌碌的工作、家务，很少有心

思打理心情，年少时在意的在春风里踏青、在下午茶时光里的风

花雪月已是过往，每天都在闹钟催促下开始匆匆忙忙的一天。

那天凌晨却是在父亲关切的目光下醒过来，梦里的父亲

是年轻时的模样，衣衫单薄而消瘦。我已经很久都没想起父

亲了，可我知道，父亲一直不曾远去。乍暖还寒时节，另一个

世界的他可知寒暖？回老家得去看看他了。

趁着周末，紧赶慢赶，踏上回家的旅程。

不到 200 公里的路程，一路畅通。下了高速走 324 国道，

是东南花都沿线，远处青山如黛，近处花木葱茏，车行其间，虽

是走马观花，却也有人在画中游的畅快。虽是倒春寒，此刻的

国道线上却有春风十里的感觉。

父亲最后安息的陵园就在国道边上。孩子提着祭品下

车，说她先去陪爷爷。虽紧邻国道线，但与公路上的喧嚣形成

鲜明的对比，这个坐落在半山坡处的陵园是另外一个世界。

周遭寂寥，除了偶尔的鸟鸣，就只有层层叠叠的坟墓。没有当

初逝去时的悲恸或者不舍，只有静默、庄严，在变幻的天光云

影里，以另一种无声的方式告诉这个世界，我曾来过。在林立

的石碑间，女儿站在外公的墓旁，最宠爱她的老人逝去，是她

生命中最悲伤的回忆。两三年过去了，我们已经能笑着提起

这个可爱的老人，尽管还带着泪。此刻，她有太多的话要跟他

说，以至于忘了印象中关于死亡与坟墓所有阴森的联想。只

要亲人在的地方，就是温暖的地方。

祭品已经摆好了，倒好茶，点上香，袅袅青烟中，不迷信的

我们却固执地认为在另一个世界的父亲是知道我们来看他

的。女儿毛手毛脚把一壶茶都弄翻了，顿时茶香四溢，是父亲

当年最爱喝的肉桂茶，女儿笑道：那小杯茶爷爷嫌不够喝，要

整壶都喝了呢。一只蜜蜂似乎是爱上了这茶香味，一直在坟

前嗡嗡盘旋着。那可是父亲的精灵？

和许多陵园喜植松柏不同，这个陵园种了许多含笑。含笑

是我母亲还有我外婆最喜欢的花，因为它的花香淡雅而持久。

城里的含笑在这时节都还静默着，在这向阳的坡上，含笑们却

早早开放了，给这个冷清的陵园早早带来了春的气息！采了两

支含苞待放的含笑，一支放父亲坟前，一支带回给母亲。

要走了，我们拍拍正午的石碑，有点粗粝的石面，像父亲

花白粗硬的发茬，还有一丝温热。不知什么时候，那只蜜蜂已

经不见踪影。

家里，母亲里里外外忙碌着，老太太把我们从父亲那采来

的含笑搁在海棠花枝上，隐隐约约便有了春天的芬芳，小小阳

台也有了春风十里的妖娆。

这些年，我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村庄

里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少。曾熟识的人，要么

大了，背井离乡，终年不见人影；要么老了，

入土为安，偶尔在梦里打个照面。而那些小

孩也都长大得不相识了。我活成父母的游

子后，也成了村庄的陌生人。

一个小伙走过来。他一定也没认出我，

眼神从我身上飘过，走向母亲。

母亲的眼神有些涣散。上了年纪，丢拉

的东西越来越多，记忆也每况愈下。

小伙开口了：老太，俺家大洼的地，跟你

家邻着，我找不着是哪块了？俺妈在外边回

不来，非得让我回来给麦打药。

母亲的眼神立刻亮起来。但她并没认

出他，不过从他问话里，她猜出来了。

是得打药了！你是三建大的吧？你家

的地在白杨树南边第四块。母亲掰着手指

从大拇指数到无名指。是担心数错？她又

从小拇指数到食指……

白杨树？已放掉了呢！小伙说，家家麦

子都差不多，也分不清谁家的了。

母亲哦一声，皱起眉头，嘴嘟囔着，几次

欲言又止。在她的地理构建里，那棵白杨树

就是坐标原点，树没了，母亲也没了定位。

清明前，母亲带我去添坟。小伙老远就

打招呼，按辈分，喊我爷。

我一下感觉真像他爷一样老。我家和

他爷家是邻居。他小时候，经常带着弟弟从

我家门口经过。他挎一个大水杯，走一步打

一下腿。他小弟赖，要么拉着他的衣角，要

么拖着他的腿，打提溜。他喊爷，爷应声跑

过来，一顺，把他弟扛上肩……

他在种树。

他说，上次，麦药都打到人家地里了，连

给爷上坟都烧错纸了，种一棵树，好记住路。

我到地里添坟，母亲在地头转悠，念念

有词。侧耳听，她在数步子。

这块地，原来是十五步，现在变成二十

步？她惶惶不安，担心种到人家地里。我心

底一酸，她忘了，无论是步幅、步速，她都已

不复三十年前。

我走过去，让母亲看，我来丈量。一步，

两步……十五步。她满脸诧异，让我再走一

遍，她跟着走，还是二十步。再来，还是二十

步。还不行，再来……母亲跟在我后面，一

脸肃穆、认真、迷惑，就像三十年前，我跟着

她，一遍遍校对步子。

母亲停下，摇头叹气，认输了，幽幽地对

我说，你在地头种两棵树吧，你不在时，树会

帮我记得。

树会记得
葛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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