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社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57号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发行 广告发布登记号：京西市监广登字20170276号 人民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邮编：100826 本报年度订价：298元 全国邮政局（所）均可订阅 广告热线：（010）63376707 发行热线：（010）63376783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社长：王全众 总编辑：刘冰 值班总编：陈维强

4 2024年 1月 16日

星期二文心副刊
值班主任：孙靓 责任编辑：刘英楠 新闻热线：（010）63376822 E-mail：zgxxbfkb@163.com

■ 吴小勤

“大姐，今天平菇什么价格啊？”

“六元一斤，这几天降温了，买的人

多，价格稍微涨了点儿。刚进的货，你看，

多新鲜啊，回家煮个汤，味道很鲜美哦！”

一问一答之间，充满了人间烟火气

息。从事居民消费价格调查工作三年

来，平菇的价格是每次采价必问的，我在

陪采督采过程中也会多问几句。

说起平菇，总有一种莫名的情愫萦

绕心间。随着小寒节气的到来，天气愈

发地寒冷，不禁令人想起了那碗鲜美温

暖的平菇蛋花汤……

小时候，外公家离我家有三十多公

里，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去一趟很不

容易。平日里上学没时间，一般都在春

节后去探望他们。上世纪 90 年代的冬

天比现在冷得多，坐在母亲自行车后座

上，顶着刺骨的西北风，等到了的时候都

快被冻僵了。若正好赶上饭点，我便一

个箭步冲到灶膛口，烤了火才觉得有些

许温暖。这时，外公常常会端来一碗热

气腾腾的平菇蛋花汤给我暖身。回忆起

外公做平菇蛋花汤的过程，大约是：将平

菇撕开洗净，切上生姜和小葱备用。大

锅熬上菜籽油，油热后倒入平菇，刺啦声

响彻整个厨房，翻炒几下，放入生姜、淋

入料酒、加入清水。汤水沸腾后，打入两

个草鸡蛋，撒入葱花，滴入几滴香油，起

锅，一碗热气腾腾、鲜美可口的平菇蛋花

汤就端上了餐桌。

外公外婆是勤劳朴实的农民，种了

一辈子的地，平日里也在附近沟河里捕

些小鱼小虾，卖了钱贴补家用。记忆中，

外公从集市回来都要买上大朵大朵的平

菇，像是盛开的花，或许当时的经济条件

下平菇是市场上最有性价比的菌类吧！

记忆里，平菇蛋花汤里的鸡蛋远不

止两个，外公会刻意多加几个，这或许就

是长辈对于儿孙们的偏爱吧！

一碗平菇蛋花汤，清清爽爽、清清白

白，这也像极了外公外婆那辈人的一

生。他们以质朴的语言、辛勤的劳动、默

默的关爱，影响着我们晚辈的为人处世

和生活态度。

外公外婆虽已故去多年，在逐梦前

行的人生旅程中，那些童年清浅的时光

记忆偶尔会浮现脑海，却总是发现，那碗

平菇蛋花汤的味道永远无法忘怀。

虽然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但我依

然经常会买平菇回家，做一碗平菇蛋花

汤。“大姐，给我秤半斤平菇吧，我中午回

去煮个平菇蛋花汤！”

“好嘞！你看，半斤多一点，算半斤

吧，感谢一直照顾我的生意！”“我要谢谢

您才是，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价格调

查工作的支持！祝新的一年生意兴隆！”

寒冷的冬日里，用心去烹煮一碗可

口的平菇蛋花汤，温暖依旧。

那碗平菇蛋花汤

■ 远之

阳光穿梭四季

不经意间

足迹迷失在树木的心里

你用一个个数字

链接起平平常常的日子

每一道年轮里

都珍藏着统计的光芒

春华秋实的耕耘

总能捕捉到忙碌的惬意

沉静之光

从心底奔涌

浆洗打磨着生花妙笔

清新明澈的数字

在字里行间温润生香

数字鲜活的气息

常常不经意间倏然而至

你种下那些长长短短的文字

犹如一株株柳绿花红

明媚着统计人生

以梦为马循光而行

倾情挥洒献给大地的豪情

心怀感恩不负春光

愿做一只坚韧的犁铧

热恋般亲吻冰冻的土地

愿做一只柔情的百灵

料峭中歌唱春天的诗行

愿做一粒欢快的水滴

奔跑着拥抱蓝色的梦想

在书写中
亲近统计

■ 陈小红

每到周五晚上，女儿总会问我周

末能不能回外婆家，她迫不及待想回

去和小姐姐一起玩耍。虽然我上班

的地方与父母家不在同一个县区，但

是距离却不太远，只有28公里，老家

还有我 80多岁的爷爷，周末我通常

都会回家里一趟。尽管今年冬季多

寒潮与雨水，湿冷的天气也没有冲淡

我浓厚的思乡之情，没有能阻挡我回

乡的脚步。

每次回家的路上，我都能感受

到家乡的些许变化。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汽车也“飞

入寻常百姓家”，现在村里几乎家家

户户都有一辆汽车。现在乡下也经

常堵车了，会有热心的村民帮忙指挥

疏导交通，汽车喇叭声、发动机轰鸣

声打破了乡村的宁静。

现在回家的路都是漂亮的柏油

路，路两旁种上了景观树，每逢节庆

路旁还会挂起灯笼。小时候，家乡

的道路是坑坑洼洼的泥土路，晴天

出行一不小心就被灰尘染了个“灰

白发”，雨天出行稍不留神就被泥浆

溅成了“小泥人”。那时候，我常坐

着父亲的 125 排量的摩托车出行，

练就了高抬腿坐车的技能。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村

里建起了小公园，配备了健身器材

等基础设施，家乡也迎来了外来游

客。大家养鸡的方式也从散养变为

圈养，告别了满地鸡屎的环境；村里

的巷子铺上了水泥路面，告别了雨

天脚踩泥泞的窘况；村委会组织人

员在村口统一种植的黄花菜，也给

家乡增添了一抹不一样的色彩。

“归来见故人，花开笑颜新。”无

数次的回乡之路上，目睹了家乡的

变化，感受到了乡亲们日新月异的

幸福生活。

回乡随感

■ 刘妍

榨榨面是汉源的一种特色传统小吃。揉好的荞麦面团，通过

特别的木制工具压榨成条，面条直接落入翻滚的沸水锅中。煮面

师傅会把握最佳时机，捞起面条迅速过一遍凉开水后放入浓郁的

骨汤碗中，再配上肉臊子、耙豌豆、汉源酸菜等佐料，一碗色香味俱

全的榨榨面就成了。

汉源人对榨榨面的热爱，一点不亚于武汉人对热干面的钟情，

都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乡情。你要问起身在异乡的汉源人最思念的

家乡味是什么，那回答中必定是有一碗榨榨面的。走进汉源大街

小巷任意一家榨榨面馆，你能见到白发苍苍的老人、成熟稳重的中

年人、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稚气未脱的学生娃，还能见到坐在母亲

怀里认真咀嚼的咿呀幼童。几乎每个汉源小孩从会吃辅食起就开

始吃榨榨面了，那家乡的味道，是潜移默化的童年记忆，是相伴一

生的故乡情怀。

榨榨面馆生意最好的时间，不是早餐或午餐高峰期，而是每

逢节日假期之时，几乎每家店都是“高朋满座”，除了慕名而来品

尝汉源特色美食的外地游客外，更多的是远行归家省亲的汉源

游子。从他们的衣着、言谈中可能找不到一丝汉源的气息，但看

他们一口面入口那种满足的神情，以及向他人介绍吃榨榨面有

诸多好处时骄傲的语调中，你能感受到他们对故乡浓浓的眷恋

之情。

小小的一碗榨榨面，承载着汉源人化不开、剪不断的家乡情

怀。于我来说，小小的碗里装的不仅仅是家乡美食，更是装满了家

人、朋友团聚时的幸福。在汉源工作时，远在外地的家人或者朋友

回来，招待他们的“接风宴”里，榨榨面永远占据着重要的席位。我

们全家都是榨榨面的忠实“粉丝”，先生和儿子每次回汉源的第一

件事和离开汉源前的最后一件事，几乎都是“去吃碗榨榨面”。公

公和婆婆更是“铁杆粉中粉”，从老家专门带回一套简易工具，每每

想念了就在家里“自给自足”。

汉源榨榨面并不局限在街头小吃店，聪明的汉源手艺人借鉴

米线的制作方法，研制出便于保存、运输的榨榨面。在此基础上，

冷吃、凉拌、爆炒等多种烹饪方式让榨榨面有机会现身各种场合的

“饭局”。如果你在宴席上见到冷盘中那盘黑黄的面条，毋庸置疑，

那便是汉源榨榨面的华丽转身。尝一口，佐料让其呈现出丰富的

口感，但回口依然能品尝到荞麦的清香，就像腰包鼓鼓但骨子里依

然质朴的汉源人。

汉源榨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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