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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人影儿

□赵文忠

乡 间间

舌尖上的幸福
□宜苏子

婆媳相处之道

□陌上桑

家 事事 民 间间

爷爷爱说顺口溜

□宁妍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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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人之根本。可在40年前，吃是个沉重的话题。那时候，
村里人大多吃的是苞谷面窝头，顶头尖，下面圆。一人手里攥一
个，往巷子里一站，嚯，都是金黄色的窝窝头，吭哧吭哧大嚼，腮
帮子一鼓一鼓的。因为窝窝头是用粗粮做成的，吃的时候卡喉
咙，嚼的幅度小了，根本咽不下。

白面是有一点的，但自有用途：一是过年要蒸馒头，待客用；
二是搅和在苞谷面里蒸半糙半细的馒头，给家里的壮劳力吃。
细粮，就成为孩子们无尽的念想。过年时，我总盯着房梁上装着
白馒头的吊篮发呆，却不敢动。

我的求学生活，跟《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差不多。上学
时，一碟子发馊的咸菜，一碗白开水，红薯馍，吃得胃泛酸。尤其
是在晚自习后，腹中闹起“空城计”。没办法，白水咕咚咕咚灌一
通，赶紧去睡，因为饥饿随时会来侵扰。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村里的生活发生了变化。餐桌
上，白馒头是有了，可是蔬菜还很少见。人们不舍得种菜，把地
都种上了麦子。多打粮，能守住顿顿白蒸馍，人们心里踏实，觉
得这就是很好的日子了。

当时村里的年轻人，开始向往电影里演的那种有菜有肉
的日子，觉得那才叫生活。村里的李叔，不年不节，割了一块
猪肉，炖炖吃了。大家羡慕得不行，非让他讲讲肉是啥滋
味。他咂吧咂吧嘴，回味半天，说：“尝尝不就知道了。”那样
子，真气人！

其实，大家很快知晓了肉味。因为家家开始喂年猪，过年时
杀了，大快朵颐，吃得痛快、尽兴。吃不完，还可以腌起来，平时
胃口叼了，拿出来再吃。紧跟着，市场上的猪肉大量供应，想吃
肉很轻省，上街一趟，买一块就行。

村里人饮食结构的转变，是在2000年以后。这时，肚子早
已不干瘪了，吃粮少了，蔬菜多了，西红柿、黄瓜、豆角……餐桌
上五颜六色，饮食丰富起来。

这时候，在家招待客人，主人总会客气地说：“多吃点菜，菜
有营养！”一桌子上七八个菜，不每个都尝尝，对不起主人的盛
情。可感觉没咋吃就饱了，主人会劝：“再吃点，吃好哈。”仿佛要
把过去欠你的情还回来。可是，真的已经饱了，也吃好了。

乡村人厚道，对自家的厨艺缺乏自信。腰包鼓了，底气足
了，请客开始到镇上、县里的饭店里。在乡道上见面交流，一个
说：“嗯，香雪烩面，吃着不赖！”另一个不屑：“玉丝炒面才是真的
好呢，啧啧！”现在，几个人约饭，讨论的是：“去哪家？重庆老火
锅不错！”“我看还是去海鲜楼吧！”

这几年，人们更豪放大气。市里的大酒店，哪家的菜是一
绝，哪家的汤有特点，哪家装修豪华，提起来都头头是道。

有时候觉得饭店里的东西都吃腻歪了，于是，鼓动家里人学
厨艺，弄几个精致小菜来闲品。采购食材很方便，就近的超市逛
一趟，土里长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啥都有。分区
分片，随意采购，选择多了，所以很多人近乎有了选择恐惧症。

现在村里的人走出来，一边踱着闲步，一边向人发牢骚：“没
啥好吃的！”语气里，有点骄傲，有点得意，更多的是幸福的感觉！

每当月朗星稀的夜晚，我都会想起小时常玩的
一种游戏——踩人影儿。

那时，村里还没通上电，大人又舍不得点灯油，
所以，晚饭后，小伙伴们都会到门外玩卷白菜、捉迷
藏、老鹰捉小鸡之类的游戏。

月明的夜晚，我们最开心。明晃晃的月亮升起
来，人影儿清晰地照在地面上，你动它也动，你跑它
也跑，你坐下身去它缩成一团，你站起身来它也一下
跟着长高，真是妙不可言。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玩一种踩人影儿的游戏。
小伙伴们一分为二，一拨是躲闪者，一拨是踩影子
的。我们游戏的规则是：如果躲闪者被踩到脑袋这
个关键部位，我们称“死穴”，就得蹲下去，踩到影子
的人，口里喊着口令：“一下踩到土里去。”那么，躲闪
者就算牺牲了，结束他的游戏。若是躲闪者被踩到
其他部位，就要作出相应的反应，装作非常疼痛的样
子：踩到肩就抖一抖，踩到腰就扭一扭，踩到腿就跺
跺脚，踩到胳膊就拍拍手。当然，另一方是不会轻易
让你踩到的，他们一会儿奔跑，一会儿躲闪，一会儿
转圈，大家你追我赶，一片欢声笑语。

钢蛋的个子小，追不上我，有点泄气，我就故意
停下来，嘴里喊：“我现在是个木偶人，来，来，你来
踩我呀。”钢蛋慢腾腾地走来，但我已看出他的阴
谋。他慢慢靠近，却把脚抬得高高的，企图偷袭。
就在他将要用力一踩的瞬间，我哧溜一下跑开了，
把他气得直哎哟。小胖墩跑不快，常常被明明踩
到，但明明不会一下踩到死穴上，故意踩到他的腰
上，让他吊着屁股扭一扭，逗得大家笑翻了天。有
时小胖墩被追急了，就一下躲到阴暗处不出来，那
里没有人影，明明干着急，只好在一边蹲着“守株
待兔”，嘴里挑逗着：“你出来呀，出来我就能踩到
你。”小胖墩躲在黑暗处还嘴：“不出去就是不出
去，没影儿，让你干着急！”

记得当年踩人影儿，转眼已是白头翁，童年的天
真烂漫，成了我最美好的回忆。而今的孩子们，酷酷
熊、机器猫、变形金刚应有尽有，可让人遗憾的是，明
朗朗的月亮下，少了些许孩子们欢呼雀跃的笑声。
真的好想好想，再和小伙伴们一起踩一回人影儿。

婆媳毕竟不是亲生母女，说一点矛盾都没有，
那是假话。如何把矛盾大的化小，小的化了，是每
个家庭的必修课，也可以称之为一门生活艺术。

和婆婆相处几年下来，我渐渐悟出了门道，由
最初的水火不容到现在的水乳交融，也是酸甜苦
辣咸，五味俱全。

婆婆是家里的“大家长”，关心、照顾着每一个
家庭成员，可就是嘴上不饶人。大家都说她是“出
力不讨好”。她也知道，就是总也改不了，特别倔，
还要强。

有一次，因单位有事我下班回家晚了，一进
门，婆婆劈头盖脸就批评：“下班不早点回来，就知
道去街上逛，快去喂孩子吃饭吧！”说完摔门而去。

我想争辩几句，但又一想，她舍不得花钱请保
姆，自己带孩子还兼做饭，一天下来发几句牢骚也
正常。等我打开锅盖一看，锅里是我最喜欢的莲
子粥，烤箱里还有我爱吃的豆沙饼。我的心里一
下子舒畅了许多，婆婆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还有一次，我下班回来，看到孩子在吃烤肠，
就对婆婆说，烤肠里面有各种添加剂，孩子不宜多
吃。婆婆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并不认同。我忽然
想到婆婆最宠孩子，她一般会事事顺着孩子。于
是，我做起了孩子的思想工作。还好，孩子听明白
了我的意思，开始拒绝吃烤肠。从此，婆婆果然不
再给孩子买烤肠了。我的迂回战术取得了初步胜
利，且胜于无形。

婆婆似乎也在努力接受我的生活方式，经过
几年“磨合”，我们终于可以和平共处了。但有一
点她始终看不惯，就是我频繁地买衣服、购物，不
懂节俭。她认为，女人勤俭持家，家庭才兴旺发
达，奢侈浪费是败家的表现。

一开始，我不以为然。久而久之，我觉得婆婆
说的有道理，慢慢改掉了乱花钱的坏习惯，并有了
自己的“小金库”。后来，家里的空调坏了，我自告
奋勇，用自己平时省下的买衣服的钱买了一台空
调，婆婆直给我点赞。

现在，我和婆婆早已和平共处、水乳交融。看
来，宽容忍让、勤俭节约是一个家庭幸福的根本。

爷爷是位老党员，既开朗又乐观。他喜欢听戏，
还喜欢说顺口溜。

小时候，我和弟弟若是浪费了粮食，爷爷就会
说：“粮食来得不容易，一米一面要仔细。有时莫忘
没时饥，苦难日子别忘记。”爷爷每次吃完饭，碗都像
洗过了一样，不留一粒米。一次，我不小心将一小块
馒头掉在了地上，正要拿去喂鸡时，爷爷接过去，吹
了吹放进嘴里。

爷爷听说村里铁柱爷家孩子死懒怕动弹，不去
地里干活。到家就对我们说：“不怕笨，就怕懒。笨
婆娘手不闲，又有吃来又有穿。巧媳妇怕动弹，吃了
春天没夏天。”无论春夏秋冬，爷爷每天天刚亮就起
床，劈柴烧火打扫院子，晴天去地里干，雨天在家里
干。除了晚上，竟没见爷爷歇息的时候。

有一次，我和弟弟偷偷拿了父亲5毛钱，去买冰
糕。爷爷知道后狠狠地训斥了我俩，随后说：“偷鸡
摸狗可不好，再往大点就坐牢。做人就得清又白，脊
梁挺直惹人爱。”听父亲说，爷爷打小就教育他们兄
妹五人：手脚要干净，无论是外人的，还是自家的，没
有经过允许不能去拿。人要活得有志气，从人前走
过，不能让人戳脊梁骨。

直到现在，爷爷 95 岁高龄了，依然爱说顺口
溜。但凡所见所闻，经他口中说出来，既有道理又朗
朗上口。

前段时间，我60岁的姑姑办理养老保险时，遇
到了骗子，被骗走了 7 万元。我们都不敢跟爷爷
说，担心他老人家被气着。谁知，我们打电话时竟
被爷爷无意间听到了。爷爷表现出少有的冷静，
过了一会儿，来到客厅里对大家说：“坑蒙拐骗，老
天有眼。无论早晚，总会法判。钱是粪土，生不带
来，死不带去，别因骗子，气坏身体。健康无价，钱
没了算啥？”

爷爷只读过两年学，他的顺口溜直白，却耐读耐
品。问爷爷为何对顺口溜如此痴迷，爷爷说：“顺口
溜，老顺口，民俗文化不能丢，子子孙孙学起来，四处
流传乐开怀。”

我听罢，暗想，要把爷爷的顺口溜整理出来，让
这种通俗而又接地气的体裁，更好地发挥它的价值。

玩伴 周文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