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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大全

父亲

我的父亲是紫港街道狮子口水库脚下
占家山的人，他很长寿，长寿的秘方就是父
亲一生勤劳、俭朴、清廉。

父亲今年已经102岁了，仍然每天坚
持早起。早上6点起床，晚上饭后即睡。父
亲粗茶淡饭、鸡鸭鱼肉、瓜果蔬菜都吃，从
不挑食，尤喜甜品，却从不吃补品保健品。
父亲50岁戒烟，一日两顿酒，微醺即止。父
亲热爱劳动，喜欢看书报，除此之外，几乎
没有其他爱好。

父亲出生在农村，十几岁时，犁耙耕
耖、播种插秧就已经无所不能。1958年左
右，父亲曾做过一段时间的支农工作队员，
有一次，父亲在田头检查工作时，发现一个
年轻人在耕田时，牛在原地打圈圈，就是不
听使唤。父亲一看就知道这个年轻人是个
刚学耕田的新手，他二话不说，卷起裤腿就
下了田：唤牛扬鞭，提犁翻地，一招一式，出
类拔萃。这一次的耕田示范，使他在十里

八乡的乡亲们那里，获得了“老把式”的称
呼。

父亲退休时，姐姐已出嫁，我和妹妹也
有了工作，家里的承包田基本都由他一个
人打理。记得有一次家里种小麦，妈妈喊
我的一个表弟过来帮忙，太阳落山好一会
儿了，父亲还不提收工。表弟说：“姑夫，天
晚了，咱明天早上再来种吧！”父亲说：“今
日事今日毕，干嘛要留到明天再来做？”表
弟只好硬着头皮，饿着肚皮陪着父亲干完
活才回家。如今，每提及此事，表弟仍耿耿
于怀。

在我的记忆中，好像从没听到过父亲
表扬夸奖过我们姐弟。我记得在6岁那年
大年初一的时候，人们都沉浸在贺年放鞭
炮的喜悦之中，父亲却带上我到离家七八
里的山上挖柴根。他挖我拣，回家时，他整
了一根木条，一头一个柴根，要我跟在他后
面挑着回家。引来邻居们对他的一片骂

声。现在想来，父亲一生勤劳，对儿女们严
要求。

父亲教书三十余载，宋畈双溪口、桐
村，狮子口占家山、孔家弄、渣濑湾、塘底等
地都留下过他教书的足迹。母亲生前说
过：“许多人要把孩子留在家里干活，不让
孩子读书，每到新学期开学时节，你父亲不
仅要搭上工资，还总是动员这个，又走掉那
个，家里缺劳力、没钱交学费、要带弟弟妹
妹，各种五花八门的理由应有尽有。”学生
走了再去叫，掏钱替学生垫学费，父亲的执
念，就是不让一个学龄儿童失去学习的机
会。一次，父亲发现了一个13岁还没上学
的儿童，他上门动员了几次，其父说孩子已
是个劳动力，与一年级在一起读书会被人
笑话，坚决不让孩子上学。最后，父亲只好
答应其父，让这名儿童直接读三年级，一二
年级的课程，由父亲利用业余时间辅导补
上，这才让这名儿童顺利地上了学。

可能是父亲的勤劳、俭朴，相当长一段
时间，他被县文教局抽调去做系统内的基
建工作。特岭中心小学、麦坞小学、孔家弄
小学、占家山小学、老常山二小、县进修学
校等，都是他手上建设的。他常以此为傲，
得意自己建了这么多学校，且帐目一清二
楚。他做基建工作，自己装卸车，半个月不
回家。上山选购木材、走路沿河道找河沙、
发现建筑质量不符合自己动手就耙，这些
在一般人看来有点奇葩的事，在他身上却
是家常便饭。

俭朴使人淡雅，清廉阔人心胸，劳动是
世界上一切美好事物的源泉。勤劳而淡
泊、正直而高洁，在一个集老农、教书匠不
同身份于一体的父亲身上展现得淋漓尽
致，也深深影响着我们晚辈。作为儿子，我
衷心地祝愿父亲福寿康宁！

南丰后人

[往事钩沉]

就好一口豆腐脑就好一口豆腐脑

清晨，小城的烟火味渐渐氤氲起来，
原来是大街小巷的早点铺开张了——从
西门到东门，从城南小区到城北老街。
单看城北的客运中心站，自从诞生的那
一年开始，周围一下子冒出了几十家小
吃店。

我曾经好多年在小城的西门定居。
我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就是喜欢吃豆腐
脑。多年来，自己的小家庭一般是不会
去做豆腐脑的。早晨起来，细嫩柔滑的
豆腐脑在头脑中打转，舌尖也开始蠕动，
脚步就像装了导航器，三步两步就到了
西门街。走到“球川小炒”店门口，“老板
给我来一碗咸豆浆，再来两个大饼。”“老
板，给我来一碗豆腐花（小城人把‘豆腐
脑’通俗称为‘豆腐花’），等下再给我打
包两碗带走。”此起彼伏的声音不绝于
耳。

我走进店里，在靠近自来水池边找
一个位置坐下。然后要来一碗豆腐脑，
再点几只生煎包或小笼包或什么的。我
暗暗地提醒自己：如果这家店豆腐脑卖
完了，可以站起来走出去换一家。

我知道，出小店门往北，然后再往老
街东行几百米，就到了县城横大街，那里
也有“球川生煎包”，那里也有豆腐脑供
应。后来与老板熟络之后，我问道：“你
店里的品种怎么和西门球川店的味道品
种差不多？”他笑着说：“那是我亲弟弟开
的。”

我对豆腐脑情有独钟，源于小时候
母亲做豆腐脑的记忆。

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那时大家的
生活一般般，菜肴中有豆腐算是奢侈的
了。老家离集镇三四里路，集镇上每隔

五天有一个墟日，到集市上买两块豆腐
几乎是农家的不二选择。说实话，那时
集镇上有没有豆腐脑供应，我到现在也
没有印象，因为没吃过。

直到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后，家里的生活才如“芝麻开花节节
高”。那年秋天，勤劳朴实的父母终于置
办起了一副石磨，母亲便开始做豆腐
了。先是将浸泡一宿的黄豆放到大磨盘
上去磨。我顶多拿着漏勺把胖乎乎的豆
子捞出来，添加到上层磨盘的小洞中，因
为拉石磨是一项体力活。经过几个小时
的合作，磨出一大木盆的豆浆汁。再经
过滤、煮沸、点浆……当屋子里飘出阵阵
豆香时,母亲把调制好的石膏水均匀地
撒进豆浆锅里。然后，轻轻的顺着一个
方向搅匀，盖上锅盖，闷上一会，就成了
豆腐脑。

这个时候，母亲到锅里舀出一碗豆
腐脑给我，加点酱油、葱花和辣椒末，等
不及豆腐脑冷却，我悉悉索索穿肠过，真
是惬意极了。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人
间竟然有这么好吃的美食！

从此，只要家里做豆腐，我第一时间
就会盛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来吃。
每到外地出差或旅游，早餐首选的是豆
腐脑。有时候一个早上要吃上两碗，即
使没有调料，不加甜咸，豆腐脑也是味美
如初，嫰如乳汁，入口即化，回味无穷。

记得2019年春到四川疗养，那天晚
上，我和几个同事在峨眉山市的街道上
游走。突然，看到远处“搅三搅”的店名
特别有意思。待我们走近时，豆腐脑
——“峨眉美食·百年传承”的霓虹灯发
光字更是吸引了我们。走进古色古香的

传统建筑里，仿佛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这里果然是一家主打豆腐脑的小吃店。
峨眉豆腐脑、牛华豆腐脑、杨湾豆腐脑
苏稽豆腐脑、犍为豆腐脑……不一而
足。甜酸咸由顾客自己加料，大家各取
所需地吃了一大碗豆腐脑后，还想再坐
一会。恰如乐山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
俚语：“今天天气真的好，出接吃碗豆腐
脑。”道尽了国人对于豆腐脑的热爱。

一年前，我家搬到了县城桑园新小
区。早晨想吃豆腐脑，只要穿过文峰路，
往柚香城农贸市场边上走几步，就到了

“田园豆浆”的小店。说它是小店一点不
假，店面只有10多平方，屋里摆上两张
小方桌也显得逼仄。正因为小店的豆腐
脑出了名，早晨常常见到在小店门口挤
满了馋嘴的食客。挨不到座位的，就在
门口等，或者熙熙攘攘地打包回家。好
在小店的“豆腐西施”手脚麻利，舀豆腐
脑、添加调料、打包结账，动作干净利落。

假如在“田园豆浆”等得不耐烦了，
你可以再往前几十米，向东面转个弯，就
到了“红旗豆花店”，这里也有豆腐脑等
着你。这家老店该有几十年了吧，店里
有小城人喜爱的许多特色小吃。我以
为，店主是善解人意的，尤其是把准了小
城人的嗜好，不然，怎么把店名冠以“豆
花”呢？

一碗恒久不变的豆腐脑，蕴含的不
仅仅是记忆，还有那浓浓的市井味道，更
有小城人的情怀。今后，如果某个晚上，
老婆问我明天早上准备吃什么，我张口
就来：“明天早上吃豆腐花去。”

[灯下漫笔]

周元良

赵鼎墓赵鼎墓

山水相扶环，忠魂枕翠峦。

可怜无限意，化作石门烟。

编者按：今年，我县全力创建中

华诗词之乡，众多诗词爱好者积极

创作，用作品为创建工作浓厚氛围，

抒发心中的情感。本报对部分优秀

作品予以分期转登，以飨读者。

刘大伟

诗海淘金志趣投，寻山问水任遨游。

填词一阕深更累，改字三番对仗酬，

写罢新篇情未尽，吟成古韵绪遐悠。

门庭福泽祥光耀，翰墨随挥盛世讴。

七律七律··诗兴诗兴

赵木兰

咏油茶花咏油茶花

黄心素瓣沐冬阳，偏向峰峦播异香。

紫蝶游峰绕芳蕊，晓风晨露育琼浆。

移来银色漫山野，压尽百花傲冷霜。

为教千村春早艳，饮冰餐雪又何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