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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条是我国最大众化的传统食品

之一，历史久远。

小时候吃面条，是要到机埠上轧

的，往往是背个篓箕，里面放十来斤麦

子。我身材矮小，经常走走停停，走个

五里路光景。

新鲜的麦子收起来，母亲叫我到机

埠轧面条。我们村上没有这样的机器，

是到城西村的谭家浜轧面条的。是怎

样的机器，我已经记不清它的模样，只

记得一头把麦子放进去，另一头就出来

面条。刚出来的面条是湿的，用棒挂起

来晾干。

下面条是难得的好日子，尽管那时

候猪肉是七毛六分一斤，但也吃不起，

要等到过年时才有口福。更不要提海

鲜面、排骨面、牛肉面⋯⋯下面条的佐

料都是自家腌的咸菜，有时候，面条里

放点竹园里的鞭笋，那可是美味啊。一

个字，鲜！连汤都喝下去。那时有时候

会抓到田鸡、黄鳝、螃蟹等，村上也没有

人家煮碗田鸡面来吃，更没有黄鳝面、

螃蟹面等，那时候的人还不知道可以变

花样来吃。

现在要吃面，方便得很。桐乡的面

店遍地开花，布满大街小巷，还延伸到

农村。店名也各种各样，各具特色。有

的是干挑面，有的专做羊肉面，有的以

咸菜面起家。

我喜欢吃面，经常光顾面店。老家

旁边有一家炎炎面馆，生意红火，味道

不错，通常是我一个人去。由于顾客很

多，老板来不及招呼顾客。我径直走到

菜单栏下，仔细挑选面条，酸汤牛肉面

是我喜欢的，选定，大声报给店老板，因

为老板在厨房里烧面条，隔着窗户说

话。落座，打开手机，耐心等待。服务

员快速端着我的酸汤牛肉面过来，一句

不说，掏出微信二维码，我付好钱，她收

起二维码塞进后面的裤兜里。我现在

吃东西，把喜欢吃的先干掉，吃不掉的

剩。牛肉大概有七八块，三下五除二，

一下子就进了我的肚子里。

面的记忆是柔顺的，是永不飘散

的，也是延续的。在吃面的路上，越走

越顺。 沈明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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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已来，寒意深，走出地铁路口，小

地摊一字排开，兜售一些小东西，有毛

线帽子或者围巾什么的，五色斑斓，琳

琅满目。路灯照耀下，色泽艳红的围巾

总能第一时间吸引我的眼球，往事也在

这一瞥中栩栩如生。

读初中时，静是一个喜欢围红围巾

的女孩。

在我的家乡井岗中学，静以一种别

样姿态存在。静的父亲是位成功的民

营企业家，在十里八乡都属风光人物，

优越的家境让静的气质出类拔萃，鹤立

鸡群。冬季来临，静穿着一件粉红色风

衣，一条大红围巾从粉色中跃出来，星

火一般，燎原视野。不管静穿什么颜色

的风衣，她一定会配一条红围巾，那是

属于静的标配。一群衣着扑素的女生

中，静是如此的耀眼夺目。许多男生总

会偷偷看她，其中也包括我。每当我与

静的目光相遇，内心总会掀起波澜，说

不清道不明的青春情愫在弥漫交织，目

光闪烁，电光石火。

初二时，我和静成了同桌，我们的

接触多起来，她时常微笑着与我说话。

我知道她爱听故事，课余时我将从各处

听来的故事、从书中看来的故事，搜肠

刮肚、绘声绘色地说给她听。花木兰、

蒋干盗书、火烧赤壁⋯⋯我说得眉飞色

舞，她听得如痴如醉。静脸上的笑容越

来越温柔，而我的讲解也越来越有趣

了。我的课桌抽屉里时常莫名多出一

些小东西，凣颗奶糖或者一包饼干，每

次双手碰及，总令我心跳加促。我紧张

地四处张望，与静那深情的目光不期相

遇，真是让人心跳得要窒息。

初二放寒假时，静的父亲不幸遭遇

车祸，撒手离世。不久之后，静的母亲

改嫁。短短时间，翻天覆地的变化令静

的生活遭遇了沉重打击，静被迫辍学。

离开学校那天，我送静出的校门，

静双眼红肿，我们一路默默无言。天空

下起了小雪，寒冷异常。我与静一起走

出校门，静流着眼泪说：“我不愿跟母亲

到別人家去，我留在家里照顾年迈多病

的奶奶。”我的眼泪不知不觉流了下

来。为什么而垂泪呢？为多舛的命运，

为稚嫩的双肩，为所有还没说出口的心

愿，为一个渐行渐远的身影。

那天临别，静将她的红围巾送给了

我。静从此再没出现在教室与校园，静

就这样走出了我的视线，也从此走进了

我的生命记忆。

三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我还保存着

静送给我的那条红围巾。每年大雪纷

飞，我都会拿出静送给我的那条红围

巾，摩挲，静思。窗外雪花纷飞，不知道

静是否还围着那一条红围巾。每一次

行走在雪花纷飞的路途，总会想起那一

段青涩岁月，我的心中充满了怀念。

汤华平

红围巾的女孩

谈笑在诗文，往

来有良朋。以文会

友 ，不 在 于 水 平 高

低，只要你爱写作，

就加入我们吧。

请扫描二维码，

加管理员为好友后，

发送“诗文”两字，加

入“诗文·浙里养俱

乐部”这个大家庭。

原 创 作 品 一 经

录 用 ，将 获 相 应 积

分，今后可兑换俱乐

部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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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来本吹北风下，

正是江南丰晒忙。

芦白如霜应河水，

枫红似火照山乡。

画鹊呈喜一晨叫，

寒菊花开十里香。

冬日暖阳晖大地，

春光在眼满园祥。

陈建平

冬日暖阳

金乌一轮势磅礴，

穿云破雾升红日。

冰冻三九无所惧，

霞光四射唱欢歌。

锦鳞水底舞清澈，

喜鹊枝上唤绿荷。

不因凛冽生怯意，

要为苍凉添柔和。

陶经建

冬日

双宿双飞影伴形，

竹闻恋语叶无声。

寒中枯木难翘首，

牵动残根羡羽红。

李燕生

竹林红雀

近日，我的一位退休朋

友老李过生日，最小的女儿

婷婷送给爸爸的特殊礼物是

一份 2024 年的报纸。老李为

小女儿的独特用心而感动，

他说：“今天收到不少高档服

装、营养品，可还是小女儿的

订报礼物最合我心意，我得

多喝两杯！”

老人退休离开工作岗位

后，与社会交往少了，精神生

活相对单调枯燥，为长辈订

报表孝心具有一举多得之

利。首先缓解老人寂寞之

感，帮助老人养成读报看报

的良好习惯，预防和推迟精

神老化。其次能更好地获取

修身养性、健康长寿等方面

常识，利于陶冶身心安享晚

年、促进家庭和睦。另外，可

使老人了解国内外大事，充

实自己的头脑，跟上时代前

进的步伐。老人虽有丰富阅

历，但习惯于旧的思维模式，

坚持读报看报，更新思想、意

识、观念，碰到新问题，可以

从容对待，不会束手无策。

对健康老人来说，物质

生活和精神生活如同人之两

足，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不

能一味让老人“偏食”，只求

老人碗里有鱼肉，不管其心

灵空空无寄托。事实证明，

享用“精神食粮”，拥有愉快

心情，是生理健康和心理健

康的最基本要素。

眼下，正是报刊征订旺

季，做儿女的为长辈订份报

刊，满足老人精神生活需求，

这样的孝敬长辈老人方式，

一定会得到父母的爱戴和认

可。但愿订份报纸孝敬父母

等长辈成为一种新风尚。

齐振松

愿订报孝老
成时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