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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谁家的闺女快要出
嫁了，父亲就在院子里选几棵树，
请来附近最有名的木匠，好酒好
菜支应着，打个板箱、三斗桌和脸
盆架子，用桐油刷得能照见人
影。母亲纺花织布，做成条纹单
子、老蓝被里和方格布衫，再到百
货商店里买木梳、镜子、针线笸箩
等小物件，嫁妆就齐了。

出嫁那天，七大姑八大姨都
来了，小院里像赶庙会，人流如
织，每个人都是一朵盛开的水莲
花，不停地摇曳着。阳光洒在身
上，和风扑到脸上，按摩着岁月添
加的皱纹。喜鹊站在树枝上“喳
喳”地叫着，送上一首张清芳的
《出嫁》歌。母亲把“压箱钱”塞到
箱子角里，锁上如意铜锁，再用红
麻绳捆绑结实，等到吉时一到，穿
根扁担抬起就走。

娘家人提前定好一帮人当送
客，给闺女送行壮威。送客里有
本族人、亲戚和抬嫁妆的。本族
人和亲戚空着手，是“甩手客官”；
送客中有一个“金童”，兜里装着
板箱上的钥匙，是“带钥匙的”；有

两个“玉女”，跟随新娘上了婚车，
是“送亲女”；那些抬嫁妆的就是

“歪脖子”。
歪脖子虽是下力人，也是主

家精心挑选的，都是村里长得帅
气的小伙子，一个特长必须是有
的，那就是能喝酒。闺女被婆家
接走后，送客随后也出发了。歪
脖子抬着嫁妆晃晃悠悠走在前
面，送客空着手悠哉悠哉跟在后
面，一长溜纽扣上系着红线标记
的送亲队伍走在乡间小路上，欢
声笑语流淌一路。天空的小鸟
唱着歌，路边的野花笑盈盈，歪
脖子抬着传承了几千年的华夏
文化，扁担在肩头上倒腾来倒腾
去，左肩抬时头向右歪，右肩抬
时头向左歪，这就是歪脖子的来
历。

娘家人是贵宾，歪脖子也不
例外。主客必须坐在堂屋正当
门，称为“正桌”；歪脖子被安排在
厢房里，称为“偏桌”；凑份子的人
坐在帐篷里，称为“坐席”。礼炮
响过，宾客入座，酒席就开始了。
当地有个习俗，亲家相距再远也

不能留客过夜。所以，正桌上的
长辈很谨慎，一般不喝酒，陪客很
轻松，耍耍嘴皮子就可以了。偏
桌就不同了，歪脖子拼命地喝，
陪客就遭殃了，一阵“五魁首”

“六六顺”……舌头就大了。主
家最怕陪客醉中失态，引出事
端，赶紧找人替下来。又一阵

“车轮战”，第二梯队又趴下了。
陪客不停地换，酒瓶不断地空，
直到主家敬完酒，照客端着托盘
给正桌上的领头人奉上两次红
包，发话开饭了，歪脖子依旧吆五
喝六。

太阳偏西了，歪脖子喝高了，
不胜酒力，歪歪扭扭往回走。半
路上，领头人把红包发给大家，歪
脖子拆开一看，里面包着五角钱，
高兴得嘴角裂到耳根后。

半个世纪过去了，时代变了，
嫁娶的格局也变了。嫁妆不用抬
了，婆家的车队开到家门口，新
娘、送客、嫁妆统统接上车，歪脖
子也成了“甩手客官”，酒照喝，红
包照拿，就是不见五角钱的红包
了。

歪
脖
子

火锅、涮肉、烤鱼，这些我经
常吃的食物，在年迈的母亲看来，
却都是新鲜食物。

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个同事
在外面吃了一顿麻辣火锅，浑身
冒汗。早早在门口等待的母亲看
到我泛红的脸颊埋怨道：“大冬天
出了这么多汗，也不知道保暖，小
心感冒！”然后，她小心翼翼地问
我：“火锅是什么味道的？就是放
一堆菜在锅里煮吗？有你炒的菜
好吃不？”看到母亲那充满探究的
眼神，我决定去超市买些食材，晚
上在家陪她吃一顿火锅。

顶着呼啸的寒风回到家后，老
公已经把餐桌收拾妥当，芝麻酱、
葱花、香菜、韭菜花、酱豆腐一字排
开，母亲拿着筷子端坐在桌前，看
着我把购物袋里的食材往外拿。

“这都是些什么呀？”母亲像
小孩子一样，好奇地问我。我一
样一样地向她介绍：“粉色的是虾
丸，白色的是鱼丸，这个是鱼豆
腐，这个是蟹棒……”母亲学着我
们的样子，往自己盛了芝麻酱的
碗里加上香菜、葱花和酱豆腐，一
边搅拌一边说：“好香！”她的样子
逗笑了一桌人。

桌子上，锅里的菌菇汤“咕嘟
咕嘟”翻滚着，热气裹着香味钻进
每个人的鼻孔里。这场景，让我
想起了那句“人间至味是清欢”。
母亲40多岁生下我，作为母亲的
小女儿，从小最受疼爱，如今她年
纪大了，和我们居住在一起，我却
鲜有时间陪她。一起吃一顿火锅
就能让她如此喜悦，以后我要多
抽出时间陪陪她。

肉片还在锅里翻腾着，我把
几片已经煮熟的肉夹到母亲碗
里，笑着说：“妈，来尝尝羊肉和牛
肉，都不腥。”

“嗯，好吃，好吃。”母亲嘴里
嚼着牛肉，含糊不清地说。吃完
了肉，她又自己用漏勺舀了蟹棒、
土豆片吃了起来。

“妈，肉片、丸子少吃，晚上不
容易消化，吃点菜吧。”老公用竹
筷挑出生菜，放到母亲碗里。

火锅汤汁的翻滚声和吞咽美
食的声响，在此刻听得最为真
切。锅里不断升腾起白色的水
雾，透过氤氲的热气，我看到母亲
脸上荡漾着欢喜与幸福。

母亲最先吃饱了，她打着嗝，
靠在餐椅上，轻轻拍着肚子，眼里
透出笑意说：“怪不得外面街上那
么多火锅店，冬天里热乎乎地吃
一顿，确实很暖胃。”

“妈，过两天我带你去吃烤鱼
吧，特别好吃！”

“好啊，好啊！烤鱼烤的是什
么鱼？”母亲眼里闪着光，末了还
不忘加一句，“比你做的清蒸鱼、
红烧鱼还好吃吗？”

锅里还在冒着缕缕热气，在
灯光下，我默默注视着吃得红光
满面的母亲，不禁想到《岁月神偷
里》的那句台词：在变幻的生命
里，岁月，原来是最大的小偷。都
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那么今
后我们多多陪伴家人吧！

陪母亲吃顿火锅
◎冯翀（河北保定）

这天，天空飘起了雪花，院子
里的桂树、香椿树挂满了雪，玉树
琼枝，美不胜收。几个孩子在雪
地嬉闹着，银铃般的笑声在雪地
四下迸溅。

我被孩子们的快乐感染了。
来娘家多日的我，立刻给老公打
电话，与他相约在公园相聚，赏雪
后的红梅。老公不肯，我打趣道：

“听说下雪天，在雪里走着走着，
就白了头。”电话那头，老公不以
为然地说：“白不白头不知道，感
冒是一定的。”一番话打消了我所
有念头。

真是既不浪漫又直男，我心
里不满地嘀咕道。

中午，雪越下越大，由飞絮变
成了鹅毛，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
敲门声。我打开门一看，只见老
公头发眉毛全白了，顶着一身雪
花站在外面，冻得通红的手上端
着一个大盖帘。“呀，端着啥？”我
好奇地边问边掀开盖帘上罩着的
笼布。一个个白胖胖的水饺像小
鹅一样整整齐齐卧在盖帘上。他
冲我一笑，说：“你最爱吃的牛肉
馅的水饺。”我忙拍打他身上的
雪，心疼道：“这么大的盖帘，你怎
么带来的？也不开车？”“车前窗
被冰封上了，我借楼下张婶的三
轮车来的。”他跺跺脚上的雪，端
着水饺走进厨房。

等我来到厨房时，老公正从
热气腾腾的锅里捞饺子。见他
脸上冻的那坨红还未褪去，我责

怪道：“你在家煮好了水饺，装在
保温杯里带来不就快多了。”老
公正色道：“水饺当然是刚出锅
的好吃。”想象着他在冰雪中用
力蹬着不太听使唤的三轮车，我
心里不禁一热。

老公不是一个浪漫的人，在
我生日那天，不会想到送我一个
蛋糕，但是一定会早早起床，为我
做一碗手擀面。情人节，不会送
我一束鲜花，说几句甜蜜的话，但
一定会早早下班，做上一桌我爱
吃的菜。

曾几何时，我为老公不懂浪
漫而生气苦恼过。今天我突然豁
然开朗：爱情不就是择一良人三
餐四季吗？琴棋书画诗酒花是浪
漫，柴米油盐酱醋茶何尝不是另
一种浪漫？

在浓浓的烟火里，我感受到
来自老公的极致的浪漫。

烟
火
里
的
浪
漫

古人是最懂美的，细腻到一
砖一瓦一门一窗。

我最喜欢园林的门，极富诗
人般的浪漫与风雅。移步换景，
处处彰显着中国美学元素。框
景、借景，一切都妙不可言。哪怕
是一堵白墙，掩映着几枝春花，都
显得浪漫而恰到好处。而拱形的
门，或朱红或墨绿，与周边的环境
融为一体。

此时，坐在回廊里，脚步悠
闲，可以体会与明月、清风为伴
的雅致。每每在园林里穿过一
扇小门，都会猛然看到几枝青翠
的竹、几朵嫩黄的花。一切都像
是一幅图画，似乎多一分嫌多，少
一分不足。

我也喜欢看寺院的山门。行
走在空灵的寺院里，听钟鼓声入

耳。在山门处坐下，风柔和地吹
过来，大殿上的铜铃就叮叮当当
发出声响。厚厚的山门护佑着这
里的宁静，一任时光流逝，而不被
外界打扰。

我喜欢行走在京城看皇家的
朱红大门。那一排排闪着亮光的
铜钉，穿过岁月诉说着曾经的奢
华与威严。每每走过，我都喜欢
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它们，那门很
厚、很重，似乎有着“一夫当关，万
夫莫开”的威严。

古老的四合院里，我最爱垂
花门。因其檐柱不落地，垂吊在
屋檐下，其下有一垂珠，彩绘为花
瓣儿的形式，故称垂花门。古时
讲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二
门就是垂花门。

在普通人家的大门外，人们

喜欢贴上年画，憨态可掬的娃娃
抱着金鱼，代表着吉祥与富贵。
每逢清明，家里做青团时，就会把
柳枝插在门上。端午时节，插在
门上的艾草能驱逐蚊虫。

农村的柴门，有一种归隐山
居的恬淡之感。窑洞拱形门又有
一种厚重朴实的美。每每经过古
建筑，我总喜欢跑过去轻轻地叩
一下门，似乎随着我的叩击，就会
迎面走出一个身材婀娜、唇红齿
白的姑娘。门内似乎藏着很多故
事，那其中曾经演绎着多少人间
的悲喜。

时光似乎就在这样的一叩、
一推、一掩中定格。岁月无声，中
国人对于门的雕琢和心意，都代
表着一种文化的传承和绵长的祝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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