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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凉水饭儿，夏天里家乡人最爱吃的晚饭。
一锅热粥，沥除滚烫的米汤，再酌以哇凉的清水，便是一盆清澈透明，绽放

着朵朵米花的凉水饭儿。而家乡人最喜欢的，多是“苞米 ”或“高粱米”做的
凉水饭儿。它粒大，熟烂可口，温凉相当。也缘熬粥时加入了少许的碱，吞咽起来就
特别的顺滑，且鼻翼与唇齿舌尖又不时泛着淡淡的碱花香。无须美味相伴，一盘刀
劈的咸鸭蛋，亦或一盘黄瓜菜，小煎鱼啥的，也都是它的绝好搭配。不凑手时，一盘
大酱咸菜，两棵大葱也足以打发。它平淡、素味，自然也生态，深得大人孩子的喜爱，
无论从田间回来的农民，还是出船归来的渔人，一仰脖就能来它两大碗。吞咽后,让
你于暑蒸中感受着由内向外发散着的那份微凉的惬意。

它实在——解渴，也解饿。
凉水饭儿与我呢？半世人生中的不离不弃。特别是闷热的夏夜，意念中唯有

它，才能消除笼罩心头的暑气。一碗下肚，不亚于一碗冰激凌，或两瓶冰镇啤酒
那般淋漓畅快。绝不夸口，凉水饭儿——我和家乡人味觉世界里的一道永不消逝
的彩虹……

二
凉水饭儿，由热粥转身而来。好吃与否，取决于粥。
粥，米和水于锅中熬制而成。一番熬制，米和水犹浴火重生。重生后的美，不在

视觉，而在于入胃通心的味觉感受。说到这儿，不由得让我想起灶台前的熬粥人。
每次都要两个小时，为时不长，可对暑热中坚守，并满怀期待的人来说，分分秒秒都
是个“漫长”。由此说来，这看似简单的一“熬”，其实却有着不同的意味和蕴含了，而
那“粥”呢，也仿佛成了心与岁月的陈酿……

我家凉水饭儿，总是妈妈亲手所做。
午觉醒来，妈妈便把苞米 一碗一碗地从米缸中舀出，倒进泥瓦盆里，再加入清

凉凉的水，浆泡半个时辰。待到房檐下太阳的阴影一步长时，妈妈便端着浆泡好的
苞米 ，去仓房的大锅熬粥了。将苞米 倒进锅里，加适量的水，随手一小块琥珀色
的碱芽子。盖好锅盖，妈妈便蹲在灶台前，点燃灶膛里的柴禾，待火生起来了，便把
一片片干牛粪小心地放进灶膛。干牛粪在灶膛里慢慢地燃烧着，妈妈静静地在那里
守候着。

仓房，一个畚箕大小的窗子，光线很暗，也很“蒸笼”。她不时地向灶膛里探
望，闪烁燃烧着的牛粪火，映红了她的脸庞和胸膛，也映着她脸上涔涔流淌下来
的汗水……

粥锅第一个滚开很慢，八分开时，妈妈便一边烧火，一边不时地掀开锅盖，手持

一柄长把铁勺于粥锅里上下搅动。起来蹲下，再蹲下再起来，不知要多少个回合，直
到粥锅里翻滚的声音渐渐远去，妈妈还须焙好火，以其余烬煨炖着粥锅。这个时候，
她才肯离开灶台，走出仓房透透风。汗水，挂满了妈妈的脸颊，也湿透了前胸后背。
半小时后，妈妈再回来烧二遍火。不多时，粥锅再次沸腾，随着喷涌的热气，仓房里
便弥漫起浓浓的粥香……

热粥熬好了，即刻转身凉水饭？不成！粥锅依旧在余烬里煨炖着，而它的“转
身”，大抵是日落西山，家人齐聚的时候。不过，这时姐姐们早已把瓜棚下的院子打
扫干净，放好炕桌，摆好碗筷和妈妈准备的那份“伴侣”——或是咸鸭蛋，或是黄瓜
菜，小煎鱼什么的。待父亲领着我们都坐齐了，妈妈才把那盆凉水饭从仓房里端了
出来。大姐把勺，依次盛着。妈妈上桌了，才各自捧碗痛快地吃起来。咀嚼中，不仅
是满口的粥香，还依稀品咂着妈妈身上的汗碱味道。

三
说凉水饭儿时，咸鸭蛋、黄瓜菜和小煎鱼是绕不开的。
咸鸭蛋，都是自家腌制。而鸭蛋呢，也绝对自家大麻鸭所产，小时候，我常常爬

进鸭窝去给妈妈捡蛋。可以说，大麻鸭从小到大都是妈妈亲手所养，至今还记得，姐

姐们放学后为鸭子剜苣荬菜，晚上妈妈蹲在瓜棚下给小鸭剁食的情景。到大麻鸭产
蛋的时候，妈妈便用哥哥和姐姐们从江岔河沟里捞出来的一种叫做柞水的水草喂它
们。妈妈说：“鸭子吃了它爱下红黄蛋。”长大后，我知道了这“柞水”——学名葅草，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粗纤维，是鲢鱼、草鱼和鸭子们绝好的饲料。而那些吃
了葅草的大麻鸭，个个连蛋，所下绿皮蛋都小鹅蛋似的。每年端午节后，妈妈都要腌
上两大坛子鸭蛋。在我心里，咸鸭蛋仿佛是妈妈为凉水饭儿的定制。寻常看不见，
只待凉水饭儿。

咸鸭蛋，与粥同煮，但绝不同出。火候，由妈妈把握。煮得恰到好处，蛋清有如
羊脂，且嫩且白，蛋黄橘红色，明亮且有晕圈，稍停便溢出金黄色的油。味道也内敛，
只有凉水饭儿与少许的蛋清或蛋黄相伴入口，方能混合成微咸且香的味道，咽下去
让你久久地回味……

黄瓜菜呢，家乡人也叫它酱拌黄瓜菜。与凉水饭儿相搭并成为我家的口味，得
益于邻居荆四大爷。

55年前，我家随着父亲的工作落脚到了第二故乡——荆家岗子屯。那年夏天
的一个傍晚，全家人正在院子里捧碗凉水饭呢，西院邻居荆四大爷背着手踱步而
来。他见饭桌上只有一盘盐卤黄瓜和一碟大酱小葱，便与父亲说：“我说老先生，吃
凉水饭儿，须有黄瓜菜才最对口。”也缘他与父亲交好，知道老人家年轻时曾在县城
一家大货栈为掌柜的做小灶子，对味道有独特的理解。于是，父亲应和：“依四哥说，
吃凉水饭必有黄瓜菜？”荆四大爷点头。老哥俩一番闲聊，让站在门傍吃饭的大姐会
意，她转身回屋里拿出几根黄瓜和插菜板，就着敞开窗台，便刷刷地插起了黄瓜丝。
荆四大爷见大姐行动，便过来指点——半盆黄瓜丝，一把手撕葱，之后便是两匙生
酱，再就是一大铁勺老醋。拌匀杀青，稍候便与凉水饭儿同吃。

而今想来，荆四大爷的黄瓜菜虽不见怎样别致，可当它与凉水饭儿相伴时，便混
合出一种特别味觉——浑厚的粥香、滑顺的口感，加之黄瓜特有的清香、咸淡相宜的
大酱味道，特别是老醋的酸香气息，瞬间混搭，便成了全家人味觉的一道风景……

小煎鱼与凉水饭儿相搭，那就不单是我家人的味觉了。
妈妈出生于嫩江湾那个名叫王焕屯的小渔村，而父亲成长于姥儿家北面，那个

叫刘树林的小渔村屯，南北两屯，远不过2里。煎鱼、炖鱼，生鱼、熟鱼都是渔家人极
平常的饮食料理。受父母的影响，一家人对鱼都情有独钟，尤其煎鱼。来亲戚，它是
道菜；平日，它更是家人喝粥和吃凉水饭儿的搭档。一碗凉水饭儿，两条小煎鱼，入

口生香，味道也绵长。早饭，两条小煎鱼，一碗烫粥，两个大饼子，那是一上午的劲
头。也缘它易携带，吃起来简单。因而，不论走读学生的饭盒里，还是车老板的腰包
里，且不论是饭团子，还是大饼子，保准都有两条小煎鱼。如此说来，小煎鱼与凉水
饭儿，当是渔乡人心里的共同味道。

四
凉水饭儿于我心，绝不是简单的味觉记忆！
孩提时，一个夏天的傍晚，也是全家人正在瓜棚下吃凉水饭儿呢，这时，平日里

最爱逗我玩的邻居车大爷，夹着一团给我家搓好的艾蒿绳，拿着一本《绣像三国演
义》来找父亲。他见我家正吃苞米 芸豆水饭，于是趣儿上心来，一边捋着雪白的胡
子，一边笑吟吟地说：“老小儿，大爷给你破个‘闷儿’（即：谜语）猜猜？”听他这么一
说，我便放下了碗筷，恭敬地站在车大爷面前。只见他清了下嗓门，便抑扬顿挫地
说：“手使钩镰长枪，杀死草寇百万，打破瓦冈城，跑了汤元帅，活捉豆将军。打五个
物。”别说，车大爷的“闷儿”还真头回听说，不要说我，就连中学毕业的大姐也都愣住
了。兄弟姐妹，你看我，我看你，一时无语。父亲见我们没话，便笑着对车大爷说：

“这个‘闷儿’，他们很难猜得，没经历过啊！”“哈哈！说难也不难，远在天边，近在眼
前。”这时，车大爷拉过我的手，指着我家房
檐下的锄头问：“那是什么？”“锄头啊！”“对
了，这就是‘钩镰长枪’。”接着车大爷继续
诱导：“我问你，家今晚上吃的是什么饭
啊？”“苞米 水饭。”我胆怯地回答。“哈！
这下你又猜着了，这个‘闷儿’就是“锄头”
和你家吃的‘苞米 芸豆水饭’。”车大爷虽
让我很快走出了窘境，可仍不十分理解。
带着猜疑，挣脱了车大爷的手，回屋睡觉去
了。而车大爷和父亲却守着那堆冒着烟的
篝火，唠了很长时间的《三国演义》……

又过了几日，一个雨天饭后。父亲便
把那天车大爷给我的“闷儿”做了一番详

解。原来，早些年农家铲二遍地的时候，东家都要在下午歇气前，打发半拉子（未成
年农民）挑起扁担给伙计们送顿凉水饭儿。这扁担一头挑着凉水饭罐子，一头挑着
碗筷和咸鸭蛋、大咸菜啥的。车大爷的“闷儿”，便是由半拉子为伙计们送凉水饭儿
演绎而来。“手使钩镰长枪”——锄头；“杀死草寇百万”——田垄里的草；“打破瓦冈
城”——黑陶水饭罐子；“跑了汤元帅”——淌出来的水饭米汤；“活捉豆将军”，便是
剩下来的苞米 芸豆水饭。父亲这般讲解，才让我们恍然大悟。

呵呵！一则关乎凉水饭儿的“闷儿”，仿佛一个动人的故事。不！是历史，是文
化，也是一首田园诗章。

五
今年夏天有点怪！入夏未伏，暑蒸欻然，一连数日的“桑拿天”，让人甚是难捱。

一次疾雨过后，漫步街头，突然发现几家餐馆的窗上赫然推出“农家凉水饭”来。于
是，我心怦然！“凉水饭儿”如何幻化成降温祛暑的美食而悄然都市，并夺了城里人夏
天的胃口？虽是番心思，想来也无非消夏。

说消夏，我先想起了父亲那本杂书里的《闲赏篇·夏》来：“溽暑蒸人，如洪炉铸
剑，谁能跃冶？须得清泉万派，茂树千章，古洞含风，阴崖积雪，空中楼阁，四面青山，
镜里亭台，两行画鶾，湘帘竹簟，藤枕石床：栩栩然……”

此文虽古，其意也明了：盛夏天气闷热蒸人，犹如洪炉里铸剑一般，谁要逃离
它？必得有清泉、大树、古洞凉风，山崖积雪、空中楼阁、青水亭台，还须有纱帘竹席，
藤枕石床方能解暑除热。由此，便让我感觉“佚名”的消夏理念似乎有失偏颇。只在
意环境的铺排，而忽略了其他的存在。譬如，某些饮食于转化中对解暑降温的妙
处。亦如巴蜀人家，以麻辣火锅之炽热，祛暑蒸远他而去；亦如茶人，于盛夏静守炉
火，以滚烫的茶汤淋漓周身大汗，拒暑热于肌肤之外；还有我那“凉水饭”呢。而“农
家凉水饭”缘何昭然城里，想来还是人们普遍认同——特有的温存，内化于外，表里
平衡使然。

于此，让我联想许多世间事……唯其自然、平实、厚道，才是生命的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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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名人说：“一个人的一生必须配备五副眼镜，一是望远
镜，看远；二是放大镜，看透；三是显微镜，看细；四是太阳镜，看
淡；五是哈哈镜，笑看人生。”此言堪为格言，其话语既形象，又
深刻；既有普通性，又有适用性；既有哲理性，又有实践性；既有
独立性，又有完整性。五副眼镜各有各的用途，缺一不可，相互
关联，紧密配合。像五盏明亮的灯塔，照亮人生的航程。谁用
都管用，必然大增睿智，多受益处，喜获成功人生。

用好“望远镜，看远”。望远镜，是一种观察远距离的光学
仪器。其喻意是看问题，办事情，不能只顾眼前，要想得远，看
得远。只有看得远，才能不被现实状态迷惑眼力，保持清醒头
脑，克服盲目性，增强主动性。如此，人生方能获得顺畅通达。
当你今天受挫失败的时候，一定要往远看，看到明天后天甚至
更远，以增强自信，准确找教训，及时补短板，勇往直前，百折不
挠，下一次的成功一定属于你。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单位或国
家也是如此。郎平带领的中国女排就是这样，一次一次地失
败，但她们看得远，从不灰心泄气，反而不断增强斗志，不断找
差距以利再战，及时补不足砥砺前行，义无反顾，奋发图强，最
终喜获世界女排冠军。同样道理，当你成功胜利的时候，必须
往远看，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不要让骄傲挡住眼睛，一定要再
接再厉，百尺竿头，永胜不衰。总而言之，用好“望远镜”，关键
就是看远，用理性讲就是用辩证法看问题，因任何状态或事物
都是发展变化的，在好的时候要防止转化，极力促进，求得强
化，使之更好；在坏的时候，要极力促进转化，以坏变好。也就
是说当获得顺的、赢的、喜的等状态时，要促其强化，以求更顺、
更赢、更喜；当处于劣的、逆的、悲的等状态时，要促进转化，以
求劣变优、逆变顺、悲变喜。

用好“放大镜，看透”。放大镜，能使图像、声音、功能等放
大。其喻意是将任何人、任何事看透，以获清楚、准确的效
果，而后实施，必定成功。只有看透，办事情、交朋友、建
家庭，方能如愿以偿，若看不透，定遭事与愿违，甚至上当
受骗。请看如下事实：《东方老年》报刊登的名为《健康骗子
瞄准老年人》的文章说：“家住郑州市的于女士轻信某保健品
厂家的宣传，为患糖尿病的丈夫买了20万元的保健品，‘厂
家宣传说是能降糖、降压，还能替代药物疗效，安全、无副
作用，不伤身体’。可用了一段时间，于女士丈夫的身体突然
出现紧急状况，送到医院经抢救才保住了生命。通过医生的
解释，于女士方知道自己上当了，欲哭无泪。”于女士没用上

“放大镜”，没看透这个厂家的欺骗手段，所以上当受骗。如
果用好放大镜，定是慧眼金睛，透过现象看本质，定能看透
识破这个厂家行骗的鬼把戏，那就不能上当受骗。此类事例
数不胜数，就说那些青年恋爱结婚吧。有多少闪婚和恋爱不
成熟就结婚的青年，待看透对方不符合自己标准和理想，就吹
灯分手的。这些事例从反面说明不可忽视“放大镜”的作用和

功能，不用好它就办不成事，认不清人。奉劝一切善良的人们，
一定要配备用好“放大镜”，以实现心想事成的美好愿望。

用好“显微镜，看细”。显微镜，观察微小物体用的光学仪
器，通常可以放大几百倍到几千倍。其喻意是不管对什么事、
什么人都能看清楚，看透彻，以采取正确对策。用上它，避免看
不见，看不清，看不准，造成大错。人们熟知的《诸葛亮草船借
箭》战例，周瑜刁难诸葛亮，让其造出10万支箭，并立3日内交
付的军令状。诸葛亮接受后于江面笼罩大雾的第三天凌晨，带
领20只每只配有30名士兵和扎放100个草人及用青布做帐
幕的快船，驶进曹军水寨。曹操以为敌军来袭，便下令一万多
名水军用箭射向对方，霎时间，草船上插满了10多万支箭。待
曹操醒悟后懊悔不已。可想而知，如果曹操用“显微镜”观察，
就不可能粗心大意造成如此惨痛的败局。事实说明，细节决定
成败，无论古人还是今人，办事都必须认真过细，粗枝大叶往往
搞错。为此，人人都必须配备好“显微镜”，以求人生路上心明
眼亮，见微知著，办成事，办好事，万无一失。

用好“太阳镜，看淡”。太阳镜能防止太阳的紫外线伤害眼
睛的眼镜，镜片用茶色或变色玻璃、树脂等做成。其喻意是对
权、钱、官、名、色等一切看淡，如此就没有诱惑力，就不能产生
追求这些私欲的丑恶伎俩，以获人生安享、顺畅。谁若不用好
太阳镜，势必走上人生的歧途。因钱财冲昏头脑，用信用卡等
不正当手段诈骗犯罪，锒铛入狱者有之，因看重权位，施用巨金
买官，犯行贿罪者有之；因色迷心窍，老者奸淫幼女为囚徒者有
之。再说那些腐败分子，有谁不是因为没用“太阳镜”而造成的
罪孽。以上种种犯罪足以说明：只有戴好“太阳镜”，才能不被
权贵、名利、钱色迷惑冲击，才能不骗、不偷、不色、不贪、不腐，
才能安分守己，勤劳安然地活好一生。

用好“哈哈镜，笑看人生”。哈哈镜是用凸凹不平的玻璃做
成的镜子，照起来奇形怪状，引人发笑。可见，哈哈镜只有
一个功能，就是让人发笑。不管是谁，不管是上看下看，左
看右看，怎么看，你都得笑。这真是用上哈哈镜恰似进入了
笑的世界，所以你只能是笑看人生，没有别的看法。这就是
哈哈镜的作用和功效。看来，人生要活得成功、精彩、完
善，必须用好“哈哈镜”，须臾也不可离开。因为那里没有哭
悲，没有凄惨，没有灾难，没有失败。只有把笑看人生形成
常态，像最快乐的古人战国庄子那样，老婆死了，他敲着瓦
盆唱歌，安排自己后事时让弟子不必埋他，说“吾以天地为棺
椁，日月为双璧，星辰为珠玑”“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
庄子这才是真正的笑对生死。也只有把笑对人生融入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可不用配备“哈哈镜”。

时光的大船奋然前行
总想抓住岁月的缆绳
让日子慢点过
让大船停一停
让老者不离世
让年轻总年轻
若能抓住岁月的缆绳
让时光大船慢慢行
愿人间无忧虑

愿天下总太平
把烦恼抛船下
将哀怨全卸空
失去的可以复得
得到的更珍重
然而
怎么也抓不住岁月的缆绳
时光的大船始终破浪乘风
让所有祝愿都藏心底

把一切追求都握手中
一个站台一个故事
一场风浪一道风景
水长流大船行
歌不断梦不醒
且行且珍惜
且行且保重
坎坷艰辛抛脑后
风光万里写人生

用好五副眼镜 人生聪慧成功
□仲吉祥

抓不住岁月的缆绳
□陶永久

往事如烟往事如烟

博客视野博客视野

盛夏的果实沉甸甸 宋振平摄

□周云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