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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阴 14℃～24℃ 北风3～4级 明日天气：阴转晴 12℃～23℃ 北风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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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小学那会儿，住村南梢儿的老
杨叔常逗我玩。有一回晌午饭后我去学
校，经过村中央的铁匠铺子门口时，老杨
叔红着脸晃晃悠悠地迎面走来。“小娃，
给你个谜语猜。猜出来，我就给你糖块儿
吃。”我正疑惑呢，老杨叔开口道：“吃什
么就姜汤，喝辣又吃香？”“啥呀？”我想了
好一会儿，也没理出个头绪来。老杨叔哈
哈一笑：“扛叨啊！”“扛叨？那是啥玩意
儿？”我百思不得其解。老杨叔又是哈哈
一笑说；“果子仁呗！”揭晓谜底时，老杨
叔哈出的口气中酒味儿很浓、很冲……
一晃，这事儿过去四十多年了，好抿两口
的老杨叔也走了超过二十个年头。然而，
当年他曾说过的“扛叨”我仍记忆犹新。
　　在我的老家，人们称花生为“果子”，
花生米叫“果子仁”。果子仁油炸后捏两撮
细盐一拌，盛在碟或盘子里当酒肴就唤
作“扛叨”。在完听老杨叔对“扛叨”一名的
解读后，我先是对这个怪叫法笑了好久，
继而对老家人的诙谐幽默很是赞服。
　　花生米油炸后，跟细盐或白糖为伍，
弄一份搁在跟前，斟酒入盅，对影独酌，
或者找几位乡邻围桌而坐，抿酒尝肴，实
属惬意美事。如今，人们的日子红火了，
酒肴多得数不过来，可油炸花生米依旧
是平民百姓的首选“头牌酒肴”。为啥？我
觉得原因无外乎舍不得早时的情，丢不

掉曾经的味儿！
　　一口酒入喉，拿筷子叨（老家人通
常把“夹”换作“叨”）起菜肴，别的都得
心应手，唯独油炸花生米不行——— 一般
来说，多数人一次顶多叨一粒。每每酒
席结束时，荤菜素菜都能盘干碗净，唯
独那份油炸花生米不怎么见少，倒不是
别的菜肴格外好吃，而是一盘油炸花生
米的颗数多，每每下箸只能叨起那么一
粒，着实“顶数”“耐吃”。于是，老家人碰
面一嘀咕，就把“扛叨”这个名给了香喷
喷的油炸花生米了。
　　老家人过苦日子时，“扛叨”也不是
信手拈来的。生活过得清贫，有粗茶淡饭
糊口算是稳当日子，日常口馋想“香香嘴
儿”，得等个友临客来或者逢年过节，伸
筷子才有“扛叨”吃。打墙建房、婚丧嫁娶
这类大事，事主日子过得再紧巴，到饭点
也得整出几盘“扛叨”来，不光增味道、饱
口福，还壮场景、保脸面。
　　早年，父亲在外行医，家里日子过得
还行，四季都有粮有菜。可即便这样，“扛
叨”也捞不着常吃。父亲上下班日程相对
规律，周末离开单位回家过。好客的他跟
左邻右舍走得近，尤其到秋季地里农活
不怎么忙时，每次周末临近傍晚，他就会
催着母亲烧火炒菜，吩咐我烧水泡茶，还
让我出门叫来左邻右舍，抿烧酒、嚼“扛

叨”。光线暗下来，院落里瓜棚豆架间的
虫鸣声愈发响亮起来。父亲起身掌起罩
子灯，在昏黄的光亮中与邻居们碰杯抿
酒、夹菜咀嚼，拉呱打谱、叙旧道今，“嘎
嘣、嘎嘣”咬碎细嚼“扛叨”的动静，我听
着是那样清晰、亲切。
  除了招呼邻里一起解馋，平日父亲
即使抿酒也很少碰“扛叨”，他常说，村里
还有若干人吃不上“扛叨”呢！
　　每年春天，母亲都会七攒八凑炸一
点“扛叨”，等凉透时捏进细盐拌均匀，
装进父亲卖药剩下来的玻璃瓶里，再上
炕摆正板凳站上去，将玻璃瓶塞进顶棚
的麦秸穰里。就这么一瓶数量稀少的

“扛叨”，父亲能从春吃到秋，又从秋吃
到冬。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如今人们的生
活富足了，吃食也丰盈得很，昔年金贵的

“扛叨”不再是大家口中常念及的菜肴话
题了。不过，老家人饭前想来上几盅的
话，都还舍不得弃了“扛叨”这款老味道。
一大盘油亮亮的“扛叨”搁上桌面，老家
人脸上的笑模样儿也随之灿烂起来。

“来，干一杯！”话一出口，酒杯紧跟着“叮
当”作响。少顷，围桌而坐的人几乎会不
约而同地执箸伸向个大圆亮的“扛叨”。
随着“嘎嘣、嘎嘣”的咀嚼动静，沁人的香
味儿一下子撒散开来……

“扛叨”馋人
□崔启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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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年中秋，西风漫卷寒意深。诗
人眼中的深秋多是凄美的，杜甫诗里是

“万里悲秋常作客”“八月秋高风怒号”，
怎一个悲字了得？李白则是“秋色无远
近，出门尽寒山”，怎用一个寒字说清？毛
主席则是“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登高
望远后感慨万千，豪迈之情跃然纸上。热
恋中的情侣牵手漫步在香山红叶下，感
受秋天的浪漫之美；已过花甲的老夫妻
停在千年胡杨林里，欣赏大自然赐予的
靓丽之美；儿童则牵着母亲的手，不时捡
着路边不知名的黄叶，小心翼翼地夹在
绘本里做成了一枚枚漂亮的书签……
　　每年此时，我上班的途中总会有片
片秋叶落下，有时心里多多少少会埋怨
环卫工人太勤快，让我不能漫步在铺满

黄叶的小路上。偶尔我也会捡起几片好
看的黄叶放到办公桌上，或者夹在书中
欣赏几日，感受大自然造化下的秋叶之
美。那绿中透着的鹅黄，渐渐向叶的边缘
扩展，一条条叶脉延伸过去，透过温暖
的阳光整齐地呈现眼前。开始时，有一些
蜡质的东西附在叶面，泛着光亮；不几日
叶子就逐渐失去光泽，慢慢枯萎了。
　　总有那么几片秋叶是倔强的，或许
是对枝头依依不舍，又或许是枝头牵她
们的手太紧，总之她们在冷风中奋力抗
争着。终于，倔强的秋叶还是离开枝头，
打着旋儿极不情愿地慢慢飘落到大地，
和其他秋叶融为一体，化作泥土的芬芳。
　　也有那么几片秋叶飘落到清澈的溪
流之上，泛起小小的涟漪，那是她们向水

中的鱼儿传达信息，告诉鱼儿秋天已经
到来，仿佛彼此有过约定。然而清澈的溪
水并不见鱼儿的踪迹，或许它们早已知
道秋的讯息。都说鱼儿只有七秒的记忆，
想必它们早已忘却与秋叶的约定，成群
结队地游向了快乐的远方……
　　秋枝在寒风中摇曳着，仿佛有对秋
叶的不舍。它频繁遥望大地，寻找秋叶的
踪迹，叶落过后的枝条向前延伸了一截，
枝头前端有一个大大的芽孢，她要经历
风霜雨雪，不断分化着孕育着，从主干枝
条里汲取营养蓄势待发，等待冰雪融化，
等待春风柔柔地吹过枝头。有朝一日春来
到，秋叶生长过的地方，片片嫩叶仿佛一
个个欢快的精灵，在春风里舞动着，奏响
生命的春之曲！

萧萧秋叶
□程家森

秋字与心字搭档
加重人间思念的分量

燕子用尾巴剪出千里的惆怅
雁阵是人形的钥匙
打开游子的心房
如一杯苦咖啡

苦中散发记忆的芬芳
似鸡尾酒

按个人口味调配一枕黄粱

岁月绵长
这里是最柔软的地方
距离是思念的尺子

一万里比不过一念沧桑
归宿，用心守望

故乡
□子麟

如果可以
我想做一场秋风
让河边的芦苇

婀娜起舞
把落入的夕阳
吹成一河碎金

把堤坝上的黄栌
吹成秋天的模样

我还要吹过原野
把菽豆荚吹裂

吹进母亲的怀里
吹过红薯、玉米、高粱和稻米

抚平乡田野上
所有的愁容和忧伤

和暮归的黄牛一起
吹到村落

吹过屋前的柿树
和土墙上的瓜秧

把屋顶上袅袅的烟吹散
把母亲做的饭香

弥漫到村口、槐树下
和道路深处

如此，若不能唤醒远方的期待
明天我将再做一场秋风

做一场秋风
□董记续

床畔的原木衣柜上
摇曳着梧桐的剪影
夜风吹拂树的呓语
心间漫过山涧涛声

枕头上浸润着绿荫的浓密
睡梦里渗透着树影的缠绵

孕育的季节
曾经所有不适的日子

飞驰在树梢赋予的清凉里
这段永不再来的

沉淀并迤逦的时光
仿佛岁月深处

覆盖着青翠刘海儿的小姑娘

永不再来的时光
□李明珠

　　入秋后的某个晌午，我吃过饭躺
在沙发上小憩。不知睡了多久，蒙眬中
似乎听到一阵微弱的呼救声。我走到
窗前向楼下望去，发现小区道路上那
个经常与我碰面的失能老人被压在轮
椅下，我赶紧穿上鞋子往外跑。
　　这位老人也是小区的居民，经常
坐着轮椅在小区里转悠。平日里我开
车遇到她都会小心绕行，生怕碰到她。
今天不知什么原因，她整个人被压在
轮椅下面，一只脚被轮椅的转轮卡住，
一只手压在轮椅的脚蹬上。出于自我
保护，我用手机把现场情况录像作为
凭证，以防好心被讹诈的闹剧发生在
自己身上。老人满头大汗，嘴里念叨
着：“救救我……”我试图把轮椅挪开，

但它纹丝不动。这时，我看到一位大哥
在不远处观望，手里拿着车钥匙估计
是准备驱车出门。我想他应该是和我
一样的心思吧，想帮忙又怕被讹诈而
不敢上前。我赶紧说：“大哥，搭把手
吧！咱们也互相做个见证，老人是自己
倒地的。”大哥犹豫了一下说：“好吧，
你摁住轮椅，我把老人抱出来。”
　　然而，现实情况远比想象中复杂得
多，老人的脚被轮椅死死卡住，我和大
哥束手无策。这时，从楼道里跑来一位
20多岁的姑娘，沮丧地说：“没有找到她
的家人。”小姑娘跑得满头大汗，看样子
她是最早发现老人倒地的。大哥说：“别
找了，咱们三个人应该可以。”于是，我
们一人压住轮椅，两人配合把老人卡住

的脚从轮椅下一点点往外挪。然后，又
经过一番周折，大哥把轮椅从老人的身
上搬离，我和小姑娘把老人重新安顿在
轮椅上。此时，汗水湿透了我们三人的
衣服，但大家互相笑了笑，招呼了一下
离开。老人摇动着轮椅待在楼宇的阴凉
处，不停地向我们挥手说“谢谢”。
　　我和朋友说起这事，朋友笑我傻：

“人家避之不及的事，你还往前凑。万
一真被讹呢？”我笑了笑。的确，做好事
反被讹诈的事情时有发生，倒地老人
该不该扶的问题也是争论不休。但于
我而言，扶起是触手可及的温暖，是一
种信任、一种善良、一种美德。经历了
那次合力救援后，我的心中升起一种
感慨——— 世上还是好人多。

触手可及的温暖
□丁守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