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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在食堂排队打饭的时候，
我夹起了一个花卷，思忖一下又放
了回去。身后的同事问我怎么了，
我说吃不下，其实是担心做出来的
花卷会让我失望。因为，我已经很
久没吃过令自己满意的花卷了。

我不算挑食，但对于花卷，却有
一种近乎偏执的苛求。花卷如果太过
松软，缺少了咀嚼的过程，那么就毫无
口感可言；如果太过筋道，则会因过度
咀嚼而忽略味道，有喧宾夺主之嫌。
我实在欣赏不来大饭店里的花卷
——白到发亮的面团被摆出各种矫
揉造作的造型，甚至点缀上红彤彤的
大枣，像涂脂抹粉的歌舞伎。这种花
卷的口感虽然很筋道，一口咬下去能
感到面团抗争似的弹跳，但本身没有
面的特别味道，霸占口腔的只有红枣

的甜味。这种花卷于我而言，与其说
是食物，不如说是炫技的艺术品。遗
憾的是，这样的花卷似乎成为了主流
款式，每当看到餐桌上的这种艺术品，
愈加让我怀念姥爷做的花卷。

姥爷蒸出来的花卷没有花哨的
外表，形状很简单，只有大致的卷状，
整体小巧饱满，珍珠色的面上嵌着几
星葱花，既是点缀，也是调味。姥爷最
厉害的技能在于，一个花卷上能同时
出现软嫩与酥脆两种截然相反的特
征，一口咬下去，酥脆的外表与软嫩的
面团使花卷的口感达成了美妙的和
谐，面和葱花本身的咸香填满口腔，还
有一丝甜味萦绕，令人食欲大增。

每晚放学回家，姥爷总能像变
戏法一样在桌上摆满热气腾腾的花
卷，我顾不得吃相，狼吞虎咽吃得干

干净净，然后一边抹嘴一边说要是
开一家小店专门卖花卷，生意一定
火爆。姥爷嘴上说着不可能，却笑
得很灿烂。说来惭愧，我从未亲眼
见过姥爷做花卷，总想着等长大之
后应当认真学一学这样的花卷是怎
么做出来的，才不至于让他的这门
手艺失传。姥爷似乎也没有想过传
授，总是在厨房里忙碌着，为家里的
每一个人。

长大后，我曾尝试着按照网络
上的教程还原姥爷做的花卷，然而
每次都是以黑暗料理告终。直到有
一次趁着家里没人，我又按照网上
的教程，和面、发面、擀面、上料、卷
坯、发酵、蒸熟。一套流程下来，出
锅的花卷竟有了些许姥爷做出来的
样子。要是姥爷看到了，定会凑过
脸来，皱着眉端详，再用他那标志性
的河南味普通话说：“这回行了，咱
家又有一个人会做花卷了！”

只是我知道，我再也吃不到姥
爷做的花卷了。

（作者单位：能源投资开发公司）

倾心遇见，
一场风华恋。
万种徘徊成彩练。
纵日久常相念。

痴守绕就柔妖，
清风送去媚娇。
望处嫣红沓沓，
山中流水迢迢。

（作者单位：马兰矿选煤厂）

紫蝴蝶 红玫瑰

家

庭

家

庭

雪
趣

周
永
胜
（（
西
曲
选
煤
厂

西
曲
选
煤
厂
））

4责编：侯晓燕2023年12月12日 星期二 本版邮箱：xsmdbs4@126.com

武建维

左荪屹

陈丽斌

小雪情思

时光飞逝，犹如白驹过隙，转眼
便迎来一年中的第20个节气——小
雪。儿时，在小雪这天，母亲会给我
穿棉衣棉裤。想起在白炽灯下缝衣
补烂的母亲，那模样、那情景，宛若
昨日。

小时候家里特别穷，虽说家里
就我和姐姐两个孩子，但父亲由于
医疗事故，不能干重活，生活来源全
靠 母 亲 种 地 挣
钱。在我的记忆
里 ，小 时 候 只 有
饥饿和贫穷。在
同龄人吃白面馒
头 时 ，我 家 只 能
靠玉米糊糊和玉
米馒头充饥。父
亲经常对我们说：“咱们家全凭你
妈！”是啊，勤劳节俭、不善言谈的母
亲，从小就给我树立了榜样。

从我有记忆开始，母亲白天在
田里干活，晚上还要做针线活儿，我
则躺在被窝里，看着 14英寸的黑白
电视。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一幕
幕总带着丝丝甜意，那些儿时的场
景总会闯进我的梦乡。记得小学二
年级的一个冬天，我玉米糊糊吃多
了，考试的时候又不敢请假小便，尿
湿了裤子。回家后，母亲看到，急忙
让我脱下裤子，把我包在被窝里，在
火炉上烤起裤子来。第二天，我穿
上暖和的棉裤，内心不由得涌起一
股热流：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找
个好工作，孝敬母亲！

从我记事起，母亲就特别乐观
坚强、善良厚道。在我 8岁之前，父
亲还没有残疾，身体很不错。他经
常在村大队干活，回家就到了晚上，
几乎顾不上家里。母亲独自在地里
干农活，每次回家口中说着好累，但
手上不歇着，还要做家务。有一次

母亲用平板车往回拉玉米，那时候
夜色已晚，又没有路灯。她不小心
跌倒，玉米全撒在地上，她半天起不
了身，多亏有个路过的村民，帮母亲
装好车送到家。那天回到家里，一
向要强的母亲忍着眼泪处理着红肿
的腿脚，看着母亲的样子我哭得稀
里哗啦。真的很佩服母亲，那时候
的她是怎么熬过来的。

虽说我是九零后，
但在我的记忆中白面总
是那么奢侈。每天只吃
自己家种的高粱面、玉
米面，再好点就是吃点
包皮面，只有客人来了
才能吃到纯白面。在这
种意念的加持下，我们

常常盼望着家里来客人。等客人
来，我就能端上一碗白面手擀面，乐
呵好几天，甚至做梦都在吃白面。
离家上初中后，我终于能天天吃上
白面了。

随着自己走出校门，上班、成
家，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吃饱喝足之
余，更讲上了品味，但我仍然对白面
情有独钟。那
带着浓郁麦香
的白面，烙印在
我的记忆深处，
将会伴随我的
一生。现在每
次和母亲打电
话，她总忘不了
安顿我：“在外
头的日子要照
顾好自己，吃好
吃饱。你的媳
妇和孩子在这
边，妈给你照顾
好，你一个人千
万 要 注 意 身

体。”
时间过得真快，忙碌间已到而

立之年，按古代一甲子就是一辈子
的说法，自己已经是半辈子的人了。
母亲老了，她在辛劳中、在操心中、
在苦难中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在
我成家后，她还要帮我照顾孩子。
孙子一天比一天懂事，她开心；我在
外面打拼，她牵挂；有一天我身体不
舒服，她更是不安……母亲真是一
辈子操不完的心啊！

可是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今
年她已经去过 6回医院了。每每想
到这些，我的心如刀绞：三十而立，
在我的而立之年，上有老下有小，工
作任务繁重，家庭琐事繁忙，身不由
己啊！孩子成长需要鼓励陪伴，孝
敬父母应该贴身照顾，然而工作生
活不能两头兼顾，有时候静下来想
想，我感觉自己是个不称职的父亲，
更是一个不孝顺的孩子。

想着母亲的身影，思绪万千的我
又回到了儿时的岁月，在小雪这天，
依偎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进入了甜
美的梦乡。 （作者单位：镇城底矿）

 

















































冬日的色调，是凝重的
凝重的内心，是苍白的
苍白的内心，是松软的
雪后的田野，是素颜的
素颜下的辉映，让想象力长了翅膀
仿佛生命最初的光芒
时间的针脚
在北国的雪地里行走
尽管雪下得很大
也无法掩饰寒夜下的孤独……

（作者单位：电力公司）

冬日

姥爷的花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