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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春逝尽，孟夏初来，芍药
花谢，澧水悲咽，子规凄哀。一
转眼，父亲离开我们已近五
七。这些天，他的音容笑貌、伟
岸身躯时时浮现在我眼前。

心设祭奠坛，泪眼对苍
天！思父，念父，祭父，是我旬
日间的心路历程——

父亲一生，平凡却有痕。
身为乡村兽医，他长年累月身
挎药箱奔波于乡间小路，踏泥
泞，披星月，迎风雨，以精湛医
术拯救家禽家畜的生命，用质
朴人格赢得乡亲的认可。

父亲一生，生活简朴，却

乐善好施、济弱扶贫。食杂
粮淡饭，着补丁衣裳，在那物
资匮乏的岁月里，他以微薄
的薪水支撑着多口之家。岁
月维艰，但他对牵畜求医的
农民，有钱没钱都给药；对远
乡僻壤的求医者，风雨无阻
上门送诊。免费偏方惠济千
家万户，一支银针福及父老
乡亲，他用辛勤付出带给大家
无穷希望。

父亲一生，和蔼贤达，但
治家教子甚严。他仗义耿直，
爱憎分明，坦坦荡荡，君子风
尚，“好人”之名传遍常村的十

里八乡。他身教重于言教，以
自身人格感染子女正正派派
走好人生路，做个有益他人、
有益社会的贤才……

滔滔澧水东流去，巍巍
唐山擎西天。纵然儿女泪
始尽，难唤慈父再复还。父
亲，您这一去，再难看到您
送儿行、迎儿归的身影，再
难吃到您亲手烹饪的美味
佳肴，再难听到您那一字千金
的细语唠叨……父亲，儿的思
念不尽，您的音容长存！有幸
今生做父子，但愿
来 世 再 为

牵手人。
我期盼您化作苍穹中的

一颗星，让我每天都能看到您
明亮的瞳睛；期盼您的气息化
作天籁之音，使我天天都能聆
听您的心声；期盼您化作天边
的晚霞，照亮我的漫漫人生
路；期盼您化作腊月十五诞辰
日的雪花，飘落在我的身上，
重温父子相拥……

我期盼天堂无疾病痛苦，
无暴雨酷风，无红尘烦恼……
父亲，一路走好！

无巧不成书，一次偶然遭遇
让我对这句话深信不疑。

那天，我带着孩子去朋友家
玩。正聊天时，朋友上初一的儿
子拿着一本书从房间里走了出
来，一脸迷茫。一问，原来是做
阅读理解时遇到了麻烦，想让爸
爸指点迷津。朋友一本正经地
对儿子说：“你叔叔当过教师，又
是笔杆子，今天你可要好好请
教，有啥不懂的只管问！”而后他
冲我一笑：“孩子有点偏科，语文
成绩一直上不去，特别是阅读理
解，老是答不到点子上。”

一番推让后，我翻开这本
《七年级阅读理解精选》，粗略看
了一下，问道：“你说的是哪道
题？”“这不，文章以‘为母亲照
相’为题有什么好处？还有，让
写一篇200字的阅读感言，我不
知从哪儿写起，也不知道写啥。”
朋友的儿子指着书本满是困
惑。看了文章的题目，很熟悉，
再往下看，我不禁笑了，这篇文
章竟然是我早年在《平顶山晚
报》发表的散文《为母亲照相》，
文章最后还署着我的名字。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我围绕
母爱这个主题，给朋友的儿子
讲了一些题外话。小家伙听得
很认真，可能是受到了启发，他
给我讲述了平日里妈妈对他的
关心呵护，说到动情处，一双大
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末了，
我鼓励他，你讲得很好，很有细
节，答题时要把你想说的话，变
成文字写到纸上。孩子得到了
鼓励，又找到了方法，笑嘻嘻地
去做题了。

我没有如实告诉朋友父子
这篇阅读文章的作者就是我。

事后想想，我给孩子讲的那些内
容只能算创作体会，不一定是老
师想要的答案。

一天我正在上班，突然接到
朋友的电话，他一个劲儿地感谢
我，说孩子的阅读理解作业得到
了老师的褒奖，还被当作了范
文。我挂掉电话后心想，这本教
材是正规出版社发行的，网上会
不会有习题的答案呢？

我敲打键盘在百度搜索，还
真有不少答案。譬如，文章以

“为母亲照相”为题的好处是
——“能吸引读者，表明文章的
主要内容和情节，点明中心，反
省自己的行为，表达对母亲的愧
疚，给人以警示，让大家孝顺父
母”。再往下看，阅读感言的答
案是：“母爱如茶，母爱似泉，母
爱像风。母亲为了儿女舍不得
照一张照片，在作者眼里那几张
照得一般的照片，在母亲看来，
却是最珍贵的东西。母亲为儿
女日夜操劳，而做子女的却把爱
给了自己的小家庭和下一代。
日常生活中，父母对我们关怀备
至，我们却身在福中不知福，对
父母的爱不报感激，而也许我们
关怀父母的一个小举动，都会使
他们感到幸福。”

读着这些温暖的文字，我陷
入莫名的感动：母爱是最无私、
最纯洁、最高尚、最神圣的一种
爱，天底下伟大的母亲，用甘甜
的乳汁哺育了儿女，用柔弱的臂
膀为儿女们撑起一片晴空。

正如阅读理解习题没有统
一答案，母爱也没有标准答案。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关于母爱
的答案，而每一个答案都饱含着
感恩之情。

据和我关系十分密切的
赵女士不完全不全面也不客
观地观察，被她命名为“我和
皇族比一比”的病症正在悄然
感染很多人。比如赵女士在
某个冬日，家中火锅已经汩汩
冒着热气，她却突然大叫“等
一等”，让在座的血亲差点以
为火锅里惊现外星人。

只见她迈着小短腿，神秘
地捧来一把菊花，均匀撒在火
锅里，还一本正经地说：“这叫
菊花锅，以前皇帝就是这么吃
的。”

鉴 于 赵 女 士 的 戏 精 性
格，血亲们只能无奈地陪她
上演无人拍摄的真人秀，比
如问问加点菊花就是菊花锅
了、哪位皇帝这么不讲究呀、
这样吃是不是对身体有什么
好处等等。

谁知一家子吃货的发散
思维实在厉害，这个说我们
现在吃的东西，比先前皇帝
们吃得好多了，宋朝以前的
皇帝还没吃过炒菜呢！另一
个说岂止是吃呀，现在洗澡
的条件也比以前皇宫里好得
多，你看看华清池，不就是一
个小坑嘛！还有一个说，以前
的马车再豪华，也没有现在的
高铁舒适啊！

眼见C位被抢，赵女士立
即从戏精模式转换为话痨模
式。为了显示自己的专业和
严谨，她拿出一本图文并茂的
《皇上吃什么》（2018年 1月出
版），把即将迎来六百岁生日
的紫禁城拉进群聊。

赵女士表示，她严重怀疑
紫禁城看到了她关于“我和皇
族比一比”的研究，为给“患病
人群”答疑解惑，索性把紫禁
城里的四季美食原汁原味地
展现出来，让有兴趣的人好好
和皇族比一比。比如一份乾
隆二十五年的“荔枝分配账
底”里详细记载着“皇太后二
个，皇后一个，令贵妃一个，舒
妃一个”，你没看错，贵为天子
的娘亲和枕边人，得到的荔枝
竟是以个计算的。看到这里，

有没有觉得自己挥手成串买
荔枝的动作帅极了？

说回冬日的标配火锅。
乾隆皇帝是有名的火锅爱好
者，文章《火锅一统紫禁城》
里爆料，乾隆五十四年的御
膳菜单中，火锅就占了两百
多顿。爱好火锅的小伙伴
们，可以伸出手指头算算，看
看你们哪个能在吃火锅这件
事儿上PK掉乾隆皇帝。即便
发现自己被乾隆皇帝不留情
面地KO掉，小伙伴们也不要
气馁，毕竟人家皇家规矩多，
一顿饭里面每道菜最多只能
吃三口。赵女士大胆猜测，别
看乾隆吃火锅次数多，可能总
量还比不上那些“拿得起的是
人生，放不下的是筷子”的你
我呢。

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
老百姓吃得更讲究了，《皇上
吃什么》也来了。这本书共
分七个篇章，30多篇文章，既
有帝后们的食谱，又有紫禁
城网红食品的制作方法，最
重要的是语言轻松幽默，还
能学到很多冷门知识。比如
《皇帝的饭可不好蹭》里面
说，皇帝请大臣吃饭，只有皇
帝那桌是内务府备办，其他
都是由王公们“恭进”。说白
了，就是皇帝请客吃饭，费用
可不是全由国库承担，各位
王公也是要出肥羊与美酒
的。这不是和我们传统的认
知大相径庭吗？

吃这件事儿，往小了说
就是果腹续命，往大了说那
就是文化礼仪。仓廪实而知
礼节，随着国家发展，我们不
只要吃好，还要吃出文化。
《皇上吃什么》这本神助攻，你
值得拥有！如果哪天走出国
门想聊聊我们的饮食文化，
你也可以庄重自信地来上一
句：“就先简单讲讲紫禁城的
菊花锅吧……”

父亲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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