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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月饼
喜欢上烘焙还是去年的事。那

是在网上偶然看到一款小巧玲珑
的蛋糕时，心里突然动了一下，我
是不是也能做呢？于是，兴冲冲地
买来烤箱，买来面粉、黄油等，便热
火朝天地做了起来，这一做竟然上
瘾了。很喜欢自己在烘焙过程中的
那份认真、那份执着、那份充满希
望的心境。而做月饼，却是在去年
八月十五前夕才开始的。

记得小时候，是唱着那首《爷
爷为我打月饼》的歌谣迎接八月十
五的。“八月十五月亮圆呀，爷爷为
我打月饼呀，月饼圆圆甜又香哪，
一块月饼一片情呀……”这也是我
迄今为止唯一一首唱起来不跑调
的歌谣。那时，很羡慕歌谣里那个
会做月饼的爷爷，常常想，如果妈
妈也会做就好了，那样我们家就可
以随时吃到香甜可口的月饼了。在
过了几十年后，妈妈一直没有学会
做月饼，而我，在这个商场、超市甚
至酒店里月饼遍地皆是的时代学
会了做月饼。

当然，我做月饼，也不仅仅是

为了吃，同时也是因为喜欢做月饼
的过程。我喜欢看着那些零零散散
的材料，经过我的手变成精美、香
甜、诱人的甜点。我在做月饼前，一
般先把做什么月饼计划好，是冰皮
的、广式的还是苏式的？是五仁馅
的、豆沙馅的还是莲蓉蛋黄馅的？
这些都是要考虑的。皮不一样，准
备的材料就不一样。我最喜欢做、
也喜欢吃的还是那种酥皮月饼。去
年做了大批玫瑰酥皮月饼，酥皮用
的是网上的一个方子，然后自己改
良了一下，使油脂变小。馅是自己
研究出来的，用玫瑰酱掺点糯米面
和炒熟的面粉。记得那月饼刚出炉
的时候，满屋都飘着一股浓浓的玫
瑰味道。拿起一个尝尝，外面那层
皮酥得掉渣，吃的时候须得一手拿
着，另一只手在下面接着，上身向
前倾，头微微歪着，大口张开，又小
口咬着，否则一个月饼吃完了，不
是吃得满嘴都是，就是满地都是。
吃着这样香酥的鲜花月饼，谁说不
是一种享受呢？

做月饼最难得是那份心境。

把材料一样一样称好，放在小碗
里，然后混合，精心地按照自己的
方式去做。那一刻，仿佛世界静止
了，所有的不快、所有的烦恼、所
有的一切都没有了，脑子里有的
只是面前的作品，还有满满的期
待与希望。当月饼从烤箱里出来
的那一刻，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
那种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
的，像自己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
除了爱还是爱。

去年做了一次绿豆沙月饼，酥
皮的。为了让豆沙吃起来没有豆腥
气，我把绿豆皮剥掉了。那天早晨
出门前就泡上了绿豆，等绿豆膨
胀、变软后，再用手一个一个把皮
剥下来。那一晚，我正在为白天的
一件事情而不快，本是不想做豆沙
了，可看到已经泡得膨胀了的绿豆
时，还是硬着头皮强迫自己端着绿
豆坐下来。我懒洋洋地拿起一个圆
鼓鼓的绿豆，两个手指轻轻一捻，
那粒白白的绿豆就蹦到了碗里。一
个晚上，我都在机械地重复着这个
动作，不知不觉中，心竟然慢慢地

静了下来，最后，当我看到那满满
一碗白白胖胖的绿豆时，内心里竟
然喜悦起来，再回想起白天的种种
不快，轻轻摇了摇头，感觉不算什
么了。

一次，与一位事业上很成功的
地产界朋友闲聊起来，他说他喜欢
木匠活，他在年轻的时候，家里的
家具全是他自己做的。即使他做了
房地产老板，也时不时地拿起那些
木匠工具做点小东西。他说他不是
在做活，而是在享受。他在享受内
心里的那份平静，没有任何杂念，
没有任何欲望，仿佛所有的精气神
全部都集中在手中的作品上。他说
每当他压力大的时候、每当他心情
烦躁的时候，甚至每当他浮躁的时
候，他都会做点木匠活，这样他才
能够平复一切的不快情绪。那种快
乐跟成功没任何关系，那种幸福跟
钱也没任何关系，只是为了做而
做，不带有任何的功利性。

是呀，世上有很多快乐，是跟
成功与否没有任何关系的，我做月
饼也是这样吧。

□郑云霞

【品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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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在医院实习当护士
一个多月了，只觉时间飞快，
弹指一挥间就过去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已慢慢
地习惯了女儿的早出晚归，慢
慢地认同女儿的成长，慢慢地
不再有太多的顾虑与担心……

头几天，看到回家累得瘫
软如泥的女儿，心隐隐地疼，
也隐隐地怨，表面却要笑着支
持鼓励她。

累是难免的，做什么不累
呢？劳动，无论是体力，还是脑
力，只要用心了，一天下来，都
会很累！不是吗？只是各有各
的累罢了。

虽然社会需要各式各样
的人才，虽然行行都能出状
元，可人们都希望体力上能够
轻松些。作为母亲，我希望女儿
不要太辛劳，人生更不要太累。
可女儿偏偏选择了一个很辛苦
的职业。既然选了，那就热爱
吧，身体劳累，也笑着承受。

女儿第一次值下午五点
到晚上十点半的小夜，爸爸和
她商议用不用去接她。女儿嫌
路远，又太晚，坚决不让，说有
休息室，随便睡一晚，早上乘
早班车自己回家就行，让我们
不要担心。

女儿大了，已知道心疼父
母，做事也有自己的主见，我
该欣慰。我们不需再用自以为
是的爱来坚持。支持她，尊重
她，一如既往地爱着她。

那天早上我去上班的时
候，女儿还未回，心里就又多
了不安，成长中的孩子总认为
自己足够成熟足够强大，可在
父母眼里，孩子始终是孩子，孩
子永远也走不出父母心灵的漩
涡。到单位后又给女儿电话，说
已经回来了，声音里充满倦意，
我知道晚上她并未睡好，想象
得出女儿的疲乏，故意问，第
一次值夜班怎么样？女儿说还
行，只是换了地方，睡不着。

安慰她，慢慢习惯就好
了。女儿能睡，自小到大，一直
都是困了头一挨枕头就能睡
着，第一次值夜班，竟失眠了。
也许，这便是真的长大了吧。

刚实习，分在了创伤科，
女儿说，创伤科是医院里最忙
碌的科室，还说，老师说从创
伤科里走出去的护士，再去哪
个科室都能应付得了。女儿挺
得意先被分在了创伤科。

忙，自然会累了，特别是对
这些在家里娇生惯养的独生子
女，怕是很难很快地适应。

女儿说，那天晚上第一次
给病人下了针。老师说，见习
期，不强迫，自愿。女儿说那是
机会，怎么会不情愿或不敢？
第一次就成功了，看得出女儿
的得意与兴奋。

昨天问女儿，现在习惯了
吗？是不是熟悉了可以偷会儿
懒？女儿嗔怪，偷什么懒？才不
偷懒，一上班就让自己不闲着。
我问，别的同学呢？跟你一样？
女儿说，有故意偷懒的。女儿不
屑。

女儿说再有几天就要去
手术室了，女儿憧憬着。

挺高兴女儿的胆大心细，
高兴着她较强的适应能力，也
高兴她能爱着这份职业。生性
活泼好动，也许这行真适合她！

哦，光阴浅浅的，已经是
秋天了，呵呵，我老了，女儿长
大了。

【家有儿女】

□吕彩平

【家事直播】

我我是是老老师师的的孩孩子子
□郝晓庚

女儿放学回家，说起班
上的某某某是老师的孩子，
一脸的羡慕，还说你要是也
是老师该有多好啊！显然在
女儿的心目中，老师的孩子
接受的肯定是世界上最好的
教育。

我不禁黯然。
我也是老师的孩子。当

年我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上
大学的时候，有人曾恭维母
亲“教子有方”，母亲却沉默
不语。

从我记事起，所谓的妈
妈，就是和我踏着同一个节
拍上学放学、白天被一大群
拖着鼻涕的小孩包围、晚上
还要埋头在一大堆作业或备
课本中的老师。有时候晚上
妈妈回到家，后面还会跟着
几个学生。他们趴在炕沿上、
缝纫机上，甚至占据了我的
小桌，直到写完作业才叽叽
喳喳地回家去。那时的我，多
么渴望自己也有一个这样的
老师啊！

可是我呢，还没上幼儿
园的时候，早上起来睁开眼，
面对的是空空的屋子；爬起
来推推门，如果门被反锁上
了，那就意味着妈妈还没从
学校回来。后来哥哥也上学
了，妈妈把我一个人留在家
里不放心，就把我带到学校

去。教室门口有一块大石头，
我就坐在那块石头上，数着
蚂蚁等妈妈下课，有一次不
知不觉趴在石头上睡着了。
妈妈知道后，就把我领进教
室，安顿在最后一排，我隔着
一排排的小脑袋，看着在讲
台上忙碌的妈妈。

只有小学三年级之前的
那段时光，我才体会到有一
个当老师的妈妈的乐趣。因
为老师都是和妈妈一样年轻
的阿姨们，妈妈经常带我到
她们家去串门。她们从来不
训斥我，下课了，我可以跑到
大办公室里去找妈妈，老师
们就会逗着我玩。那时的我，
可能就是现在女儿眼中最值
得羡慕的对象吧！

可惜美好的日子总是短
暂的。四年级时我们搬了家，
妈妈被调到另外一所学校教
书，我也转到了一个陌生的
学校。没有了亲切的阿姨老
师，我的新老师以“凶”闻名
全校，动辄对学生施以拳脚，
还喜欢布置一大堆作业。但
即使熬到深夜，我的作业也
是独自完成，从没有偷懒或
向妈妈求助。

妈妈执教的学校离家七
八里路。为了不耽误上课，每
天妈妈都早早起床，做好饭
热在炉子上，然后骑车去学

校。我和哥哥起床后，自己把
饭热一热，吃了接着上学去。
如果遇到坏天气，妈妈中午
就不能回家了，要想不挨饿
只能自己想办法，我们兄弟
俩就这样学会了自己做饭，
自己照顾自己。

老师家的孩子到底能有
什么好处呢？

当老师二十多年，妈妈
没有为我开过小灶，没有专门
辅导过我的作业，也没找过老
师要求给我特殊照顾，甚至那
个坏脾气的老师无缘无故地
体罚我，妈妈也只是安慰我，
说她其实并不坏，只是不懂得
如何教育学生而已。

妈妈退休那天，拿回一
本厚厚的书。我好奇地翻开
那本叫《红烛谱》的书，上面
是本市所有优秀教师的简
历，我在其中找到了妈妈的
名字。人们把教师比作“红
烛”，就是取燃烧自己照亮别
人的意思；对我来说，“老师”
让“母亲”这个世界上最伟大
的角色也黯然失色。

作为老师家的孩子，我
到底从妈妈那里学到了什
么？我想那就是自立吧。我很
早就知道没有什么可依靠
的，一切只能靠自己。那是生
活留给我的自修课，是任何
老师都无法传授的知识。

女儿的实习季

【欢乐家庭】

妇人之见
□陶玉山

表哥的闺女快三十岁了，一
直没有嫁出去。急得表哥表嫂逢
人就拜托人家给他们的闺女找个
对象。亲戚好友齐动员，使得表外
甥女春节前终于谈成了一个，而
且小伙子在中秋节前一个月还来
表哥家拜访认亲。为此，表哥在附
近的一家大酒店摆了两桌，让准
女婿和亲朋好友见面熟悉的同
时，顺便答谢一下大家。我们夫妇
自然在邀请之列。

散席后，媳妇悄悄地对我说：
“小伙子长得是不错，也挺懂事
的，就是工作单位不是很好，收入
不会很高的。”我听了嗤之以鼻：

“妇人之见。要是他各方面都好，
能轮到咱表外甥女吗？”

不怕冷
□甘霖

一场大雨过后，天气凉爽了
许多。一阵惬意的小风吹过，儿子
竟然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他连
忙关上了门窗，还自作主张穿上
了 T 恤衫和长裤。我从窗口指着
楼下一圈乘凉的人对儿子说：“你
看人家都穿着短衣短裤坐在风口
上乘凉呢，你在家里还穿这么多，
太夸张了吧？小心长痱子哈。”

儿子凑过来往楼下看了看，
不以为然地说：“怪不得他们不怕
冷啊，原来是在打牌。”我问：“打
牌为什么就不怕冷啊？又不是什
么剧烈的运动。”

儿子理直气壮地说：“打牌当
然不怕冷了。不信你站在这儿看
着，一会儿他们打牌输急了，还会
扒光脊梁呢！”

验证
□金文艺

儿子要取落在客厅的作业
本，于是赤着脚跑过去拿；可又记
错了，于是去另一间卧室找。这样
来回地跑，老婆见状烦了，生气地
训他：“我说你赤着个脚鞋也不穿
瞎跑什么，跑脏了回到床上，床单
不还得我洗吗？再说了，万一地上
有个针呀刺呀啥的，扎了脚咋办，
啊？”

儿子强词夺理：“我就是想用
脚底亲自验证一下您把地板拖干
净了没有，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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