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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晓

“娃，你还是要把钱存到银行里最保
险……”而今我都是中年男人了，妈还这
样时常嘱咐我。我妈知道我是一个喜欢
呼朋唤友胡吃海喝的人，她总是担心，我
把工资都在馆子里吃完了。

我妈还说：“就是皇帝，手头还是要
有几个钱才踏实啊。” 所以我妈，总是把
钱一分一分攒进银行里去。“钱在银行里，
瞌睡也睡得香。”妈说。

小时候在乡下，我妈去乡场上卖了
口粮和鸡鸭，习惯性地蘸着口水数钱，然
后往乡镇上的银行跑。钱存进了银行，把
存折放在裤腰带缠着的裤袋里，妈走路
时，总习惯性地提提裤子。有次卖了一只
鸡两只鸭，妈去乡上银行存钱，正值银行
搞年终决算，关门一天，妈就紧捂着口袋，
在床上辗转反侧了一夜。第二天天蒙蒙
亮，妈就往银行跑，钱存进了银行才放心。

妈进城后，到银行方便多了，有事没
事就到银行转悠。在家，也是隔三岔五把
存折找出来摩挲一遍。我妈和爸一样，在
新闻里关心物价、银行利息的调整。有天
新闻里说银行利息明日下调，妈乐呵呵地
给我打来电话，说她当天刚存了500元，
赚了啊。

有次在银行取钱，妈一时忘了存折

密码，急匆匆回家，问我爸：“老头子，存折
密码是多少？”问得爸一头雾水，这么多
年，都是妈去银行存钱，爸很少过问。爸
一辈子就相信妈这个大管家。妈又给我
打来电话：“妈忘了银行存款密码……”一
会儿，妈又打来电话说：“我想起来了，想
起来了。”

有个深夜，妈急性胃炎发作，我跌跌
撞撞赶到父母家，准备送她去医院，妈却
把我叫到一旁，一字一句告诉我存款密
码，让我把这些数字输在手机里。妈是害
怕自己万一有个闪失。妈在医院，舍不得
花医疗费，输一瓶液，要100多元呢。妈
躺在床上，望着药液一滴一滴渗入到自己
的体内，突然拔掉了输液管，大声说：“我
的病好了，不输了不输了。”

妈一分一毛地攒钱，攒得辛辛苦苦，
用时精打细算，但该出手时就出手。邻居
卢老三有一年病了，找妈借钱，妈二话没
说，去银行取了7000元，连借条也没写，
就借给了卢老三。我买房那年，妈和爸刚
进屋，就把怀里紧搂着的报纸哗啦一声摊
开，是8万元。8万元，妈可要存好多年
啊。她一趟一趟往银行跑，最后，成了一
只给儿子吐丝的春蚕。

我结婚那年，妻还没下岗，她把一个
存折郑重地交给我说：“这是我的全部存
款，给你吧！”妻把一个人、一颗心完整地

托付给了我。妻说，是妈教会了我，让我
好好攒钱，存进银行。

和妻婚后走过了 23 年时光，我把
家里的经济大权，像爸交给妈一样，交
给了妻。妻和妈一样，常往银行跑。6
年前，妻患了一场大病，花了4万多，有
天她抓住我的手眼泪婆娑地说，拖累你
了，不花钱了吧。我一把揽她入怀：“命
比钱值钱！”

今年73岁的妈，对她儿媳妇的表现，
相当满意。有天妈对我说：“你这个媳妇
啊，懂得操持一个家，懂得把钱平时都要
好好存进银行。”

前不久的一天回到爸妈的家，妈在
阳台拉住我的手有些神秘地说：“娃，你知
道妈有多少存款么？”我说：“妈，您还把钱
存进银行干啥，这么大年纪了，就把钱好
好花了。”

妈生气了：“你懂啥呀，我孙子今后
娶媳妇，不要钱么？”望着皱纹越来越深的
妈，我感觉眼角有酸酸的泪。

“妈，那您在银行到底有多少存款
嘛？”我故意问妈。妈伸出几个手指头在
我眼前比划着说：“你不要急，我都给你们
攒着。”

“妈，妈！”我动情地搂住瘦小的妈。
当着妈的面，我没忍住，泪水流出来了。

为我攒钱的妈
含笑的乡土
在热切的问候声中
成简朴亲近的音节

田埂纵横
走进走出的父老乡亲
一茬又一茬
在田野的版块上
书写质朴的乡情

坚守着乡土的劳动者
以特有的姿态
在乡土的稿笺上
泼墨抒情

牛驾着犁
挥鞭吆喝的农人
赤脚在后面行走
兴起时
无名小曲
在犁头 惬意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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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希

喜欢多肉，却一直不敢养多肉，就怕
可爱鲜活的生命葬送在我的手里，会心痛
好些日子。一个文友告诉我，他不光自己
种多肉供自己欣赏，还将多余的多肉拿出
售卖，经济效益十分不错，一个粗枝大叶
的男人却将多肉养得水嫩晶莹，这让我大
为惊讶，更让我震惊的是，他说多肉最好
养，你不去管他，自然就活了。

不去管？不管它才会成活？我好
奇极了。是呀，也不是真不管，多肉要
粗养，最忌水，管住手，少浇水，多晒太
阳就行了。

我心里渐渐有了勇气，在网上买了
十二株多肉回来，喜滋滋地栽下。没几
日，便发现有些多肉的叶子坏掉了，询问
店家这才知道，刚刚栽下的多肉不能浇
水，而我以为所有种花的程序都一样，都

是栽下后要立即浇水的，而我也以为，种
多肉盆越大越深，对植株越好，其实不然，
栽下多肉的前三天内不能浇水，等三天后
再浇水成活率更高。另外，种多肉的盆，
需要选择浅而小的盆，这样排水性较好，
多肉才不会烂根。

按照店家和文友的指点，我把这些
多肉全部重新挖出来，换浅盆栽上。第三
天后，沿着盆壁浇水，并且浇透泥土。我
每天早上都要跑到阳台上，看多肉的生长
情况，特别是看店家送的发了芽的小叶
子，是不是还生龙活虎地沐浴在晨阳里？
看着这些绿植依然鲜活地生长着，我心里
就十分欢喜，若是有一片叶子焉掉，不甘
心的我，就轻轻地把它挖出来，将它移到
干爽的小盆里。

我记住了朋友的话，管住手，不浇
水。一个月后，这些多肉，竟然神奇地活
了下来。

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去
阳台，和多肉进行一番对视，这些多肉，就
好像是我的朋友，当我的身体疲倦了，当
我看电脑眼睛涩了，我就会站在它们的面
前，看着这些小花盆里的小植物，几分钟
之后，眼前顿时明亮起来。春天是多肉的
生长期，她们长得比起初刚来到我家的时
候要大一些，叶子更健康一些，而且植株
更精神了。有朋友见了，向我讨教养多肉
的经验，我自豪地说：“多肉要粗养。管住
手，少浇水。”

就那样爱上种植多肉，一发不可收
拾。又在网上淘了十五个新品种，有了上
次的经验，这次养多肉就顺利多了，全部
成活了并且长势不错。文友告诉我，这个
多肉，一片叶子就能发一满盆，听到这话，
我便想象着我的多肉花园有多美，想象着
我的那些多肉朋友：黄金铭月、丽娜连、菲
欧娜、姬胧月、雨燕座、蒂亚、大和锦……
错落有致地长成一大花园，那该引来多少
艳羡的眼光？光想想就很美了。

有多肉陪伴的时光，不仅有种植的
快乐，更有憧憬的幸福。

多肉陪伴的幸福时光

江初昕

立夏时节，天气渐暖。印象中，立夏是个吃
的节日。进入夏天，万物生长迅速，越冬作物早已
收获，新鲜果蔬纷纷上市，民间有歌谣唱道“青梅
夏饼与樱桃，腊肉江鱼乌米糕。苋菜海蛳咸鸭蛋，
烧鹅蚕豆酒酿糟。”歌谣里提到的都是有关立夏

“尝新”的范围，时令的新鲜蔬菜水果接踵登场，舌
尖上的立夏也就此蔓延开来。

立夏一般都在农历四月初，其时春去夏来，
樱桃红透，新笋登场，新鲜的园蔬开始采撷登场，
人们可一饱口腹了。这时，地里的鲜蚕豆也成熟
了，把它从豆荚中剥出来。可做火腿炒蚕豆，鲜嫩
的蚕豆搭配上等火腿，下锅先将火腿煸炒出味，再
下入蚕豆，旺火速炒，稍加鸡汤收一下汁，出锅鲜
香扑鼻，火腿鲜红，口感软糯，味醇厚，蚕豆碧绿脆
嫩，佐酒下饭均不失一款美味佳肴。

用新鲜蚕豆做出来的菜，软嫩且滋味鲜香浓
郁，色彩更美，鲜绿无比，形若玉翠，是夏日上好的
烹调食材。鲜蚕豆的烹饪，配形搭色均可，更宜于
多种调味，做冷盘、烹热菜、调汤羹，各有特色。做
甜菜也是色味俱佳，把蚕豆煮烂做泥，先加少许蜂
蜜、冰糖上火一烩，再点缀几粒时令水果丁，一碗

“冰糖蚕豆泥”香甜可口。
初夏，正是螺蛳丰满、肥美的时候，因为这个

时节螺蛳还未繁殖，螺肉最肥嫩鲜美，是采食螺蛳
的最佳时节，故此，民间有“初夏螺，抵只鹅”的说
法，可见初夏螺蛳的美味了。先把河里摸来的螺
蛳养在水桶里，淋上几滴菜油。养清了螺蛳，剪掉
它的尖尾，就可以烹炒了。炒螺蛳火一定要猛，锅
一定得热，佐以蒜瓣、椒丝、姜末爆炒，喷料酒去
腥，加糖、酱油提味，后加宽汤，汤沸出锅。出锅
前，放上几片薄荷，风味更加独特。也可清炒，只
需把活螺投入沸水中一捞即起，然后用牙签挑出
肉来。洗一把春天时的时鲜韭菜，旺火热油，先把
螺肉爆香，喷入黄酒，炒几下起锅；再起一个油锅
炒韭菜，倒入螺肉，滴一匙酱油，调味时，咸稍重口
一点。这样一道韭菜炒螺蛳，既下饭又美味。特
点是荤素搭配，无嘬螺蛳的麻烦，汤汁也鲜美异
常。

至于时令新鲜水果，最先上市的恐怕就是清
新欲滴的樱桃了。“一树樱桃带雨红”，小小的樱桃
从树上采摘下来，捧着手心里，香甜的气息溢开，
而那红了的樱桃却可以吃进嘴里，轻轻一咬，留下
清甜的汁液，唇齿生香；立夏过后，枇杷由青变黄
渐渐地成熟了，那一串串龙眼大小的果实隐藏在
墨绿色宽大的叶片里，缀满了整棵树梢。枇杷具
有滋阴养肺、止咳化痰的功效。

在这个繁茂灵秀的季节里，不仅是多情诗人
眼中一首浓墨重彩的诗歌，更是寻常百姓舌尖上
丰富多样的味道，让人如此无限留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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