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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正宗的山西人。小
时候兄弟姐妹四人，外公外婆
得下地，母亲年龄最大，所以一
日三餐等等家务活儿就落在了
她的身上。最拿手的就是母亲
做得一手正宗的刀削面。母亲
从采购、洗切，一直到炒、炸，直
至将饭菜端到桌上，任劳任怨，
颇有中国传统家庭主妇之风。
爸爸常年外出做工，一次去山
西挖煤，认识了母亲，被她一碗
刀削面勾得忘了东西南北，从
此娶得这个北方的媳妇回家。

母亲的厨艺在亲戚朋友和
街坊邻里中是出了名儿的。烹、
煎、炸、炒，样样皆通，其中最有
名的还数"刀削面"。

后来从书上得知，刀削面
是著名的山西面食。从和面，醒
面，到最关键的削面，每一个步
骤和程序都讲究技巧和手艺。
首先用冷水将面粉和好，要比
较硬，面盆上要放块湿毛巾，以
免表皮干硬。搁置(又称醒面)半
个小时，其间要再揉几次，使面
团柔韧结实，俗称"筋道"。水烧
开后，把面团揉成椭圆的长方
体状，左手托着面团，右手拿着
削面刀，由上往下，从左向右顺
着一个方向削，用力须均匀，削
出来的面条既长又薄且细。外
加用肉丝儿、黑木耳、蘑菇、金
针菇、豆腐干炒出来的肉臊子，
再滴一些山西老陈醋，吃起来
嗤嗤溜溜的非常过瘾。

山西人偏爱面食，名不虚
传。记得小时候，每天放学回

家，母亲不是在擀面条，就是在
刀削面，或者是拉面。只见随着
右手臂的来回滑动，母亲像变
戏法般的将一团面，刹那间就
变成又细又长又薄的刀削面
了。只见面条在煮沸的水面上
下翻滚，不一会儿面就出锅了。
刀削面同手擀的面条相比，口
感确实是天上地下。那是咬起
来筋道，又极端的滑溜。对于牙
齿咀嚼有困难的人，吃山西刀
削面是首选。有人说，母亲是影
响人一生的人，母亲的刀削面
也影响了我，让我打小就偏爱
上了面食。

参加工作后，想家的时候
总是会想起母亲和刀削面。它
们纠结在一起，深藏在记忆深
处，思乡的夜晚，经常地冒出来
让乡愁变得更浓。也曾多次试
图找到卖山西刀削面的餐厅，
但都失望了。

三年前，从一位同事口中
得知城西最近开了一家卖刀削
面的餐馆，于是急不可待地与
爱人、儿子直奔而去。每人点一
大碗肉丝刀削面。

二十分钟后，侍者端上了
刀削面，一看，倒抽一口凉气，
只见面条又短又粗又厚，与记
忆中的相去甚远。随即吃了一
口，又干又硬又难咬。一碗面吃
下来，不亚于一次牙齿咀嚼马
拉松，非常辛苦。儿子问我：“爸
爸，这就是你说的奶奶的刀削
面呀？一点也不好吃。"

前年暑假曾回乡探亲。在

家期间，母亲也为我
们做了几次刀削面。
我仿佛又回到了儿
时，经过了千山万水
的跋涉，终于又品尝
到了梦寐以求的母
亲的刀削面。儿子这回
说：“奶奶的刀削面比餐
馆的好吃多了。爸爸还有
母亲你们为什么不做呢？"

于是乎跟爱人相视一笑，开始
向母亲学习如何做刀削面。虽
然只会皮毛，手艺不精，但回城
前还是像模像样地买了一把削
面刀，以备日后切磋。

一年多了，削面刀被我束
之高阁，躺在被人遗忘的角落。
去年暑假闲来无事时，我忽发
奇想，又开始学习烹调。一日收
拾厨房，突然看到了静静歇在
壁橱角落的削面刀，于是操起
刀来开始尝试。

第一次面太软，只能揪面
片汤；第二次，面醒的不够，削
出的面条太硬。不断的试作，不
断的总结经验，不知试验了多
少次后，终于削出了有点模样
的刀削面，配上鸡汤鸡丝和香
菇木耳，尽管与母亲的刀削面
无法相比，但是那一晚，全家人
还是吃的非常开心。

看着儿子满足惬意、狼吞
虎咽地大块朵颐，我开始更深
地理解了母亲，在生活贫困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母亲费尽心
机变着花样的调剂着我们的饮
食，擀面、刀削面、拉面，种种都

深藏着她对儿女的深情厚爱。
母亲用不同的面食喂养着儿
女，努力着用尽心思意念地爱
着我们兄弟姐妹四人。

养儿方知父母恩，当我为
儿子的三餐不停的变换着食谱
的时候，我从心灵深处感谢我
的山西母亲，因她的付出，使我
有快乐的童年。我也感谢上帝，
古稀之年的母亲依然康健乐
观，神思敏捷，在我返家时，仍
能为钟爱的儿女作出地地道道
的山西刀削面。

母亲和刀削面，总是被我
联系在一起，想起母亲，就会
想起母亲的刀削面，就会想起
母亲站在锅边，撸起袖子，挥
舞着瘦长的手臂，熟练准确的
将面削进滚开的水里，这一幅
画面经过岁月的锤炼和凝结，
作为最宝贵的珍藏收集在记忆
的八宝箱。那是母亲留给儿女
的爱的证明和延续，母亲和刀
削面，于人或许是一个奇特的
组合，于我，却有着独特的意
义。

母亲的刀削面
文/王贞虎

冬菊花开
文/江旺明

冬天是一杯清爽的香茗，在
清新平和中盈盈绽放。冬天是穿
着素服的白衣天使，它优雅恬
静，让你感受到它既圣洁又亲
切。

冬季，绿树变成了灰褐色，
寒风凛冽刺骨，花谢果落，只有
菊花还在秋风中摇曳。走在乡间
小路上，遍地都是落叶，这样子
冬天就来了。

一棵棵光秃秃的树枝，在寒
风中挺立着，虽然它看上去是如
此地狼狈不堪，但它的根却深深
地扎在土层中，汲取养料，在静
寂中积蓄力量，一旦春天到来，
这种生命力便勃发出来，百花次
第开放。

当冰雪覆盖着大地时，小
泉、小溪也都失去了生机；当飞
雪铺天盖地时，大地一片苍茫，
也许你会认为这周围只有单调的
苍白和乏味的冷寂，并且认为这
是万物回归自然。不过，我觉得
它们傲霜斗雪，是真的勇士，梅
花就是“香自苦寒来”的，那
么，谁又能否认冬同样是生命旺
盛的竞技场？从这里，可以丈量
一个人生命的厚度，可以洞烛一
切灵物的纯度，冬是幽静的、安
宁的季节，但不是安眠，而是一
种积蓄酝酿。这时我便想起了一
句话：夏天可畏，冬天可爱。

冬，浓缩了一春一夏的欢乐
与热情，抒写着秋的一串串回
忆。它用你对大自然殷切的期待
而凝结成亮丽剔透的六角形诗
帆，洒向空旷的大地，预示着来
年的喜讯。

冬，深藏着春夏秋的真情实
意，用多彩的笔勾勒出写意的横
竖撇捺点，展示出冬的意蕴。只
有用心去感悟，才会觉得它不苍
白单调。冬没有百花争艳的烂
漫，也没有莺歌燕舞的活泼，需
要的是勇往直前的搏击。

冬，是深沉的，是宁静的，
是圣洁的。冬天，充满着期待，
充满着感悟。莎士比亚曾经有句
名言：巢燕未敢来，水仙已先
至。虽然手脚冻得难爱，但这却
是走向温暖之春的必由之路。趁
冬还在身边，好好体会一下它的
神韵吧。

自然界的情感法则，与人类
的情感法则是息息相通的。感悟
冬天，用心去聆听大自然，达到
生命的另一种境界。到时，人便
会觉得世界小了，也会觉得自然
的臂膀宽大无比。人生纵然飘浮
不定，但一年四季却依旧如此，
亘古不变。

从冬天出发吧！踩着白皑皑
的积雪，听着漫山遍野的宁静，
带着纯粹的心境，我们出发：我
们可以抵达任何一个地方，抵达
任何一个季节，抵达任何一种高
度。这是冬天赠给我们的信心。

感受冬天
文/黄云香

阳台上，茶花树技挂着
的花蕾，像一颗颗青葡萄，
海棠枝上爬着的花苞，像一
粒粒青豆。唯有冬菊开了。

灿灿的暖阳之下，亭亭
玉 立 的 身 杆 撑 起 蓬 蓬 的 枝
叶 。 枝 叶 丛 中 ， 未 开 的 花
蕾，像害羞姑娘抿嘴而笑的
脸蛋。绽开的花儿，像新媳
妇盈盈的笑脸。细细端祥，
密密的黄色花瓣，疏疏的雪
白花蕊，鲜活透亮，娇嫩可
爱，让人感觉到有梵高向日
葵不俗的气韵。飘溢阵阵的
芬 芳 ， 引 来 土 蜂 嗡 嗡 地 吟
唱、蝴蝶翩翩起舞，给冬日
的阳台增添了生机和春意。

其实，冬菊花开，来之不
易。

去年，我从邻居家弄来
一蔸冬菊，栽在盆里，经过
精心培育，苗身不高不矮，
枝叶青青幽幽。到了秋天，

打起了绿苞。可是，冬日里
花苞没有一丝微笑，像颗颗
青枣似的。待到春节过后天
气暖和时，它的枝头才绽出
一朵朵细小的黄花。妻子见
此说：“这是什么冬菊花，
跟菜花差不多。”在我的阻
止下，她才没有拔弃。

之 后 ， 我 反 复 追 问 邻
居，得知她确实是冬菊。并
与邻居一起，分析了冬菊不
开的原因。

我 家 居 的 楼 层 虽 然 不
低，但阳台前楼房遮挡，冬
日阳光有时只能通过楼房间
的缝隙，稀疏地照射过来。
冬菊在阳台居位置，阳光每
天光顾的时候很少。冬菊不
开，主要是缺乏阳光足够的

温暖。
今年，我除精心培育冬

菊苗之外，在她花期的冬日
里，遇上晴朗的好天气，我
就为她忙起来。早晨一缕朝
阳染红阳台西端，我就将她
掇至西端；中午阳光直射阳台
中间，我就她搬回中间；下午
夕阳斜照阳台东端，我就将她
请至东端。阳光照耀到阳台那
处，就将她搬至那处，尽力让
她饱受阳光足够的温暖，致使
她预期开放。

冬菊花开，得益于冬阳的
温暖。由此，我联想到美国女
诗人布雷兹特里特名言：“阳
光所照之处，便是我安身立命
之地。”我想，诗人如此，我家
的冬菊何不是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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