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韭菜实在是生命的一个奇迹。

一茬茬割去，一茬茬死而复生。小

时候看见母亲刚割去的韭菜，一转

眼又齐刷刷冒出来，惊喜得不得

了。母亲的韭菜种在溪滩地上，土

质松软，水汽丰沛，加上下足了鸡屎

拌草木灰之类的基肥，那韭菜一夜

间就能窜起两三寸高，一根根跟翡

翠似的，漂亮极了。

韭菜炒鸡蛋，是童年生活中的

一种奢侈。总是等家里来了客人，

或者逢年过节才偶尔吃上一次。不

过，母亲不单是种韭菜的一把好手，

而且吃韭菜的花样也不断翻新。我

常想，这大概是乡间妇女的一种天

性与秀慧吧？印象中，有一种叫“韭

菜腿”的，是山里人独特的吃法。先

把春笋煮熟后，一块块切成拇指大

小，然后把焯过水的韭菜整根一圈

圈缠绕在笋条周围，酷似一把把鸡

小腿。食用时，捏住“韭菜腿”，往掺

入麻油辣酱蒜泥的豆豉油中浸泡一

下，随即提起来塞进嘴里，那麻辣清

香鲜嫩爽口的滋味，叫人垂涎欲滴，

舍不得一口吞咽下去。还有，韭菜

炒螺蛳、韭菜炒泥鳅、韭菜炒活虾，都

是母亲的拿手好戏。即便再没有，猪

油爆炒韭菜的米饭汤，也让我们大快

朵颐，撑得肚圆腹胀。最是过年，母亲

包的韭菜三鲜饺，常从大年三十吃到

元宵，让贫瘠的日子透着韭菜的鲜香。

梁实秋说过，韭菜是蔬菜中最贱

者之一，一年四季，到处有之。我们的

祖先不但遍植韭菜，而且把它作为祭

祀的供品。《礼记》上说，庶人春天“荐

韭”，配之以“卵”，似乎是用春韭炒鸡

蛋来祭祀先人。春韭之所以备受赏

识，无外乎它刚从寒冬里脱颖而出，带

着春天的蓬勃、朝气与活力，显得格外

脆嫩鲜美，清香馥郁，营养丰富。

不知道韭菜被剪裁进了多少诗

画，但说起来，无论什么时候，也脱不

了烟火的味道。在春季这样美好的日

子里，做一顿韭菜水饺，肉剁成细丁，

放油、盐、糖、酱油调味、姜末蒜泥，以

及清洗沥干切碎的韭菜，拌以麻油，做

成鲜美可口的馅料，用饺子皮包好，放

锅一滚二滚三滚开水煮。入口暖融融

的，也不失为在平凡的日子里，调制出

的一种生活的美好。

书海墨香

我们多长一岁年纪往往只是我们多长一岁年纪往往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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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堆里在浅水里打滚作乐在沙堆里在浅水里打滚作乐，，或或

是看见小猫追他自己的尾巴是看见小猫追他自己的尾巴，，何何

尝没有羡慕的时候尝没有羡慕的时候，，但我们的枷但我们的枷，，

我们的链永远是制定我们行动的我们的链永远是制定我们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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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痕点点

往事如风

关于那所学校我一直想写点什

么，虽然我在那里待的时间并不长，

对它的印象也远不如那些终生从教

于斯的教师们来得深刻。直到现

在，我依稀能够记得的是，那所学校

历史悠久、地处偏远、人才辈出、美

女如云。

1996年，也就是我离开学校的

那年，它已经静静地渡过了75周岁

的生日。据说学校是在陶行知老先

生“教育面向农村”的倡议下创建的

（是一所中等师范学校）。也因为

此，学校建在偏远的乡间，四周被一

片农田包围，距离最近的小镇也要

一刻钟的步程。夏天的傍晚，我们

同校的几个教师好友经常到乡间散

步，颇有些《围城》中方鸿渐置身于

三闾大学时的光景。而那片乡间也有

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作兰塘，给人

一种很古典的感觉，仿佛兰亭的近

邻。当时学校的老师们在给外界通信

时都喜欢在落款处署上“书于兰塘”几

个字。如果写成繁体，就更显得意境

悠远了。

说它人才辈出，是因为从那所偏

远学校里的确走出了几个人物。当年

在文学评论界颇有影响的李劼，便是

其中之一。可惜我毕业来此任教的时

候他已经离开了，无缘得见，后来听说

去了美国。还有我一直喜爱的作家张

旻，也曾在那所学校任教。他早期的

很多作品如《情戒》、《情幻》等大多都

是以学校生活为背景展开的，从他近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如《对你始终如

一》、《谁在西亭说了算》里，依稀还能

读到那所学校的影子。除此之外，曾

经一起蜗居于此的许多同仁，离开学

校后转而在商场或官场打拼，也已经

很有些模样了。

不过最令人难忘的当属师范学校

特有的一道风景，那就是女生。那时

候学校男女生比例已经严重失调而且

势头愈演愈烈。记得我的第一届学生

中还有几个男生，在无人替补出场的

情况下，每个男生都是班级足球队的

绝对主力。到了第二届，男生少得只

能踢五人制足球；最惨淡的是我告别

学校的那一年，全班干脆变成了清一

色的娘子军。当然女生多也有女生多

的好处，作为老师，不必担心她们因鸡

毛蒜皮的小事而发生身体上的摩擦，

也不必担心她们偷偷地躲在寝室里抽

烟，更不必担心被你呵责过的女生从

背后拍你一记板砖。而且，说句实话，

在花团锦簇和满眸纯情的情境中讲

课，的确给人以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

对于提高男性教师特别是男性青年教

师的教学积极性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十多年前，我就生活在这样一个

世外桃源般的校园里，伴着灰蒙蒙的

教学楼和花儿一样鲜艳的女生，边教

书边读书，过着闲云野鹤、与世无争的

日子。春风夏雨，秋霜冬雪，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十多年后，我早已远离

了那所学校，被生活的洪流推进了充

满喧嚣与骚动的城市。身心疲惫的时

候，常常会想起那所学校，以及那时的

云淡风轻。

唐家阿婆 □许佳

□郁建民

春光春光 杨继仁杨继仁//绘绘

关于一所学校的记忆
□韩福山

□吴晓霞

久坐办公室，出门以车代步，缺少

运动锻炼，渐渐腰肌劳损上身，治疗后

病情缓解，医生建议，主要方法还靠加

强锻炼。因平时喜静懒动，于是强迫

自己步行上班，代替锻炼。

家离单位不是很远，步行需20分

钟，第一次步行上班，早上提前 30 分

钟就出发了。走在熙熙攘攘的街上，

欣赏着沿路的风景，呼吸着新鲜的空

气，不知不觉就到了单位。身上微微

出汗，双腿筋骨舒展，带着清醒的头脑

开始一天的工作，轻松而高效。

上班的路上，经过一个十字路口

时，早起买菜的阿婆不小心划破了装

菜的塑料袋，辣椒、番茄和果蔬散落一

地，阿婆楞在那里不知所措，我急忙上

前，掏出背包里备用的袋子，快速捡起

蔬菜装好递给阿婆。“姑娘，这几天天

气潮湿寒冷，注意保暖，路上带好口

罩，以免着凉。”回过神来的阿婆没说

“谢谢”，张口而出的是这几句话。我

点点头，认真地说：“好，我记得了。”远

离父母来到这座城市，除了爱人和孩

子之外，没有别的亲人。如今我已近

不惑之年，阿婆仍把我当作孩子，称呼

我姑娘，留意我的冷暖，心中的暖流顿

时涌满全身。

在步行中，我搀扶过老人过马路、

给问路者指过路、与素不相识的人同

路后结交成了朋友。

九十七岁的唐家阿婆趴在底楼自

家窗口，叫住窗外走过的老邻居聊

天。早晨下着点雨，邻居仰起头，提高

声音说：“你爬上爬下当心一点！”

屋里紧挨窗户摆着一张沙发椅，

阿婆爬上椅子，双膝跪在椅面上，两手

撑着窗台，探出头讲话。她那情形，又

有点像放暑假时留在家里的小朋友，

又有点像童话里被关进高塔的公主。

“厌气啊，”她说，“厌气是厌气得

来。”

我和妈妈路过，也走近前去。隔

着好几步路，阿婆就叫出我的名字。

“忙得哪能？”老年人看到年轻人，第一

句总是这样问。他们往往把年轻人的

忙碌浪漫化了，仿佛我们在外头个个

都是大禹治水，真有千件万件要紧的

事情。

我差不多一年没遇上阿婆了。每

次回父母家，天气向晚的时候绕过她

家墙边，我总习惯性地往里张上一

张。前两年常看见阿婆在厨房做饭或

者洗碗，有时还会碰到她提着菜篮子

进进出出。这样的偶遇近来变得十分

稀少，几乎没有了。

阿婆趴在窗口说：“他们一样事情

都不让我做！”她指的是子女们。

“你是不要做啊。”我妈妈说。

“是啊，我现在一样都不做。”阿婆

说。

唐家阿婆什么都会做。冬天她蒸

糯米糕，自己买了青鱼做鱼丸。夏天

她做绿豆汤，做法跟别人都不同：蒸好

绿豆和糯米，分开来放进冰箱，吃的时

候拿出来，用薄荷水一冲，加上冰块和

白糖——汤水一碧如洗，连碗壁上激

出的水滴都冒着清凉的香气。每年端

午节前后，我总能吃到阿婆裹的粽

子。可能因为年龄大了，手劲减退，她

裹的粽子不像我妈妈的那么扎足，肉

汁渗透进米粒的空隙之间，吃在嘴里

格外香滑。

我熟悉阿婆的手艺，因为孩提时

代在她家吃过三年午饭。刚上学那会

儿，学校没有食堂，我的午饭就托付到

了邻居阿婆的手上。当时我们住的这

块地方还叫做李家弄。走进破旧的门

脸，可以看到在一片平房之间，横插进

两栋老式公房。我家住在其中一栋公

房里头，下楼走两步，就到了阿婆家平

房的前院。

灶披间很小，紧贴大门。做好的

菜端进门，穿过前屋，摆到西面的大房

间——这里是客堂间，也是阿婆的卧

室。床摆在房间东头，八仙桌在西头

窗前。吃饭时可以透过窗户看见外面

种满花草、青苔累累的小院。我记得

她最常做的一道菜，叫做“番茄沙司”，

其实就是番茄沙司炒肉片——省去食

材，直接用酱汁的名字去命名它，可见

那酸甜的口味是多么有力。她的小孙

子与我同岁，七八岁的小男孩还不肯

谦让小姑娘，一上饭桌，看到这道菜，

就更加没有任何谦让精神可言了。

猫儿常从院子的墙沿上过。猫食

盆设在前屋进门处——我小时候胃口

不佳，为了不吃饭，不知道哭了多少次

鼻子，阿婆总是安慰我说：不要紧，再

吃一口，吃不下的给猫吃。因此猫饭

倒有一大半是从我嘴里省出来的。记

忆中，阿婆家里从没断过猫。早年不

讲究圈养，猫咪多数时间在外面溜达，

走失时有发生。坐在家里吃晚饭，听

到阿婆敲着碗屋前屋后地叫“阿咪”，

我妈妈就说：“唐家阿婆的猫又走没

了。”

盛夏时节，阿婆的女儿——也是

我的数学老师——打一盆热水，在前

院抓着猫洗澡。给它们全身打上药

皂，一个个小黑点就从毛发深处匆匆

钻了出来，她用两个指甲盖顶着，一掐

一个准，就这样不慌不忙地坐在小板

凳上，掐半小时虱子。

在阿婆家里，我陪伴过一只老猫

的离世，也见证了好几代小猫的出

世。装小猫的纸盒放在阿婆床底下。

中午一进门，我们就钻进去把纸盒拖

出来。三番两次，老猫气急了，叼着小

猫到处乱藏，我们又跟着乱找。

碰上寒冬里出世的小猫，纸盒就

被挪到东面的小房间。冬天，这里搭

起一个铁皮暖炉，我跟妈妈下楼串门，

在屋里围着炉子跟阿婆闲聊。坐上一

小会儿，两颊就发烫发胀，皮肤像要撑

破，耳朵和脚上的冻疮也发起痒来。

一把火钳倚在炉边，有时觉得火太旺，

就夹一块煤饼出来。需要烧水，或者

想烘两个山芋，再把煤饼添进去。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小屋里添了

一架风琴。我的数学老师，我的妈妈，

还有阿婆——真奇怪——她们没有一

个不会弹风琴的。一进屋，她们中的

某一个就说：我来弹两个歌吧。小屋

只五六平米，床、书桌、靠背椅、书柜、

小方桌、缝纫机、风琴等家什团团包围

着屋中央的煤炉。人和猫待在其间，

挺灵活地进出。透过北窗，可以看到

屋后的大院子，不时有人来来去去。

这一片连绵的平房，没有任何隔断，由

许多在小孩看来十分神秘的夹弄和小

院紧扣在一起，根本分不清这一家和

那一家的界限。

老房重建之后，原本的李家弄变

成了新式小区的一部分。阿婆家还是

住一楼，我家还是住在阿婆家南面，从

北窗就能看到她家的天井。阿婆站在

天井里喊两声，我妈妈就探出头去。

阿婆问：糖藕吃吗？或者是：糕要吃

吗？或者是：粽子要吗？妈妈推辞。

阿婆说：来拿呀，吃不掉！

多年以来，我们家受了阿婆很多

的恩惠，不仅吃她做的饭，也享用她天

井里一年四季的美景。春天的蔷薇

花，夏季的牵牛花，秋季的天竺，冬天

的腊梅，每每看见、闻见，尽管没有跟

阿婆说上一句话，也知道她一切安

好。在家里得闲时，能听见她在那架

旧风琴上弹出些我们没听过的民国歌

曲。往窗外望望，不时也能看到她在

天井里忙碌的身影，以九十多岁的年

纪，炎炎夏日依然不惮爬高落低，为花

草搭上遮阳凉棚。妈妈喊着：“阿婆，

你不要爬那么高！”她呢，就清晰响亮

地答说：“不碍！不碍！”

忙惯了的阿婆年纪渐长，儿女终

于不许她干活了。我跟妈妈打着伞，

站在窗口，在雨声中听她讲了会儿最

近去孙子家作客的见闻。忽然，她双

眼闪出神秘的光，压低嗓音问我：“糕

阿要吃？”

老人家偷塞给小孩一块糖，用的

就是这种神情语气。她爬下沙发椅，

拿出一块糯米糕，从窗口递出来。不

同于以往，这次的糕是她女儿做的。

她指着糕批评说：“豆沙都团在一道

了。跟他们讲讲，也不听我的。”我接

过糕，说了声“谢谢阿婆”。这句道谢

从小到大，真不知说了多少遍。

一时间，仿佛我没有长，阿婆也没

有长。

步行上班 一剪春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