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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指着我笑。她的笑相很好看。

我对老太太指着她先生说，阿姨啊，

今天的腊八粥，我觉得要看在爷叔的辛苦

情分上，改为“老爸粥”可能更准确，也

更有意思，你看阿有道理？吃了你们腊八

节的“老爸粥”，我们就都是你们的孩子。

不管别人怎么看，反正我是乐意的。我老

爸老妈都走了，这辈子再也没有长辈给我

熬美味的腊八粥吃了，今天吃了你们的“老

爸粥”，就允许我复习一下年轻装嫩的感

觉吧，阿行？

老两口望着我，又笑了，满面慈祥。

穿越古城来讨这碗时令粥吃，感觉真

的很值。骑车返回单位上班的路上，我感

觉整座苏州城都弥漫了一股粥香。

并不富裕，但退休金让他们的生活无虞。       

我到苏安新村后，专门找人多热闹的地方，

几乎没有费什么力，就找到了他们。他们

正在粥桶边忙着。他们俩的岁数应该是

七十来岁，身体不错，挺兴奋的。虽然两

人的襟前都有围腰，但衣服是崭新的，有

过节的喜悦气息。老太太似乎还化过淡妆，

白发是烫过的小波浪。

我按排队的顺序，领到一份粥，透明

的一次性碗，暗红色的粥很稠，能看到粥中

的核桃、葡萄干等。粥是热的，不烫，正适

合吃。但我拿到粥后有意夸张，显得粥很烫

的样子，在两只手中不停地换来换去，嘴里

还不断吸凉气，还不断说好吃，摇头晃脑。

让老太太看着我笑。她知道我在有意逗她，

穿越古城讨碗腊八粥

腊月初八是新年 1 月 2 日，上班日。

一大早，我骑车从城南专程赶往城东北的

苏安新村，去讨一碗腊八粥吃，更是想看

看这对施粥的老夫妇。

从媒体的新闻中得知，这对老夫妇在

腊八节前的一个月，就开始采购原料，除

了糯米，还有小米、赤豆、黄豆、核桃仁、

花生、瓜子、红枣、葡萄干等，初七万事

俱备。初八凌晨，他们就携手开始大火煮、

文火熬，然后用保温桶装了运到社区，或

者行人多的路边，让大家品尝。据说有一年，

他们还送到地铁工地，专门慰劳修地铁隧

道的工人。这是他们多年来一直在做着的

一件事儿。

我还听说，他们一辈子没有孩子。

刘　放（江苏苏州，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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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水彩画

清华美院水彩画教授黄有维，来深圳

与水彩爱好者交流，我决定去探班。几年

前，我曾陪同中国和澳大利亚艺术家在黄山

写生，有幸认识黄老师。

驱车赶往南山艺术馆，一进大厅，见

许多人围着黄老师，我根本搭不上话。一溜

几米长条桌上，堆得高高的，全是学生作品。

心想来交流的该是美院毕业生，至少是这个

专业的吧。转一圈，发现都是水彩爱好者，

女性占大多数，甚至还有几位老人。原以为

他们是深圳本地的，谁知还有拖着箱子，背

着背包，从广州、海南、湖南赶来的。交流

会另有一个名称——“300 张看画团”，说

是 300 张，其实是个概念，当你画多了，对

技法和欣赏上才有感觉体会，现场很多人带

来的画远远超过 300 张。

看过一些仅学几个月水彩者展示的作

品。黄老师说有些人天生是艺术家。比如他

母亲，虽然她是位农妇，也没读过书，但对

美有直觉。当村里人把留种的南瓜籽一巴掌

贴在泥墙上晒时，他母亲会贴出一条龙，并

和幼小的黄有维说，哪是龙头，哪是龙尾。

她种菜时，会在紫苏和空心菜之间，播种父

亲的名字，当紫苏和空心菜长大了，田间赫

然出现他父亲的名字。

黄老师上午、下午连续看画 3 小时，

害怕每一位信任他的人有一点点失望。一位

来自大芬村的年轻绘画者，专攻狗和猫，只

只猫狗逼真。黄老师说画动物的人，渐渐

地笔下的动物会越来越像画家本人，再一

看，哄堂大笑！果真像啊！另一位爱好者，

她每画一张，便在留白处做一首诗……一

位 80 多岁老太登场，从买菜的布包里掏出

两本画册，一本送黄老师，一本请他签字，

并介绍，黄老师的画一上微博，她便能模

仿画出。大家见她展示出的一张张画，敬

佩不已，掌声不断，啧啧称赞。而她用美

篇编辑出的画册，在网络上活跃度很高，

说不定下一个摩西奶奶是她呢。

等黄老师和粉丝们一一合影结束，我

凑上前，对老朋友说：我后悔当年没有立

即拜你为师，今天回家就买笔和纸。

安　宁（广东深圳，职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