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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著名作家梁晓声说过：“最好的家风，一定是有

读书传统的家风。”回看我家的发展历程，我愈加

认定这句话的正确性：多年来，我家祖孙三代人在母亲喜

欢读书的带动、培育下，形成了良好的家风。而良好的家

风，又改变了全家人的生活和命运。

我的母亲今年87岁，虽是一位农村老太婆，但出身

望族，从小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所以她一生以读书学习

为乐。从我记事起，就经常看到母亲忙完家务后，在灯前

月下读书。她读书有一个习惯：边读边诵出声。母亲说，

这样读书，更有助于集中精力，增强记忆。我未上小学

前，就一直跟着母亲读家里的各种藏书。我的两个哥哥、

一个姐姐，也是从小便接受了母亲的熏陶，爱上了读书。

我和哥哥、姐姐勤工俭学换来的钱，几乎都买了书，在村

中，我家的书是最多的，简直可以开一个“全村图书馆”！

在母亲的引领和熏陶下，我们兄弟几人都是村里的“小学

究”，地头、树荫下、广场上，经常可以看到我们读书的身

影；村民们家中有了大事小情，也都习惯性地找到我家，

让我们兄弟几个帮忙：写家信，写对联，写买卖房屋契约，

写承包合同，修改孩子的作文……我家也被乡亲们亲切

地称为“书香门第”！

我的哥哥、姐姐成家有了孩子后，老妈“升格”为奶

奶。侄辈、外甥们长到五六岁时，老妈戴着花镜，又带领

她的孙子、孙女、外孙子们读起书来！我家藏书很多，基

本都是国学经典，如《全唐诗》《全宋词》《古文观止》《菜根

谭》《增广贤文》等，还有很多文化、旅游、历史方面的书

籍。老妈一有空闲就给小字辈们读唐师、宋词、元曲、明

清散文和现当代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小字辈们上小学一

年级时，就已经会背唐诗100多首了，这让老师们很是惊

诧！我的两个侄子读中学时，当老师讲解著名作家朱自

清的名篇《背影》《荷塘月色》和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

阳楼记》等课文时，他们竟能未讲新课而当堂一字不差地

先行背诵下来，震惊了全班师生！

读书，成了全家人生活中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

容。在母亲的熏陶和影响下，我们这一代和侄辈、外甥

们那一代，都潜移默化地喜欢上了读书：读名篇，读经

典，读国学，读人世间的沧桑巨变……节假日，家人聚会

时必有一个保留节目——祖孙三代一大家子21口人坐

在一起，你出诗我对句，玩一种“诗词接龙”和“国学经典

大PK”的游戏。家人在欢笑声中重温了国学，学到了知

识，接受了文化的熏陶。为了推动家族中的读书热潮，

老妈还把自己多年的积蓄和我们给的赡养费，换成了各

种各样的奖品，奖励给家中的读书优胜者。

感谢老妈，感谢读书！老妈的阅读，不但带出了一

门好家风，也使一家人饱受文字的滋养，尤其接受经典的

熏陶，在丰富自身文化底蕴的同时，也廓清了生活的视

野，放大了个人事业的“格局”，更健康了身体！我们兄弟

几人也都愿意接过老妈手中的读书接力棒，让读书的好

习惯陪伴终生，让良好的家风染香今生！

书香“熏”出好家风 □ 钱国宏

记

年记事时家乡有一个习俗：过了立秋要浆洗

被子。浆洗过的被子不仅耐用，而且还有一

个好处是第二年冬天过后、春天再洗被子时容易清

洗掉被面上的脏物。立秋过了后，天高云淡、风清

气爽，正是浆洗被子的好季节。清晨，母亲早早起

来，将全家人的被子都拆了，然后放在大洗衣盆里，

用自己做的草木灰水泡上（灰水里含碳酸钾的碱性

皂角）用灰水泡过的被子更容易清洗，也能节省一

些肥皂。记得那时用的是五毛钱一块的葵花牌肥

皂，全家人都要省着点用。

被子洗净后再放入洗衣盆里准备浆洗。浆洗用

的是高粱米饭的米汤，母亲做饭时特意多放了些水，这

样做出来的米汤多且稀。待米汤温凉时倒入在盆里洗

好的被子上不停地搅拌，让被子吃透了浆水，然后放到

洗衣绳上晾晒。待被子晾干后由两个人各自抓住被子

的一端用劲抻。先是竖着抻、再横着抻，抻被子是很有

学问的。两个人要配合好，否则不仅抻得效果不好、还

容易将对方抻倒。每当母亲和邻居婶子抻被时，我就

在旁边看热闹。她们没配合好抻倒对方时我就咯咯地

笑，弄得母亲和婶子也笑个不停。

被子抻过叠好后便进入了捶打阶段。捶打用的

工具叫槌板石，全村只有四姑奶家有一块槌板石。到

了浆洗被子的季节，平时闲置的槌板石就格外的忙了

起来。听见谁家梆、梆、梆响起槌板石的声音，下一家

要用槌板石的就循着声音而去。看着母亲捶打被子时

棒槌在她的手上有节奏轻快地舞动着，我手就痒痒着

也想握着棒槌捶打几下，于是抢过母亲手中的棒槌捶

打起来。“看花容易绣花难”还真应了这句古语，棒槌在

我手里像不听使唤似的，东一下西一下的乱了节奏。

这时母亲便耐心地教我使用棒槌的要领，我才算勉强

捶打出了一点节奏。

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洗衣机走进了千家万

户，槌板石这一古老的日常生活用具，已退出了人

们的生活舞台。但那带着节奏清脆、悦耳的棒槌击

打槌板石的声音至今仍在耳边回荡，那是乡音、是

母亲的声声呼唤！

经过这些程序后被子总算浆洗完毕，母亲再将被

子一针一线缝好。夜晚，刚缝好的被子盖在身上虽然

稍稍有点硬板，却带着淡淡的米香和阳光的味道，也带

着母亲的爱和温暖，全家人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童

浆洗被子的岁月 □ 白丽华

父亲藏酒 □ 刘亚华

亲嗜酒如命在我们村是出了名的，但凡能举

杯畅饮的场合，他必定喝得酩酊大醉才罢休。

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很差，生活费都不够，父

亲却常常背着母亲去买酒，惹得母亲好一顿臭骂，

因为酒，父母常常吵架，我苦恼不已，为此还写了好

几封情真意切劝诫父亲戒酒的信，他读后当即表示

戒酒，但一见到酒就忘乎所以，哪记得什么誓言。

母亲不给他钱买酒，他就找了一本酿酒秘籍，按照

上面的配方自己琢磨，也许是有些天赋，他酿制的

酒，左邻右舍都说味道好，常有人拎了大米、高粱或

是苦荞，让父亲帮忙酿酒，父亲逢单必接，因为可以

免费得到几斤酒的报酬，遇上大方的人家，还能请

父亲去他家小撮一顿，父亲酿酒的技艺越来越强，

交的酒友越来越多。可即使这样，我家的酒，永远

都不够他喝。

父亲爱喝酒，酒量并不大，醉酒是常事。

那年，我上初一，一次酒后，父亲跑到我们学校

里，刚好是中午休息时间，我不在教室里，他找不到

我，便找李叔叔的儿子打听，李叔叔的儿子见他东

倒西歪，说话不清不楚，便很害怕，四处躲他，哪知

道，他追着李叔叔的儿子满教室跑，直到上课铃响

才罢休。李叔叔的儿子是我喜欢的一个男孩子，我

没想到，父亲竟然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给我出丑，

何况是在我心仪男孩的面前，有一个星期，我心情

坏到极点，没搭理他。

初三毕业的暑假，我在父母的床底下翻找旧书，

却发现有两个大肚坛子，上面还贴了一个大大的喜字，

看墨迹有些年头了。我小心地揭开坛子，一股浓郁的

酒香扑鼻而来。这是两坛子美酒呀，父亲不是没有酒

喝吗？怎么藏起酒来了呢？这两坛酒可撑上好长一阵

子呀。我去问父亲，他笑笑，不回我。我跑去问母亲，

她也总是笑而不语，逼急了，说这是父亲的秘密，叫我

问他。那两坛酒，不管是远方来了客人，还是父亲心痒

难耐，他都舍不得拿出来喝。

我由此便推断，这两坛酒，有可能是我家的传

家宝贝。

我结婚那天，父亲显得特别高兴，一向不太修边

幅的他，竟然穿了一套崭新的西装，整个人看起来年

轻好几岁。临出门时，父亲的眼圈有些红了，他拉了

拉我的手，示意我等一等。他跑到房间里，从床底下

抱了一坛酒出来，跟我说：“丫头，这是我送给你的结

婚礼物，你出生那天，我买的，这坛子上还刻着你的

出生日期呢，我那时候就想，等你出嫁那天咱父女俩

好好喝一场。可惜你不爱喝酒，这一坛，送给你，那

一坛，我留着自己慢慢喝。你要走了，爸祝福你以后

的日子呀，像酒一样芳香。”他嘿嘿地笑着，满足而得

意，我听见周围的人都赞叹不已：“这才是正儿八经

的女儿红啊。”我低头去看那坛子，上面果然刻着细

细小小的我的生辰八字，我假装低头去擦那坛子上

的字，把泪悄悄擦在大红的新婚衣服上。

那一坛陪嫁的酒，不多日，便被同样爱酒的先

生痛饮而尽。他常常意犹未尽地说，你爸给的酒，

真的好喝！他却没能懂得，这一坛珍藏了二十六年

的酒，却是父亲最深沉的爱与祝福。

父

难忘当年吃喜酒
□孙功俊

乡下，常常会看到这样一幅景象：数十上百人

齐聚一处，在一阵鞭炮声响后，于漫天青烟之

中，分坐在一张张八仙桌旁，举盅畅饮，其乐融融。

男女往往分席就座，饮酒的谈笑风生，猜拳行令；不

饮酒的则细语低诉，畅叙亲情。离席不远，临时搭

建的简易灶台上，堆满了各种餐具菜肴。厨师熟练

地挥舞手中的铲勺，一碟碟菜流水般的端上桌。主

人家不停地招呼大家说:“菜不好，酒可要喝好。”

这是前些年江淮一带乡村吃喜酒时的热

闹场面。

乡下平常的日子都是内敛甚至是克制的，但遇

到娶媳嫁女、建房上梁、老人做寿、孩子满月等红喜

事，便把情绪释放和张扬起来，此时的日子便过得有

些声势和味道。燃放鞭炮可以渲染身外的气氛，而让

人内心水沸锅开的却非酒席莫属了。就说结婚吧，在

乡村的传统观念里，结没结婚是以喜酒为标志的。

顾名思义，吃喜酒就是吃饭喝酒。

在我的家乡庐江，吃喜酒这天，主人都要宴请

亲朋好友和街坊四邻。不管随不随礼，也不管是不

是同宗同族，平时有没有来往，只要进了主人家的

门，就可以上桌喝酒。桌子上虽然都是一些家常粗

菜，但碗碗碟碟都满满当当，热气腾腾。吃了一碗

再上一碟。酒也是普通的瓶装白酒，成箱成箱的。

有的人家是客人吃走了一拨再来一拨，酒桌数越

多，喝酒的人就越多，也就越热闹。说明主人家的

人缘好，主人便越高兴。倘若有哪家吃喜酒的人寥

寥无几，那就是最尴尬的没面子，甚至是最扫兴了，

主人会在村里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所以，吃喜酒的

场面是乡下最热闹的场面。

女人们呱嗒呱嗒地切菜、忽哒忽哒地洗着碗

筷，你叫我应地盛菜端菜，一片忙碌。男人们呢，自

然是说着笑着，一杯一杯地比赛喝酒。平时沉默寡

言，此时却像换了个人，所有的人因了酒因了笑而陶

醉其中。

吃喜酒的日子大都选在农闲时节，有的是时

间，因此有些人会喝到东倒西歪才肯罢休。等喝酒

的人在星辉月光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自家时，他

们便把那酒气从主人家带回了自家的屋子里。于

是，村庄便弥漫在一片酒气之中了……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乡下吃喜

酒的档次也提高了。乡下人和城里人一样，早早在

镇上或县城的酒店预订酒席，到时包车把来的客人

一个个地接到酒店，吃好喝好后，再将他们一个个

地送回家。这样，主人家既省事，又不用操多少心，

但却少了昔日在乡下吃喜酒时的那份氛围。

喜酒就这样滋润着乡下的日子，多少年过去

了。回望远逝的那些时光，仿佛便有一股熟悉亲切

的气味飘荡过来，有泥土的气息，五谷的味道，最突

出的还是那阵阵喜酒的香味。那香味慰籍了乡下

人的心灵，浪漫了乡村的岁月。

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