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 擀 面 里 煨 乡 愁
●李晓伟

（未完待续）

家乡的一年四季都像画，印在我的脑海里。而家乡的小

河是一首诗，常常回荡在我的耳边。

春天，河边开满花，长满不知名的树，柳树长长的枝条

随风飘动，像一位美丽的少女在梳理长发。

夏天，阳光洒在河面上，像镜子一样。孩子们在河边玩

耍。远处的亭子里有老爷爷在下棋，有老奶奶在唱歌，还有

一些年轻人在欣赏风景。

秋天的小河也毫不逊色。虽然没有了鸟语花香。但是，

树叶为了点缀自己的家园，各显神通，改变肤色。那绿叶中

夹杂着红或黄的叶子，不正是一朵朵艳丽的花吗？它们都随

风飘落，乘着河水秋游去了。

冬天，河面结了冰，这里又成了孩子们的乐园。你看，他

们穿着五颜六色的厚厚的冬装，戴着手套，在河面上追逐打

闹，这哪里还有冬日的萧瑟和寒威？

这就是我家乡的小河。它是我心目中的天堂，它滋养了

我们，欢乐了孩子，灌溉了农田。

我爱你———家乡的小河！

小作者能够抓住景物的特点，按

照时间的顺序，描绘出小河一年四季

的美丽景象，小作者文笔自然清新，

在描绘景物时，能做到情景交融，表

达出自己内心的感受。

进到车厢，谭启龙等和主席相对而

坐。主席问：“山东今年的年景怎么样？

是不是还是五个（丰收区）包四个（灾

区）？今年全省共收了多少斤粮食？”谭

启龙回答：“今年的年景不错，虽然遇到

了大旱，但粮食总产可以达到250亿斤，

去年是228亿斤。”主席问：“大旱之年还

能丰收？”谭启龙详细地向主席汇报了

山东的旱情，以及山东人民进行抗旱斗

争的有关情况。

主席听后，比较

满意，“嗯，河北省井

陉县有个抗旱丰产沟

经验也很好。领导班

子思想作风建设，你

们是怎么抓的？”主席

在听了我们解决领导

班子思想作风问题的

一些措施后，说：“关

于领导方法的决定，

有两条，一是一般号

召和个别指导相结

合，二是领导和群众

相结合。我们无论进行什么工作，都要

采取这两个方法。”

“任何工作没有一般号召，就不能

动员群众行动起来。但只限于一般号

召，领导人员没有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

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再利用

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不能验证

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不能

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一般号召也就有

落空的危险。”

“工作之中，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

性，而没有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这种

工作就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如果只有

群众的积极性，而没有有力的领导去组

织群众的这种积极性，群众的积极性不

可能持久，也不可能再提高到更高的程

度。我们在工作中要注意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我了

解到，河北省开会就检查了三条：自上

而下的多，自下而上的少：一般号召多，

个别指导少；从领导到群众的多，从群

众到领导的少。这些都要引起我们的注

意。”

主席问：“你们山东的后方在哪

里？”

苏毅然回答说：“在沂蒙山区。”主

席从苏毅然手里要过地图，苏毅然和

杨得志马上帮助毛主席把地图摊在车

厢的地毯上，苏毅然面对主席，席地而

坐。

主席问道：“沂蒙山区大体在什么

位置？”苏毅然说在津浦路以东。

主席又问：“这个地方到津浦路具

体多少里路？”

“具体多少里路我不大清楚，大约

100多公里。”

“离胶济路有多远？”主席继续问

我。

“离胶济路就更远一些了。”我回

答。

“为什么没有莒南、莒县？”还没等

苏毅然回答，毛主席的目光离开地图，

抬头又问：“敌人进来了怎么办？”

“这个地方不容易进来。”苏毅然

说。

“这个地方就真的进不来吗？”主席

反问道。

“这个地方确实不容易进来，如果

敌人要进来，除非他们想当张灵甫。”苏

毅然语气坚定地说。

“这里有个孟良崮？”主席问道。

“孟良崮就在沂蒙山的里头。”苏毅

然回答。

主席面对地图，沉思了一会，似是

自言自语：“这个地方是不大容易进来!”

在汇报到山东已试制出半自动步

枪时，主席问：“你们三七高射炮有没

有？其他炮有没有？”

杨得志回答：“炮都是由华东统一

安排生产的。”

主席看着我们，语气坚定地说：“将

来真的打起仗来，不要靠中央，要自力

更生，中央既没有粮，也没有布匹，现在

还有点枪炮，打起仗来枪炮也没有。我

们历史上，就是抗美援朝、中印边界冲

突这两次靠后方供应了点枪炮。真正打

起来，中央什么也没有，只有发号施

令！”

接着主席又让我继续汇报山东三

线建设的有关情况。

主席听完汇报，明确指示：你们看

美国人会怎么样？只要在三年到五年的

时间内，不发生战争，我们就可以把大

小三线建设起来，就不怕了。

津浦线一带有没有驻军？有没有地

方师？抗战时期，我们只有三个师，现在

各个地方共有十几个师了，将来打仗单

依靠中央是不行的。每个地方有一个师

就好办了。

不要说群众了，连我们党内还有

人认为打不起来，或者只是小打，不相

信会大打。他们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

的，我们本来就是做两手准备的。

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

三五年内要把这件事情搞好。把大小

三线搞起来。后方建设起来，敌人如果

不来，浪费不浪费？没有什么浪费。粮

食储存一些有好处，反正要吃的。棉布

存一点也有好处，也反正要穿的。打起

仗来，没有粮食是不行的，打仗要有饭

吃。枪炮子弹如果用不着，就只好当废

铁了。打洞，不过用了点劳动力。

敌人登陆要找我们的弱点。青岛

工事修得那么好，敌人为什么要在青

岛登陆？龙口、成山头，过去日本就在

那里登过陆。越是我们认为它来不了

地方，设防薄弱的地方，它可能就在那

里登陆。

还是让敌人进来，尝点甜头，诱敌

深入，好消灭它。先消灭它一个营，再一

个团、一个师地消灭。

吃名州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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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游园还是那个游园，却似乎与往日

不同。

吃过晚饭，一个人不由自自主地走到

了人口游园。时令已是初秋，游园里休闲纳

凉的人们少了许多。

那些遮天蔽日的树木，似乎忘记了季

节的更替，依旧现出郁郁葱葱的样子。红色

的灯笼在枝桠间朦朦胧胧，无数的蛐蛐在

灌木丛里此起彼伏，周围更显得幽静了。行

走在昏暗的林荫下，恍惚在寂静的山谷里

穿行。

我这个人从骨子里是喜欢宁静的，这

样的时光是最好不过的了。我且放慢自己

的脚步，扯开思绪的缰绳撒野吧。

七月十七的月光皎洁如银，因为灯光

的昏暗，那点点的银色透过密密的叶子，顽

强地、执着地洒在我的身上。

忽然觉得，这样静谧的时刻，与王维当

年行走在寂静的月色山谷何其

相类。“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

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即便没有清泉，我也能听到若有若无

的泉声。真的，若你的心足够静，若你的心

里流淌着缓缓的泉水，你一定会听到那泉

声的。何况还有这静静流淌的月华。

更想到，陶渊明隐居山林，真的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山了吗？窃以为其实未必，

或许那山菊就绽放在他的心间。“问君何能

尔，心远地自偏。”这也许才是真正的答案。

青原惟信禅师讲到自己修佛悟道的历

程时曾经说过：“老僧三十年前来参禅时，

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

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

得个体歇处，依然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

水。”

从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到见山不是

山、见水不是水，再到见山还是山、见水还

是水，惟信禅师对人生的感悟可谓深矣。

从最初的感性认识上升到之后的理性

认识，再用理性认识指导感性认识，最终看

到了一个褪去了表象的真实的事物的本

质，最终“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

人生也是一样，一个人刚开始接触这

个世界的时候，因为了解得太肤浅，所以是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境界。

随着年龄渐长，人在经历过无数的问

题和挫折之后，开始逐渐了解到人生的深

意，就不再有刚开始的心态，所看到的任何

事物都具有了复杂的特性。山自然不再是

单纯的山，水自然不再是单纯的水。

大多数人到了第二重境界，人生走到

了终点。而人生的第三重境界，返璞归真，

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专心致志去做自

己应该做的事情，不与旁人有任何计较，无

求无欲，与世无争，面对世俗之事，一笑置

之。

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似乎因为太多

坎坷的磨炼，慢慢参透了一切的名利羁绊，

多了一些无争，多了一些快乐的有为，正在

试着走向第三重境界。

就像今天，我一个人漫步在安静的游

园，这里的一切让我愉悦而平静。这高高大

大的树木，让我敬畏生命的伟大；这萦绕在

心头的花香，让我如饮甘露、如听韶乐。

人生的乐趣，仿佛只在乎你内心的感

受，无关富贵，无关贫贱。

有个民间故事说，有一天苏东坡去登

门拜访佛印，问道：“你看我是什么。”佛印

说：“我看你是一尊佛。”苏轼闻之飘飘然。

佛印又问苏轼：“你看我是什么？”苏轼想

难为一下佛印，就说道：“我看你是一坨

屎。”佛印听后默然不语。

于是苏轼很得意地跑回家见到苏小

妹，向她吹嘘自己今天如何一句话噎住了

佛印禅师。苏小妹听了直摇头，说道，“哥哥

你的境界太低，佛印心中有佛，看万物都是

佛。你心中有屎，所以看别人也就都是一坨

屎。”

心中有快乐，你的面前，一朵小花也会

灿烂整个世界。心中有悲伤，你的眼中，艳

阳也会黯然无光。

用参透了一切的平常心，以大智若愚

的方式做好自己认为快

乐的每一件事，但问耕

耘，莫问收获，快乐就会

一直紧紧伴随着你，挥之

不去。

环顾四周，月华依旧，

这游园还是那个游园，尽

管与往日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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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活跃在汝州城区的每个

角落，你们数年如一日地为城市

绿化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你们

用双手书写着“爱岗、敬业、奉献”

六个字，我们却欠你们一个光荣

称号———最可爱的园林人。

爱岗，乃你们所愿。城市绿

化是一项繁琐和辛苦的工作，可

是你们没有抱怨过什么，坚持在

每块绿地上挥洒着汗水。你们深

爱着这片绿地，也深深地懂这片

绿地，那一排排树木，一棵棵小

草，生长情况如何，多少数量，姓

甚名何，你们如数家珍。

敬业，乃你们所责。绿化管

护工作看似简单，实则不易。一

是技术性强，别看只是树木花

草，没点专业知识，一般人还真

难把它们种活，但甚至都没读完

高中的你们，却学好并掌握好了

每种植物的种植技术，确保了成

活率；二是需精心护理，种好了就得养好，护理

植物，你们比照顾自己的孩子还认真，修枝、浇

水、施肥、防虫、治病，每一天都是这样细致、耐

心地完成；三是时间性强，一年到头，适合种花

栽树的时间就那么几天，但任务量却是不折不

扣，你们为了不错过最佳种植时期，多少次主

动放弃了自己的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完成工作

任务。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但从没听你们说起

过。

奉献，乃你们所乐。你们似乎觉得爱岗敬

业还不够，还要忘我，还要奉献。在你们当中有

很多同志家中有老人的呼唤，或是妻儿的等

候，甚至自己都是疾病缠身，可是你们还是在

坚持着每一日的绿地巡查，精心地照顾着每一

棵树苗。每每此时，我不禁想上前问一句：苦

吗？累吗？

很苦！很累！还平凡！但你们说，当看到一

株株树木茁壮成长，一片片草坪郁郁葱葱，一

朵朵鲜花竞相开放，辛劳的汗水换来了城市的

花园绿地、环境的清新优雅，就感觉工作是快

乐的，生活是充实的。这，就是我们最可爱的园

林工，没有豪言壮语，没有丰厚待遇，却用朴实

的双手，谱写着一曲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新

篇章。

家乡的小河
●塔寺学校五(6)班 闫心怡 辅导教师：刘俊芳

评 语：

记忆里，如果非要找一份慰藉心灵、慰藉

舌尖的美味乡愁，非一碗手擀面莫属。

那是母亲的味道，那是亲人的味道，那是

家的味道，那是一弯婉约美丽的乡愁。它一直

像一根怀旧的琴弦，绷在人们的舌尖上，弹在

人们的味蕾中，任风雨和岁月弹拨。

在汝州这座中原小城，手擀面正是因为饱

含着浓浓的乡愁味道，才让那些怀旧的老饕们

口舌生津、口水横流、入口难忘、回味悠长。就

像一道倔强的风景，屹立在人们的唇齿之间，

舌尖之上，胃袋之中，任霜雪和炊烟的涂抹，反

而显得愈发婉约和凝重。

说起手擀面，在汝州不用过多介绍，人们

对手擀面的喜爱和思念，早就胜过了南国“此

物最相思”的红豆，它早已浸透在汝州人的血

液里，浸透到汝州人的梦里。

因为手擀面倍受欢迎，如今街头有专门经

营手擀面的小吃店，尽管他们将手擀面融入了

一些现代元素，但仍最大程度上保持着古朴传

统的特色。这些小店的桌椅是原木的，那种原

始的纹理，记录着岁月的沧桑。菜肴是传统的，

包括老汝州特有的炼油渣、大灌肠、卤牛腱、粉

皮等。但最具特色的，也是做吸引饕餮食客的，

非手擀面莫属。

手擀面讲究的是面的筋道和蒜汁调料的

味道，当然，也要讲刀工和品种。街头小吃店里

的手擀面，不仅有传统的黑面条和白面条，而

且有两掺面条，有紫薯面条。里面饱含的各种

乡愁元素，已经被反复复制在味蕾和肠胃，时

不时让馋虫蠕动，不吃不足以解颐。

快节奏的城市现代生活，把一切都变得特

别便利，吃饭要么叫外卖，要么去饭店小吃店，

就连面条都有加工好的，导致如今许多大姑娘

小媳妇都不会做手擀面了。街头小吃店手擀面

的出现，无疑弥补了这种缺憾。

当温水和清香的面粉相遇，一股特有的面

香便会扑面而来。调好了面开始揉，用手掌和

指尖，把力道传递到面团里，面团于是越揉越

筋道，越光滑。

木质的擀面杖，已用了多年，被岁月磨出

了醉人的棕红色的光芒，有手的温度，也有面

粉的清香。

一圈圈，面团被擀面杖推送了一个圆圆的

期盼，擀面，擀得越圆越好，最终铺满整个案

板，薄近一张纸，圆如一轮月。撒些面醭，对折

再对折，切成韭叶宽或细面条，整整齐齐地摆

放在案板上，既赏心悦目又很有成就感。

这样的面条下到锅里，捞到碗里，甜中夹

着香，看起来开胃，吃起来顺滑。十几种调料是

提前备好的，有蒜汁、姜汁、芝麻盐。有大油、味

精、辣椒油等，食客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调理。

手擀面最能检验一位家庭主妇的厨艺，手

勤眼快的主妇们擀完面条能做到手光、盆光、

案光这“三光”，在一定程度上，厨房“三光”不

仅看起来利索，也几乎成为汝州人评价一个家

庭主妇是否能干的标准了。

人们之所以喜欢手擀面，正是因为大锅煮

出的面条和各种调料。

煮面锅是家里最大的锅，宽汤大火，火舌

舔舐着锅底，蹿出灶口，伴着水汽菜香，弥漫出

一种综合的味道。待水哗哗翻滚，面条下锅。筷

子是搅不动的，那得用笊篱。“仨滚的饺子俩滚

的面”，滚就是开锅水沸。开锅，浇凉水止沸，防

止溢锅，再开锅，再加凉水，面条就熟了。

面条将熟之际，将配菜一一下锅，一滚即

熟。端着这一碗手擀面，浇上各种调料，第一

筷子挑起来，别急着吃，你闻到的是什么味道？

不仅仅是菜的香气，更有那热气蒸腾着的面

香。面入口，筋道而有弹性，又不似当下一些面

馆里的那种食品胶似的筋道。那调料的香味和

口感也是极好的，蒜味醇厚，芝麻盐香浓郁，大

白菜既不软烂，又不生硬，入味挂汁的程度，吃

到嘴里才感觉到它不一样的当家菜本色，不排

外，容得进所有的味道。

这样一碗面条，吃起来既不费力，又不糊

嘴。汝州人讲究“原汤化原食”，吃完面条，再来

一碗煮面条的汤，面汤下肚，这一碗面条才算

功德圆满。

手擀面里，包含的是生活的艺术，也是人

们日常生活的见证。尽管随着物质水平的不断

提高，人工面逐渐被机器面所替代，品种也由

原来老土的豆面面条、玉米面面条、杂面面条

换成了如今好听的方便快捷的各类面条，但母

亲的手擀面却依旧保持本色，像是在坚守着一

个不变的承诺，固守在汝州人的味蕾深处，深

深镌刻在人们的脑海，沉淀成了记忆里的乡

愁。

那是怀念故土、怀念亲人难以割舍的情

缘，是游子对故乡的牵挂与依恋的最直接的体

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