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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张洁在《挖荠菜》中，开头便是一句：“我对荠
菜，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特殊年代，人们吃不饱肚子，用野菜救荒成为一段
沉痛而温暖的记忆。而今，城市高楼林立，哪里去寻野
菜的踪迹呢？

春日好风光，有桃花红、梨花白、菜花黄。周末踏青
的我们突然发现，小城湿地公园附近竟出现了一大块荒
弃的菜园。菜园尽头，建筑工人正紧锣密鼓施工打围
——大概，这里将有新的大厦拔地而起。像是发现新大
陆一样，我们赶紧加快脚步朝田野深处走去。

油菜籽在此生生落落。地上，青油菜东一根西一窝
发了芽，挺了秆，开了花。仔细找，一些肥嘟嘟的油菜芽
儿还未来得及开花，一掐，鲜嫩有汁。

杂草太深了，不定睛细看，断然不会有新的惊喜
——草丛中，野葱、香菜匍匐于地。它们似乎知道自己
并没有机会出现在菜市场，叶绿根壮不是它们的追求，
它们也无意与杂草争夺阳光、雨露和养料。但是，它们
根扎得深，韧劲十足。我欲拔，嚓的一声，根断了，有浓
郁的香味入鼻，让人精神为之一振……

冬寒菜、青油菜，我们很快收获了两大捆。回家路
上，野葱、藿香、香菜之异香依然顽强穿越车后备厢的缝
隙隐隐而来。

绕道专程去菜市场，买回鲫鱼几条。野葱、精盐、料
酒码鱼片刻。开火，烧菜籽油略煎，捞出鱼，底油炒香豆
瓣酱、泡姜、泡海椒，掺水，烧开后下鱼软烧。鱼熟装
盘。汤中勾薄芡，下野葱与藿香，再烧开后，倒出芡汁淋
鱼身。红的是油，白的是葱，绿的是藿香，看着养眼。

老父牙齿不太好，我们把青油菜又摘选一次。留下
的胖而嫩，根根都是精华。菜籽油烧得滚烫，撒几粒干
辣椒和干花椒爆香，翻入青油菜急火猛炒，只搁少许
盐。初尝，微微带苦已倾心；细品，回味带甜，更得苦尽
甘来之小确幸。

凉拌香菜也不复杂。吴伯箫先生在《菜园小记》中
的描写——“芫荽在散发脉脉的香气”我算是领略到
了。芫荽就是香菜。洗过香菜的盆是香的，装过香菜的
竹筛也是香的。用刀一断，香菜之香汹涌而至，铺天盖
地，整个厨房都是香的。以精盐、生抽、芝麻油、白砂糖
现拌现吃，根根脆，口口香。香菜宜吃生，腌久即塌，风
味大失。

当晚的餐桌上，红烧的、清炒的、凉拌的，都是来自
那块荒地上的野菜。我们一番饕餮，连平时挑食的孩子
也敞开肚皮，直呼“好吃！好吃！”

这些野菜，其实超市里都能买到，严格地说，他们算
不得真正的野菜，但这些半野春蔬为什么那么诱人呢？
思来想去，我算是明白了：它们是我们一根一根从土里
掐回来的，菜里有我们的劳动之苦，有我们一家人踏青
的天伦之乐，更有我们离开乡村后对土地的怀念。

春食记
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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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客厅和阳台的那一扇玻璃推
拉门凝聚了母亲不少的思绪和遐想，是
母亲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给母亲增加了
谈话内容，聊解了些许寂寞孤独。

寂寞是居家老人常有的心理反
应。当我们上班外出时，不大寻人谈心
谈话的母亲便倍感孤独寂寞。独自翻
翻书、看看电视、摘摘菜、想想心事便成
了母亲生活的全部，晚上睡不着，白天
打瞌睡，常常似睡非睡、似醒非醒。

坐在沙发上，从客厅那一扇玻璃推
拉门望出去，斜对面三楼四楼住户在客
厅和阳台活动情况尽收眼中。经过几
年的热望，虽然并不知晓对面邻居是
谁，但母亲根据人家的亮灯情况、客厅
推拉门及寝室窗户窗帘的开关情况等，
已对人家生活作息情况了如指掌，如几
点起床，几点外出散步，几点回家，何时
外出走亲戚、旅游等。母亲常常问我，

“对面三楼的怎么下雨都出去了？”“对
面四楼的带着小孙子怎么还没有回
来？到哪儿耍那么久嘛？”“这几天对面
四楼的门窗紧闭，肯定是出去旅游了。”

“对面三楼的每天不上班吗？”母亲围绕
这些问题进行猜测又自我回答，常常让
我忍俊不禁。我和母亲的谈话也就有
了新的内容。我与母亲玩笑，“管家婆，
管自家还管别家！”“你亲自问问人家不
就搞清楚了？”“你常常关注他们，人家
家里东西少了，可要找你哦。”母亲说：

“他家东西少了，关我什么事？”我说：
“你不是在给人家看家吗？家里进小偷
了，问你就该知道嘛。”

这一扇推拉门成了母亲与外界联
系的纽带，让母亲孤独的内心有了一丝
牵挂、期待和念想，填补了母亲内心部
分空白，减少了些许寂寞和孤独感。

为了减少母亲的寂寞，每天晚上陪
母亲玩牌成了必修课。让母亲算牌、洗
牌，尽量让母亲多动脑勤动手，母亲玩
得专心致志，兴趣高昂，我常常专心看
电视漫不经心出牌，还时不时有意输，
有时我赢点有时她赢点。看着母亲玩
得认真，精神很好，我觉得牺牲自己
的休息时间，换来母亲的安乐是值
得的。

随着当今社会进入老龄化，
关注老人晚年生活，尤其关注
老人精神生活，让老人们能够
快乐生活，颐养天年，不仅是
社会的责任，也是子女的责
任。亲情的陪伴更能够抚平老
人孤独的心，所以子女应尽量
多抽点时间陪陪老人，摆摆龙门
阵，打打牌，以减轻老人的孤独。

不要让子欲养而亲不待成为
遗憾，抽出点时间给老人，善待老
人，其实也是善待自己，终有一天我们
也会老的。

那一扇推拉门
沈慧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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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朋友家玩，发现他家的书房里多了一
幅字：细水长流，岁月静好。我疑惑地问：“人
家挂幅字都写‘宁静致远’或者‘难得糊涂’之
类，表明自己的心志，你写的这几个字怎么讲
呢？”朋友一笑说：“这是我四十岁生日时写
的，也是为今后的日子定好的生活基调！”

生活基调？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
么说。乐曲有基调，绘画有基调，文学作品
有基调，说的是主要风格和基本感情。有了
基调，作品就不会偏离主题。可生活基调又
是怎么回事呢？朋友解释说，人到了四十
岁，忽然有种顿悟的感觉，所谓四十不惑，表
明自己活明白了。翻过了中年的山头，人生
进入下半场，生活基调应该是“细水长流，岁
月静好”，让脚步慢下来，学会品味生活的细
节之美，把后半生活成岁月静好的样子。

我理解了朋友的想法。定好生活基调，
其实也是一种人生智慧。人到中年以后，真
的需要提醒自己，该以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
生活了。别再为生活疲于奔命了，别再追逐
那遥不可及的所谓人生巅峰了，是时候慢下
来了，曾经的岁月如果是惊涛拍岸，以后的
岁月应该细水长流了。细水长流，是多么美
妙的状态，岁月之河涓涓潺潺，流淌成温情
缱绻的样子，人的心也会沉静下来。静下心
来生活，才会发现，生存与生活的本质区别
在于一个“活”字，生活就要活泼灵动、活色
生香，而要品味种种美好的滋味，必须要以
宁静安然的姿态来面对生活。这种生活基
调，非常契合中年的状态。

诚然，岁月静好是最美好的愿望。但谁
的生活会永远风平浪静？谁的心情没有起起
落落？谁的日子没有酸甜苦辣？罗素说，参
差多态才是幸福的本源。生活之曲从来都是
错落有致的，每个音符都跳荡着不平静，谁也
无法预知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幸与不幸总是
在不远的前方等你，这也是幸福的一部分。
生活是不平静的，但如果你定好了生活基调，
就能掌控生活的大方向，能左右生活的底
色。我们不能决定未来日子里喜怒哀乐哪一
个先到，但可以根据生活基调，调整自己的心
情。惊喜降临时，无需忘乎所以；悲哀来袭
时，及时走出阴霾。牢牢掌控着你定好的生
活基调，努力保持平静平和的心态。鲜花或
者陷阱，我都在这里，无怨无悔；幸或者不幸，
我都在这里，不悲不喜。所有的境遇，不过是
生活基调上几个调节平淡的音符，响过之后
复归平静。生活就是一曲悲喜忧欢交织的曲
子，演绎着人生静好的主题。

我们真的应该为生活定好基调。杂乱
无章的日子，容易手忙脚乱，心情也容易

因大起大落而失衡，有时会处理不好
生活为你制造的各种障碍。随心所
欲地生活，人经常会偏离正常轨道，
跑调跑得找不着北，生活可能翻转
成满地狼藉的状态，无法恢复平
静。定好生活基调，你也可以围绕
生活之曲的主旋律信马由缰，那时
候，放得开，收得拢，收放自如才是

生活之道。
当然，要根据不同的年龄，不同的

生活，定制属于你自己的生活基调。年
轻人要有活力有激情，老年人要沉稳和智

慧，各有不同。生活基调无需模仿，不必雷
同，完全是“私人定制”，只要适合自己，能带
给自己舒适和愉快，就是最好的基调。

定好生活基调
王国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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