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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新年都会收到许多“新年好”
的祝福。静下心来的时候，我站在窗
前，看见那几棵大树：苦楝子树、杨
树、银杏树、柿子树⋯⋯我也会默默地
说一声：“大树，新年好！”

这一年，它们又多了一圈年轮，枝
枝丫丫又茂密了许多，但树皮也更加斑
驳了。它们站在这庭院里，迎着冬天的
风雪，树叶落光了，枝干显得很枯瘦，
鸟儿似乎也不再光顾。

“苦楝子树，新年好！”你在这树
群里，是最高大的一棵，当你枝繁叶茂
的时候，你是众多鸟儿的家。秋天，你
结下了无数的苦楝种子，静等着深秋时
节，迎接那些不知名的鸟儿来吃。如

今，你光秃秃的，连种子也没有了。
“杨树，新年好！”我发现灰鹊最喜欢你，即使

最冷的天气，它们也会光顾你的枝头。它们从楼的背
后向你滑翔，稳稳地落下来。虽然这儿没什么可吃
的，但它们仍站在枝头眺望着。
“柿子树，新年好！”你最后一个红灯

笼一样的柿子，也奉献给了那些鸟雀了。
这棵柿子树，是入冬以来鸟雀聚餐的地
方。现在虽然没有柿子了，但它们还愿意
停留在这儿，回味着柿子树的香甜。
“银杏树，新年好！”我真切地记得你的树龄，你今

年已经 25岁了。我母亲去世的那年，我把你栽种在这
儿。在我的心目中，你是母亲的象征。
我忽然觉得，树是一切的象征。

看见雪的感觉
窗外飘落着零星小雪，渐渐地，屋顶和窗台盖上

了薄薄的一层。我仔细地体验着看见雪的感觉，默默
地体验着，但很久也说不清楚那是怎样的一种感觉。

站久了，看着白皑皑的雪，心中觉得洁净了许
多，心中郁积的污浊一扫而空，变得神清气爽。特别
是屋顶上的雪，闪着白茫茫的光，这光洁的颜色让世
界干净了许多。
冬天真好。我在心中默默地说。
感谢冬天的雪，它是冬天的标志，是冬天的记

忆。
雪，静静地飘落，又静静地融化。

大雪中的树
下雪的时候，树静静地等待着，不大工夫，树枝

上就积满了雪。
树负荷着白雪，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它好像有一

份责任，甚至是一份使命，它要让雪站在它的身上，
度过这个严寒的冬天，等待春天的到来，在这里慢慢
融化。我喜欢树和雪的等待，静静的，默默的，在沉
思中的等待。

打两份工的人
宁 白

    在我们楼盘收
废品的河南男人 ,

一天打两份工，我
刚听到时，有点惊
奇：晚上不睡觉了？
他是这样安排自己作

息时间的：白天在楼盘里
收废品，晚饭后，就去一个
建筑工地做小工，到第二
天凌晨，回到我们楼盘地
下室，打个瞌睡，八九点
钟，就骑着三轮车出现在
楼盘的小路上了。
那天，看他睡眼朦胧，

问他：这样连着干，能受得
了？他说：没办法啊！每天
的房租、吃饭，老婆在乡下
还病着，一份工钱哪够啊！

后来，问了小区里的
保安、保洁员、园林工，才
知道，一天打两份工的，大
有人在。

打两份工，打出了生
活新气象的，是给我们这
一片区送信送报的邮递
员。他每次把汇款单送来
时，我在收取签字的间隙，
便与他聊上几句。

他是江西人，曾经在
部队是陆战队员。人不高，
却看着结实茁壮，说起话
来，语速不快，诚恳有礼。
我曾经与他客套：你这工
作也辛苦，按时送达，风雨
无阻。他说：我报考这个工
作时，他们问我，能吃得了
这苦吗？我回答他们，陆战
队员什么苦没吃过，还在
乎这一点风雨？说这话时，
有点不屑一顾的自信和傲
然。
我喜欢他的这份男子

气。话又向两份工扯过去：

老婆和俩孩子都在老家，
你这份工作能养活他们
了？
哪里够啊！我都做了

好几年专车司机了。
晚上开专车？一天两

份工，够累的！
没办法！有时下班早，

白天我就上路了，一直干
到半夜。
两份工，哪个赚钱多

点？
开车多，专车刚起来

时，有补贴，赚了不少。现
在，也比邮局这份
工资赚得多。

他诚恳的态
度，是因为开着专
车养成的？我没问。

去年预订报刊的时
候，他跟我说，让他上门来
订，单位里有指标考核。我
知道，订报刊，还有一些提
成奖励。他开给我的收据
中，有一本杂志，价格比往
年高出近一倍。我问他是
否搞错了？他认真起来，在
微信上传来一整本报刊价
格目录。意思是，你自己看
吧！是我错怪了他，这本杂
志价格涨了一倍。这让我
感觉到，这位陆战队员不
接受怀疑，他坚定地维护
着自己的自尊。这，比他吃
点苦更重要。
有一次，他说，我考上

了夜大，读两年半，拿个大
专文凭。我一听，立即称赞
他：那更辛苦了，时间安排
得了？
那也是没办法。我在

单位里算是最小最小的
头，人总想往高处走，现在
没文凭不行啊！刚复员时，

在老家县城的司法
部门上班，因为没
后门，没文凭，当不
上公务员。现在我
还年轻，再拼一下。
听得出来，那段经历，

让他很不服气。
我先要多赚点钱，已

经在杭州按揭买了房子，
先把老婆孩子安顿好了，
一边还按揭，一边再学到
一张文凭，过几年，日子稳
定了，再把老妈也接到杭
州来.让她享享福。

我说，你还不到 40

岁，干什么都还来得及，陆
战队那几年，把你磨炼得
钢硬了。奔着目标做，一定
会有更好的日子。

他嘿嘿一笑，
还有点羞涩。接着，
又坚定地说，那是
必须的！

过些日子后，
看见他朋友圈发的图，是
一张英文考卷，他写了一
句话：它不认我，我不识
它。有点无奈，却透着调
侃。

又见他时，我说，学习
不易吧？他说，我就是英语
不行，慢慢熬吧。学了，总
要花点功夫，会比别人多
用点时间。

那你第二份工的钱少
赚了？

还好，挤出点休息时
间。

偶然，发现他朋友圈
的两段视频，一段是冒着
瓢泼大雨，行驶在高速公
路上，说是回老家为女儿
在学校的一次演出加油。
另一段是战士在郊外训
练，写了一句话，好怀念当
年从军的日子。

有时，我塞给他一个
苹果或者桔子，他也不推
辞，只是不忘说一声“谢谢

大叔”。
前几天，看见他的电

瓶车在小区里飞驰而去，
和那些保安打着招呼。漂
泊在外，都是哥们。如果这
些“哥们”，打一份工，就能

体面地养活一家老小，回
家“老婆孩子热炕头”，那
该多好。
什么时候，去坐一次

这位陆战队员的专车，看
看他打第二份工的模样。

见面亲和背后热 童孟侯

    到外地开了几次会，碰到了
好几个二三十岁的年轻朋友，我
很快发现，他们和我结识之后几
乎不和我说话交流，无论是开会、
讨论、坐车、吃饭，都低头看手机，
有的看小说，有的回短信，有的编
辑一些文字，我坐在他们边上就
像无影。奇怪，我冒犯他们了？
还是他们对我不屑一顾？
终于要分手了，没料到他们

立刻跑到我跟前：童老师，加个
微信吧。我心里想，跟你这种只
讲过一两句话的人成为“朋友
圈”有意思吗？哪怕只有深入交
谈过一次的“一次性”朋友，也
许还会叫人久萦于怀。但是他们
要加，我又不能拒绝，加就加
吧。

哪里晓得搭乘高铁刚刚到
家，他们的微信跟踪而来：童老
师，您到家了吗？一切平
安吧？结识您真高兴，我
已经在吃晚饭了，干煎带
鱼，美味到爆！
我就思忖：当面碰到

我那么冷淡，在见不到人
的微信里却变得热情洋
溢，换了个人似的。很
快，年轻人的第二条第三
条第四条微信接踵而至：
童老师，发 20 首中国古
典琵琶曲给您，慢慢欣
赏，节日快乐，等你的回
音⋯⋯童老师，我推荐你
到浙江一家民宿去，特别
幽静，自驾去最好，地址
我马上发给您⋯⋯

来而不往是没礼貌
的，于是我也发微信过去
⋯⋯就这么一来一往，起
码十几二十条才“晚安”。
半月之后，我在一个

画展中又碰到了其中一位年轻微
友，我故意坐到她边上提醒说：
我是童孟侯，你好。她轻轻点头
说：童老师好。接着，她
又忙着看手机，我又不存
在了。

这是什么怪脾气啊？
这怪脾气还不是两三个年
轻人有，很多都是这样！难道这
就是流行开来的“手机性格”？
有趣的是：年纪大的人好像跟他
们大不同了，尤其是老邻居老同
事偶然碰到，那真是热情爆棚，
拉着手，拍着肩，什么三级医院专
家门诊，什么学区房补课班，什么

小黄车乱丢老公房装电梯⋯⋯家
长里短，国内国外，地球外空，站
在菜场门口要聊上十来分钟，仿

佛终于碰到了，终于可以
一吐为快了！可是，这些老
邻居老同事一旦分了手就
像陌生人似的，不写信，不
打电话，不通手机，也不上

门拜访。
我去请教一位风趣的散文

家：老兄，这些年轻人的做派为何
跟年老的正好相反？是不是他们
不擅言谈呢？就像谈恋爱时说不
出什么肉麻的话，一旦写起情书
来却得心应手滔滔不绝？

散文家反问：当下还有什么
比手机有更大能量更大吸引力？
打车、乘地铁、骑共享单车、付
水电费、叫外卖、加购物车、通
电话、私家车导航、视频聊天、
看小说、赏图画、写文章⋯⋯能
够用手机解决问题，为什么还要
坐下来反复交谈？难道你比手机
更万能？小青年和你结识后不是
故意冷落你，实在是没有空，实
在是不想浪费时间嘛。
我回答散文家：你的意思是

说当面冷若冰霜背后热如火山反
而是一种进步？老人们的“见面
亲”要淘汰啦？好吧，我要跟上
步伐，今后结识年轻朋友一定是
不淡不咸无影无踪，到了手机上
才跟他们激情澎湃，非把对方熔
化了不可！
散文家哈哈哈哈大笑起来。

绿豆丸子
李 颖

    在这冬至时节，我总会想起安徽老
家的冬令标配：似荤实素、外黄内青的
美食小精灵，那就是绿豆丸子。

绿豆在南方，一般用来烧绿豆汤、
熬绿豆粥、做绿豆糕，大多是甜口。皖北
的绿豆丸子却是咸口。皖北亦属北方地
区，绿豆也被纳入了咸食系列，隆冬季
节户户必备。磨粉、加料、调馅、炸制，人
人忙碌家家飘香。

这道冬日美食，随着我父母的迁居
上海而“落户”申城。上海人冬天喜欢炖
一锅“全家福”，肉圆蛋饺熏鱼大虾，由
荤腥来当家。我母亲改良了菜式，让绿
豆丸子在汤里唱主角。

要把绿豆弄成粉，大都市难觅石
磨。父亲想出办法：先把清洗浸泡后晾
干的绿豆捣碎，再铺到案板上，用擀面
杖使劲碾压，制粉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绿绿的豆面和上一些白白的麦粉，以增
进粘度，再添入切碎的香干粉丝豆芽葱

花，加水加盐搅拌调味，就做成了绿豆
丸子半成品。将丸子轻轻下锅，猛火热
油加速定型防止散碎。眼看着它们在油
锅里不断的翻滚，一个个青绿渐失金黄
裹身，犹如青涩少女历
经生活煎熬变成了中年
美妇，诱人的香味却也
慢慢飘逸出来。从制粉
到烹炸至少花费大半天
的功夫，做绿豆丸子比做肉圆费时费
力，家人却都乐此不疲。

每逢冬天，顶风冒雪而来的亲朋好
友围坐餐桌旁，热气腾腾的靓汤最能驱
赶周身上下的寒凉。端上桌掀开盖子的
砂锅，只见绿豆丸子在依然沸滚的汤里
载沉载浮，金黄诱人。

这时候我的兴趣不在餐饮，而是观
看首次品尝绿豆丸子的食客，他们大都
是这样的表情：绿豆丸子入口，先是一
个咀嚼动作的停顿，脸上浮现疑惑，而

后因为解腻清口的感觉，由惊诧转为惊
喜，必定会从汤锅里再捡出一个丸子，
夹开来细看。那绿豆丸子由于煎炸，外
形色泽都已经与金黄的肉丸无异，而里

边那些隐约的绿色，伴随
着独特的清香，却似人到
中年，内心仍然是少女情
怀一般的清新可人。宾客
得知绿豆丸子不加一丁

点的肉星，纯是素馅，立时三刻就被瓜
分一空，成为他们盘碗里的新宠。制成
的绿豆丸子不仅做汤料，还可以当茶
食，味美回甘清火管饱，多吃不胖越嚼
越香。

因为绿豆历来被中医视为一味食
补养生的良药，所以夏天，南方人熬绿
豆汤喝，为消暑清热的佳品。绿豆冬吃
看似反常，其实有其科学养生的道理：
冬季气候干燥，人的胃口又比夏天要
好，爱多食肥腻，鸡鸭鱼肉大荤大腥，往

往集中在冬天的年下，口腔溃疡嘴角起
泡最为常见，体内容易虚火上升。绿豆
不仅能够降脂还可以清火，冬食绿豆制
品实在是一举两得。绿豆还具有清肝明
目的功效，可以缓解现代人看电脑玩手
机用眼过度视觉疲劳的状况。 在冬至
大如年的节日里，菜肴十分丰盛，倘若
误食了存放过久的食物导致腹泻，绿豆
还能充当解毒小卫士。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大江南北长城
内外的各类点心小吃，我也品尝过无
数，唯独在寒气袭人的冬天里，绿豆丸
子却始终让我无法忘怀。

那是留在心头萦绕不去的念想，以
及回味清新隽永的口角噙香。

过节不打“口水仗”
周炳揆

    年节已近，家家户户都有亲朋聚会，在美酒佳肴之
余，有时也会不经意地打起“口水仗”，轻者影响聚会气
氛，重者造成亲友龃龉，破坏节日和谐。

要避免“口水仗”，是否可以设定一个禁止涉及的
话题清单呢？根本不可能!我们可以做到的仅仅是如何
来感受别人的谈话和行为。

比如说，在饭局上遭遇别人的冷嘲热讽、评头品
足，你肯定极为
沮丧。不过，你可
以尝试改变这种
情况，当别人的
谈话对你有所不
恭时，你可以想象他（她）自己可能也有过被人评头品
足的时候，他（她）可能和你一样感到沮丧，这样，原来
要爆发的“口水仗”可能就偃旗息鼓了。

有时，你希望在阖家聚会时能和家人，特别是小辈
作一些深入的沟通，但是事与愿违，饭桌上的话题可能
都很浅薄、无趣。你不妨事先做一些功课，有意识地培
养一些话题，比如说：你今年做的最勇敢的一件事，儿
童时代的哪件事对你影响最大；你最喜
欢的篮球运动员⋯⋯最有效的提出问题
的方式是先佯装对某事表示惊讶，再引
出问题本身。我的体会是只要有人参与
讨论，原先不准备发言的人也会在第二
时间参与进来，听别人怎么讲会启发自己的思路。

有一种“准口水仗”，那就是你最钟爱的小辈、你曾
经看着他（她）长大的人忽然就某个时政热点滔滔不
绝，而你觉得他（她）讲得都不正确，那该怎么办？“不赞
同，不争论”是最佳选择———因为争论无济于事，改变
不了他（她）的想法，反而燃起“口水仗”。

经常旅游的人，往往在饭局上大谈其旅游的经历。
但是过分炫耀会对同桌的其他人形成一种冒犯———并
非每一个人都喜欢旅游，更有许多长者，因身体条件、
经济原因等不參加旅游。我有一次亲身经历，某人大谈
自己在阿根廷、智利的自助游，别人对他的谈话稍有不
同的意见，他便声色俱厉，眼看一场“口水仗”迫在眉
睫，我见机插进话题，要大家评论阿根廷足球队在俄罗
斯“世界杯”的表现，饭桌上不乏足球迷，气氛顿时活跃
起来了，那位“旅游迷”就安静了下来，埋头喝起了碗里
已经快凉了的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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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冬必用
杂烩汤，请看明
日本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