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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友在成都
鲍尔吉·原野

    35年前，我从内蒙古
来到沈阳谋生。这个城市
的阔大把我震慑得久久不
能平静。上班时分，铁西区
骑自行车的工人如洪水淹
没马路，自行车后架的铝
制饭盒闪闪发光。成千上
万的工人和成千上万的自
行车与铝饭盒赋予
这个城市排山倒海
的力量。即使下雨，
一条街的雨哗哗一
起下，说停一起停。
我住的泰山路奔流着可以
称之为浪花的雨水，齐齐
钻进下水道，显示计划经
济的秩序感。雨后，路人在
街上昂首行进，仿佛不知
道刚刚发生过下雨这件
事。
这些景象让一个小地

方来的人感到恐慌。沈阳
人不富裕，但神色豪迈。豪
迈的意思是他们心里有
数。正相反，我心里啥数都
没有，骑自行车经常迷路。
沈阳让我感到自己的渺
小，只能写点小文章平复
心境。

我写了几篇短文，挑
一篇像样的前往沈阳日报
文艺部，在那里认识了编
辑胡中惠。从那时起，我俩
的友谊保持至今。
初见胡中惠，他并不

认识我。我是硬要见他。我
把稿子交到他手里，等待

判决。中惠看完稿子打量
我，我也打量他。他圆面，
眼睛大而圆。他说稿子留
下，争取发表。我松了一口
气，稿子能留下就算成功
的一半了。他送我一直送
到楼下，仿佛是多年的老
朋友。

时间不长，我这篇名
为《快雪时晴》的散文在沈
阳日报万泉文艺副刊发
表，头题位置，这是我来到
沈阳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稿子发表后，胡中惠

在三经街请我吃饭，召集
他在报界的朋友，有王殷、
刘畅、小山等人，向他们推
荐我的作品。在酒桌上，我
喝了好多酒，无以回报，起
身唱了一首蒙古歌，他们
感到惊讶，那时候没时兴
卡拉 OK，也没有人喝着
酒突然站起来唱歌。
初到沈阳，我非常想

念家乡和父母，只要静下
来，脑子里全是草原风景，
远处吹来的风压低青草，
毡房的炊烟直直地升到天
空不散，与成千上万的铝
饭盒完全无关。早上醒过
来，忽感自己生活在远离
家乡的异地，常常鼻酸。中

惠知道我的心事，经常拉
我参加聚会，认识朋友，让
我尽快融入沈阳。

中惠的笔名胡虏，他
喜欢写阅读史记的札记，
很受读者欢迎。但他写写
就不写了，因为爱好太多。
他悄悄告诉我，沈阳日报

的象棋比赛，他是
冠军。中惠在沈阳
文化界获得大名的
还是书法。一个人
写的字一定和这个

人某一处相连，或性格，或
经历，或相貌。胡中惠的隶
书端凝妍美，随他相貌。他
在临帖上下过很多功夫，
字越写越好，性格也越发
沉静。他性格原来也沉静，
微笑不语是他对世界的基
本态度。跟他对谈，该他说
话时，他抬头思考，眨眼，
笑一笑算是回答了你。
中惠还有一项隐秘的

爱好—收藏手表。他低调，
觉得跟别人说手表太肤
浅，但又想表达对手表的
热爱，偶尔对我说，夜深人
静，把表拿出来用放大镜
瞧一瞧。我问怎么样？他抬
起头笑了，这就是答案。不
着一字，尽得风流。他从来
不戴他收藏的表。

中惠嗓音好，
李双江那种。像他
这么腼腆的人，让
他唱一首歌无异于
杀他。被逼无奈，他也会放
歌一曲。但要面对墙壁。我
对他说，这么好的嗓子，你
都给白瞎了。

中惠走路慢慢悠悠，
说话慢慢悠悠。有一度喜
欢上公园跟妇女跳舞。后
来发现打太极拳比跳交谊
舞更合他的性格，开始练
拳。他说，打太极用的那股
劲就是写书法的劲。几十
年过去，我们这拨人逐渐
变老，但中惠仍然显得年
轻。相貌仍然很好，我常说
他长得比女的还好看。
我来沈阳，住房条件

窘迫，搬过好多次家。40

多岁时，还和别人家合住
一个套间。我在厨房写作，
厨房 6平方米不到。我订
做一个 60 厘米×60 厘米
的折叠桌子当餐桌兼写字
台。一个北京的朋友到我
家，看到我的写作环境竟
然落泪。他说你竟然在这
样的环境里写出了《掌心
化雪》和《善良是一棵矮
树》？我当时说不出来什
么，事实就是如此。
进入 21世纪，我贷款

买了一处住房，结果比过

去更为窘迫，经常偿还不
上每月的贷款。每个月 20

日是还款日，我常常提心
吊胆。还不上钱，我找胡中
惠借钱周转。第一次找中
惠借钱，他很满意，他那种
笑容仿佛说能帮到朋友是

一件好事。第二次
借钱，他脸上仍然
这种表情。我第三
次去借钱，他略感
惊讶。我觉得他的

小金库有问题了，但仍然
把钱借给我。我第四次找
他借钱，他把我领到了储
蓄所，支出所有的存款给
我，把存折给我看，余额
0.00。他表情有歉疚，也有
惶恐。我知道，我已经把他
逼得山穷水尽了，但他帮
了我大忙。
有一年，见到了中惠

的三哥，他跟中惠刚好相
反，孔武有力，动作迅捷。

三哥没工作，晚上给亲属
开的烟酒商店打工。在夜
晚，他陆陆续续喝掉商店
几十瓶酒后，失去了这项
工作。三哥说中惠小时候
最老实，每天拿一本书坐
在院子里的墙角读书，谁
都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从
不打仗骂人，是个老好人。

当个老好人挺好，命
好。中惠对家里的事不操
心。他妻子程丽是女强人，
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
可惜的是，中惠远赴成都
看外孙，平时见不上面了。
成都当然是好地方。“川菜
天下第一”，是一位川籍伟
人说过的话。那里还有给
人掏耳朵眼的技师，在公
园跳舞的妇女肯定比沈阳
妇女漂亮。友情就是这样，
当年一起厮混的时候，没
觉得怎样，后来天各一方，
甚是想念。

鸡
汤
泡
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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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晔

    鸡汤泡烧饼是我回到家乡扬州必然点名要吃的。
可以当“午茶”，可以作早餐。

煨鸡若光是喝汤，不在乎鸡肉，则以老母鸡，并且
是农家放养的土鸡为佳。开肠破肚，去内脏、去鸡头、鸡
脖、鸡屁股，洗净放入锅中，优选陶质的砂锅，次选焖
钵。注入清水，放几根葱、几片无需去皮的生姜，大火煮
开后以小火慢炖。我就好这样的一口鸡汤。清水的注入
量很看经验，放多了，汤不够浓，放少了，也不够喝。厨
房飘出浓香时，炖得就差不多了。一滴油不曾放，白中
透黄的汤上飘出些鸡油花，像腊梅黄、水仙黄、小鸡绒
毛黄，这样想着会不忍品尝。这样的汤醇厚而不肥腻，
我觉得就连盐也可以省略。也可盛到碗中撒上些许盐
末。切忌直接撒在锅中，除非一餐用完。

小时候逢大家族聚餐，吃到人仰马
翻，而鸡汤上了桌，无论哪一位姨妈都不
会忘记招呼身边的小孩：“我到厨房给你
盛一碗鸡汤泡饭好吗？”每每这时，我总
是满意地点头，缩回已经滑得离地半寸
的脚，重新爬回座椅，满足地乖乖候着。
鸡汤泡饭挺香，不过并不十分地如意，米
饭会让鸡汤消失大半，鸡汤味散了，米香
也散了，滋味比不上鸡汤泡烧饼。

拿来泡鸡汤的烧饼不能有馅，最普
通的擦酥烧饼即可，也有用草炉烧饼的。
饼囊分层，绵软有嚼劲，带一丝淡淡的
咸。饼皮酥脆，满是白芝麻。我六岁时，外
婆家斜对面尚有一间几年后消失了的包子烧饼店。那
家店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两个场景。这第一幅是邻居夏
家十六岁的夏至阿姨高喉咙大嗓子，得意洋洋地跟我
还有我的表哥表姐说，“都听着，今天我家蒸包子，回头
我请你们的客。”是腊月里跟店家预约好的年蒸，这一
天下午轮到用夏家的馅心、夏家的面，由店里的师傅负
责包和蒸。不见夏至阿姨父母的身影，就只她一个小号
的大人忙上忙下，比如给包子点红。而我挤在店堂内的
案板边看这一切。

另一幅画面里有内里通红的炉膛，
一个男伙计站在炉边，把粘好芝麻的烧
饼坯朝炉膛壁上贴，手竟没有被烧着。我
的目光跟着那只手上上下下，目不暇接。
伙计偶尔朝我看上一眼，我不吭声，把心提着。
后来我知道扬州等苏中和苏北地区独有的草炉烧

饼，都是面饼师傅眼面前有等身高的一口圆形小洞，饼
贴在洞壁上，但我最记得那口井一样的炉膛，一口燃烧
的通红又滚烫的井，而我爱吃的鸡汤泡的烧饼将从那
里出来。在那个六岁的我的心里，无意识里怔怔地烙下
一份对店伙计的歉疚，还有一份对生计的畏惧。我十分
肯定，我绝不敢把手伸进火红的炉膛，所以我完全做不
出烧饼来，而我已无师自通地明白，那做烧饼的小伙计
并不是人群中最能干的人，做烧饼并不是一件最难的
一件事。我能做什么呢，这疑问从惊惧中萌生，在半途
上被吹散，像一股被手臂斩断的店堂里的热气，没有什
么能支撑它现出一个比热气更有力度的形状。当然，我
立刻说服自己，也许必须这么说服自己才能吃得宽心
吧，我对自己说，那就是一种魔术，和能吃火苗、会让耳
朵动来动去的二姨夫做的魔术一样。对呀，就是一种魔
术。
直至今日，我还是无法解释鸡汤泡烧饼最为好吃

的道理，也许因为烧饼能吸收汤汁又不像米粒那么零
散吗?于是烧饼和鸡汤在密切交融的同时，又维护了自
己的个性，所以，滋味就更丰富而非混沌一片? 我说不
出科学原理，问妈妈，妈妈也不能，不过她说：“不用说
什么道理吧，就像黄瓜和蒜蓉，这么配着最好，尝一口
就知道。

那些不能忘却的援建回忆
周 瑟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上海对口支援都江
堰重建。2009年，根据组织安排，我随队保障指挥部后
勤服务，一直到 2010年。2011年、2014年、2015年，为
响应中央和上海市援疆工作号召，我又先后 3次带领
保障团队前往新疆喀什，参加援疆前线指挥部提供服
务保障。

记得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机管局接到市里安
排，急需征调有经验的厨师去上海援建都江堰指挥部
食堂工作。我闻讯后第一时间报名，希望能以自己的
实际行动支援灾区重建。

经局里选拔，我带领第一批厨师到达都江堰，遇
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困难。刚到四川时，听不懂当地
方言，经常因为两地对菜的称呼不同而买错，只能日
夜揣摩，细心学习。由于当地没有煤气，烧的是煤饼
炉，早起点燃，晚上封炉，炉子火势难以灵活控制，为
保证能够按时开饭，我们请教当地农民、反复实验，按
煤饼炉的特点，逐步摸索出一套实用的方法。而面对
时有发生的余震，大家一起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的革命精神，即便遇到余震引起停电，我们照样点
着蜡烛、打着手电，坚持把每天的餐饮服务工作做好。

食堂一开始只有一个电饭煲，后来我们申请到一
个液化气瓶、两个炒菜锅和两台小冰箱，这便是我们

的全部“家当”。厨房场地仅十几平方米，在这样简陋
的“螺蛳壳”里，为了让同志们吃得健康，我们想方设
法把上海的厨艺与当地的条件嫁接，精心编制菜谱，
按照大家的口味，用四川当地的原料做出家乡口味的
佳肴。上海支援都江堰指挥部的同志们每天工作非常
辛苦，一年时间里，餐饮团队推出 200多个菜肴和 60

多个点心品种，也是对他们的一种支持。
援助回来后没多久，因在都江堰积累了保障服务

的经验，我被党组织派遣担任上海援疆前线指挥部餐
饮服务组组长。

在新疆喀什，我常常第一个进厨房，最后一个离
开。援疆指挥部日常要保障 60人就餐，因临时任务就
餐人数有时甚至会达上百人。从食材采购、菜品搭配、
环境卫生，就餐服务等，每一个细节、每一道工序，我
们团队都会认真研究，详细制定保障方案，克服人手
少、任务重、原材料受限等难题，为援疆指挥部工作人
员带去“家乡味道”。

赴外工作期间，任务有大有小，但大中见细、小中
见大。大到百多人同时就餐，我们的团队要完成采
购、粗加工、烹制、清洁等工作，要保证菜肴口味
与服务质量，更要确保食品安全，细微工作一样不
漏。指挥部的同志们应急事务多，时常不能保证准
时吃饭。一般我们都要从早上 5 点忙到晚上 9 点，
周末不休息，高强度运转的工作外，我们团队因人、
应时建立个性化服务方案，尽可能保证援疆干部回
到指挥部都能吃到团队保障的热饭热菜，于小事中
体现了满满的大爱。

近九年间，两次入川，三次赴疆，让我从心底感受
到了对口帮扶的意义所在，明确了我们所肩负的使命
和责任。脱贫攻坚工作虽艰苦，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
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援建工作虽艰辛，但也非常有
成就感，援建期间的阅历也成为每一位同志人生中最
浓墨重彩的一笔。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更有幸拥
有这宝贵的人生经历和记忆，终生难忘！

小世界
许道军

    我要那么大的世界干什
么呢？我只愿意生活在自己
的小世界。
这个世界比你想象的要

大，它容下了很多事物，当然
还有你，因此这个地方也可以称之为我们的小世界。我
之所以迟迟不愿意走出，是因为我们在这里足够好。我
并没有自私到将自己从大世界中开除出去，一走了之，
相反，我是将它们带到了这里，用心编辑。我有一只神
奇的笔，时时在创造。我不允许这个世界不完美，包括
你。这是我的权利，也是我自己授予自己的神圣义务。
实际上，这个地方不一定存在。我之所以虚构，也

不尽然全是为了你。你应懂得，总有人希望这个世界更
好，有甚于它自己。这深深的焦虑来自我
的观察以及由观察而触发的良知：你看
看，这世上每一个细小而谦卑的事物都
是完美和无害的，一片叶，一朵云，都是
如此。

口杯
安武林

    去浙江宁波一星期，进校园给孩子们做讲座。回来
后，又去太原两天，应山西省作家协会邀请，给 40余名
儿童文学作家研讨班做了一场讲座。两次外出，丢了两
样东西：口杯。以我丢三落四和马大哈的性格，每出差
必丢东西不足为奇。不丢东西，倒反而显得不正常了。
更何况是口杯，根本不值一提。但在太原丢了口杯，倒
触发了一件对小小的往事的回忆，令我大笑不止，开心

到笑出眼泪的地步。
多年以前，我应出版社

的邀请，回太原做了一星期
的校园讲座。山西是我的故
乡，虽然我是山西夏县人，但

一踏上山西的土地，便是回到家乡的感觉。漂泊在外，
家乡的概念的是以省而论的。
在第一所小学做讲座的时候，校长是我的熟人，也

是朋友，她知道我是山西夏县人。所以，她邀请了一大
批省内的媒体记者，报道我这个家乡人回故乡做讲座
的消息。临别的时候，她送了我一件小小的礼物：口杯。
那时候，口杯刚刚盛行，有点流行和时尚的感觉。我欣
然接受，心里还小小感动了一下。礼物虽小，情意不轻
呀。
当我在第二所小学做完讲座，我又收到了一份小

小的礼物：还是一个口杯！当第三只口杯拿在手中的时
候，我有点激动了，哎呀，收获颇丰啊。当我的箱子里装
了一大堆口杯的时候，就有点纳闷和疑惑了，怎么，难

道是商量好的吗？这口杯，一辈子也用不
完呀！

我忍不住向陪我的出版社的朋友抱
怨：“怎么回事，我箱子里拉的全是口杯
呀？我也用不了啊，但我又无法拒绝啊！”

朋友看到我无奈的样
子，忍不住哈哈大笑。看样
子，她早就憋不住了。当每
个校长都送我口杯的时
候，她就在旁边强忍笑容，
咬着嘴唇。我这一抱怨，倒
把她憋下去的笑声全部笑
出来了。她笑得花枝乱颤，
上气不接下气，眼泪都快
笑出来了。她连一句完整
的话都说不出来了，只是
断断续续地说：“有，有，有
意义的。”
有意义?有什么意义？
她说：“这是夸你口碑

好！”
口杯，口碑？哎哟，谐

音字。的确，算是有象征意
义的小礼物了。中国的汉
字，真是太有趣啦。
开心过后，我倒有一

丝小小的忧虑了。丢了一
个口杯，不算啥，千万千万
别丢了口碑啊！

责编：徐婉青

    见证过上海机关
事务工作 65道年轮的
深刻印痕，始知来者之
艰、今者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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