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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心中都会有一道菜，绵长而
柔软地抚慰着心灵。舌尖上不只有美
食，更有丰富的情感。

同事曾姐偏爱粉蒸肉，不管在哪里
吃饭她都会点这道菜，但总是很失望，
说味道不正宗。直到今年夏天在一个
小巷的角落里觅到了一份，这里的粉蒸
肉用荷叶包裹着，红薯打底，肥瘦相间
的五花肉裹满细腻的糯米粉，名副其实
的招牌粉蒸肉，只尝了一口她就惊呼：

“就是这个味道。”
原来曾姐小时候父母工作忙，她是

跟着奶奶长大的，而奶奶会在重要的日
子做这道菜给她吃。后来奶奶因脑溢
血突然离世，因此，这道菜对她的意义
除了味道，更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思
念的情绪与往事的点滴都在味道里得
到了释放。

而我偏爱排骨藕汤。迎着暮色回
家，走进楼道就会闻到那浓郁的香，飘
着热气的四耳大铫子端正地放在家门
口的煤炉上。父亲让我赶快盛上一大
碗，再撒点胡椒、味精、葱花。

入口又鲜又烫，再咬上一口厚实的
肉，接着白白嫩嫩的莲藕也浮出来。香
浓里透着醇厚，心忽地就被点亮了，上
班的疲劳都被抛到九霄云外。

用老法子熬汤是个体力活，一大早

要去菜市场挑选上好的猪骨头和排骨，
还要挑有九个孔的粗壮大藕。买回来
用流水不断地冲洗，然后浸泡一个小
时，接着再冲洗。

一个老铫子有十斤重，排骨和藕也
有十来斤，还要加入适量的水，差不多
两个小时换一次炭，需要将铫子搬上搬
下。如果不是专注和虔诚地投入，是无
法熬出原汁原味的汤的。用一天的光
阴来熬一铫汤，是父亲常常做的事。

我在桌旁大快朵颐，微风中阳台上
飘来一阵阵茉莉花的香，父亲戴着老花
镜看看报纸又瞅瞅我，掩饰的笑意里藏
着对自己手艺的几分得意。

怀念那个人，总是在一碗色、香、味
俱全的汤里，舌尖慢慢舒展开来，不断
捞起岁月里沉淀的温情和父爱。

看新闻报道，有一个男孩幼年时被
拐卖了，长大后他记不清家在哪里，也
忘了自己叫什么，一次偶然的机会，他
在一个四川籍的朋友家里吃饭，品尝到
腊肠和凉拌折耳根时，熟悉的味道刺激
着他的味蕾。他的记忆得以修复，马上
意识到自己是四川人，通过舌尖上的记
忆最后找到了家人。

岁月在变，人在变，唯有某种味道
牢牢地锁定在记忆里，让生命获得单纯
而朴实的原液，衍生出暖意和力量。

心中有一道菜
◎胡艳萍（湖北武汉）

中秋节轻盈到来，月饼成
了这个节日的主角。在众多
品牌、口味的月饼中，最让我
钟情的还是家乡的东坡饼。
东坡饼大的如一轮圆月，小的
可捧在手心里，精致美观。东
坡饼外表金黄，粘满芝麻，闻
起来馨香扑鼻，掰开，核桃仁、
香葱、鸭蛋黄、葡萄干等馅料
勾人味蕾，让人忍不住想先吃
为快。

郏县东坡饼有着悠久的
历史和厚重的文化底蕴。据
史料记载，在宋代，郏县长桥
镇有水陆两用的码头，绍圣元
年（1094年）闰四月，苏轼自陈
留（今河南开封陈留镇）沿汝
水至汝州别其弟苏辙，途经长
桥驿（今长桥镇）品尝赵氏饼
铺的饼后赞不绝口，写下“他
年吊古知有人，姓名聊记东坡
弟”的名句。赵氏后人为了纪
念这位爱美食的大文豪，取饼
名为东坡饼并代代相传。

郏县东坡饼秉承传统手
工制作，以当地种植的强筋小
麦面粉为原料，精选散养土猪
肉、鸭蛋黄、核桃、花生、小香
葱等配料，经选料、拌馅、制
饼、烘烤等几十道工序制作而
成。饼皮图案以福禄寿禧、龙
凤呈祥等传统元素居多。通
过国家食品安全生产许可认
证的东坡饼不仅香飘省内外，
还出口日本、韩国、阿联酋等
国家。听着东坡饼业传人赵
听杰的介绍，我仿佛看到了东
坡先生悠然走来，坐在赵家饼
铺里，津津有味地品尝着东坡
饼，写下千古名句。

东坡饼传承几经曲折但
绵延不绝，赵氏家族是该技艺
的典型代表，从家族或师徒传
承渐变为社会传承，延续至
今，谱系清晰，传承有序。郏
县长桥东坡饼制作技艺在历
史长河中汲取、创造、完善，背
景文化、生活形态、艺术审美
和遗存的“东坡饼与苏轼”等
人文故事赋予了其独特的韵
味。

时值中秋，家乡的长桥东
坡饼让我仿佛穿越时光的隧
道，与东坡先生在金秋里对
话，把酒寻诗。

郏县东坡饼
◎孙书贤（河南郏县）

上班高峰期的立交桥被
堵得水泄不通；下班时地铁站
里人挤人，进站和出站时鞋子
的颜色都不一样了。熙熙攘
攘忙忙碌碌中，很多人不禁
问：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仿佛不再是一条完
整的线，而是无数碎片拼凑的
图。碎片化也随之成为新时
代热词。碎片化有两层基本
含义：一层是碎片化的时间，
一层是碎片化的学习内容。

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让
沟通变得便捷的同时，也让每
个人可以随时被打扰。对于
大多数人而言，能有一个4小
时以上的整段时间恐怕已经
是一种奢望。繁重的工作、房
贷车贷的紧逼……每一天好
像都被很多事情分割占用，想
安安静静坐下来问问自己的
内心，反而会被嘲矫情。每天
固定时间做一件事情并长期
坚持的人寥寥无几。

时间碎片，一不小心就会
令人茫然：每天慌里慌张，但
又不知到底在慌什么。看见
别人在做，自己也跟风去了。
时间规划？先不管了。碎片
就碎片吧，先有件事情做再
说。一通忙乱后不禁思考，如
何利用时间碎片？那就抓住
它的最大特点——可叠加的
分散性。可叠加，是指碎片化
时间中可以做的事，往往可以
附着在另一件必做的事上，比
如必须乘地铁回家，但在此期
间可以听喜欢的音乐；分散
性，是指可调配、有选择。不
妨先给自己精准定位，明白自
己是谁、需要什么，列出每天
的必做和选做选项，看看哪些
可以利用碎片时间完成。

海量信息社会，大量有用
的精华信息夹杂在无数的碎
片中，碎片化的学习内容正变
得越来越多。碎片化学习时
间学到的碎片化知识需要有
意识地联结起来，构建自己的
知识网。

知识碎片的挖掘存在于
整个碎片化学习过程中。细
化碎片化学习过程，可以发现
其实可以从三个方面挖掘知
识碎片：从互联网海量信息中
挖掘有价值的信息、从已有知
识储备中挖掘解决问题需要
的信息、从已经遗忘或删除的
知识碎片中深层挖掘有用的
信息。

碎片化时间和碎片化学
习，是新时代下的新模式。时
间都去哪儿了？如果静下心
来，仔细想想，还是能发现碎
片化的可贵之处。

时间都去哪儿了
◎高云舒（河南郑州）

稿约

追寻乡土文化根基，采撷鹰
城往事遗珠。《平顶山晚报》副刊
近期推出《鹰城风物》栏目，主要
刊登描写本地岁时风土、民俗风
情、古建遗存、饮食游乐、文人雅
趣、世相风物的稿件，期待本地
文友、鹰城游子赐稿，稿件要求
千字之内，行文有趣。

投 稿 信 箱 ：wbfk@pdsxw.
com。

小村南面，有一个比较小的火车
站。我家距车站只有一千多米，从我记
事起，火车行驶时的轰鸣声和到站时的
咣当声便整日相伴。晚上枕着这些声
响入睡，经常梦到长龙般的火车轰隆隆
驶来。

近水楼台先得月，因为毗邻火车
站，我们出门经常坐火车。尤其是我上
大学以后，乘坐火车往返成了家常便
饭。那个年代都是绿皮火车，如今村里
人把那时的火车叫老火车。老火车，多
么形象的称呼。老火车车速慢，跟现在
的高铁比起来，老火车就像蹒跚的老
者，慢吞吞地前行着，永远都是不急不
躁的模样。老火车仿佛觉得赶路不是
一件要紧事，火车上各种各样的故事、
形形色色的人才是最重要的。那个年
代，坐火车是一种经历。

我记不清坐过多少次老火车，每次
都觉得是一种享受。在老火车上度过
的慢时光，很多时候是小半天甚至一整
天，封闭的空间把一
群人禁锢在一起，总
让我联想到一座暂
时的孤岛。一群人
在孤岛上共度一段
时光，彼此都有强烈
的交流欲望，就像鲁
滨孙漂流到孤岛上，
还需要一个“星期
五”做伴。

每次在老火车上落座，我都会默默
打量邻座的人。有的人看上去笑盈盈
的很好接近，我也愿意与其交谈。有的
人看上去冷若冰霜，我不敢贸然搭讪。
开始时大家可能都心存戒备，不肯开口
说话，一会儿，人们开始试探性地交流

起来，聊着聊着，就能擦出快乐的火
花。那时候不像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
可看，所以火车上很热闹，短时间内演
绎的人生百态，仿佛一个小社会。

老火车上时光慢，足够发生太多的
故事，旅途也因此显得丰富多彩。当
然，更多时候，我会占据一个靠窗的位
置，默默看着车窗外的风景不断后移。
多少风景被甩到了身后，前方的风景又
那么令人憧憬。老火车上时光慢，有足
够的时间可以欣赏沿途的风景。有时
候，为了打发时间，我还会翻开一本书
看。在老火车上看书，很有种时间和空
间交错的感觉。猛然抬头时，人会有种
恍惚感，觉得自己仿佛是从某个时空穿
越而来的，忘了身处何时何地。

如今，高铁时代来临，家乡的小站
已然消失，老火车也不见了踪影。享受
着高铁带来的风驰电掣的快捷时，我有
时不禁又怀念老火车上的慢时光，总在
想，生活是不是可以慢点，再慢点。

老火车上的慢时光
◎王国梁（河北保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