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2018年10月28日 星期日
星级编辑蔡富根 组版王贤梅 校对陈文彪 往事悠悠

天是周末，一大早雨就稀里哗啦地下个不停。

我给母亲打电话，想告诉她天气不好，今天不

去看她了。电话拨过去，却提示母亲手机关机。我

想，可能是母亲的手机没电了，过一会等她充上电就

好了。过了半小时，我又拨打还是关机。一抹疑云悄

然浮上我的心头，母亲平时特别关注她的手机，唯恐

错过孩子来电，今天怎么这样反常呢？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不停拨打她的电话，还是没

有打通。我忽然想，是不是因为母亲的手机欠费导致

停机了？我连忙交上话费。可电话还是无法接通，我

的心不由自主地慌乱起来。

我的父母今年都六十多岁了。这些年，两位老人

在郊区津津有味地种着一亩多地，说什么也不愿来城

里居住。他们说，城里住不惯，再说家里还有庄稼需

要打理，院子里的鸡、鸭、鹅需人照料，实在是走不

开。所以每逢周末，我总是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

到乡下看望他们，平时就靠手机联系。父亲耳朵背，

平时不用手机，每次打电话都是跟母亲沟通。渐渐

地，打电话成了母亲的一项重要生活内容。很多时

候，电话打过去，母亲都是“秒接”，可见她时刻准备着

和孩子在电话里说话。

为能及时接到电话，母亲从不关手机。有天晚上，

她的手机来电突然没有铃声了，约摸着我可能会给她打

电话，她就拿着手机，一直盯着电话，唯恐错过我的来

电。后来我才知道，是母亲的手机无意间把来电铃声调

成了静音，母亲不会设置，所以才采取了这个“笨法子”。

可是今天，母亲的手机为什么关机呢？我越想越

觉着纳闷。是母亲身体不舒服，忘了给手机充电？还

是有什么别的事情？想到这里，我坐卧不安，拿起电

话又试着拨了一次，还是关机。

我放弃了在家等待，决定坐车回家看看。

到了家，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推开家门。只见父

母正坐在院子的凉棚下喂鹅，几只洁白的鹅正埋头吃

着盆里的菜叶，不时“嘎嘎”地叫着。母亲看见我，脸

上流露出几多欣喜，高兴地说：“大妮来啦！”看见两人

一切如常，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妈，你没事吧，你的手机咋老打不通？”我立即问

起这个困扰我一上午的问题。

母亲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看了看说：“这手机好好

的啊。”我接过来看看，母亲的手机没有关机，看起来

一切如常。我又拨打，提示还是关机。于是我把母亲

的手机关机重启，这回终于恢复正常了。原来母亲的

手机出了点故障。我长出一口气，一上午的劳碌奔波

终于在此时找到了原因。

看着满头白发的父母，我内心不由得感叹：不知

从什么时候，我和父母换了角色，以前，是他们对年幼

的我时时放心不下，倍加呵护，而今当我长大成人，老

去的他们成了需要我用心关爱、时时牵挂的“小孩”。

我希望在今后的岁月里，母亲的电话永远是畅通

无阻的，这样无论我走到哪里，只要知道父母一切安

好，我的心才会安宁下来。

最怕母亲关手机 □ 邓迎雪

那

露一过，就是农家腌酸菜的时候了。

父亲把剁下的白菜背回家，母亲把一棵一棵白

菜在开水锅里焯一下，这个分寸一定要拿捏得很准，烫

不到位，菜生涩难咽；烫过了头，绵塌塌的失去了脆爽，

稍有失误，一缸酸菜就失败了。开始焯菜了，就需要父

亲的配合：母亲一棵一棵地焯；父亲在冷水盆里一棵一

棵地洗。母亲的手被烫得通红，父亲的手被冻得红彤

彤的。父亲一边洗一边把菜一棵一棵在早准备好的石

板上码好，最后苫上洁净的塑料纸，上面压上一块或者

几块石头，腌酸菜算是完成了第一个环节。

第二天太阳出来后，母亲开始装缸。母亲小心翼

翼地将一棵菜一棵菜头朝里根朝外，码一层撒一把青

盐和花椒，再码一层再撒盐和花椒，如此反复，直到菜

码完缸装满，最后父亲将那块用了几十年的圆青石压

在上面，盖上木板就算大功告成了。

一个礼拜之后，灶屋里悄悄弥漫着若有若无的酸香

味，酸菜就可以开缸食用了。我馋酸菜，每年开缸的时候，

母亲都会等我在家，揭开盖板，掀起石头，母亲端一个搪瓷

盆子，用专用的长筷子捞出三五朵酸菜之后，再次压好石

头盖上盖板。我喜欢吃刚捞出的酸菜，拿一朵菜帮子嫩

黄、叶子微黑，酸香诱人的酸菜，撕成一绺一绺的塞进嘴

里，三下五除二一朵酸菜就吞进肚里了，浑身的舒坦只

可意会不可言传。尤其是酸菜芯芯，酸香脆爽，简直是

天下第一美味，只可惜一棵酸菜只有一个芯芯！

靠一缸酸菜要维持一家人半年的生活，无论是黄

面疙瘩还是洋麦面片片，甚至洋芋菜糊汤，都少不了

酸菜的调和，尤其是冬日里上顿下顿的黄面馓饭，全

凭酸菜相伴，才会不厌其烦地吃了一顿又一顿。母亲

做的酸菜酸而不涩，脆而不硬，叶子烂而不失绵醇，每

吃一次都令人食欲大振，不能自禁，往往超过了平日

的饭量。母亲做的酸菜，在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是绝

对的权威。在那饔飧不继的年月里，山里人赖以酸菜

度过了一年又一年困窘的日子。

我们长大之后，陆续走出了关山，母亲的酸菜缸依

然是我们的最爱。后来因为疾病的纠缠，母亲的身体已

经很羸弱了，就是在院子里行走都要依靠拐杖的支撑。

尽管如此，每年的寒露过后，母亲总是要腌一缸酸菜给

我们，当然了，那叶瓣肥硕的白菜肯定是父亲的辛劳。

立冬之后，每次回家看望父母或者小住几日，百吃不厌

的就是煮洋芋和酸菜面，尤其是我的四弟和小妹夫，顿

顿不离洋芋和酸菜，母亲看着我们贪婪的吃相，静静地

看着微微地笑着，满脸的慈祥和慰藉。一缸酸菜，在我

们走马灯一般地进攻下，刚过完春节就告罄了——我们

六七个小家，连吃带拿，就是有两缸也不够！

母亲逝去已经十年有余，父亲也住在城里，我的

家乡随着移民搬迁早已经人去屋空，唯有母亲的酸菜

缸孤零零地立在坍塌老屋的一隅，想吃一口母亲做的

酸菜，只能在梦里可遇而不可求了，曾经吃过母亲做

的酸菜的亲友至今也念念不忘。

看着满天飞舞的雪花，多么想吃一顿酸菜面或者

酸菜疙瘩，也只能是妄想妄想了，因为我喜欢的酸菜

早已经滞留在我的记忆之中，不可能鲜活如初了。

寒

记忆里的酸菜 □ 刘杰

共享单车联想 □ 施光华

享单车，顾名思义，实际上就是公用自行车，

是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希望解决市民出行

“最后一公里”路程问题。目睹当前共享单车种种遭

遇，我不禁想到几十年前的自行车，同样是车，境况却

天壤之别。

我小时候小集镇自行车凤毛麟角，区长、公社书

记下乡都步走，只有去城里办事才骑自行车或搭乘大

拖拉机。一次，我以父亲名义从税务所借了一辆自行

车，和小朋友们去公路边学骑车，不料没多久，自行车

坏了无法骑。车子坏了当然要修好才能归还，可去哪

儿修不知道，因为自行车是稀罕物，小集镇没有修车

摊点，只有到县城才能修。后来听别人说，我的一位

远房表哥从前在县城做过工，会修车。于是我推车去

找他，他说，我替你修车，你顶我去生产队干半天活。

车子修好后，我及时还给税务所了。后来我到合肥工

作，大部分人上下班乘坐公交车或步走，很少看见有

人骑自行车。因为一来自行车价格不菲，100多元一

辆，当时我刚进厂当学员，第一年月薪 18 元，其他师

傅们也就是 30～40 元左右。二来凭票购买，望车兴

叹，一般普通工人去哪儿弄票呢？其实这也是很正常

的事情，吃一块豆腐干或抽包烟都要凭票供应，如果

自行车这个“庞然大物”不凭票供应，那才是不正常

呢。大家相互调侃说，今天上班乘坐的是 11 路小包

车（意为步行）。

后来生活水平渐渐提高了，自行车也就慢慢地多

了起来，尤其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八十年代，凤凰牌、

永久牌及后来的金狮牌、美奇牌自行车，深受广大市

民喜爱。这一时期，自行车特别多，市民上下班骑自行

车和各大影剧院停车场成为城市一道靓丽风景线，连外

国朋友都称赞中国人记性好，偌大的影剧院广场，黑压

压一大片自行车，怎么一下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辆

呢？然而，更令人羡慕的是，自行车无论停放在市区任

何大街小巷、道路两旁，都是完好无损，排列整齐。偶尔

也有偷盗行为，但纯属极个别现象。

综观共享单车目前存在的随意丢弃、东倒西歪、

恶意损坏等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车辆属性、管理

体制、思想意识和人员素质等。也许有人认为，以前的

车子是私人财物，偷了犯法，而现在的车子是“老公”

的，没人管。这实际是误区和错觉而已，共享单车，从

规划设计到具体实施，直至最后善后服务，涉及到方方

面面诸多部门，只不过我们没有全部了解罢了。共享

单车服务于民，同时民众也要保护单车，相得益彰，才

能彼此长久。现共享单车面临各种险境，究竟何去何

从？能走多远？除其他原因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我们本身。我衷心希望，共享单车越走越好、越走越

远，因为它毕竟方便于民、造福于民。

共

记 得在农村时，家家都有养狗看门的习惯。

我也不例外，养了一条身黑肚白的土狗，从

幼崽到成年四肢短小，骨架瘦弱，看上去与剽悍凶

狠无关，只能算只普通的家犬而已。

我对狗狗谈不上喂养，每天早晨盛上半碗稀

饭，中午和晚上基本就不管了，想起来盛一点给它

吃，忘记了就自己找野食维持，农忙时甚至一天一

顿也保障不了。狗狗的日子过得相当艰苦，虽然

那时吃饭已不是问题，但我常常忽略了它的一日

三餐。

左邻右舍的孩子多，每到吃饭的时间点，狗狗

不请自来，站在小朋友的身边，摇头摆尾，孩子们

和它也很熟悉，相玩甚欢，少不了从碗里扒口饭或

夹筷菜。饭吃完了，它头也不回地跑到饱一顿饥

一顿的家，别人对它再好也收买不了它的心。

尽管我朝三暮四，狗从不嫌家贫，它的忠诚让

人无可挑剔。晚上它睡在屋子外面，以犀利的眼

光和灵敏的听觉，守护着家门院落。一旦来了陌

生人，便犬声吠吠，迅速阻止别人靠近。即使面对

挥舞的木棒，它也没有一丝退怯，露出尖尖的犬

牙，向来者发出严厉的警告。

我曾去过一个做实体企业的朋友那里，住宅

厂房互为一体，院子很大，三条大狼狗在那儿汪汪

地叫着。我问他：养这么多狗干嘛？他答道：看家

护院啊。我说：安排一个人值班不就行了？他说

了句让我非常诧异的话：狗比人可靠。我有些疑

惑不解，他又补充道：人常常受环境和利益的影

响，有时会做出与职责相悖的事，但狗永远不会。

它的话尽管从逻辑上讲有点不妥切，但其中道理

不辨自明，因为我见证过狗的忠心耿耿。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给狗狗取个名字，方便我

与它的交流，思来想去，取名飞飞。刚开始连续叫

几声，它毫无反应。中午吃饭时，我呼唤一声，夹

一口饭丢在地上，它看到了马上跑过来。利用动

物条件反射的原理，连续试用一周，它终于接受了

这个称呼。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喊一声，凡在它

视听范围内，它就像一个听话的孩子随叫随到。

时间一长，我和飞飞相处融洽，并建立起人与

犬的朴素感情,有时夜晚独自外出，飞飞默默地跟

在身后，一路上它不停地小解，据说是留下标记，

路再远也不会忘了回家，它知道保护人。有时从

田间地头回来，它远远地跑来热情相迎，不停地亲

吻着我的脚丫和大腿，它知道关心人。有时它做

错了一件事，我会大发脾气，并狠狠地揍它一顿，

它站在那里一声不吭，它知道理解人。有时心情

不畅，甩手一巴掌或踢它一脚，痛得它嗷嗷直叫，

跑到偏僻的角落独自舔着伤痛，它知道原谅人。

每逢冬季，农村就有一些专门从事偷狗卖肉

的人，警惕性极高的飞飞也难逃厄运，被人用烤地

瓜拌“八步倒”毒死了。从此我平淡的乡村生活中

就少了一位最忠实的朋友。

忠犬“飞飞” □ 王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