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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的意义
□耿艳菊（北京）

本版投稿邮箱：ycwbtg@163.com

有 感

网上看了做油泼面的方法，跃跃欲试。一大早，
就开始在瓦盆里和面。面是要硬一些，初和成的面团
就显得很粗糙，十分不美观。没关系，把锅盖盖上，放
在那醒，静静醒十来分钟。

然后，拿开锅盖，再去揉面，就光滑了很多。再盖
上锅盖，还是一个字，醒。二十分钟后，再去揉面，那
面团又柔和光滑了不少。接下来，分成一个个小剂
子，擀成面片，抹上油，还需一个长长的醒的过程。醒
得久一些，面就更柔韧更富有弹力，往锅里下面的时
候就可轻松轻盈地拉扯，不易断。

虽然第一次做油泼面，因把握住了“醒”面的关
键，竟是蛮成功的。面的劲道柔滑让人念念不忘。

第二天，又按照这般醒面的方法做了炸酱面。
依旧蛮成功，柔滑又劲道，余味悠悠，回旋不尽。

于是，第三天，又兴致盎然地醒面，加上自己的发
挥，把面片搓成细细的长条，抹上油醒，拉扯得又细又
长，做了三碗清汤拉面，撒上葱花，滴上香油，又是让
人回味不尽。

沉醉在厨房做饭的几天，一边忙着，一边也在思
索着“醒”这个字在生活中的意义和分量。

醒面，是制作很多面食的关键，面条需要醒才能
柔韧劲道光滑，蒸馒头、面包需要醒才会蓬松暄软。
不只是在厨事上的醒面，生活中很多大大小小的事都
与醒相关。

买了一束花，路上走了两天，收到时恹恹的，枯萎
了一般。接一盆清水，把花放在水中一上午，又恢复
了生气，神采奕奕。这也是一种醒，恢复生机的醒，休
养生息的醒，储存能量的醒。

大自然神奇奥妙，博大宏阔，也得醒，让其恢复生
气。一天光阴，白天和黑夜各占一半，太阳落下，人间
大地就进入了醒的状态，等朝阳升起，到处才会显得
明灿灿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春天的繁华绚烂，
生机盎然，是用整个漫长的冬天来醒的。

一个人也得顺应自然，再精力充沛，也需要休息，
需要自我修护，需要时间来醒。累了，倦了，烦闷了，
伤心了，好好睡一个晚上，第二天，随着朝阳升起，阳

光洒满屋子，豁然间就会一身轻盈，神清气爽。
醒还是一种清，一种明，一种智。
人常说，着急的时候不要下决定。要等一等，醒

一醒。烦躁焦虑的时候，往往会有一层迷障，多半的
决定会让自己后悔。有个词语叫事缓则圆，缓也是
醒，缓一缓，醒一醒，很多事情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惊
喜了。

犹豫的时候要遵从自己的内心。人这一辈子要
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很多很多的路口，拿不定主意
的时候，不妨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待一会，醒一醒，和自
己的内心聊聊天，问问自己的心。

一个人心智和思想的成熟，也需要时间来醒。这
时候的醒是一种智慧，它让我们看淡人间的悲欢，看
透生命里的浮沉，轻松欢喜地活着。

瓜中有爱
□曹吉芳（宁夏平罗）

生 活微

看到了田埂上的花
□龙立榜（贵州锦屏）

那年我在一个偏远的教学点教书，当时只有我和
一位即将退休的老教师。放学了，老教师和孩子们都
回家了，空旷的校园就只剩下我，漫漫长夜更是显得
格外难熬。

家住在学校旁边的涛涛刚上一年级，他的父母
在遥远的城市打工，爷爷去世了，平日里就和奶奶生
活在一起。那天，涛涛的奶奶要去20公里外的地方
看望亲戚，打算留宿一晚，便把涛涛托付给我，我欣
然应许。

晚上，月光如同薄纱从天际轻柔地泻下来，透过
那扇斑驳的窗户，洒在我和涛涛睡的那张旧木床
上。我坐在床边给涛涛讲故事，涛涛听得入了神，眼
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讲到动情处，涛涛眼眶里闪
烁着晶莹的泪花。

时间不早了，我把播放机调到最佳音量，舒
缓的旋律在小小的房间里流淌开来，“天使的夜
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葡萄仙子”这些优美的
乐曲，为我们营造出一个梦幻般的世界。涛涛躺

在床上，双手交叠放在肚子上，静静地聆听着。
房 间 里 安 静 极 了 ，只 有 音 乐 声 在 轻 轻 回

荡。我以为涛涛睡着了，想不到涛涛轻轻地趴
到我耳边小声说：“老师，我看到田埂上好多好
多的花。”

“是吗？涛涛。”我被震撼了，一时间竟有些语
塞。我原本以为，孩子的心灵就像一张未经书写的
白纸，单调而寡然，却不承想，他们的内心世界竟是
如此的丰富多彩，充满了无尽的想象与光芒。那晚，
在不经意间，我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孩童内心奇妙
世界的门。

我静静地躺在床上，思绪万千。我开始反思自
己以往的教学，总是按部就班，却忽略了孩子们内心
深处那些灵动的想法和对美好的感知。我意识到，
真正的教育，是引导他们去发现世界的美好，学会欣
赏一首乐曲、一幅图画、一首小诗、一片云霞，当他们
懂得欣赏世界的美好时，这个美好的世界便真正属
于他们了。

时 光

儿子打开一个西瓜，问我：妈，吃瓜
吗？我正忙着做饭：不吃，你吃吧。儿
子挖了一勺瓜心，递到我的面前。妈，
好歹尝一口。我一下明白了，今天我不
吃这一口，儿子心里会过意不去，吃得
不踏实。细微处显爱，我心里很舒坦。

路过瓜摊，看见西瓜。我又会心地
笑了。西瓜不会说话，人们享用的时
候，却从中体会到什么是亲情，什么是
爱？在我整天只惦记着吃的年岁，它教
会了我：好东西要留给亲近的人吃。

小时候，有一天，姥爷突然骑着一
匹大马来我家，乐坏了我们兄妹几个。
胆大的都在姥爷的看护下，骑着大马溜
了一圈，那种自豪感无法言表。姥爷没
给我们买一颗糖，但姥爷来了，我们就
高兴。我们几个依偎在姥爷身边，生怕
姥爷一下子长翅膀飞走了。晚上睡觉
也要一起睡，生怕早晨一睁眼，老爷和
大马都消失不见了。

母亲起锅炸油饼子。我们伸长鼻
子，贪婪地闻着油香。上一次吃油饼，
该是过年时吧。油饼炸好了，父亲买
来一个大西瓜，一切两半。母亲接过
带把的半个瓜，把瓜心一勺一勺舀在
大老碗里。爷爷牙口不好，母亲就把
油饼掰碎泡在瓜里。然后用勺子使劲
捣，让瓜汁浸入油饼中，然后递给姥
爷。姥爷问我们吃不吃，我们几个小
鬼头赶紧使劲摇头。

平日里母亲告诉我们：人老了，没
有来钱的路，花钱很难。母亲的话，在
我们小小的心田里埋下了善良的种
子。家里有长辈来了，我们从不伸手要
糖果。母亲给长辈做好吃的，我们也从
不贪嘴。母亲拿起剩下的半个西瓜，手
起刀落，嚓嚓嚓声过后，一牙牙的西瓜
便齐刷刷摆在案板上。一头是瓜心，一
头是瓜屁股。我们几个一拥而上，各自
拿了一牙。迫不及待地向瓜心那头咬
上去，我们都知道瓜心是最甜的。

多年来，母亲一直保持着这种切瓜
的习惯。长大以后才明白，因为兄弟姐
妹众多，母亲这样做没有厚此薄彼，算
得上公平合理。

母亲的言传身教，让我们养成了好
习惯。捧着一半瓜，吃时，也用勺子从
边缘挖着吃。人多时，通常都是切成牙
分着吃。吃西瓜本是一件稀松平常的
事，却也告诉我们做人不能太自私，要
顾虑他人。

相爱的人总是想着把最好的留给
对方，或者和对方分享。吃西瓜时，也
不例外。曾经有人说，如果想知道夫妻
是否相爱，或者谁爱谁多一点，只需要
给他们半个西瓜，一把勺子便够了。这
话一琢磨，很有道理。

夏日，不用说，母亲又备下了几只大
西瓜。母亲说，过了中秋，就没有西瓜吃
了。其实我知道，母亲想让儿女们用西
瓜就着她做的大月饼吃，那样，她高兴。

如果有一种水果最能体现儿女孝
顺，父母慈爱，那么西瓜首当其冲。瓜
心是一道坎，也考量着人心。

摇曳生姿。简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