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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歌

四十年前，我在大队集体小学上学，学校
的老师都来自本乡本土，尽管那时候也有要
求，老师上课需要用普通话，但是我们学校的
老师，基本都是本地高中或初中毕业后，就被
安排来学校代课的，没有一个正规的科班老
师，老师们上课说的是本地方言。

读初中去了镇上，镇上的老师也是说方
言。初二那年暑假，学校补课，有个从镇中学考
入师范大学的学生回母校，即兴给我们上了一
节课。他虽然大学还没毕业，但给我们讲课用
的却是普通话，他的普通话听起来就像收音机
里面的播音员。那堂课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
印象，使我暗下决心，以后一定要学好普通话。

想学好普通话却不容易，没有老师教是其
次，主要是身处在方言的大语境下，单单一个
人说普通话，不仅说不好，甚至还招来身边人
的非议和嘲笑。

上世纪八十年代，外地一支施工队来家乡架
桥，队伍中有个帅帅的小伙子，说一口圆润的普
通话。小伙子的嗓音有磁性，让20岁的表姐入了

迷，不知不觉喜欢上了他。恋爱了一段时间，表
姐去了一趟小伙子家乡。一到小伙子那儿，表姐
感觉就像到了一个陌生世界。小伙子说好听的
普通话，而他的家乡方言，表姐竟然一个字都听
不懂，而表姐那一口浓重的方言，小伙子的家人
也一个字都听不懂。表姐和小伙子的家人，没了
小伙子“翻译”，完全无法交流。小伙子试着教表
姐他们的方言，表姐学了几天，学不会，没了信
心，这段感情因语言的障碍，最终不了了之。

那以后，表姐学说起了普通话，她每天拿
着个收音机，跟着学，和乡亲们说话时，也咬
着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嘣普通话。表姐的这一
行动起了轩然大波，就像路遥的小说《人生》
中，刘巧珍在家门口刷牙，引来一村人围观和
嘲讽一样，对表姐的各种谩骂、指责，不绝于
耳。舅妈承受不了，哭着求表姐，表姐的普通
话被流言蜚语扼杀。

进入新世纪，家乡说普通话的人们越来越
多，学校的课堂上早已经听不到方言了。在外
学习工作的年轻人回家乡说的是普通话，连一

些老年人也在学说普通话。前段时间回老家见
到表姐，表姐的普通话已堪称纯熟，而且当年
求着表姐别再说普通话的舅妈，也在表姐的帮
助下练习着普通话。问起原因，舅妈说，两个
表弟都在外面工作，表弟媳也都是外地的，每
一次他们回来，都说着普通话，就连舅妈的小
孙子都说的普通话。舅妈一人说方言，表弟媳
和她的小孙子都听不懂。好几次，小孙子听着
舅妈说话，止不住说，奶奶，我听你说话就感
觉你好像是外国人似的，舅妈难堪尴尬极了，
不得已学起了普通话。家乡许多学普通话的老
年人都和舅妈的情景相似。

改革开放打破了户籍藩篱，使人口能够自
由流动和迁徙，从而也使普通话得以迅速普及
和推广，现如今的年轻人，几乎没有人不会
说。过去在他乡，听到乡音能够认识到老乡，
现在仅从话音上基本难以再判断出是否自己的
同乡。方言的蜕变，是时代的进步，是人们思
想观念的转变，也是改革开放40年给人们生活
带来巨变的缩影。 （韦耀武）

方言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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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我们每期将挑选3-5幅作品刊登，采用

的作品将发放一定稿酬，以资鼓励。

周文静 摄乡村盛事

幸福驿站

据说火锅曾是成吉思汗的御用食品，不知是
否得到考证。有史可记，火锅起源于汉，盛行于
清。唐白居易诗云：“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就惟妙惟肖地描述了
当时食火锅的情景。清人袁枚的《随园食单》中
说，火锅不仅在民间流行，皇宫里也很常见。书
中记述，乾隆皇帝曾举办一次盛大宴会，竟摆了
1550个火锅，恐怕是火锅盛宴的吉尼斯纪录。

火锅是煮食物的器皿，加入各种肉、虾、鱼、
扇贝、蔬菜等，用木炭燃煮，涮熟即可食用。也有
火锅从中间隔成两部分，一半是乳色不辣的白
汤，一半是红色辣口的红汤，以适应不同的口味。

锅底的材料不是很固定，通常要用到动物
筋骨，再加入当归、黄芪、川芎等中药材，煮上几
个小时熬成白汤。如再放入辣椒、花椒等就成
了麻辣的红汤。火锅的主料一般是牛羊肉等，
因为牛羊肉暖身，对血液循环有益，是很好的进
补食品。因地域及饮食习惯的不同，也有用狗
肉、鸡鸭等做主料的。还有在白汤里放入甲鱼、

乌鸡和人参等来滋补身体。
大多数食客是等汤滚了以后涮主料吃。其

实，火锅的地道吃法是先喝汤。最初端上来的原
汤对身体最好，放入肉和蔬菜涮过的汤，反复沸
腾后，维生素等有益成分大多已被破坏，营养也
就消减了。此外，汤里最好要放入葱和香菜，一
来杀菌，二可以增加香味，促进食欲和帮助消化。

在汤中涮熟的食物最好要醮着各种酱料
吃。酱料有放入腐乳的花生酱、拌入蒜末椒盐
的香油酱、剁入椒屑的蚕豆酱。酱料好会让人
胃口大开。

吃火锅有“一烫当三鲜”之说，但食物过
烫，容易烫伤口腔、食道和胃黏膜。再加上麻
辣刺激，容易引起或诱发各种消化器官炎症和
溃疡。本来就有消化道疾病的人，吃火锅以少
麻辣、少油、清淡为宜。

写火锅最为传神的，当是南宋林洪《山家
清供》里所述。一日，林洪前往武夷山拜访隐
士止止师。当林洪将近山顶时，天突降大雪，

一只飞奔的野兔因雪滑滚下山崖，被林红抓
到。林洪问止止师会不会烧兔肉，止止师说，
我在山中是这样吃兔肉的，在桌上放个生炭的
小火炉，炉上支个汤锅，把兔肉切成薄片，用
酒、酱、椒、桂做成调料，等汤开，夹着肉片
在汤中涮熟，沾着调汁吃。这样的吃法，林洪
觉得无比鲜美，且能在大雪纷飞的寒冬与三五
好友围聚一堂，谈笑风生，随性而愉悦。

当代文化名人易中天不但“品三国”头头
是道，对火锅也是品得有滋有味。

易中天说，“火锅热，表示亲热；火锅
圆，表示团圆；火锅用汤水处理原料，表示以
柔克刚；火锅不拒荤腥，不嫌寒素，用料不分
南北，调味不拒东西，山珍海味河鲜时菜豆腐
粉条，来着不拒，一律均可入锅，表示兼济天
下；火锅荤素杂糅，五味俱全，主料配料，味
相渗透，又体现一种中和之美。”

由此看来，火锅不仅是一种饮食方式，也
是一种文化模式。 （方华）

话说火锅

《各玩各的》
妈妈埋头看手机，儿子笑着耍小狗，兴趣不

同，玩法不一。
拍客：王会舜

一位朋友去了大西北，在沙漠种树，我们
视频时，他骄傲地向我展示他的成果，身后一
片绿，他说这些树都成活了。我知道，在沙漠
种树容易，但保证成活却不那么容易。平日里
经常调侃他的我，那一刻由衷地向他表达敬
意。

这个江南的小伙子，放弃了一份高薪的工
作，毅然去大西北种树，硬是把自己原本白白
净净的脸晒出了高原红。我曾问他为什么会想
起去那里种树，他说不为什么，就是想在沙漠
上种树。也许有一天坐飞机经过这片沙漠上空
时，我就可以自豪地告诉自己，下面有一片
绿，是我栽植的。这个星球因为我而多了一份
绿，我就很有成就感。

如今，又是阳春三月，朋友正在沙漠忙
碌。这个世界因为他，又会多出一棵棵绿、一
片片绿来。

只为染绿这个世界，这是多么淳朴而又可
爱的想法。

老家的邻居奎哥，承包了村后的荒山，要
搞绿化。虽是小山，但对奎哥来说，无疑是个
庞大的工程。他右脚跛得厉害，且山上石头
多，土硬，一镐下去，往往会溅出火星来。

那时我还在镇上的中学读书，周末时会去
山上找他，看他刨坑，有时也会帮他干一会
儿。但往往一个坑没挖完，我就坐在地上，吭
哧吭哧喘粗气。他一天顶多挖十来个坑。我替
他发愁，但奎哥却不愁，说，急什么呢，慢慢
来呗。

种的果树种类很多，核桃树、栗子树、山
楂树、柿子树……这些树一棵棵地进驻了这座
山。山便一点一点绿了起来。这期间用坏了29
把镐头，全部摆在他林间小屋门口。

那年春天，杏花开得正好，我和奎哥在树

下喝酒，喝的是他自酿的葡萄酒。微红了脸的
奎哥，眼神迷离，看他的树就像看自己的孩
子。他的这些“孩子”，已经漫山遍野。那时
他还单身，但我想他是不会寂寞的。

我的母亲也喜欢栽树，院子里，房前屋
后，只要能栽的地方，都栽上了。她说，这些
树，能吃果子的吃果子，能看花的看花，没有
果子也没花的，就看树。树也是挺好看的。不
识字的母亲，居然也有自己的审美观。

无论是在沙漠植树的那位朋友，绿化荒山
的奎哥，还是我的母亲，都在努力地染绿这个
世界。虽然都只是染绿了那么一点点，但对一
个人来说，这一点点也弥足珍贵了。

今年春天，我通过那位朋友，向沙漠捐助
五十棵树苗。我相信，多一棵树，这个世界就
会多一份绿；多一份绿，这个世界就会多一份
美好。 （曹春雷）

只为染绿世界

无意间看到一篇好文章《散步“聊”法》，
作者以幽默风趣的语言阐述了他的健康理
念，即散步：“朋友在于走动，生命在于运动。
散步与聊天同步，这个时段的生命长度是自
然生命的双倍。”好玩又舒朗，着实让人喜
欢。

我有一段时间不玩微信，不发朋友圈
了，但好文共欣赏，坚定地转到了微信上，
并摘录了其中最有共鸣的一段：“我选择散
步，因为分分钟钟进入运动状态。时时刻刻
处于有氧状态，而且随地，无须条件，穷人
富人都玩得起。好比空气，虽然贵重到须臾
不可或缺，却是免费的。譬如上海的滨江大
道，谁都可以昂首阔步，倘若客气不去，等
于放弃。”

这篇散步能触动我，还有另一个更重
要的原因，契合了我的心思。安静的性
格，还有做起事来笨手笨脚，从小到大，
使我不擅于运动。跳绳、踢毽子、跳皮
筋、扔沙包，这些小时候伙伴们常玩的游
戏，我都玩不好。看别人蹦蹦跳跳，笑语
飞扬，我只好静静地守着自己的黯淡，也
越来越在运动上没有自信。十几岁进入青
春期，我更放不开自己了。像一只蜗牛，
一见到人，就迅速回到自己的壳里。跳
远、跑步、打球，能躲就躲，体育曾成为
我最讨厌的课。

幸好后来高考没有体育这一项，否则，
我肯定不能上大学。谁知，大学里体育竟是
必修课。记得那时我选了舞剑和形体，真是
痛苦的回忆。老师太严厉，没法逃。每逢体
育课，都抱着豁出去的心理，每一秒都是煎
熬。毕业时，老师看在我每堂课都到的态度
上，勉强给了及格。

工作以后，顿感解放了，再也不用与体
育运动周旋，爱怎样就怎样。然而，随着年
岁渐长，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当运动不再成
为阻力的时候，却渐渐认识到了运动的重要
性，而如何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则
成为了最大的烦恼。跳舞、瑜伽、游泳、打
球、跑步……多年的积习让我已不能深爱上
它们。

而散步，这个看上去不像运动的运动，
恰好与我苛刻的要求相契合：随意、简单、
缓慢、柔和、安静，还可以边思考边欣赏一
路风景，且随时可以“昂首阔步”。我原来
也偶尔散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看了《散
步“聊”法》 后，突然意识到坚持的重要
性。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每天一两万
步，每天都会有一些收获，身体和人生都会
有不同。

散步的时候也不闲着。读到一首敦
煌曲子词甚好，写在小本本上，边散步
边背词：“五两竿头风欲平，长风举棹觉
船轻。柔橹不施停却棹，是船行。满眼
风波多闪烁，看山恰似走来迎。仔细看
山山不动，是船行。”不亦乐乎。词背
完，步也散得差不多了，人生又收获了
一点点。

散步的时候亦想到写文章这件事，其
实是一个道理，也是一种坚持，坚持每天
收获一点点就够了，不贪多。写文章，一
段时期后，会遇到岔道口，迷茫、纠结，
都是很自然的。同时，有一点亦是重要
的，淡泊心，不急躁。写文章是个静心的
活儿，急躁了不走心，还易走火入魔。“满
眼风波多闪烁”，写文章的人要“不畏浮云
遮望眼”才好。

健康，每天收获一点点；写文章，每天
收获一点点；梦想，每天收获一点点……

“看山不动却是走来迎，是船行。”只要不停
下向前的脚步，人生的天地自会越走越开
阔。

（耿艳菊）

每天收获一点点

《极光》
人，一直都步行在寻找光的漫长旅途中，直至

遇到极光。 拍客：吕行

《想吃却够不着》
看着悬挂在一定高度的美食，猫咪真的是心有

“鱼”而力不足。
拍客：止水

《塑造品格》
阴雨连绵，恰逢天晴，花园外国语学校教职工

自发组织跳绳活动，让运动塑造优秀品格。
拍客：逸尘

花外显芬芳
花外花开自芬芳，校园景色四时新。

月桂接力常吐蕊，冬青经冬复历春。

茶花染红四月雨，石榴辉映六月云。

众芳俱有怒放日，群贤杏苑育英才。

久雨初晴有感
阴雨绵绵久不开，充地塞天尽阴霾。

一夜清风散郁气，半轮红日映窗台。

旧燕新来啼清韵，老树初绿涤尘埃。

须趁晴日勤耘作，好向金秋留风采。

吉祥湖望月
盈盈一湖春水，溶溶三界清辉。

天光云影徘徊，独得一湖静美。

千里邀月共饮，沧海几度轮回。

身着一袭青衣，好梦相伴入睡。

（花园外国语学校赵卫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