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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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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的琐碎日常里，爱从不惊天动地，
却藏在每一个微小瞬间。就像一碗淮南牛肉
汤，它的故事，始于一部热播剧《六姊妹》，它主
要讲述在生活的磨砺中，六姊妹经历了婚恋、
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命运起伏，最终明白了父
亲生前反复强调的“家”的意义。她们团结一
心，共同面对人生的风雨，诠释出血浓于水的
亲情力量。

近日，爱人闲暇时总沉浸在这部剧里，我
也被她的专注吸引，偶尔跟着看几眼。剧中情
节曲折动人，而反复出现的淮南牛肉汤，成了
一个独特的符号。每次镜头扫到那冒着热气
的汤碗，爱人的眼神里就多了几分期待，轻轻
嘟囔着：“哪天一定要尝尝这淮南牛肉汤。”

日子在忙碌中流转，直到前几日，该剧迎来
了大结局。爱人的追剧时光算是画上了句号，可
那碗心心念念的牛肉汤，却成了我心底的牵挂。
今天，爱人一下班，我就拉着她上了车，去寻找由
豆包推荐的“正味淮南牛肉汤”店。一路上，爱人
都在好奇地猜测这家牛肉汤的味道。

半小时不到的车程，我们终于找到了这家
正味淮南牛肉汤面馆。店面宽敞，窗明几净，
一推开门，浓郁的牛肉香味瞬间将我们包裹。
墙上贴满了淮南牛肉汤的知识介绍，仿佛在诉

说着那一碗碗牛肉汤背后的悠久故事。
很快，两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端上了桌。

汤里内容丰富，鲜嫩的牛肉、爽滑的粉丝、软糯
的绿豆饼和筋道的千张，满满都是料。另点的
葱油饼摆在一旁，金黄酥脆，光是看着就让人
垂涎欲滴。

我们轻轻吹散热气，舀起一勺汤送入口
中，鲜美的滋味瞬间在舌尖绽放。爱人满足地
笑了，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找寻都值得。我
们一边美美地吃着，一边分享着彼此的感受，
回忆着剧中那些与牛肉汤有关的情节，甚至在
离店前还建议店主在门口摆放一张《六姊妹》
大幅剧照，说不定还能吸引更多的食客。

这虽是一碗普通的淮南牛肉汤，却承载着
我们生活中的小确幸。它是爱人追剧时的美
好期待，是我想要给她的小小惊喜，是我们在
平凡日子里，为彼此制造的温暖。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即将来临，这碗牛
肉汤，便是我送给爱人的一份独特礼物。没
有昂贵的珠宝，没有华丽的包装，却饱含着我
最深的爱意。在未来的日子里，愿我们还能
一起发现更多这样的美好，在每一碗热气腾
腾的汤里，在每一个相视一笑的瞬间，让爱永
远在生活的缝隙里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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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二月，外秦淮河的水还带着料峭寒
意。午休之后，我和爱人提着从苏北老家带来
的铁篮子，沿着河岸寻找行走方便的位置。这
篮子是用钢条和铁丝做成的，比普通的铁篮子
要宽要扁要沉，是专门为捞螺蛳特制的。

河水清浅处，能看见水草随波摇曳。我在
河畔站稳脚跟，将篮子远远抛向河心。铁篮
画出一道弧线，尼龙细绳瞬间绷直，“扑通”一
声后是飞溅的水花，接着是水面散开的一圏
又一圈涟漪。铁篮沉入河底，冒出几串泡
泡。我慢慢往回拉绳，感觉底下很重很沉。
待铁篮露出水面，滤去污泥一看，里边只有三
四颗螺蛳，青灰色的壳子上满是青苔，捏在手
指上滑滑溜溜的，这让我有些失望。

“会不会是水太冷了？”爱人说着，接过篮
子准备试一试。这次她没扔那么远，就在近岸
处轻轻放下。篮子贴着河底慢慢拖动，水草在
铁丝间穿梭。提起时，出乎意料，这次竟有十
来颗螺蛳在篮底滚动，几根细长的水草也缠绕
其间。

我们相视一笑，像是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
秘密。原来螺蛳也贪恋浅水处的暖意，聚拢在
岸边觅食憩息。阳光照耀水面，河岸波光粼
粼。岸边柳丝摆动，远处一片绿雾的梢头小鸟
叽叽喳喳。正当我们捞得起劲，篮子突然被卡
住了。我试着左拽右拉，纹丝不动。爱人蹲下
身，仔细查看水下情形。“可能是被水草或者什
么东西缠住了。”她说。我们轮流试着轻轻晃

动绳子，生怕扯断绳子、扯坏铁篮。河水被搅
得有些浑浊，能看见细密的气泡往上冒。约莫
过了十分钟，才终于将篮子解救出来，我们舒
了一口大气。

没想到这只是个开始。之后铁篮先后又
两次被水下暗物钩住。有一次是被水底的树
枝缠住，另一次钩到了废弃的渔网。每次都要
费尽心思，或轻轻摇晃，或变换角度，或等待水
流将缠绕物冲开。爱人还找来一根长长的竹
竿，捅来捅去，最终将宝贝似的铁篮子拖上
岸。我们欢天喜地。

待到日头西斜，水桶中终于有了约莫两斤
螺蛳。我们坐在高高的堤岸上歇息，品味春风
送来清爽，欣赏河面粼粼波光。收拾东西准备
回家时，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在老家，每到这个时
节，村里人都会去河边捞螺蛳。那时用的是一种
专门捞螺蛳的“趟网”，竹柄很长，推到河心、拉到
河岸十分费劲，也经常被水草缠住。大人们总
说，捞螺蛳最考验耐心，太急了反而捞不着。如
今想来，这话里竟藏着几分人生况味。

回家的路上，爱人提着篮子，我拎着装有
螺蛳的水桶。夕阳将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让
我们变得高大而缥缈。虽然收获不多，但这短
暂美好的时光，却像螺蛳壳上的纹路一样，细
细密密地刻在了记忆里。春日的暖阳，河水的
清凉，温馨的陪伴，美好的期待，还有那些需要
耐心解开的“结”，都成了这个早春最最动人的
情境。

梅花是南京的市花，冰清玉洁，纯贞高雅。每年从二月
中下旬开始，梅花在严寒中逐渐绽放，南京便进入了赏梅期。

南京人十分爱梅，喜爱植梅、赏梅、画梅。溧水的傅家
边、玄武湖公园、明孝陵的梅花山、梅花谷，这些都是南京
人常去的赏梅胜地。而雨花台梅岗上的梅花园则另有一
番意境与韵味，它小而精，相对安静得多，也许是因为深藏
在雨花台的后山上，鲜为人知。

二月下旬，在一个冬阳高照的周末，我欣然前往梅岗。
走进雨花台北大门，向左拐上一条细窄的山道，拾级而上，穿
过著名书法家季公先生（季伏昆）题写的“二泉后山景区”几
个大字的门楼，沿着山坡继续向上，经过“杨邦乂剖心处”的
墓冢，再前行一百多米，转折下坡，便是梅岗上的梅园。

此处的梅园，与别处相比实在不大，十分钟便可转完，
但园子很精致，也很有特色。梅树根深枝粗，花色艳丽，香
气诱人，有红的、粉的、淡绿的、浅黄的，可谓五颜六色竞相
艳，姹紫嫣红露春色。我徜徉在花海里，一边尽情观赏，一
边想着，这里的梅花何其不同？

不同之处，在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据《雨花遗珍》
一书介绍，在东晋时期，胡人压境，老城南迁，豫章太守梅
赜将军带兵抵抗，屯兵在此。后来，人们为了纪念梅赜将
军，便在山岗上建起梅将军庙，广植梅花，遂称为梅岗。到
明清时，这里已形成一片梅海，与钟山脚下的梅林分别被
称为南京东郊、南郊两大赏梅胜地。在梅园的东边，沿着
山路向上走，不远处建有一亭子，叫“木末亭”，这三个字也
是季伏昆先生书写。“木末风高”一景，在明、清两代被列入

“金陵十八景”和“金陵四十八景”，成了著名的旅游胜地。
不大的梅园中间，有一条L形长廊，把园子一分为二。

西园梅花丛中立有一飞檐翘角的亭子，写有篆体字“知春
亭”，古人有诗云：“野梅空自落，山鸟暗知春。”梅岗上植被
茂盛，生态优良，在春风吹拂下，梅香吸引了四面八方的鸟
雀，让这里的梅花更有生机。沿着长廊由西向东，“寒春
轩”三个篆体字便映入眼帘，同样也有一副楹联：“漫研竹
露裁唐句，细嚼梅花读汉书。”梅花的知音除了“岁寒三友”
和飞来唱和的鸟雀，是否还有你我？在长廊的东头便是古
色古香的“问梅阁”，元末明初诗人王行有诗云：“阁中人独
坐，阁外已梅开。春信何须问，清香自报来。”写出了梅岗
梅花的风姿卓韵。

梅花香自苦寒来。梅花的香，在深夜、凌晨之时为最，
因为此时气压低、游人少，绽放的梅花，经过一夜的沉积、
聚集，其香气更为浓郁。梅岗上的梅花除了清香之外，似
乎还有着一种异样的风骨。那朵朵梅花绽放在枝头，迎风
寒而不屈，冒霜雪而不怕，凌地冻而不畏，始终乐观向上，
透出一股脱俗不屈的傲骨之气。

我有一辆电动三轮车，买了四年多了，图
的是去儿子家比较方便。这电动三轮车哪哪
都好，轻快、干净。唯一让我焦虑的就是冬天
的电池电量，唰地一下就比夏天掉下去一半。
夏天充满电池时，可以从儿子家往返两次，路
程约36公里，还能剩余不少电量，应急一下再
跑十几公里的路程也不成问题。

到了冬天，我和妻子骑着电动车去儿子
家，第二天一早返回时，一启动车子，仪表竟然
显示只有30%的电量。我和妻子面面相觑，只
能硬着头皮向前开。遇到大的高坡，我和妻子
就下来，两个人步行，一起把电车推到坡顶。
徒手推车不是轻巧的活，我们两个累得气喘吁
吁，小腿肚子不由自主地打颤。返回的途中，
需要爬两个近一里路的长坡和一个跨河大
桥。我们两个逢坡必下，一路大汗淋漓，一路
担心着，小心翼翼返回到店铺。还好，过了大
桥后，电车晃晃悠悠，把我们安全运载到家，竟
然没有中途罢工。到了终点，一拧车把，显示
还是30%的电量。

有了这次推车经历，我和妻子有了应对电
量不足的经验。临行前将电车的电量充足，绿
灯亮了后，多充上一个小时。返回时，逢坡必
下，推车上坡，平地行走时匀速直线行驶。就
这样，去儿子家，成了晨跑加推车的一项运动，
我和妻子乐此不疲。

年后，温度升高到零摄氏度以上，我觉得
这下电池的续航能力也应该随着温度升高而
增加吧，可是返回时，一拧车把，电量照样显示
30%的电量。“到前面河堤上，咱俩再下来，老

办法，推上去。”对付这种情况，妻子已经有了
经验。

到达土坡时，我并没有停下车，而是像夏
天一样开车直接冲上去。妻子喊：“停车停车，
咱们俩一起推上去。”“开一次吧，真到没电了，
咱俩再推。”我斩钉截铁地说。在我们俩的担
心下，电车竟然“滋滋”地爬上了高坡，电车的
电量一下子“爆表”了。

我心里想，就这么开吧，开到哪里算哪里，
等到电量用完，看看能把我们搁置到什么地
方，大不了到时候再推也不迟。一路开着电
车，走过平坦，又爬上了两个小坡，仪表灯一直
在绿色和红色之间交替闪烁，反正主意已定。
跨河大桥出现在眼前，这个坡度虽然不算大，
但是足有一公里的上坡路，我还是匀速直线行
走，尽量避免急加速、急刹车。电车像个老年
人一样，慢慢悠悠地向上爬，我身边的电车“噌
噌”驶过，一路绝尘，把我们甩在脑后。

终于，电车努力地爬到大桥的最高点。我
终于舒了口气，因为接下来，就是长长的下坡
路，过了桥剩下几公里，就是推，也能把电车推
回家。更何况一拧车把，依旧能感到车的动能
强劲有力。

在万般担忧下，我们的电车终于冲进小
区。让我惊奇的是，停车落锁时，仪表灯显示
依然是30%的电量。这不由得引起我的思考，
看来我这“吃一半，留一半”的思想要改一改
了。我们总是不能竭尽全力去做一件事，如果
没有不遗余力，你怎么知道电车能爬这么长的
坡，能走这么远的路啊！

面疙瘩这东西，说不上是主食，也算不得点心。它像是
厨房里的过客，匆匆来去，却总能在饥肠辘辘时给人一份
熨帖。

江南人家做面疙瘩，讲究的是个随意。面粉倒在粗瓷碗
里，兑上温水，筷子搅和几下就成了。面糊要稠，筷子一挑，
能挂得住，却又不能太硬，否则下锅就成了面疙瘩。讲究些
的，会在面糊里打一个鸡蛋，这样煮出来的疙瘩更滑嫩。

我小时候常看母亲做面疙瘩。她总爱在面糊里加一把
葱花，说是去腥。其实面疙瘩哪来的腥味，不过是她的一
点小讲究罢了。锅里的水开了，她左手端着面碗，右手拿
着筷子，顺着碗边一刮，面糊就顺着筷子滑进锅里。那动
作行云流水，像是练过千百遍似的。

面疙瘩下锅，要等水再开一次。这时候，母亲会往锅里
撒一把青菜叶子。冬天是菠菜，夏天是苋菜，春秋两季则
是小油菜。青菜叶子一下锅，汤就绿了，面疙瘩在绿汤里
浮浮沉沉，煞是好看。

煮面疙瘩的火候很重要。火大了，面疙瘩容易煳；火小
了，又煮不熟。母亲总说，煮面疙瘩要文火慢炖，让面疙瘩
慢慢吸收汤汁的味道。等面疙瘩浮起来，再煮个三五分钟
就好了。

盛面疙瘩要用大碗。碗底先舀一勺猪油，再撒一把葱
花，热腾腾的面疙瘩连汤带水倒进去，猪油遇热就化了，葱
花的香气也出来了。这时候，再淋一点酱油，撒一点胡椒
粉，一碗面疙瘩就算成了。

吃面疙瘩要趁热。面疙瘩软糯，青菜脆嫩，汤汁鲜美。
一口下去，暖意从胃里升起来，整个人都舒坦了。若是赶
上阴雨天，吃上一碗热乎乎的面疙瘩，连带着心情都好了
几分。

北方人也吃面疙瘩，不过他们叫“疙瘩汤”。北方的疙
瘩汤比江南的面疙瘩要粗犷些。面疙瘩大，汤也浓，常常
还要加些肉片、土豆之类的配料。我曾在山西吃过一回疙
瘩汤，那面疙瘩足有拇指大小，汤里还漂着几片羊肉，吃起
来别有一番风味。

这些年，生活好了，面疙瘩反倒成了稀罕物。偶尔想
起，自己也会做上一碗。面粉还是那个面粉，水还是那个
水，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想来想去，大概是少了母亲那
双巧手，少了那份随意中的讲究。

有时候，最简单的食物，反倒最能勾起人的乡愁。一碗
面疙瘩，承载的是儿时的记忆，是母亲的味道，是那份难以
言说的温暖。面疙瘩的滋味，或许就是生活的滋味。它简
单，却温暖；它平凡，却充满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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