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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长清

花花的的菜菜，，菜菜的的花花

□陈莹

我居住的小区，有个好听
的名字，叫文昌花苑。其实，花
苑之中并无花，有花也是菜
花。

花苑西门，有个不大的菜
市场。一开始，只有三三两两
的小商小贩，贴着道边，摆个
小摊儿。这些摊主，一边招徕
生意，一边东张西望，一副提
心吊胆的样子。一旦发现城管
执法的汽车驶来，就像古代百
姓看到烽火台冒烟，立即麻利
地收拾摊子，迅速撤离。

时光流转，短短几年时
间，菜市场滚雪球似的愈扩愈
大。仅隔几步之遥，本来有个
设施完善的集贸市场，里面的
菜贩子却纷纷挪将出来，加入
到地摊买卖的行列。眼下，小
区西门内外，菜摊子一溜两
行，从早到晚熙熙攘攘。居民
买菜方便了，出行却困难了。
人头攒动，簇拥在一起，真跟
菜花似的。

城管每天都开着车来，东
跑西赶着“掰菜花”。不过，商
贩们见到城管，不再像以前那
般胆战心惊，而是学会了斗智
斗勇。你来我退，你赶我缠，你
疲我摆，你走我卖，游击战术
运用得炉火纯青。这倒让我想
起峨眉山上的猴子，因为见过
世面，所以不惧世人，经常随
心所欲地从游客手中夺食，甚
至出其不意地“探囊取物”。

在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
城管慢慢被锤炼得文明执法
了，几乎每天都来苦口婆心地
规劝摊主，为居民和行人疏通
出路。现在，城管与菜贩子们
荣辱与共，和谐发展，已经相
看两不厌了。

在卖菜的人群中，不知何
时增添了一对小夫妻。两人年
龄约有三十岁左右，都长得黑
黑瘦瘦的，颇有夫妻相，只是
妻子比丈夫多戴了一副红框眼
镜。夫妻俩性格互补，男人闷头
干活，不苟言笑；女人却非常健
谈，从早到晚笑嘻嘻的。起初，
他们随大流贴着道边摆摊，蔬
菜品种也不多。与众不同的

是，他们身边经常带个五六岁
的小女孩儿。孩子很听话，整
天围着菜摊子独自玩耍，从不
给父母添乱。有时孩子犯困，
就蜷曲着瘦小的身躯，睡在蔬
菜堆里，像一片匍匐于田野的
菜花叶子，惹人怜爱。

小夫妻待人实诚，价格公
道，秤上足斤足两，而且不像
某些商贩抠抠唆唆，锱铢必
较。七块九，收七块五；八块
三，收八块。头一天的剩菜，不
新鲜了，便放在不起眼的角落
里；你若不嫌打了蔫儿，一定
给你价钱减半或者大半。顾客
买多买少随便，从不劝顾客多
花钱。我遇到过一个卖豆腐
的，你要一斤，非要热情无比
地给你割二斤半，让你哭笑不
得地将白豆腐吃成臭豆腐。

后来，小夫妻租了一间不
大的地上储藏室，算是有了遮
风挡雨的门头房。蔬菜仍然摆
在门前，但品种日趋齐全，由
原来的四五种增加到四五十
种之多。与此同时，妻子的肚
子也越来越大，这是要生二胎
的节奏啊！果不其然，十月怀
胎，他们又生了一个女儿。小
两口愈加忙碌，领着一个小姑
娘，抱着一个更小的姑娘，起
早贪黑，收钱找钱，秤进秤出。

这一家子，引起了众人的
关注和同情，买卖逐日火爆起
来。我是小夫妻菜摊的常客，
有时等他们有了空闲，便主动
与之搭讪攀谈，对他们渐渐有
了些了解。他俩曾经同在一个
酒店打工，小伙子是厨师，聊
城人；姑娘是服务员，长清人。
两人结婚后，没有走一般厨师
服务员的“绝配”套路——— 夫
妻双双开餐馆，而是选择来到

姑娘的家乡卖菜。更多的年轻
人，宁肯在酒店干服务员，那
是个看似地位卑微，却见多识
广、衣鲜食优的行业，不似卖
菜这般辛苦。小夫妻的双亲都
在农村，种地为生。农闲时，能
看到有个半老的妇女，抱着小
姑娘坐在一边玩耍，估计是孩
子的奶奶或姥姥。

诚实的劳动者是受人尊
重的，多数人是乐意将心比心
的。老太太买六毛钱的香菜，
递过一块钱，甭找了。大叔买
香菇，该找给五毛钱，不要了。
常有买菜的婶子大嫂，故意在
菜摊前多逗留几分钟，帮着看
会儿孩子。晚上收摊时，也有
路过的居民主动搭把手，帮着
小两口抬筐子。

那天晚上，我出小区散
步。转了一圈回来，见小两口
正忙着收摊。他们的小女儿，
安静地坐在一个蔬菜筐子上
等着；大女儿（七八岁了，刚上
小学），挥着一把笤帚，吃力地
清扫散落在路面的草绳菜叶。
这情形，我已不止一次看见。
此刻，我突发奇想，一家人亲
亲热热聚在一起，多像一枚密
实的菜花呀！

有资料说，菜花的营养比
一般蔬菜丰富。它含有蛋白
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食物
纤维、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菜花质地细嫩，味甘鲜美，其
嫩茎纤维，烹炒后柔嫩可口，
食后极易消化吸收，适宜于
中老年人、小孩和脾胃虚弱、
消化功能不强者食用，还有
清热解渴、利尿通便之功效。
朴实，厚道，清馨，温和，亲切。
这种像花的菜，或者像菜的
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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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勇

有时脑海里会突然闪出
一些荒诞的念头，希望某一天
能远避尘嚣，遁迹山林，削发为
僧，皈依我佛。终岁闻经声佛
号，暮鼓晨钟；伴青灯黄卷，碧
水寒山。剪去烦恼丝，跳出红尘
外，这是何等的潇洒与超然。

可是，我不能！
当女儿因调皮捣蛋挨了

打，咧着小嘴，张着小手，扑到
我怀里，委屈地抽泣：“爸爸 ,
妈妈又打我了！”揽女儿入怀，

爱怜地抚慰。我知道：孩子需
要我，至少在挨打的时候。

当妻用心忙活完一顿可
口的饭菜，幸福地喊我：“老
公，开饭喽！”我明白：妻子需
要我，与她一起分享有滋有味
的生活。

当我回到家中看望年迈
的父母，父母喜悦地迈着蹒跚
的步履迎向我。泪眼蒙眬中，
只有父母的白发在飘。我知
道：父母需要我，他们希望自
己的儿子能陪着走过人生的
暮雨时节。

烦恼就像一滴微不足道
的油，它滴在亲情的海面上，
迟早会被冲得无影无踪。

看来，幸福的傻瓜与佛无
缘。

与与佛佛无无缘缘

灵岩心语

□冯波

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喧
闹，想暂时忘却人世的纷争，
给负重前行的心灵寻找一方
净土，请跟我来……

我们在某一天的清晨，沐
浴在霖霖细雨中，各自撑一把
小伞踯躅于空旷的长堤，“久
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远离
了都市的艳丽与轻浮，自由享
受着那份久违了的诗意的宁
静与超然。或徘徊在人迹罕至
的林间小路，“曲径通幽处，禅
房花木深”。口中吟诵着古人
脍炙人口的诗句，在空濛的山
色中任如酥的细雨打湿额前
的黑发。

或在一个北风啸叫，瑞雪
横飞的清晨也好。你我昂然立
于雪山峰顶，观云海潮来潮
去。抑或踽踽独行于寂绝古
原，在茫茫苍苍的天地间去寻
寻觅觅那一片祖先曾留给我
们的亘古的混沌，寻寻觅觅那
一丝原始的朴拙。

你我相携，或踟蹰于芳草
凄凄的长河岸边，河水或滔滔
东去，或潋滟低回，凝望着天
边渐沉渐落的斜阳，去感受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
千古迷惘。

如果我们拥有一间依山
傍水而居的茅舍，房前屋后植
几株怪竹鬼柳，窗含一汪秋
水，门泊一叶扁舟，这恰是到

了极致。每当风生竹院，月上
焦窗之时，立于窗前，谛听山
间万籁的和鸣，观赏粼粼水波
中缥缈的月光。心有灵犀，无
须言语，你我尽可感受天人合
一的境界。

步于庭中，把酒临风，宠
辱偕忘，波澜不惊，陶陶然感
受着古人“手举金樽带月吞”
的豪情。这样一种情怀，怎一
个“妙”字了得。

闲云野鹤，向往美好自由
之身，就这样特立独行于茫茫
天地间，世上的一切污秽丑
恶，烦恼忧愁都将归于沉寂。

在诗意的生命中，你我必
定孤单，却很潇洒；注定寂寞，
却无拘无束。

□莫语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
冬至，大家要记着吃饺子噢。”
随着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播
音员一句温馨的提醒，大家在
数九寒天中又想起了一个难
忘的节气。然而，当播音员提
示冬至饺子的时候，我已经端
起了母亲亲自包的水饺，热气
腾腾中吃起来，在严寒中享受
着美食，在冬至饺子中享受着
母爱的温暖。

冬至的济南，有着很深的
朦胧美，雾霾形影不离地环绕
在我们身边，就是很好的例
证，长清当然也置身其中。一
大早起来，由于天气原因，不
敢很锻炼，穿上休闲运动服
装，戴好防霾口罩，在就近的
公园转几圈，出门运动就算

“签到”出勤了。随着时间的不
断流逝，雾霾也有所减弱，在
锻炼回家的路上，忽然手机电
话铃响了。那是母亲一早打来
的电话，“今天干什么去？”“上
班”“中午不出发吧？”“不出
发”“不出发叫上你对象，家来
吃饺子、过冬至。”我一听今天
是冬至，吃水饺，高兴得不得
了，迫不及待地说，“行啊 ,
妈。”

冬至饺子夏至面，即使上
班再忙碌的人也难以忘怀。我
感觉在中国的二十四节气中，
除了春节不可比拟外，冬至、
夏至，元宵节、中秋节，算得上
中国的“金牌”节日。一年一个
冬至，冬至常有，吃饺子的冬
至却不可能常有。2016年的冬
至，我将有一个幸福的冬至。

空气中弥漫着冬至，思绪
中装满了饺子，过去快速流逝
的时光，一时慢了下来。上午
八点，赶到办公室；八点半，区
委第三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
体会议筹备会，紧接着落实筹
备会会议精神，按照高度重
视、各负其责、严肃纪律的“三
项要求”，分解任务、落实情
况……忙忙碌碌的一上午，充
实的劳动，充满幸福的冬至。
下班了，急急忙忙给对象打电
话，分别赶往母亲的家。

母亲的家同样在长清城

区，仅仅十多分钟的路程。一
进母亲的家门，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茶几上两盖垫水饺，包好
了，整整齐齐，列队等候，只许
一声令下，就跳入沸腾的“游
泳池”。母亲见我们归来，脸上
挂着发自内心的微笑。康健的
身体全部调动起来，打开燃气
灶，放锅、倒水、煮水饺，十多
分钟的时间，冬至的水饺上桌
啦。一个个水饺就是一个个元
宝一样，在热气腾腾的盘子中
活灵活现，在晶莹剔透中透着
鲜嫩的韭菜和刀切的猪肉。

由于母亲七旬多了，老人
家十一点就吃饭了，这是多年
的习惯。真正在一起吃冬至饺
子的，只有我和对象两个人。
见我们坐下，母亲又忙活起
来，拿出小碗，倒上半碗醋；走
到阳台，把那没冒芽的蒜，拿
出两头去皮洗好放在我们面
前；又从厨房用碗盛来了水饺
汤，嘴里还不停地说，“冬至饺
子夏至面，原汤化原食”。看着
母亲忙碌的身影，我和对象都
不知说什么好，想插手都很
难，本来应该儿女好好伺候父
母，现在却还是等吃等穿，让
我心头有一种母爱的激动。母
亲却浑然不知，看着我们享受
冬至水饺的美味，好像如释重
负，拿起报纸在沙发上自己认
真地看起来。

“冬至饺子”时刻，整整持
续了半个小时。因为从进门、
就餐、出门，各个环节，环环相
扣，每个环节中，母爱是最好
的催化剂，每个饺子中，都包
裹着母亲最纯真的爱，就连我
对象买的香蕉、柚子等水果，
也要拿上一多半，让我们带
回。可怜天下父母心，在温暖
的冬至中再次体现。

回家的路上，依旧是朦胧
的美，雾霾天气还环绕在身
边，防霾的口罩依然发挥着功
效，下班稍晚的人们，在马路
上疾行，人来车往，在和谐的
发展环境里，交织着社会主义
大家庭的美。行走在马路上，
感受着母爱带来的温暖，我真
想告诉他们：“今天是二十四
节气中的冬至，大家要记着吃
水饺噢。”

温温暖暖的的冬冬至至

生生若若行行云云

副刊专栏“灵岩心语”刊登长清本地知名作家、散文家的写
景、记人、忆事、抒怀，推出一些名家专栏，尤其欢迎那些关乎长
清美丽山水、人文情怀、乡土气息浓厚的用心之作，歌咏长清山
水之美，走笔长清街头坊间。同时，为了鼓励新人，副刊还将择优
刊登长清本地高中初中小学生的优秀习作，欢迎投稿。

本栏目由长清区自来水服务中心水长清牌矿泉水赞助，感
谢该单位对长清乡土文化传播的鼎力支持。

投稿邮箱qlwbjrcq@163 .com。


	E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