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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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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想感恩的人很多，我觉得最该感恩
的，应该包括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

小学五年级的一天，我还跟往常一样，一
大早站在讲台上主持班会。和蔼的班主任老
师走进教室，宣布从今天起，少先队改“红小
兵”了，让大家重新举手表决选班干部。这种
场合我经历过很多，基本就是走过场，果然，
选到我的时候，大部分同学举起手。还没等
点票，一个尖锐的女声爆破而出：“我不同意
吴晓平当班干部！”循声望去，是一个去年才
转到我班的女生玲。玲虽然不甚漂亮，却讲
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明显带有北方口音，在我
们这种传统的城南小学，还是出类拔萃的，同
学们都很喜欢她。我也一样，甚至暗地里还
学过她的发音。我脸上堆着笑，强作镇定地
一伸手，请她站起来表达意见。只见她呼啦
站起身，脸冲窗外，大声说：“你家成分不好，
不能当班干部！”

血一下直冲脑门，我差点跳起来，在全班
的哄笑声里，我急得要哭，求援的目光望向一
旁站着的老师。怪了，刚才还和蔼可亲的老
师，此刻脸上冷若冰霜（我一辈子忘不了那冷
酷的表情）。我望着她，望着她，忽然一下就
明白了，使劲憋住即将喷出来的眼泪，拎起书
包就跑出教室……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遭遇挫折，它让我认
清了人间的冷漠、世事的无常，也就是从那天
起，我感觉我陡然长大成人了。

还有一个，应该算我生命中的贵人，且的
确应该感恩的恩师。他叫英，当年我考取省
电视台，因为不喜欢镜头前的工作，想到报社
爬格子。是他，亲自跑到我那城南小厂，调取
了档案，且收留我在他的麾下当了一名记
者。他是我的恩师，也是我人生转折关头帮
了我极大一忙的长者，理应感谢他一辈子才
是。但是，当我在他手下干了十年，且在业务
上获得许多奖项的时候，集团要创建一份晚

报，领导问我愿不愿意去，我觉得这是锻炼自
己的一个极好机会，满口答应时，英却很不高
兴，理由是我在他手下也有提拔机会，在任何
岗位上都可以创造佳绩，为什么要“叛出师
门”？我一再解释，我喜欢创业，也喜欢挑战
自己的能力，绝对不是为了自己“提拔”，更扯
不上“叛出师门”。可他还是很生气，误会我
是另寻高枝，从此不再理我。更没想到的是，
多少年后，他也成了更大的领导，于是，哪里
我不想去，他就调我去哪里；哪里不是我的强
项，他硬叫我在哪里“坚守岗位”。我也只能
消极怠工，躲在办公室里写写小说，没事去电
视台老友那里做做嘉宾。就这样，墙内开花
墙外香，我阴错阳差成了专职电视主持人，且
红了。

可是我心底很苦恼，一日为师，终身为
父，更何况英还于我有知遇之恩。虽然许多年
前他已退休，这些年和我不通音信，但我心底始
终压着块石头；虽然这些年人前人后我从没说
过他一个不字，但我内里总觉得欠他一笔心
债。所以前些年我退休时，心心念念要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拖上老妻，登门去他家谢罪。我关
照老妻，到了英家，随便他怎么说我，臭我，甚至
骂我，你也不要插嘴，因为他是我老师，恩人。
实际上，那天英看我们夫妇同去，十分高兴，远
远迎出门，还非要在饭店里隆重摆上一桌，推
杯换盏间，旧情境如泣如诉难忘怀；把手言欢
里，几十年恩怨尽在不言中……这件事，我觉
得是我晚年最开心的一件事。

静夜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
《春秋》，玲揭开我的身世，虽让我痛不欲生，
却开启了我一段奋发向上的人生；英出于误
会，改变了我一帆风顺的生活轨迹，逆境中激
发出我生命的另一种潜能，从一个摇笔杆的
文人变成耍嘴皮子的明星。所以，我应该感
激他们成就了一个真实的自己，你说，不应该
感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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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小，但是小而温馨。我爱干净，老伴
更是有“洁癖”，只要是家里不需要的物品统
统扔了，再分门别类，该挂的挂，该摆的摆，该
入柜的入柜，任何东西都要有序放置，拿起来
也便当，心里也不添堵，像个过日子的样子。
老伴每天再忙，打扫卫生从来都是第一位的，
整理物品都是趁我不在家，否则我这也舍不
得摔，那也舍不得扔。

喜欢把家里收拾整洁是父母的“真传”。
记得老父亲脑溢血后说话很困难，但是只要
家里地板缝里有一点点脏，他都会用拐杖指
指戳戳，嘴里嘟囔着，我顺着拐杖看过去，原
来有的地板缝里没扫干净，赶紧再用笤帚顺
着板缝仔细打扫一遍。每到夏天我都会把地
板拖得丝丝滑滑，睡觉就直接铺张草凉席在
地板上，凉凉的，别提多舒服了。

朋友中有人笤帚倒了都不愿意扶，我恰
恰相反，家里的厨房基本上是我的“责任包干
区”。我隔段时间就要把煤气灶具拆了，用去
污剂泡，擦去表面油渍后，再用牙签一个一个
捅出火孔，擦洗相当细致。顺便清洁佐料罐、

擦洗台面油污，最后再拍照片发微信“显摆”
成果，搞得老朋友都说我：老柯啊，你微信发
出来我们压力山大哎。

过去，拿张报纸擦洗玻璃窗也是我的拿手
好戏。现在不能爬高了，就在专业网络平台请
家政工。这次来的是位甘肃小伙子，做事十分
利落，进门后套上鞋套熟练地摆放好工具，半桶
水里放上洗涤剂，把擦玻璃双面器朝窗户上一
放，一只手扶着窗框，一只手一会用双面器、一
会用抹布，一会用小铲刀，玻璃上划出的水沫上
下左右飞舞像浪花也像溪水，最后再用橡皮刮
把玻璃里外一刮，窗户顿时透亮清晰。干活他
还哼着“兰花花”小调，看得出，他把擦窗当成开
心快乐的差事。闲聊中得知他38岁，打工八年
一直搞家政服务，擦窗、洗空调。看着他嘴里哼
着小调还忙得不停的样子，不由想到小品那句
台词：生活就像一杯二锅头，苦乐自知，就看你
抱的是什么态度。

诗曰：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家要勤打扫，家也要讲情调，面对生活的杂乱无
章，千万不要心生烦躁，行动起来就好。

父亲正专注地擀着面条，母亲在旁边熟
练地调配着豆酱，翻炒着香喷喷的肉馅。站
在厨房门口，我常被这样温暖而熟悉的景象
深深吸引。

这样的画面，从记事一直持续到今天。
只是晃眼儿的工夫，父母就成了古稀之年的
老人。

我轻声走向父亲，想接过他因年老而日
显沉重的工作。但他坚持不用帮忙：“我在锻
炼身体，顺便跟你妈聊天。”那紧握擀面杖的
手表明了他的执着。

转而向母亲走去，她微嗔：“你上班够累
的，坐会儿，聊聊天就好。有我们在，饭很快
就好，你们等着吃饭就行。”他们的话里满是
爱与关怀。

围坐餐桌，情感在日常的菜肴中交融。
热气腾腾的手擀面，轻松愉快的谈笑风生，无
不传递着家的温馨与关爱。

在烹饪上，母亲很少遵循固定菜谱，她总
是根据我们的口味、偏好来调整，使得每一道
菜的香甜都能触动家人的味蕾。

父亲喜欢面食，母亲就依据父亲的爱好

安排食谱：今天手擀面，明天炸酱面，后天云
吞，然后是饺子、烩面、烙馍卷菜等，各种不重
样的饭菜，但“主打歌”始终围绕着父亲这地
道的北方人爱吃的面食。

有了下一代以后，按照他们的口味偏好，
面食在家中餐桌上的“统治地位”慢慢被米
饭、糖醋排骨、豆豉鱼、鱼香肉丝、酸甜肉、大
锅菜等母亲拿手的菜肴所替代。但母亲总会
额外再为父亲准备他喜欢的酸汤面，满足他
的口味。这简单的饭菜深得父亲喜爱，他很
少外出用餐，总是想念母亲的厨艺。这不仅
仅是习惯，更是一种添加了岁月与情感佐料
的恋家情结吧。

而几个孩子，在母亲的“惯纵”下，嘴巴越
来越刁。先是米饭炒菜，接着是时下正流行
的饭菜。把做法打印出来，张贴在冰箱门
上。母亲起大早赶早集，买来林林总总的原
材料，照着单子上的主料、辅料、配料做足准
备，做出孩子们喜欢的种种时尚新潮的美味。

饭菜正香时，不只满足味蕾，更慰藉心
灵。在这小小的空间里，父母的手艺打造出
一个满溢爱意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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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山龙蟠，石城虎踞。巍峨的明城墙从太平门向东沿
着钟山（紫金山）南麓延伸，弯了两道弯到达朝阳门（今中山
门）。古人视钟山为蟠龙，这段修在钟山脚下弯弯曲曲的城
墙，便被称作龙脖子。龙脖子在地堡城南侧向南弯了一下
逶迤至富贵山东侧，继而在后宰门北侧昂首向东。在这段
龙脖子城墙的外侧、龙脖子路的内侧，于参天古木之中静静
地藏着一个明镜般的湖泊——琵琶湖。

整个龙脖子段城墙的精华，就在琵琶湖。琵琶湖的名
气虽不如同在钟山风景区的紫霞湖、前湖和燕雀湖，风景却
堪称绝佳。东、北两面古木参天，西、南两面城墙高耸，尽显
山水城林之妙。湖面倒影层层，风景独美，宛如一幅静美的
油画。然而，在南京众多的风景名胜中，琵琶湖却异常低
调，低调到连不少本土南京人都没去游览过。但近日，琵琶
湖迎来了她的高光时刻。

春末夏初时节，波光粼粼的湖面上，一朵朵金黄色的小
花俏丽地挺立着。微风拂过，花儿在水面轻轻浮动，犹如凌
波微步的娇俏少女，明媚又活泼。

那大片大片嫩黄色的花儿，便是三千年之前在《诗经》
中登场的荇菜。“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
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荇菜又名莕菜，是睡菜科荇菜属的多年生水生植物。
荇菜的叶片与睡莲形状相似，因之又称为野睡莲；荇菜花呈
天然的金黄色，在阳光下泛出金光，因此又被称作金莲儿；
荇菜花瓣边缘生着细小的绒毛，望之有一种柔和之美。荇
菜名字虽有“菜”字，但不可食用，其全草可入药。荇菜对保
护和改善水质、维持生态平衡也起着重要作用，具有重要的
生态价值。

如此美丽的荇菜，自然受到文人墨客的喜爱。杜甫在
《曲江对雨》中写道：“林花著雨胭脂湿，水荇牵风翠带长。”
王维在《青溪》里写道：“漾漾泛菱荇，澄澄映葭苇。”温庭筠
《南湖》诗曰：“湖上微风入槛凉，翻翻菱荇满回塘。”苏辙在
《官舍小池有鸂鶒遗二小雏》中描绘了“半亩清池藻荇香，一
双鸂鶒竞悠扬”的画面。曹雪芹《杏帘在望》里向人们呈现
的是“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徐志摩《再别康桥》更是
一片深情：“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
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琵琶湖的荇菜一般 5—8月开花，9—10月果实成熟。
当初夏的风吹到南京，荇菜便携着亘古的诗意走来，一湖碧
水半湖荇之际，水面上铺就成浪漫的金色花毯，也就到了去
琵琶湖欣赏荇菜的时候。早上八九点钟和傍晚时分，阳光
柔和，是观赏荇菜花最佳时间。由于荇菜上午花开，下午花
朵关闭，因而，在同一地点、同一角度，早晨与傍晚可以观赏
到不同的风景。

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家住在后宰门附近，得地利之便，
从富贵山路向北，穿过明城墙一座无名城门，向左一拐便进
入琵琶湖景区，环湖一圈大约只需要30分钟。因而，漫步
琵琶湖是我散步的经典线路。漫步湖边，仰望古朴的城墙，
眼观从《诗经》里开出的浪漫之花，聆听着悦耳的鸟鸣，呼吸
着清新的空气，心旷神怡。坐在湖边的木凳子上，静静地看
朝阳升起、夕阳西下，看水鸟嬉戏于荇菜之中，常常不知不
觉沉浸在《诗经》的意境里，物我两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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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这个时间点开始，延续半年，路经某些饭店，我的
鼻子便会被这股子香唤醒，双腿缓慢下来了，魂儿也被这股
子香勾走。什么香呢？就是龙虾香。

小时候，一根杆子一点子肉加上一条绳子，呼朋唤友钓
龙虾，一只又一只龙虾上钩，一边想着家长和老师说的“龙
虾吃稻子的根和芽，在稻田池塘挖洞，是害虫”，心里美滋滋
思忖：我们这可是在除害呢！

龙虾的美味激发了人的创造欲，现在，逮龙虾的法子多
的是。傍晚，把长长的地笼下到河里，第二天一早，缓缓拖
上来，必然收获满满。为了鲜美的龙虾，吃货们就地取材，
发挥了最大的聪明才智，很多夹子的不锈钢晒衣架，每个小
夹子夹上点猪肝或是鸡肠，顶上的钩子系上绳子，绑上就地
砍来的竹竿，一架子一架子的龙虾忙不迭上钩。此时，从河
里拉到岸上，最妙的是有大网兜等在龙虾下面，再不怕龙虾
松钳逃走。

在家烧龙虾，全家齐上阵，刷龙虾，讲究的要把虾头里
的鳃处理掉。清水煮的，只用上盐、生姜和葱，留住虾肉原
汁原味。家常龙虾做得最多的是十三香口味，现成的十三
香调味料，十三种中草药和香料炒制，龙虾口感鲜香，层次
丰富。打打闹闹，嘻嘻哈哈，其乐融融。

大拼盘龙虾宴主打一个“气派”，冰镇的酒香鲜甜又甜
而不腻，椒盐的增咸添鲜，麻辣的辣不过口、麻不伤舌，蒜蓉
的口感鲜嫩、蒜香扑鼻，泡菜的让你酸爽过瘾。红红的油亮
丝滑，虾头一拔，虾壳一剥，虾线一抽，洁白如玉，肉质细嫩，
虾黄肥美，吮汁回味绵长。如果还配有黄瓜、莴苣，既有蔬
菜的清新又有汁水浸沁，如果再能有馒头片儿，蘸上汤汁，
敢说，神仙如若知道人间有此美味都不想再做神仙呢！在
饭店里吃龙虾，那种大开大合的吃相，不宜有外人，不宜有
领导，只宜与至爱亲朋一道肆意洒脱。若是男女朋友、夫妻
之间互剥互喂，更能表现情投意合、恩爱非常。

眼下是龙虾最鲜美的时节，约上朋友们去钓龙虾吧，或
许意不在龙虾，而在独一份的野趣。然后，食指大动，尽情
享受这份人间至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