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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松华

年关将至，在外的游子们历经一年的
漂流，心累了、脚酸了、胳膊伸出去也绵软
无力了，手中屏幕跳出的一行日期让心为
之一震：啊！快到过年了。过年了，又可以
顺一条乡愁路回家。

小中是我的一位微信网友，家在汕头，
他却远在青海工作。我隔着一层屏幕问
他：“这个春节回家乡汕头吗？”他说，回！
一定要回。他这一年来最想念的就是家乡
汕头老城的小吃：广场老牌豆花、红粿、蚝
烙、普宁炸豆腐、鲎粿、鼠壳粿、韭菜粿……
这些小吃溶化人在异乡的记忆里，捋捋都
是水，他现在真想一脚跨到家乡，将那些小
吃每样尝一口，吃上一碗。

他说，广场豆花最大的特点是黄豆下
得多，够硬！放多久都是那么结实，不
像别的豆花，隔了太久就变成一碗水
了。他说，鼠壳粿颜色深绿，柔软香甜，
散发着天然鼠曲草的清香，每年农历十二
月二十四日至翌年元宵，家家户户都要制
鼠壳粿，是他们潮汕餐桌上常见的小食佳
品。他每次回家过年，阿妈都要做好多鼠
壳粿他吃……

我似乎能听到他那边欢快敲击键盘的
啪啪响，一条条长短不一的消息迅速占满
屏幕，这些存于他心头的私属味道，是引诱
他归乡的“元凶”。这个春节，他要顺一条
美食的乡愁路回家过年。

大盛是我新结交的朋友，那天我在大
街上看见他问：“这个春节回家乡吗？”他说

回！高中就离开家乡，家乡对他而言，是一
个心灵归宿。平常日子他工作忙，极少回
家。只有到了春节，他才有机会回去，看一
看熟悉的山水、田野。虽说家乡经济欠发
达，但也有好处，那就是老村庄、老巷子、老
建筑还在，亲切感油然而生。家乡浓浓的
年味，春节期间家族之间的独特活动，令人
难忘，人虽然在异乡，但总能感受到那些年
味的召唤！

跟大盛交谈时，我站在街头寒风中瑟
瑟发抖，大盛却像一株春意盎然的乡村水
塘边的杨柳，满面红光，丝絮飘荡。原来这
个春节，他要顺一条记忆中独特的乡愁路
回家。

老龚，我的老乡，中国第一代农民工，
年轻时开始出外闯荡，如今六十有二的他

还远在浙江余姚一个建筑工地上做工。掐
指算算，离家快四十个年头。还记得那些
年我漂泊在浙江余姚打工，有幸和这位老
乡在异乡的街头相遇，成为老乡加好友。
我俩一有机会就聚在一起，当然谈的话题
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老龚总念叨他老母
亲腌的酸菜好吃，他在家乡的老妻做的年
粑、米糖、豆粑好吃。那些年，返城的老龚
的背包里揣满了这些家乡风味吃食。

乡愁是什么？就是你离开了一个地方
后还很想念这个地方。想念这个地方的一
山一水、一村一舍、一鸡一狗；想念这个地
方的一点点变化、独特风物、趣味节俗；想
念父母还在、长辈亲人还在、老父在野外地
里匍匐割草、小妹在自家院墙边踢毽子
……在外愈久，乡愁愈浓，那些离开家乡的
人儿，就会常在异乡的夜晚生发思念。年
关即到，给千万游子找到了归乡的幸福理
由，心儿像云儿一样早已回家。家在心里，
在那个远方，再平淡的老家，都有几个暖心
的地方值得你念叨，顺一条属于自己的乡
愁路回家吧！

顺一条乡愁路回家

朱彩娟

上周，大娘突然脑干出血昏迷了，送到医院
后，医生鉴于她已经80岁有余，不一定能承受住
开颅这样的大手术，所以建议保守治疗。无奈之
下，堂哥嫂把大娘接回了家，请社区的医生在家输
液。亲人们也只是守了两天，大娘便驾鹤西去了。

三天的丧事，家人们守候着大娘，等待着远远
近近的亲戚朋友们来家里进行最后的告别。这样
的过程中，看得最多的就是哭泣和眼泪，然而让我
印象最深的却是堂姐的那饱含着遗憾的一声又一
声哭喊。

那是大娘丧事的最后一天，亲戚朋友都聚在
一起准备送大娘去火葬场，堂姐在倒开水的时候
她的玻璃杯碎了，于是就跟堂嫂说起之前给大娘
买过一个保温杯，找出来用用。堂嫂说，没注意大
娘用过保温杯。两人随后就去大娘卧室里找找
看，她们进去时间不久，屋子里传来了堂姐一声又
一声的哭喊声，“妈啊！我买的杯子你咋就不用
啊！这杯子连包装都没拆啊！”“妈啊！咱东西再
多，你舍不得用，又有什么用啊！”……那一刻，屋
子里所有的人都红了眼睛。扪心自问，谁家的老
人没有如此相同的经历？我们作为儿女花钱买回
来的新衣服，父母总舍不得穿，时常说“等串个亲戚、
参加个婚礼啥这样的重要场合再穿”，可是往往就是
这样，如同堂姐给母亲的保温杯一样，那衣服因为比
父母平时穿的更贵重反而成了一个摆设。

年过不惑，参加葬礼的时候越来越多了。瞅
着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在泪水和遗憾中送走了父母，
难道我们不应该转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理念吗？我总
认为美女同事小杜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小杜的父母生活在城乡接合部，虽然父亲有
份退休金足够老两口高质量地生活，但是节俭了
一辈子的父母总是舍不得消费。于是小杜就经常
花大价钱买回东西，但是在家汇报时，绝对是夜市
价。在一次家庭聚会上，有个亲戚跟老爷子开玩
笑说：“这老头还挺时髦，看看！上档次的羊绒衫
穿上就是帅气。”老爷子笑笑说：“这毛衣软乎乎地
穿着舒服，我闺女买的，价格便宜，你们也找她买
便宜的去。”小杜冲亲戚眨巴眼睛，可是谁又懂她
那份心思？正是因为亲戚的一通渲染，老爷子再
也舍不得拿羊绒衫当普通毛衣穿了，衣服被好好
地“恭送”进衣柜了。

如此，或许适应父母心理价位的那个物品才
是最合适的礼物，他们会用着顺手，穿着坦然。那
就珍惜生活里的每一个日常吧，因为那些带着烟
火气息的小物件才适合家用，因为对他们来说重
要的不是价位，而是儿女们的那一份暖暖的孝心。

有烟火气的孝心

刘 希

搬了新家后，我想养几盆绿色植
物来净化空气。对养花没有任何经验
的我，开始时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哪知道，这一养一发不可收拾，渐渐
地，楼顶、阳台，楼下小院子被我摆上
了各种花卉，我家俨然成了一个大花
园。数了数，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居然
有八十六盆花。

这些花儿，有的是从花店里购买
的，有的是从朋友家搜罗来的，更多的是
我在外面散步时，或外出游玩时挖回来
的野花。起初，没有一点养花经验的我，
或浇水太多，或施肥太浓，好好的花儿被
我养死了。因为想养花，我开始学习一
些养花知识，知道了一些花的习性，花儿
渐渐越养越生机勃勃。我的家里常常有
花儿盛开，香气扑鼻。我觉得养花不仅

能美化环境，还能陶冶情操，于是，我还
怂恿周围的亲朋好友也一起养花。哪知
他们常常打退堂鼓，说自己养不好花，而
我总是适时地劝道：“你看我，原来也是
不会养，我用了一点心思，花儿也都好好
地活着。只要你用心栽花，花儿就会盛
开给你看。”

朋友们听后，跃跃欲试，从最好养
的花卉养起。铜钱草、对兰、富贵竹、
一叶兰、海棠花、太阳花、芦荟，一盆一
盆，渐渐地都活了下来。他们兴奋地
告诉我：“还真是有心栽花花就开呢。
看来，养花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其实养花很简单，只要你适时地
给花浇水，施肥，并给予阳光和雨露，
再难成活的花儿，也会长得茁壮，并且
开花结果。不仅是养花简单，追求梦
想也是一样，只要你用心，订下目标，
采取行动，梦想就会开花。

表妹大学毕业后，放弃了所学的
会计专业，去一家室内设计公司做了
一名学徒。我们都有些不解，毕竟会
计专业才是她的专长，而且这个专业
无论是就业机会还是发展前景，都是
相当不错的。但她说，会计专业是父
母希望她学的，但她喜欢的是室内设
计，她立志要做一名室内设计师。为
了这个理想，她在公司里从零学起，虚
心求学，也没少遭遇冷眼和打击，她没
把这些打击和阻碍放在心上，她研究
了很多国外设计师的经典之作，又揣
摩了很多国内知名设计师的作品，还
试着大胆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将自己
精心设计的作品传到网上供人点评。
渐渐地，表妹的设计作品越来越出色，
经过八年的不懈努力，如今的她，终于
成为有名的室内设计师，她开了自己
的店，圆了自己的梦想。

其实做任何事，都是一样的道
理。用心栽花，鲜花会茁壮成长；用心
做菜，菜品会色香俱全；用心交友，朋
友会情同手足；用心爱人，爱人会幸福
满满；用心做事，事事会称心如意；用
心逐梦，梦想会成为现实。

有心栽花花会开

冬 晨 毛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