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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风

绿 豆 滋 心
宫凤华

离家千里外，未曾忘乡愁。
我的老家在山东菏泽，古称曹州，这

里是闻名世界的中国牡丹之都，还是著
名的武术之乡、戏曲之乡、书画之乡、民
间艺术之乡。

虽然我已经离开菏泽老家接近二十
年，但是我印象最深刻，记忆最美好，到
现在还依然念念不忘的是这里的戏曲。

菏泽的戏曲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即
使是一方小舞台，也是一门大学问、大艺
术。另外，菏泽的剧种较多，流派纷呈，
除了大家比较熟悉、流传甚广的豫剧、曲
剧、京剧、四平调、山东梆子，还有独具特
色的当地剧种大平调、两夹弦、柳子戏、
大弦子戏、枣梆等。

唱戏又分为唱大戏和唱小戏。唱一
台大戏，需要有专门的舞台。在菏泽城
区、每个县城、每个乡镇，甚至较大的村

落，都有专门的戏曲舞台，俗称“戏园
子”，这里是唱大戏的地方。一般逢年过
节才能听得到大戏。大戏有专门的乐
队、化妆师、演员和剧务。仅乐队就有
七八个人，甚至十几个人，演员更多，有
黑头、红脸、老生、小生、武生、小丑、老
旦、小旦、刀马旦等。要知道，一位戏曲
演员，仅仅化一身妆扮，就得需要快则一
二十分钟，慢则四五十分钟或者两三个
小时的时间。

唱一台小戏，无须专门的舞台，甚至
演员都不用化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
多则几个人，少则就俩人，随时随地都可
以演唱。唱这种小戏，一般都是在城区
公园、村中广场，还有就是某家某户操办
红白喜事，在街头巷尾或者田间地头唱
一出，同样深受老百姓的欢迎。

戏曲在菏泽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

础，上至百岁老人，下至三岁小儿，都会
哼唱几句。如果你看到一位村民一边干
着农活，一边哼唱戏曲，这一点都不稀奇。

我的爷爷奶奶都是老戏迷，用他们
的话说，喝不够的是家乡水，听不够的是
家乡戏。尤其是我的爷爷，只要听说附
近村子里哪里有唱戏的，即使干一天农
活，即使十里之外，即使刮风下雨，也会
场场不落地去听戏。

记得我十几岁时，有一天听说邻村
晚上有唱大戏的。我们早早地吃过晚
饭，全家人出动去听戏。在去的路上，我
看到村里的男女老少去了好多人。刚走
到半道上，距离还有一里多地，我就已经
听到了喧天的锣鼓声，悠扬的乐曲声。
那悦耳动听的旋律能够给人力量，使人
浑身充满愉悦和激情，所以我至今难以
忘怀。

在这些剧种当中，我最喜欢听的是
地方戏两夹弦。两夹弦到底有多好听，从
当地流传的几句顺口溜就可见一斑：“不
吃不喝不过年，也要去听两夹弦”；“拆了
房子卖了梁，也要听两夹弦的《站花墙》。”

两夹弦的经典剧目《站花墙》《三拉
房》，曾由菏泽当地的戏曲演员数次进京
汇报演出，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
评价。

两夹弦还被称作“半碗蜜”，意思是
听一出两夹弦，就像喝了半碗蜜那么甜。
可想而知，这种戏曲的艺术魅力有多么
大，多么珍贵，多么可贵啊！

戏曲是老家菏泽的一张独具特色的
名片。我想，只要把戏曲保护好、传承好、
宣传好、利用好，戏曲这种艺术瑰宝在新
的时代里依然会大放异彩，大放光芒，也会
越来越受到广大老百姓的喜爱和赞扬。

戏曲之乡 韵味悠长
马伟亚

家风又称门风，即一个家庭或家族世
代相传的风尚。其特点是由父母或祖辈
提倡，并能身体力行，在家庭或家族形成
比较稳定的传统行为。我们家有诸多良
好的家风，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从军
报国！

2011年，我大学毕业携笔从戎。接到
入伍通知书的那天，身为军人的父亲抑制
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声说：“咱家又多了个
军人，到你这已是‘军’四代，真正的军人之
家、光荣之家!”他再三嘱咐我到部队后一
定要好好干，赓续家族的荣光。

是的，到我这辈，我家四代都有军
人。第一代是我曾姥爷和曾二爷。曾姥
爷生于晚清，抗日战争初期秘密加入中
国共产党，并参加了河北游击军。在肃
宁、河间、献县、饶阳一带，袭击日军据
点，打击汉奸土匪武装，年仅 30 岁被土
匪暗杀。曾二爷刘仕才参加的是八路
军，抗战期间转战晋南一带，参加了著名
的“百团大战”。1947年，曾二爷随刘邓
大军南渡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战上
党、逼潼关、攻洛阳，一路打到大西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二爷留在南
疆戍边，最后在昆明警备区副司令员的
位置上离休，享年 84岁。

我家第二代军人，是我二爷爷刘渤涛，
解放战争后期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炮

兵部队的一名汽车兵。1951年，作为中国
人民志愿军中的一员，保家卫国赴朝参战，
在战火硝烟中九死一生。抗美援朝结束
后，他随部队回到西安，1978年从二炮某
部副团长职位转业回到老家的县城，60岁
时光荣离休。

到我父亲那一代，他们叔伯哥 4个，除
了大爷爷家的伯伯因体检不合格外，二爷
爷家的伯伯和我父亲哥儿俩，都应征入

伍。伯父服役 6年退伍，堂伯父干到副营
转业，我父亲正团职、入伍满 30年达到最
高服役年限退休。

到我这一代，更是接续了家族的光荣，
一个堂兄、两个表哥都是军人。堂兄和大
表哥从列兵一直干到三级士官转业，现在
依然在服预备役;小表哥军校毕业，硕士学
位，在东北边防部队，如今已是副团职干
部。最令全家高兴的是，这代人中还出了

位女军官——也就是我。我从小在部队大
院里长大，见得最多的是绿色的军装和飘
扬的军旗，军营是我追求的理想，也是家族
寄予的厚望。高考时，我第一志愿报的是
军校，遗憾的是没能如愿。大学毕业时，我
放弃保研和考公务员的机会，毅然报名参
加了军队干部招录考试，成为一名边防武
警，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续写了家族从
军报国的家风。后来，我又嫁给了一位部
队干部，同时也为家族再“贡献”了一名军
人。

最多的时候，我们家有 5位成员同时
在部队服役。有一年春节，包括我父亲在
内的 5名军人，同时回到老家探亲，上到上
校下到士官，全部戎装在身，成为一道靓丽
的风景，也让全村人羡慕不已。人们啧啧
称赞：看人家这家人，一个比一个有出息，
一个比一个棒！

在我们家的房间内，挂得最多的是军
装照，收藏最多的是军用品，书架上最多的
是军事类图书，连孩子们的玩具也大多是
各种兵器。有时候我问两个儿子长大以后
想做什么?俩小家伙总是毫不犹豫地说：当
军人!听到这样的回答，我打心眼里高兴。
浓浓的军旅情，不易的报国志，忠诚于党、
服务人民的坚定信念，在我们家代代相传，
已融入一代又一代人的血液，固化为绵延
不绝的家风。

从 军 报 国 续 家 风
丹心

是的。从爱曹州牡丹园里一朵盛放的绚烂开始
爱上色彩缤纷的菏泽
从爱东鱼河蜿蜒起伏的韵律谱成恋曲开始
爱上悠扬在心头的菏泽
从爱博物馆内收藏的那只灰陶盆开始
爱上古色古香的菏泽
从爱“中国功夫”中闪转腾挪的一招一式开始
爱上硬骨铮铮的菏泽
从爱后冯村土生土长的的一出皮影开始
爱上乡土气息浓郁的菏泽
从爱鲁南战役竖起的一座丰碑开始
爱上浮凸于史诗中的菏泽

从爱鲁锦织出的一袭亮色开始
爱上绰约舞动的菏泽

是的。用青山羊可供御寒的暖乎乎的叫声
去爱民风淳朴的菏泽
用鄄城砖塑朴实率真的图案
山东落子明快有力的曲调
去爱底蕴深厚的菏泽
用枝头红硕、光润的苹果
去爱幸福在触手可及的高度熠熠生辉的菏泽
用从远处荡漾而来的滚滚麦浪
去爱一粒粒颂辞里的菏泽

用一壶香飘万里的花冠酒
去爱惹人陶醉的菏泽
用赵王河公园的小桥流水
去爱粮丰林茂、生态宜居的菏泽

是的。从爱牡丹机场展翅起飞的畅想开始
爱上把心愿与憧憬带高带远的我的菏泽
从爱信念与楼群一起逐日长高开始
爱上希冀一天天向上拔节的我的菏泽
从爱那条穿越一茬又一茬春秋的铁路线开始
去爱铺展开辽阔梦境的我的菏泽

菏 泽 之 恋
冯秀兰

风一吹，日子就老了。母亲的身体
每况愈下，逢到周末，我总会回去看她。

下午到的时候，母亲在屋后整理扁
豆藤。扁豆是家中主要经济来源，她种了
好几亩，从春天一直忙到秋天，收两季。
开花时，上下紫红，成串成穗，漫成花海。
要是扁豆架足够高，花叶铺天盖地，一派
繁盛。母亲腰间扎个蛇皮袋缝制的腰包，
头戴鸭舌帽，在行间进进出出。

我站在田埂上喊母亲，她应声，朝
我摇手。我走进扁豆地，在丛丛紫花
间，迎着傍晚的阳光，只觉脚底松软，干
净清爽。扁豆架近两米高，红布条捆
扎，间距疏密有致，排列整齐。扁豆藤
自下而上，攀缘置顶，尽显生命张力！
母亲在掐花序下的侧芽和老叶、病叶，
及多余的叶蔓。我默默观察后，学着
做。低头缩颈，弯腰躬身，手脚并用。
无风，闷热的天，在扁豆藤制的天然屏
障间，立刻让人汗如雨下。

母亲的脸通红，手上的动作毫不含
糊。偶尔看到早熟扁豆，摘下，放腰包
里。母亲的腰围在几年内猛长，此时附加
腰包，整个人看起来圆滚滚的。明明心脏

不好，不停急喘，可她还是坚持做到了顶
头。我跟在母亲后面，也捱到尽头。

母亲挚爱土地，扎进去，全情投
入。从前是，现在亦是。

记事起，她带我认识了家中的每块
地。黄土地，灰尘飞扬，母亲甩着长麻
花辫，牵着我的手，哼着小曲，穿过村里
的每一条小路。看到野花摘一把。蜜
蜂蝴蝶跟着我们飞，我们在路上笑着，
走着。过年过节，串亲戚前，她反复教
我行礼。母亲骑自行车，我坐后座，手
里拎礼品。礼物多是糕点，母亲用大红
纸包得漂亮严密，拿在手中沉甸甸的。
她载我过桥，拐弯，穿行老街。

十岁之前，母亲总走在我的前面。
那时，她腰身柔韧，体型苗条，一双大脚
板，走路带风。挑粪、扛箩筐、打药水、
拉拖车、熬薄荷油等重体力活，她做起
来，不比男人差。乡邻们羡慕父亲娶了
个能干的妻子，里外都是一把好手。除
了种地，母亲经常闲时收拾屋子。瓦
房、厨房、庭院，晒场、猪舍、鱼塘、菜地，
处处明丽敞亮！别的孩子拥有的，我刚
羡慕，母亲很快送上。童年，她对我无
限宠爱和包容。

十岁之后，母亲喜欢在我的身后。
她教会我骑车，并买了辆弯杠自行车送
给我。每天清晨和中午，吃完母亲做的
饭，我独自骑车上学。不用回头，我也
知道，不到拐角处，母亲必然站在家门
口遥遥望着我。她鼓励我，给我订下一
个个小目标。初中、师范、工作，逢到人
生门槛，母亲一直是那个目送，为我加
油喝彩的人！

回忆至此，记忆中的母亲转而被眼
前蹒跚的母亲打断。她早已走不快了，
落在我后面。长期劳作让她腰痛腿痛，
不需问，我也能猜出，她身上至少贴了
三块膏药。

夜幕降临，风从脚底拂过。那个带
我丈量过所有土地的人终是老了！

你的脚丈量过我的土地
邹娟娟

绿豆是乡间神奇、多情的物种，田
塍阡陌，家前屋后，不枝不蔓，娇小纤
弱，倚风自笑。晚风中摇曳的一株绿
豆，有一种枝叶婆娑的丰茂感。叶片
是一种柔软的浓绿，散发着集天地精
华凝聚而成的绿色光芒。豆花黄绿
色，沾染了叶片的绿，一种脆而薄的
黄。株株绿豆挤挨推搡，绿水泱泱，波
光云影，仿佛一场柔情饱满的抚慰。

出荚的绿豆，柔滑晶亮，捧在掌
心，温润如玉。绿豆绿得明艳，一种幽
邃的绿。绿得优雅而诗意，绿得毫无
节制。掌心一片绿荫，丝丝清凉直透
心底。想象这坚硬的绿豆，会摇身变
成爽口清甜的绿豆糕、绿豆汤、绿豆芽
和绿豆粥，不禁莞尔。

每年栀子、凤仙开得正欢时，祖母
做的绿豆糕，最是消暑佳馔。于平淡
庸常生活是一份慰藉，一份逍遥。

祖母先把绿豆泡软，碾压成泥，然
后土灶小火慢煮，煮至绿豆泥。掺上
麦芽糖、薄荷、玫瑰花瓣和糯米粉，糅
合搅拌。均匀地摊放在竹制模具里，
上锅蒸熟。蒸熟后的绿豆糕，色泽嫩
绿、纹路细密，要用沁凉的井水晾凉。
月光清澄，树影匝地，我们围着木桌，
包裹蛙鸣，轻拈细品祖母的绿豆糕，啜
饮祖父腌制的酸梅汤，流萤发出冰蓝
之光，荷风送香，亲情洋溢，心生静美，
尘世的幸福伸手可触。

夏日燠热，熬一锅绿豆粥，消暑解
渴，养眼爽口。熬粥时，锅内绿豆翻腾
起舞，粒粒绵软，绿豆沉浮，随意荡漾，
汤色鲜翠。喝一口绿豆汤，凉意沁人，
最是暖心熨帖。轻啜细品，豆香在碗
内缱绻，在舌间升腾，香气与凉意，宋
词一般芬芳。

夕光濡染，晚风清凉，木槿花开，
桌上一盆浅青喷香的绿豆粥，几瓣咸
鸭蛋，几茎腌瓜籽，紫色玫瑰腐乳，吸
溜声中，清凉来袭，洋溢着田园生活的
清苍疏旷。清浅流年，这清香弥漫的
绿豆粥便是简单的幸福。

暑气升腾，绿豆汤是解暑佳品。绿
豆铁锅内噗噜噜旋转荡漾，争相怒放，

“熬至滴水成珠”。豆香弥漫，加冰糖、百
合或薏米仁，若掺上几粒枸杞，稠绿中
隐一点艳红，视觉享受，心境清凉。

绿豆汤绿得惆怅，绿得赏心悦目，
绿得气定神闲。绿豆带着安定质地，解
躁渴烦扰。绿豆汤晾凉后，舀一勺入
口，不啻醍醐灌顶，甘露滋心，舌尖上的
味蕾绝对是百转千回。一股刻骨铭心
的沁凉浸入肺腑，发出快意的战栗。啜
饮绿豆汤，品尝人生沉浮，泰然超然。

绿豆伴夏，日子绵软而悠长，浪漫
且诗性。绿豆清夏，浮躁的心境渐渐
沉淀下来。绿豆煮夏，一夏的滋味深
蕴其中。慢慢地熬，熬煮一份心境，熬
煮一份清凉恬淡的生活。

行将远游的母亲
照例于神龛前燃起缭绕不绝的虔诚

一生布施行善，笃恭笃信
祈福消灾遂愿儿孙
向无所不能的佛祖顶礼膜拜
整个家族在佛光的辉映下发达、兴盛
云雾缥缈的九天之上
各路神灵定会所动垂情
泽被后世平安富庶，光耀门庭

“一定要争气。”
是母亲最朴实的千嘱万咛
吾辈谨记于心
我将我的字画，我将我的诗文
我将我的成就不断刷新在成就壁上
让它们的荣光闪耀在母亲含辛茹

苦的面颊
母亲，儿女们的境况还能够让您

九泉笑盈

母亲啊母亲！您走好
如今这断肠的山村小道也在犹询

您何足而归兮
落日的斜阳匆匆下行

熟悉的小巷里曾凝固过您期盼
孩儿回家时多少焦灼的眼神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
孩儿们却要送您只身远行

母亲啊！请您再歇一歇
让您的儿孙们好好看看您慈祥的

面容
您的腿脚早因奔波操劳而疲乏困顿
您就在这草坡上坐坐吧，哪怕
只是一小会儿

母亲啊！您走好！儿不孝啊
不能再给您更多的报答
不能搀扶您走上登天的阶梯
望着您远去的背影
泪水滴滴直往心底里流
暗道深深，娘亲啊，您珍重
请您再回回头，再望望儿孙们欲

哭无泪的神情
再看看回家的路径
母亲大人您有事就捎个信
让我们也来为您解难排忧
指望您在天之灵能够自在、安稳
孚佑我方家涌流福禄，骏业日新

母 亲 走 好
方晓春

题记：1995年5月至1999年7月，我受单位派遣，在美丽的菏泽工作四年多；自此爱上菏泽，并把它视为自己心目中的“第二故乡”，于是
就有了经常回去“省亲”的理由……

醉书香醉书香
心飞扬心飞扬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