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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指一算，游离家乡那片厚重的黄土
地已有三十多个年头。三十多年来我吃过
不少地方的饺子，但和我的母亲做的那碗带
汤水饺完全不能相比。曾几何时，那碗带汤
水饺超越时空，一直在我梦里飘香。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十几个元宝形状
的饺子静卧在一个粗瓷大黑碗里，面汤浸
润着小家碧玉的饺子，饺子装点着热情似
火的面汤，几片芫荽的绿意点缀其中，让人
食欲大增，人间烟火味随着那碗带汤水饺
的热气袅袅而经久弥漫。手捧着一碗带汤
水饺，闻着母亲的气息，一小口热汤与味蕾
的充分结合，食物的芬芳立刻弥漫整个口
腔，令人如痴如醉，欲罢不能。在母亲的一
再催促下，轻轻地咬上一口蘸满蒜汁陈年
老醋的饺子，满口鲜香，不时压上一口汤，
谈笑间，一碗带汤水饺已是腹中物，可谓沁
人心扉，大汗淋漓，直呼过瘾。在我看来，
世间饕餮大餐、珍馐美馔也不过如此。看
着母亲一脸的幸福，打个响嗝，放下碗筷，
舌尖舔一舔布满美味的双唇，此时故乡的
味道永远定格在我美好记忆的时光里，成
为今生永恒。

老家人吃水饺讲究的是“原汤化原食”，
一口饺子一口汤，营养与口味兼而有之。而
现代饭店饺子的吃法，多是人为把“水饺”与

“原汤”这对相濡以沫的“夫妻”残忍拆散，十
几个干巴巴的饺子散落在素雅的盘子上，好
像鱼儿脱离了水，没有一点生机。讲究点的

饭店会提供一碟蒜泥，简陋点的小店扔下几
个蒜头了事。望着盘子里的饺子，举箸凝视，
心存芥蒂，牙齿触碰饺子的一刹那，舌尖上的
味蕾遽然变得格外挑剔，咬上一口，如同嚼
蜡。如果不是主人一再要求上原汤，服务员
是绝不会主动把原汤端上来的，只好喝点茶
水补补“原汤”的缺位，心空空的，再也找不回
儿时的那种感觉。“剪不断、理还乱”，一股乡
愁涌上心头。

我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虽然不
再数着米粒过日子，但是不逢年过节吃一碗带
汤水饺是不敢奢望的。小时候我总是那么嘴
馋，中秋节一过就天天掰着手指盼过年。

民谣有云：“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
八就是年。”“年”以倒计时的脚步在我手指
中似流星划过，喝了几天腊八稀粥，屁股已
经坐不住学校的板凳了，越发盼望过年的
带汤水饺了。“腊月二十六，杀猪割肉”，这
一天我破天荒起了个大早，踏着厚厚的积
雪，拿着竹篮子屁颠屁颠地跟在父亲后面
去镇上的食品站割肉。一路上北风席卷着
雪花，天地同色，攥一把雪，好像握着一块
肥硕香喷喷的猪肉。猪肉买回家，娘已经

把埋藏过冬的萝卜擦成了丝、焯了水，只等
猪肉来“相会”。

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在一起有说有笑包
饺子。娘永远是包制饺子的主角，选材、剁馅、
调馅、和面、揉面、切面、擀皮、包馅，圆似核桃
大小的水饺，在母亲翻飞的手指间一张一合一
捏，一个元宝似的饺子就成型了。在母亲包水
饺的同时，我和弟弟也踊跃上阵，饺子是不会
包的，只能帮父亲伺候着那口大黑锅，担水、劈
柴、生火，风箱一拉一合，呼呼作响，锅下一片
通红，锅底不断向上翻腾着细密的小水泡，宛
如梦幻的童话世界，令人无限遐想。

大姐带领我们姊妹兄弟八人贴完春
联，带汤水饺也该出锅了，不用母亲呼喊，
我们大声招呼着奔向低矮的厨房，欢天喜
地鱼贯而入。小小低矮的厨房里人头攒
动，依次从锅沿排到厨房外头，脑袋都齐齐
刷刷地伸向了那口大黑锅。有谁敢擅自插
队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只有八弟有这个特
权，他总是见缝插针挤进最前面，不时报告

“前线”的战况：锅冒烟了、水开了、下锅了
……我们脸上带着焦急而庄严的神情，像
虔诚的教徒朝拜一样望着热腾腾的大黑

锅，闻着扑面而来浓浓的饭香，那真是一种
灵魂上的享受。

水饺在我们一遍又一遍焦急的责问
下煮好了。母亲麻利地在锅沿上摆出一溜
粗瓷大碗，手持一只长柄大勺，连汤带饺
子，添满了每一只海碗。我们小心地捧着
母亲递过来的那碗带汤水饺，先呲溜喝上
一小口热汤，原汤的鲜香一下子击中了舌
尖上的味蕾，急慌慌就近找个地方，或坐或
蹲或站，大口大口地享用，安抚着辘辘饥
肠，一碗带汤水饺下肚，巨大的满足感彻底
俘虏了我的心。

带着那碗带汤水饺的芬芳和牵挂，我
从偏远的小村庄一路走向远方。高考失
利，我只身一人在外地复读，郁闷思乡时，
一碗带汤水饺伴着酸楚，无处安放的灵魂
便有了暂时的栖息地。大学毕业，我独自
四处漂泊，工作不顺心时，一碗带汤水饺下
肚，全身通泰，内心便有了片刻的安宁。结
婚后，带汤水饺牢牢占据了餐桌的第一把
交椅，任凭妻子山珍海味的诱惑，我自岿然
不动，倔强地固守着心中的那份乡愁，陪时
光慢慢变老。

美食家高维生曾在《味觉谱》中道：“我
们寻找的，不是味道的记忆，而是记忆的味
道。”人生如梦，梦里梦外，那碗带汤水饺一
路飘香，如一缕阳光，温情地照射着我记忆
深处的故乡，宛如一副乡愁的解药，永远绽
放出无穷的魅力。

带 汤 水 饺带 汤 水 饺
带汤水饺之于我，是一种特殊岁月情结的存在，就像刻进骨子里的乡愁，

无论身在何方，无论脚步怎样匆忙，舌尖上的故乡，味蕾上的风情，总是那么熟
悉而顽固，挥之不去。

——题记

农历二月十九日，是我家乡古庙会的日
子。

我的老家是仿山镇邵堂村，西北临近
菏泽东站，北靠万福河，西依范阳河，上海
路从村中间穿过，交通便利，位置优越。让
邵堂名声大噪、声名远扬还得是农历二月
十九的古庙会。

据传农历二月十九日是泰山奶奶的诞
辰日，为纪念此日，每年集聚庆祝，耍社火，
唱大戏，商贾云集，一年一度的庙会就传延
下来了。

庙会是烧香拜神、货物交易、走亲访友、
老百姓休闲娱乐的日子。一大早，善男信女
们就到庙前烧香，香烟缭绕，绵延不绝。等到
中午就更热闹了，十里八乡的人从四面八方
赶来，本来就窄的街道到处挤满了人，摩肩接
踵，人声鼎沸。过去物资贫乏，庙会上卖吃的
最让人流连顾盼，包子烧饼胡辣汤，花生瓜子
芝麻糖，吆喝声此起彼伏。印象最深是来自
仿山村的那个回民老头，头戴白毡帽，留着长
胡须，卖羊肉煎包，香气四溢，让人垂涎三尺，
尤其是他那一声吆喝，留在许多人记忆中：热
包子开锅了——香油羊肉煎包！

庙会是货物交易的好场所。衣服鞋帽，
锅碗瓢盆，犁锄镰叉，牛羊马骡，农家生产生活
用具用品应有尽有。男女老少，芸芸众生，汇
聚在一起，在这个万物萌发的季节里，在这里
的每一寸土地上，谈笑着，兴奋着，好不热闹。

春节、中秋节是传统的走亲访友时

节。在邵堂，二月十九庙会这一天，到邵堂
做客的人数要远远超过任何节日。嫁出的
女儿回娘家天经地义，嫁来的闺女请娘家
人来赶会理所当然，邀请三五同学好友逛
会看戏机会难得。这天，庄稼人不再干活，
学校里不再上课，一心一意来赶会，尽情地
享受这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节日。

庙会的主阵地是唱大戏。村里每逢庙
会，定会请戏班子唱几天大戏。戏场在庙
的东南侧，那里实际上是一个长方形大
坑。庙会前的一两天，戏班子就被拖拉机

接来，演员居住在村民的空房子里，支上一
口大锅，生活算是安顿下来。村里管事的
安排人塔戏台子，先把戏台用土修好，周围
立起柱子，绑上横杆，罩上帆布，再把各种
幕布、大大小小的箱子都安排到位，一切都
停当了，就等锣鼓响了。

开戏前乐队要先敲一通锣鼓。锣鼓一
响，众乡亲则匆匆赶来，扶老携幼，呼儿唤
女，集结到大坑及周边，等待大戏开场。此
时，舞台的后场也忙个不停：化妆的化妆，
穿衣的穿衣，试唱的试唱，生旦净末丑，做

着上场前的准备。
农村唱大戏，讲究不太多，名为神灵纪

念，实为百姓欢乐。每逢庙会，有戏就行，不
论是哪个剧种，枣梆、二夹弦、柳子戏、豫剧
等都唱过；也不论是哪里的剧团，本地的、外
地的，大剧团、小草班也都请来过；《墙头记》
《老黄牛分家》《对花枪》等每年反反复复上
演的剧目也都百看不厌。连续几天的大戏
让常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好好地过
一过戏瘾，享受一下草根的文化大餐！

在土台子上演出，尽管铺着毡子，一遇
到大风，就尘土飞扬。台上，演员们唱念做
打，一招一式，极其认真；台下，观众们屏息
凝神，目不转睛，陶醉忘我。人多的时候，
大坑周边的坡上、树上，甚至农家的院墙上
房顶上都站上了人，就只是图听一听那忽
高忽低、忽快忽慢的梆子声，感受一下现场
人山人海唱大戏的氛围。

又到了家乡庙会的日子，耳边不时响
起悠扬的弦子声，儿时的记忆不停地萦绕
在脑边。我想，远在天涯海角的邵堂游子
此刻也会充满挥之不去的家乡记忆、斩不
断的乡愁！

如今，家乡的机场高铁四通八达，万福
河正打造为景观河，村庄已纳入鲁西新区
规划，楼房林立，道路宽广，古老的邵堂正
意气风发地迈向美好的未来。作为生于斯
长于斯的邵堂人，家乡的记忆已融入血脉，
作以此文，以示纪念。

什么是朋友？
说直白了，就是来帮助我们渡劫的，

在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之后，让我们成为
更加自信、更为美好的人。

真正的朋友，是一生的财富。
他不会在你落魄时冷眼旁观，也不会

在你得意时阿谀奉承，更不会在你落难时
落井下石。像家人一样，会在你忘乎所以
时敲响警钟，会在你自以为是时批评教
育，更会在你一意孤行时不离不弃。

生命的美好，因为有朋友的见证，才
会愈加芬芳，愈加迷人。

朋友是雨中的伞，有你不凄惨；是雪
中的炭，有你胜严寒；是温暖的被，有你如
春风；是菜中的调料，有你才香甜。

朋友是身边的那份充实，虽远隔千山
万水却思念如潮；是忍不住时刻想拨的

“号码”；是深夜长盼的那杯清茶；是悠闲时
想见的；是最忙碌时也不忘的牵挂。路遥
知马力 ，日久见人心。

这世上最好的朋友，都必然经得起
时间的检验。

真正的朋友断然不会只做嘴上功
夫，他们会在你有危难时奋不顾身地帮
助你、力挺你。当你飞黄腾达时，或许不
一定锦上添花，但当你危难时，必定会雪
中送炭。

真正的友谊，该是坦率诚恳的，经得
起时间的考验，也耐得住境遇的转变。
无论发生多少糟糕的事、经历了多少互
不联系的时间，朋友还是朋友，真心没变，
真情依旧。

罗曼罗兰说过：“谁要是在这个世界
上体会到一次友爱的心，体会过肝胆相
照的境界，就是尝到了天上人间的欢乐。”

朋友有真也有假，酒肉之交无非是为
了玩乐，利益之交无非是为了财色。

人这一生中，真朋友很少，假交情很
多。有人处心积虑接近你，是为了利益；
有人默默无闻，陪伴你，是为了情谊；有人
甜言蜜语夸奖你，是带着目的；有人忠言
逆耳指点你，是带着好意。

深以为然。
是真朋友还是假交情，你得清醒明

白，不能搞所谓的难得糊涂。
时间就像大浪淘沙，淘去的是沙子，

留下的是金子。那些能够把你从脆弱孤
独中救出来的，左右不过两三人；那些能
够在你失意时不离不弃的，到头来还是
一两个诤友。

帮你的人，你不能忘；爱你的人，你
别辜负；骗你的人，你不必信；玩你的人，
你别太真。

亚力士多德说：“真正的朋友，是一
个灵魂孕育在两个躯体里。”一个懂你泪
水的朋友，胜过一群只懂你笑容的朋友；
朋友就是彼此一种心灵的感应，更是一
种心照不宣的感悟；朋友就是漫漫人生
路上，彼此相扶、相承、相伴、相助的人；朋
友就像是夜空里的星星和月亮彼此光
照，彼此星辉，彼此鼓励、彼此相望。

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
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朋友，这真是一
笔取之不竭、用之不完的“财富。”

真朋友是一生的财富
早就听说，牡丹区安陵一代曾是革命战

争时期鲁西南中共地下党最活跃的地方。
清明节前夕，闲暇间隙，约一驴友，骑

车去安陵——鲁西南烈士陵园一游。眼下
正值贯彻执行“两会”精神，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我们也想趁这股
强劲的春风，探寻一下那些革命先烈奋斗
的足迹。 出曹州古城，走西安路，到金堤
向西，再到王浩屯西张庄向南，一条乡间公
路会把你带到目的地。

到了安陵，我们并没有急着去拜谒苍
松翠柏笼罩下的烈士陵园。安陵是一个有
着 3000多人的村庄，是一个集市，沿街的
商铺、各式各样的小摊分散在街道两旁。
忽然，在街道的一旁，我们发现了一块石碑
——中共党的地下联络站旧址，走了不远

我们又相继发现了安陵堌堆农民起义会议
旧址、中共曹东县委旧址、玉皇庙惨案旧
址。 这一块块石碑，似乎在向人们讲述着
先烈们在那个时代为革命忙碌的身影，他
们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以及 1948年农历
三月初九，国民党还乡团杀害 28名革命志
士的悲惨场面。

走遍整个村庄，我们始终没见到鲁西南
烈士陵园。这时，一位老大爷向我们走来，我
连忙起身，向他询问，大爷告诉我，烈士陵园
还要向南走三四里路，过一个村才到。

骑上自行车，一阵飞驰，穿过一个村
庄，一眼望去，苍松翠柏笼罩下的烈士陵园
呈现在眼前。

修葺一新的门楼面向正南“鲁西南烈士
陵园”几个刚劲有力的大字在阳光的照耀下

闪闪发光。进入大门，是一个广场，鲁西南革
命英雄纪念碑耸立在广场中央，在纪念碑的
左右，各有一个小亭，亭里各有一块石碑，右
边是齐滨县县长杨用信撰文，李子幹丹书的
烈士纪念碑文，碑文两旁有一副对联：争民主
独立而舍生芳名流传百世、求人民解放而捐
躯功勋遗留万代。左边是爱国自卫战争殉难
烈士纪念碑，上刻烈士名单，名单的两旁也有
一副对联：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义气千丈、
为胜利而来为胜利而去志振乾坤。纪念碑的
后面是鲁西南革命英雄纪念馆，纪念馆的基
座上有周恩来和朱德的题字。走上台阶，两
层楼高的纪念馆在苍松翠柏的映衬下，愈加
显得肃穆、庄严，从纪念馆的右侧逐级而下，
并排有几个墓碑有朱程司令员、魏克仁烈士、
王雪静烈士等等。在纪念馆的后面有一个高

高的土山，呈椭圆形，长100米，宽90米，高8
米，这就是战国时期的安陵君墓，也就是安陵
堌堆，在堌堆的上面有一个亭子，亭子里有一
石碑，上书鲁西南抗日烈士纪念碑。从纪念
碑上下来北去，是大片的柏树林，里面是一排
一排的烈士墓，安葬着为国捐躯的先烈们的
英魂，每一座烈士墓旁，都放着一束洁白的鲜
花，以寄托人们的哀思，是他们用生命谱写了
一曲曲悲壮的感人事迹，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
的今天。

当前，学习贯彻“两会”精神正有条不
紊开展，我们要踏着烈士们的足迹，继承先
烈们的遗志，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践行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愿烈士们的英魂在
地下安息，为国捐躯的先烈永垂不朽！

安 陵 感 怀

春到千年的阳晋（郓城），想来别
样的风情。

苏醒的柳枝儿在乍暖还寒的微风
中摇晃，南来的紫燕呢喃中飞剪出柳
眉儿的鹅黄。

无边的风照拂着一河潋滟的波
光，倒映出杨柳岸无限的春色。

新裁的柳笛儿唤醒了杏花春雨、
桃李芬芳。唤醒了沉睡的蝴蝶和蜜
蜂，在花丛中奔忙。

一群踏青的姑娘把柳条儿戴在头
上，却了无灞桥折柳赠别的惆怅。

悠远的天空飘来一曲久违的鸽
哨，忽隐忽现，空灵缥缈，余味悠长。

几枚纸鸢在湛蓝如洗的天空悠然
地翱翔，放飞着心中的梦想。

无名花在蒙蒙的细雨中尽情地绽
放，滋润着雨露的芳香，羞红了的娇艳
脸庞，妩媚着前来赏春的姑娘。

沙河岸，杨柳旁，晚归的牧羊老
人，扬鞭催马啪啪响，振动了西下的
斜阳。

无边的旷野里，孩童尽情地释放
着无邪的烂漫，蓬勃着未来的希望。

无边风景里的春天

打开关闭一冬的窗扉，和畅惠风
飘进来，融融的艳阳洒进来，让我们张
开双臂迎接春天的到来，共叙重逢的喜
悦。

春，给一切以新意和希望，给人们
以温暖和欢欣。春最早亲吻乡野，乡野
最早拥抱春天。

这阳光渐暖、万物复苏的日子里，
田埂、柳条、枯草最早吐出了春的信
息。各式各样的蒿草和野菜，不为人知
地从松软的地面上钻出来，碧绿的，柔
韧的，在微风中摇曳，为春天打着手
势。一片片叶子绿带般地伸出，舒展的
是希望，挺直的是信念。看！叶丛中开
着淡蓝色的小花，多么清爽恬淡，多么
温馨宜人。看！公园的迎春花开了，嫩
绿的枝条上开满了金黄色的小花儿，在
春风中轻轻地摇动着，微笑着，向游人
们热情地打着“招呼”，把春天的“喜讯”
带给人间。

村寨河边，一双春燕在河边的上空
飞翔着，呢喃着，仿佛在倾诉着对故乡的
深情和喜悦。这时，孩童们便会使出各
自本领爬上河边土岗上的柳树。下来
时，男伙伴头上就多出一个绿色花边的
无顶“圆帽”，而女孩的颈部则会挂着一
个大大的“翡翠项圈”，以此来装扮孩提
的童年。随后春风会飘来孩童们吹响
的柳笛声声，欢歌笑语不时地回荡在村
寨河的上空……

轻柔的空气触手可及，广袤的田
野上，金色的阳光之下，春天的景致新
鲜而纯粹，充满生命成长的欲念。早春
的第一抹嫣红里，有只蝴蝶在淡黄色的
迎春花上结束了蜕变的痛苦，抖着带露
的翅膀迎接新的日子。

春天，是桃花盛开的季节。穿梭

于桃林花海，桃花如云似霞，万树争艳，
芳香四溢。桃花艳而不俗，淡而有味，
是观赏之上品。桃花开了，春天便风姿
绰约地降临人间。虽然迎春花开得更
早，但那时依然春寒料峭，不能使人感
到暖意，桃花开了，那风也变得轻柔
了。桃花是非常美丽的，《诗经》中有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诗句，极其形
象地烘托出了桃花之美。看！花开时
节，那一片醉人的粉红，恰似天边的云
霞，就那么静静地，轻轻地浮在那里，
让人流连忘返。身置桃林，你会被一
簇簇的桃花所吸引，灿烂的阳光下，那
粉红色的桃花绽放在枝头，在蓝天的
映衬下，更显得妩媚妖娆。在这桃花
盛开的季节，桃园里吸引着一群群赏
花的游人。春天，灿烂的阳光，清新的
空气，湛蓝的天空，满园的桃花，连绵
似海，构成了一个“天然氧吧”，令人心
旷神怡，可以尽享大自然的恩惠，领略
桃花风情。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
城。”谷雨时节，菏泽万亩牡丹竞相开
放，香飘十里，艳照天际，堪称东方奇
观。那国色天香的各种牡丹，争奇斗
艳。牡丹园内更是游人如织，人头攒
动。欢声笑语不绝于耳，热闹非凡。更
有文人墨客，或花间低吟浅唱，或浓墨
重彩，直抒胸臆，表达了对富贵牡丹的
钟爱和赞美之情……

春风里，处处沐浴着那么一丝情
境，看吧，花儿都是那么的鲜艳，草儿都
是那么的蓬勃，就连参天大树也抽发出
嫩绿嫩绿的新芽。

春天是迷人的，也是令人神往的，
满目都是青青的世界，满目都是花的海
洋，怎能不让人陶醉呢？

走进春天王百世

侯凌霄

风起云涌

赵考壮

董显信

家乡的庙会
邵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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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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