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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火可亲。灯
火 是 暗 夜 里 的 希
望，是照亮无数夜
行人回家的心灵航
道。

还记得小时候
上学，我家离学校
很远，需要走十多
里的路。我们几个
村里一起上学的孩
子总是结伴而行，
往往天还没亮就出
门，回到家已是夜
深沉，父母轮流在
半道上接我们。有

同伴，一路上说说笑笑，摸黑走道也
不觉得害怕和寂寞。好在我们走得
并不是山路，而是可以过拖拉机的
土路，虽然一下雨就泥泞不堪，但在
那个年代已经是比较好的路了。

那次，天阴得特别快，怕下雨，
我们紧赶慢赶深一脚浅一脚往家
走。忽然，身后传来了汽车的声音，
我们很自然地走在边上，让出能让
车开过去的路，脚步却没停下。车
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谁也没停下，
反而借着车灯看清路走得飞快。奇
怪的是，那辆车迟迟没有开过去，而
是缓缓地跟在我们身后。我们内心
诧异，甚至闪过一丝丝不安。不知
道走了多久，直到借着灯光看到不
远处有家长来接，我们才长长松了
口气。当车从我们跟前开走，家长
连声向司机说“谢谢”。司机还向家
长解释：“本想载孩子们一程，又怕
吓着他们，以为我是坏人，那更不好

了……”听着他们的谈话，我们才明
白，原来，那小车司机是用车灯为我
们照亮回家的路。

我去过住在二十里外大山里的
姑姑家，她家住在半山腰上，一路爬
行，蜗牛一样，一不小心就有掉下山
沟的危险。赶一次集光走山路都要
走半天，生活在那里的小孩子更可
怜，他们上学走得比我们更早，上下
学的路更加崎岖艰险。我有次因为
字写得太乱被老师责备，就逃学去
姑姑家，一路上边走边玩，像被放飞
的小鸟，丝毫不觉夜色已经降临。
最后只能摸黑走山路，不知不觉和
当地放学的孩子们走在了一起。因
为爬山实在太累，体力不支的我怼
天怼地直怼那鬼地方，好在那几个
孩子并没扔下我，故意放慢了脚步
陪我走，他们指着前方隐隐的灯光
鼓励我，说有灯光的地方就是到家
了。

漆黑的山林阴森森的，阵阵冷
风和林间奇怪的虫鸣鸟叫令我毛骨
悚然。好在有远处的光亮召唤着，
为我增添了不少前进的勇气和信
心。待我走近那处光亮，发现并不
是姑姑家，也不是任何一个孩子的
家。原来，为了孩子们能顺利回家，
住在山里道路旁的几户人家都会把
院子里的灯点亮，为孩子们照亮回
家的路。

这是多么朴实而温暖的情怀。
暗夜中的每处灯光，都让我如遇亲
人。自那次逃学之后，我变得坚强
起来，懂得了山里孩子求学更不容
易，更加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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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食物名称本身就带着鲜
明的地域特色，如东北的锅包肉、西
藏的酥油茶、陕西的羊肉泡馍、云南
的过桥米线、广西的螺蛳粉等。这些
食物可以说是当地的名片，一上桌，
除了色香味俱佳的享受之外，其背后
所代表的深厚文化和渊源历史对食
客来说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补给。

豆角焖面也是这样。一听名字，
大致可以猜到来自北方，毕竟面食以
北方居多，而豆角又是北方广泛栽培
的大众化蔬菜之一，两者组合起来，
便可基本确定是北方的一种食物。
确实，豆角焖面是北方地区常见的传
统特色吃食，尤其是地处中原的河
南。

焖面是利用水蒸气将面条和配
菜焖熟，故称焖面，又称卤面、蒸面。
在配菜上也有多种选择，蒜薹、豆芽、
芹菜都可与之搭配，不过因为豆角四
季上市、比较普遍，而且脆嫩可口，老
少皆宜。久而久之，便成了固定搭
配，继而堂而皇之地以之冠名。

能成为民众普遍喜欢的食物，在
做法上一定简单、快捷，选材上不必
苛刻，也不需要专业高超的手艺，否
则注定曲高和寡，缺少热热闹闹的烟
火气。豆角焖面的做法相当简单，豆
角洗净去丝，或斜刀切段，或用手掰
成段，油热后入葱蒜爆香，放入豆角，
再加入各种调料翻炒，之后倒入清水
没过豆角表面，把面条散开均匀铺在

豆角上。盖上锅盖用中小火慢慢焖，
至锅中水分快要收干时，撒上葱花或
者韭菜，淋上一点香油，搅拌均匀即
可。当然，这是最基础的做法，算是
素面。还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加入炒
鸡蛋，喜欢吃肉的也可以在炒豆角之
前加入五花肉翻炒，增添了肉香的焖
面，更有一番美妙的滋味。

做好的豆角焖面趁热食用，面条
筋韧，豆角鲜嫩，咸香味浓。放凉之
后再吃，也丝毫不影响口感，反而更
加清利爽口。这也是它长期霸占北
方民众夏日餐桌的原因。炎炎夏日，
捞面难免吃得人汗流浃背，饺子做起
来稍显麻烦，习惯了面食的胃又总觉
米饭之类的不够服帖。此时，捧一碗
香喷喷的豆角焖面，再来一碗放凉的
鸡蛋疙瘩汤，心满意足地打个饱嗝，
可以开启舒服惬意的午睡时光了。

追溯起来，焖面的历史有 2000
多年了。据说，在很久之前，河南洛
阳城东的白马寺香火很旺，上香拜佛
者众，远路者自然在此地就餐。因为
焖面制作简单，没有汤汤水水，吃起
来也方便，所以当时街道两旁有很多
人家摆摊叫卖，一时极盛，便传播开
来。相比声名远播的河南烩面，豆角
焖面的名声确实不那么响亮，在富丽
堂皇的酒店里难觅其踪，仅出现在凡
俗的街头巷市中，如隐居于街市的高
人，不慕名利荣华，独独给寻常百姓
以温暖和慰藉。

豆角焖面
◎乔凯凯（河南焦作）

每年夏季，我的餐桌上总少不
了苦瓜，炒的炖的烧的，换着花样儿
上。其实曾经我受不了那苦味儿，
对苦瓜是一口不沾。爱上苦瓜，是
那年高考落榜之后。

那年名落孙山，于我，像天塌了
一样。尤其看到考得好的同学们在
准备行李去上大学，我却按照父亲
的吩咐去商场站柜台，心里像被重
锤锤了一样，接着便病倒了，高烧不
止。

母亲见我这样，忧心不已，却又
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我，只能每天不
重样地做饭给我吃。那天，母亲做
了苦瓜炒鸡蛋，我皱起眉头，母亲劝
我：“吃一点儿吧！”我摇头，对母亲
说：“我不吃苦瓜的。”

母亲轻叹了一口气，想了想还
是说：“你看你，满嘴的溃疡，苦瓜清
火的，吃一点儿。”母亲苦口婆心地
说，我才勉强吃了一口，放在嘴巴里
细细地嚼着。唉，真苦！但和我当
时的境况是如此相似，不免和这苦

瓜同病相怜起来，自虐式地吃了一
口又一口。渐渐地，竟不觉得苦了，
反而有种甘甜。

“这苦瓜，原来还挺好吃。”放下
碗筷，我情不自禁地说。“是啊是啊，
先苦后甜嘛！”母亲赶紧接着我的话
说，然后瞅了我一眼。我明白她话
里的意思，可我仍然觉得，别人“十
年寒窗苦，一朝天下闻”，我却在家
里傻待着，心理上很难接受。

“你知道，苦瓜还有个别名吗？”
一旁一直没开口的父亲说。我好奇
地看着他，摇了摇头。父亲说：“苦
瓜还叫‘君子菜’，它再苦，也不会苦
到别人，和它一起炒的或烧的菜，都
不会沾上它的苦味。”

我一愣，父亲说得好像对，刚才
的鸡蛋就没有苦味。忽然，我明白
了父亲的意思，他是想说，再苦也要
乐观地面对生活，带给周围人快乐
和欢笑。而母亲则给了我一个遥远
的希望：现在苦，以后会很好、很甜。

通过一盘苦瓜，沉浸在落榜痛
苦中的我明白了父母的良苦用心，
豁然开朗，哪怕是没考取，生活要继
续，快乐也要继续。

事实证明，父亲和母亲说得没
错，我通过复读考上了梦寐以求的
大学，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更因为
开朗的性格而人缘颇佳。从此我有
了一个习惯，在炎夏或者心情不佳
的时候，都要炒上一盘苦瓜，告诉自
己——先苦后甜，做一个“苦瓜君
子”。

君子菜
◎靳小倡（河北廊坊）

夏夜，我迎着晚
风在街边漫步，欲卸
下一天的燥 热 与 疲
乏。忽然，一股浓香
飘来，我循着这香味
走去，走着走着，便
望 见 一 片 烟 火 气 爆
满的夜宵排档。

那撩人的气息吸
引着我一步步靠近，
随后在一家人气最旺
的店坐了下来。服务
员热情地走过来，给
我推荐起店内最火的
菜：脆皮烤鱼、香辣小
龙虾、炭烧牛蛙、猪肚

鸡煲……听菜名，都很馋人。就在我
犹豫不决时，邻桌的烤串啤酒、毛豆
花生，还有食客们谈笑风生的瞬间勾
动了我的心弦。我对服务员说：“给我
上和邻桌一样的！”不一会儿，服务员
就端来了几摞烤串、几瓶啤酒，还有若
干凉菜。我正要开怀品尝，突然发现
服务员给我上的烤串与邻桌的不太一
样。仔细瞧了瞧，发现我这桌多了烤
甲鱼和烤螃蟹。

我暗自欣喜：这家店的服务真贴
心！让我能吃上和别人同样的美食，
还有意外惊喜，人总难拒绝被偏爱。
我不禁大快朵颐起来……即使无人
做伴，也吃得津津有味，配上扎啤咕

噜下肚，爽到不能自已。其他桌的食
客们更嗨，撸串喝酒、唱歌划拳，甚至
在桌前以舞兴助酒兴，我一边吃着喝
着，一边看着，时而也哼上几段小曲
助兴，不知不觉，便融入这市井的烟
火味里，心神俱醉。

到了午夜，这家店客流不减，人气
更旺，更丰富的烧烤品种呈上食客们
的餐桌。烤田螺、烤花甲、烤牛油、烤
脑花……让人目不暇接。许是被周围
热烈的气氛所感染，不知吃了多久，我
略有饱腹感，但唇齿间仍觉意犹未尽，
想再点一份烤花甲。这时，服务员却
走过来说：“不好意思，今天店里的花
甲卖完了。您明天再来，保准让您吃
个够！”虽然没吃尽兴，一想到明天能

“补”回来，又不觉遗憾了。
第二天，当我吃到七八分饱时，

店家旺销的食材又售空了，有些顾客
也和我一样不能尽兴而归。后来，我
们这些时常“欠一口”的食客经常来
这里撸串、畅饮，渐渐成了朋友，聚在
一起撸几根串，小酌几杯，好不惬意。

后来我才明白，这家店之所以客
似云来，是因为差异化服务和“饥饿
营销”。正是这种商业智慧的妙用，
让这家店成为夜市中一道奇丽的风
景线。同样地，我们每个人也可以挖
掘自己的独特价值，怀揣“未满之
心”，积蓄“圆满”之力，活出更加精彩
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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