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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梁

大冯刚买了一辆新车，兴致勃勃地
开到单位。他故意把车停到最显眼的
位置，崭新的汽车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
光，单位的几个人很快围了上来。

大冯兴奋地说：“咱也算‘有车一
族’了，以后上下班，再也不怕刮风下雨
了！”大冯省吃俭用，攒了好几年才买了
辆中档汽车。美梦成真，大冯恨不得

“昭告天下”，向所有人炫耀他的新车。
别人看着大冯的新车，都点头说：“不
错！”这时，老刘突然开口说：“大冯，你
这款车现在早不流行了。前年就降价
一万多呢，现在卖得也不好，大街上都
很少见这款车。你怎么买这么辆车？
还不如多花两万买辆好点的呢！”大冯
听了这话，脸“唰”地变了，他挤出一丝
笑说：“车就这么回事，自己喜欢的就是
最好的。”

话虽然这样说，但大冯之后再也不
吭声了。他半天耷拉着脑袋，尽管与人
搭讪也努力地笑，可笑得很难看。毫无
疑问，大冯的快乐被莫名其妙地偷走了。

那天，单位的李姐一脸兴奋地对我
们说：“告诉你们一个喜讯，我家闺女在

青少年书画大赛中得了一等奖，厉害
吧！”李姐的女儿刚上初中，学习一直是
中下游，每每谈起孩子她总是很失落的
样子。如今，宝贝女儿给李姐争气了，
她乐开了花。李姐特别高兴，好像终于
找到上帝为她开的那扇窗一样，一种扬
眉吐气的样子，说起来没完没了：“美术
老师说了，我家闺女是最有天赋的。我
跟老公商量好了，以后闺女就走特长这
条路线。将来她还要考高中、考大学，
我们按照特长生来培养，我就不信她学
不出个样子来……”

李姐的话还没说完，单位刚分来的
大学生小颖开口了：“李姐，你要有思想
准备，走特长这条路可是很烧钱的！我
有个同学，一直是美术特长生。她的花
费比别人高很多倍，画纸、画笔、颜料什
么的，都特别贵。尤其是请辅导老师花
费更多，想找个好点的辅导老师，得下
血本呢！她父母都是工薪阶层，为了供
她上学，到现在还住着很小的出租房。
可是她毕业一年多了，还没找到合适的
工作……”

小颖的话，让李姐突然沉默下来。
李姐与老公也是工薪阶层，早就听说让
孩子搞特长很费钱，但被小颖这样一

说，她显得特别沮丧。刚才的快乐，一
下不翼而飞。

到底是谁偷走了你的快乐？那些
对别人的快乐指手画脚的人，好像有种
看到别人快乐心里就长刺的阴暗心理，
总是有意无意给人兜头浇一盆冷水，毫
不留情地把别人的快乐偷走。其实任
何人都没有理由对别人的生活说三道
四，不干涉别人的快乐和幸福，是一种
善良，也是一种修养。

另外，你的快乐之所以能被偷走，
还是因为你太在乎别人的话。内心不
坚定，总是活在别人的评价里，你的快
乐就很容易被偷走。很多人都缺乏“走
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勇气，别人
的评价是左右自己心情的晴雨表，所以
你手中的快乐是不牢靠的。如果大冯
和李姐不在乎别人的议论，把握属于自
己的那份快乐，即使有人说这样那样的
话，也不会影响他们的心情。

生活本来不易，快乐也不易得，所
以更应该珍惜。遇事多站在别人的角
度想，说话有分寸，做人有涵养，别把别
人的快乐偷走。属于你的快乐，一定要
牢牢握在手心里。只要你内心坚定，快
乐就不会被偷走。

谁偷走了你的快乐 邵水河
这条瘦了一个冬天的河流
报春鸟一叫
就变得丰满了
像十八岁的姑娘
从宝庆府的大街上
款款走过

怎么这样清丽了呢
记忆中乌漆麻黑的河流
变得像一面翠绿的镜子
难道画家
不在这里刷洗砚台
这河里的水
就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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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正月的最后几天，岳父经常逐一打电
话，让过去吃千刀菜。

刚娶妻子的那一年，我很好奇，千刀菜到底是
个什么样的菜？过去后才发现，所谓的千刀菜，就
是很普通的饺子。面皮里包的，只是菜园里的时
令蔬菜：已经起苔的青菜、正嫩的蒜苗香葱、顶多
再加一些粉条。洗干净后，青翠翠、绿油油地摆放
在面板上，大嫂和小嫂手握菜刀，一起剁得砰砰
响。我一看，这不就是千刀菜嘛。岳母在一个大
瓷缸里倒面加水，之后和面擀皮。等到大嫂小嫂
拌好了馅，妻子就开始在一旁包饺子。

当然了，大哥、小哥和侄子们也没有闲着。菜
园四边的篱笆经过一年的风吹雨打，早已腐朽不
堪，一只强壮的大公鸡，都能随便挤进去。于是，
大哥去砍竹子，小哥去枝杈，侄子们负责搬运。最
后，岳父把削好的竹棍插成一排，捆绑完毕，一道
结实的篱笆墙就成了。这时饺子也已下锅。等到
一家人在圆桌上坐好，热气腾腾的饺子就端上来
了。干了一天的活，再吃口喷香的饺子，喝几杯白
酒。这享受，真不是一般的惬意。

正月过后，子女打工的打工，上学的上学。岳
父开始农人生活。种些稻子，自己吃点，余下的喂
鸡喂鸭。种一些花生，花生收获后，全部榨成花生
油。虽然只有老两口，也把菜园种得满满的，自己
吃点，余下的，大都也是给了鸡鸭。等到年底了，
岳父把这些鸡鸭蛋油，每家分一点。要是推辞不
要，岳父就说，这些都是纯绿色食品，都是自己种
的，和外面买的不一样。

岳父在世的日子，千刀菜是每年必不可少的
一道菜。集市上有专门绞馅的机子，岳父依然固
执地手工剁馅。集市上也可以买到饺皮，岳父依
然坚持自己和面擀皮。整个正月，每天吃得油油
腻腻，我倒是很希望吃这道清香可口的千刀菜来
换换口味。当时也没有多想，只是感觉一家人在
一起，好热闹。

岳父离世也是在正月，忙完了岳父的丧事，大
家自然没有心情做千刀菜。之后岳母随小哥去了
城里，大哥大嫂一家都是出去打工，菜园自是没有
种菜，篱笆几年没有维修，早已破败不堪。去大嫂
家拜年，还是满满一大桌子菜，只是没有了那道千
刀菜，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今年正月，岳母的身体不适，子女们都去看望
岳母。一大家子难得聚在一起。大嫂就提议做千
刀菜。小哥房子的附近就是集市，不一会，就买了
一大堆青菜、香葱、蒜苗和粉条。于是和面的和
面，洗菜的洗菜，剁馅的剁馅，包饺子的包饺子，饺
子熟后，大家围着大圆桌一起吃饺子。看着这情
景，仿佛又回到岳父在世时的情景。

这些年，我与大哥小哥之间的走动，大哥与小
哥之间的走动，更像是亲戚之间的走动。当初岳
父固执地做千刀菜，或许只是想让自己的子女后
人，能和和睦睦地在一起，一直像一家人。

千刀菜

刘云燕

最近床头摆着一本书，汪曾祺的
《食事》。它用极其细腻的笔调，为我们
讲述着无论是家常小食，还是地方风
味，甚至平凡生活中的小吃，都极具闲
情雅致，意蕴深长。原来，美食中还有
如此深厚的文化。

一边读他的文字，一边思绪就飞到
了乡下婆婆的小院。每到春光乍现，婆
婆早已在园子里忙碌，还不到种瓜点豆
的时节。婆婆早已把地翻好，播上蔬菜
种子，然后担心它们冷，就覆盖上一层塑
料薄膜。当别人家的菜园还荒芜一片
时，婆婆家的菜园里，早已绿油油，长势
喜人了。那些蔬菜是婆婆的最爱，每天
为它们浇水、精心地看护。

我最爱的莫过于新鲜的生菜。一
片片绿色的叶子，嫩嫩的，绿盈盈的。
待把摘下来的生菜放在竹篮里，在水笼

头下冲洗干净。婆婆买来好吃的甜面
酱，一道春天的菜就做好了。我特别喜
欢这种味道。将一片生菜在手上铺展
开来，将甜面酱均匀地涂抹在叶片上。
我将生菜卷起来，轻轻地一咬。那种味
道，鲜、嫩、香，就是一种春天的味道。
这种味道极爽口，清清爽爽，唇齿间散
发着菜的香气，仿佛还有春天泥土的芬
芳。也许是因为新鲜，这种味道更沁人
心脾。每每吃这种生菜蘸酱，我都能足
足地吃上一大盆。婆婆见我们喜欢吃，
就再去摘一些过来。

除了新鲜的生菜，还有让人喜欢的
樱桃萝卜。婆婆总喜欢给我们种点小
小的樱桃萝卜，让我们生吃。当我们把
这种小萝卜挖出来，冲洗干净后，直接
就可以品尝了。这种萝卜，鲜鲜嫩嫩
的，红通通，小小的，吃到嘴里，有一点清
凉，有一点辣，更多的是一种清新。婆婆
喜欢用它拌凉菜吃，而我更喜欢直接生

吃。生吃更有春天的味道。
每到春天，婆婆还有一件最喜欢的

事，就是去地里挖野菜。春风吹起，野
菜也迎风生长。这时，婆婆就欢喜着，
拎着篮子去挖野菜。婆婆认得各种各
样的野菜，叫得出它们的名字。每次她
都会很麻利地给我们挖回各种各样的
野菜来。不过，我最喜欢吃的还是荠
菜。据说《诗经》中就有“甘之如荠”的
说法。我们用荠菜和猪肉馅包饺子，那
种味道，真的是又香又鲜，美味无比。每
每吃完，还要带回家一些。我们把荠菜
凉拌，也格外清口，好吃。

家里的院子里，婆婆还会种上香
椿。等嫩芽刚刚长出来，就打电话让我
们回去摘。那香椿苗嫩嫩的，摘下来，
手中都散发着清香。我们用香椿拌豆
腐。香椿是刚刚采摘的，豆腐是村子里
手工制作的。那种感觉，真棒！香、鲜，
唇齿留香。或者，我喜欢用香椿炒鸡
蛋，别有风味，让人根本停不下来。

春天，草木萌发。婆婆的菜园里，
也一片葱茏翠绿。我们喜欢回到乡下
的小屋，咀嚼春天的美食，更品味亲情
的滋味……

咀嚼春天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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