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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到了岭南，就好像有了自
己独特的节奏。地处岭南的广东，
一年四季鲜花盛开，树木葳蕤。即
便北方大雪纷飞，在广东也还是暑
热难耐。在这里，一切生物都变得
有些不同，连太阳似乎都更加热
烈。为应对这特殊的地理环境，广
东人养成了爱喝汤、喜欢煲汤的习
性，也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汤文化。
这种文化不仅是广东人与自然环境
相适应乃至水乳交融的体现，也蕴
藏着他们一路走来的生命密码。

广东人对汤的执着无人能及，
他们喜欢喝汤就如湖南人喜欢吃辣
一样，是刻在骨子里的。广东人请
客吃饭无论是去餐馆还是上自己
家，肯定会有一煲汤。先上汤，后上
菜，几乎成了广东餐馆约定俗成的
规定。在广东人眼中，如果一顿饭
没有汤，那这顿饭就是不完整的。

来广东数年，让我感触最深刻
的就是广东的女子个个都会煲汤，
无论多稀奇古怪或平平无奇的食

材，只要给她们一个瓦罐，她们就能
煲出一锅美味又营养的汤。她们就
如《哈利·波特》里的魔法师一样拥
有点石成金的魔力，在她们的手中，
再不起眼的食材都能化腐朽为神
奇。她们汤煲里的食材庞大到远远
超出你的想象，天上飞的、地上跑
的、水里游的，只要没毒的动植物，
她们都可以用来煲汤。对一个广东
女人来说，如果不能煲出一手浓香
四溢的老火汤，她们都不好意思说
自己是好妻子、好妈妈。听本地朋
友说，很长一段时间里，广东人将能
否煲出老火靓汤作为衡量女子贤惠
的标准之一。

广东汤，讲究老火，讲究原汁原
味。在我看来老火汤最讲究的地
方，应该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之道，春
祛湿，夏散火，秋润燥，冬进补。广
东人利用中医的传统养生理论，挖
掘食材的滋养功效，开发出别具特
色的煲汤技巧。餐前喝汤，对广东
人来说，不只是一种饮食习惯，更是

一种身心需要，一个广东人如果接
连好几天没汤喝整个人都不得劲，
如果有一碗汤下肚整个人才会舒
坦，仿佛汤里有让人回血的神力。
不得不说广东人是真的喜欢喝汤，
就算没有讲究的老火汤，起码也要
滚个汤，这是广东人最后的倔强
了。如果一个广东人要去外省生
活，他的家人不为其他担心，只为他
喝不到妈妈煲的靓汤而忧心忡忡。

认识好友之前，甚至在她还没
这么有名之前，我就有关注她。她
是名作家，近几年来佳作频现，屡获
大奖。虽与我同城，但平日里甚少
联系。相比于现实生活中的见面，
我们更像是“网友”，虚拟的网络总
给人假象——她在我心中只是“作
家”。直到有次回老家在高铁上遇
到她，她去武汉看刚入学不久的儿
子。看着她大包小包的，我好奇地
问：“都带了些什么宝贝给儿子？”好
友莞尔一笑，拍拍鼓鼓的包告诉我
有电饭煲，有新鲜宰杀的土鸡还有

药材。看我一脸的不可置信，好友
说前几天儿子在电话里说想喝妈妈
煲的汤，于是她决定带着这些食材
去酒店给儿子煲汤。一路上，好友
热烈地和我分享着各种煲汤的秘
诀，以及各种靓汤的疗效。这是我
第一次体会到好友贤淑、居家的一
面，也正是这次交谈，让我对她的了
解不再停留在“作家”这个表象上，
而是把我们之间的交流变成了有生
活气息、有温度的交流，我们之间的
交情也在这一刻生根发芽。

每个广东妈妈都会有去学校
给小孩送汤的经历，如果没有，她
们会觉得很愧疚。广东妈妈可能
很少对小孩说“我爱你”，但她们一
定会花上半天的时间买菜，变着花
样煲汤给小孩送到学校去。虽在
广东多年，但我的煲汤技艺始终不
尽如人意。住校的女儿每次回家
总和我说哪位同学的妈妈去学校
送了汤，哪位同学妈妈煲的汤好好
喝，对她暗戳戳的小心思我总装聋

作哑。女儿高三那年，因学习压力
大，情绪不太好。为了安抚她，我
决定去给她送汤，想着借此机会去
学校和她说说话、聊聊天，纾解她
的压力。于是，每周三早上我便早
早起床，去市场买上新鲜的骨头、
山药、玉米和红萝卜。当看到我和
先生提着汤出现在学校时，女儿的
开心溢于言表，陪她吃饭的短短的
一个小时里，她不停地和我们说着
话，说话间，汤和菜也被她一扫而
光。慢慢地，女儿的情绪从惶然无
措恢复到过去的积极乐观，但每周
三去学校送汤似乎成了我家的保
留节目，直至女儿高三毕业，我们
的送汤任务才宣告结束。

后来女儿考去外地上大学，电
话里告诉我：好怀念妈妈煲的汤。
我想她怀念的不但是妈妈煲的汤，
还有那段难忘的时光。汤在女儿的
记忆里，不只是飘散于空气中厚实
而暖和的香气，更多的是一种家的
味道。

陈海权

于一朵云里参禅，会是怎样的
心境呢？这是我在阅读《抬头看
云》时，心中涌动的思绪和遐想。

2024年7月2日，江门市作协
会员王同举先生的这篇佳作在报
纸上刊发，带我们进行了一次心灵
的旅程，抵达了那片只有云朵与天
空交织的纯净之境。

每当仰望苍穹，瞥见那朵朵白
云，我总会想到那“天高云淡，望断
南飞雁”的壮阔，或是“白云千载空
悠悠”的苍茫。在这篇文章中，

“云”不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匆匆
一瞥的过客，它拥有了生命和灵
魂，化作了天地间最动人的诗篇。

当“抬头看云”的那一刻，时间
仿佛停滞，万物皆归于静谧，让人
仿佛置身于一间禅房之中，四周只
有那飘逸的云朵和仰望者，悄然进
行着心灵的对话。这云，既是自然
的馈赠，又是作者内心深处最真挚
的映照。

在作者的眼里，云是变化无常
的：“一会儿变成高大的柴垛，一会
儿变成连绵起伏的山峰，一会儿变
成一头蜷伏着的狮子，一会儿幻化
出一只奔跑着的小狗。”这样生动
的描绘，让我仿佛身临其境，感受
到了云朵瞬息万变的魅力。云的
变幻，恰如人生中的起伏跌宕，既

有平静如水的柔和，也有波澜壮阔
的激昂。

人到中年，云的自由与超脱，
更是作者所追求的一种精神境
界。那些云朵在天空中自由翱翔，
这种自由不仅仅是自然之美，更显
露在心灵上的无拘无束。在生活
中，我们往往被各种琐事困扰，心
灵受到了束缚。然而，一朵云的出
现，宛如一剂良药，提醒我们，即使
是在繁忙的生活中，也要像云一
样，保持一颗自由的心，不被世俗
的纷扰所牵绊，去追求真正的自
我。

此外，作者巧妙地运用了古诗
词的元素，为云赋予了更加丰富的
文化底蕴。无论是唐代王维的“行
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还是宋代

陈与义的“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
云与我俱东”，都呈现出了人生中
的闲适与从容，让读者在领略云朵
之美的同时，也深刻感受到了中国
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澹泊明志，宁静致远，这是《抬
头看云》带来的启示，其中散发开
来的诗意与哲理，让我在喧嚣的尘
世间找到了一处静谧的角落，它让
我在一朵云里参悟禅意，领略了生
命的宁静与深远。

“闲暇时，不妨抬起头，看一看
天上的云”，或许你会发现，每一朵
云都是一个独特的世界，每一个瞬
间都蕴含着深深的禅意。让我们
在云的陪伴下，感悟生命的美好与
深邃，追寻内心的平静与自由。

黄昏
我站在窗前
晚霞映红了我的窗帘
徐徐拉开窗帘
眼前的一幕亮了
东湖远处橘红色的晚霞
映红了天际 城市 山峦
相互辉映交织着
宛如一片红色的海洋

湖边的亭台楼阁
在晚霞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古朴典雅
诉说着岁月的静谧与悠长
湖畔的高楼大厦
渐次亮起灯光
倒映在湖水里
晚霞与高楼大厦的倒影
在湖中交相辉映
呈现出一座霓虹般的现代水下新城

五彩斑斓的水波摇曳着
湖边散步的市民 游客
驻足观赏或拍照留念
尽情享受这片刻的宁静与美好
天空的晚霞在飘移
不一会儿露出了银色的月牙
我又慢慢拉拢窗帘
合上双眸
寻找内心深处的那份净土

暑尽秋渐浓
张天成

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当
燥热逐渐退却，蝉鸣变得稀疏，风
里有了凉意，处暑，就这样携着新
秋悄然而至。

处暑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
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
气。处，有终止之意，处暑，即为出
暑。处暑一到，也就意味着炎夏即
将结束，凉爽的秋天款款而来。

处暑至，最先感受到秋意的
便是风。清晨，走在乡间小路上，
轻柔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驱散
了夏日的闷热与潮湿。处暑时节
的风，温和而内敛，没了夏风的炽
热与张扬，也不似深秋的风那般
凛冽与凄凉。在风的感召下，阳
光开始变得柔和，那如琥珀般的
光晕，洒在微微泛黄的树叶上，整
个世界都显得宁静了。天气一
凉，庄稼便开始拼命积蓄力量，为
金秋敲响收获的钟声。玉米顶端
的花穗在微风中摆动起舞，大片
的稻穗随风起伏，宛如初秋的油
画。到了夜晚，凉风习习，皎洁的
月光下，阵阵虫鸣将夜衬托得更
加宁静。处暑到，小院的葡萄熟
了，紫色的葡萄如串串风铃在晚
风里摇曳，氤氲出淡淡的香气。
母亲将蒲扇、凉席等度夏之物收
好，向夏天正式作别。静坐在院
中，风拂过脸庞，惬意而舒适，那
些夏天留下的遗憾，仿佛顷刻间
都被温柔的秋风化解。

处暑后的天空，云是最灵动的
画笔，为秋意增添了极致的浪漫。

“七月八月看巧云”，处暑后，天上
的云也显得疏淡自如。抬头看云，
才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天高云
淡”。轻盈飘逸的云，像是被大自
然精心雕琢过一样，高高挂在天
边，形态各异，变幻无穷。有的如
薄纱般轻柔，丝丝缕缕飘荡着，仿
佛随时都会被微风扯断；有的像棉
花糖一样蓬松，一团一团簇拥在一
起，让人忍不住想伸手抓一把。傍
晚时分，夕阳的余晖为云披上了一
层绚丽的彩衣，描绘出一幅如梦如
幻的画卷。处暑的云，用自己的姿
态和色彩，演绎着季节的更替，也
抚慰着心灵，让人多了一份云淡风
轻的洒脱与豁达。

处暑的第一场雨，写满了浅
秋的清愁。“一场秋雨一场凉”，此
时的雨，给夏天降了温，也拉开了
秋的序幕。淅淅沥沥、滴滴答答
的雨，少了夏天的热烈和奔放，多
了一份温婉与柔情。雨滴轻轻敲
打着玻璃窗，留下一道道蜿蜒的
水痕。推开窗，空气中弥漫着湿
润的泥土气息，那是初秋特有的
味道。雨落在地里，激起一圈圈
细微的涟漪。那微黄的叶片，经
过雨水的洗礼，清新而富有诗
意。偶有片片落叶随着雨水飘
落，让人不禁想起宋代词人朱淑
真的那句“雨后风凉暑气收，庭梧
叶叶报初秋”。远处的山峦浸没
在朦胧之中，如一幅水墨画卷，静
谧美好。坐在窗边，沏一壶清茶，
静静听雨，尘世的繁杂琐碎全都
被冲散了。处暑的雨，洗去了满
天的尘埃，还天空明净如画，还树
木明艳可爱，平添了一份潇潇暮
雨洗清秋的意蕴。这雨，是季节
交替的信使，在雨声中，我仿佛听
到了时光的脚步声，正轻轻地，一
步一步地迈向更深远的季节。

站在处暑的节点，一个转身夏
天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秋天便成
了风景。希望这个秋天，秋风不
燥，岁月静好，一切美好如期而至。

初中时的
小菜摊

王纪金

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乡村学
校读初中，学校距我家不远，大概3
里路。学校里有9个班，有些学生距
家较远，必须寄宿学校。

我是走读生，有时也会到学校吃
饭，所以每个学期，我都会到学校食
堂换30斤饭票。1斤米加上1斤干
柴，可换1斤饭票。

放学铃声响起，在学校吃饭的同
学就会拿起铝饭盒，箭一般冲向食
堂，一边跑一边用勺子敲打饭盒，很
是热闹。那时，食堂只对学生提供米
饭，不提供菜。学生们打了饭以后，
就端着饭盒回寝室，吃从家里带来的
小菜。住宿生每周6天住校，带的菜
很多，都用玻璃瓶装着。他们首先将
带来的蔬菜吃完，以免馊掉；然后再
吃梅干菜、油炸豆豉、油炸小鱼干之
类的菜。那时大家都不富裕，肉菜是
很少的，即使是做小鱼干的鱼儿，也
是自己下河抓的。偶尔，我会去寝室
蹭同学的小菜吃。

临近饭点，校园里就会出现两三
个卖菜的小摊。那时学校是没有围
墙的，好几条路伸进学校来。附近村
民挑着现做的菜来到学校，他们用两
条长凳支起一块大木板，然后把一盆
盆的菜摆放在木板上，装菜的盆大小
不一。每个摊菜品不多，五六种，大
多是时令蔬菜，最好的菜是大蒜炒肉
片，肉片极少，因为是卖给学生，定价
很便宜，便只能这样，但这道菜的汤
汁很美味，简直是下饭神器。

住宿生虽然带了小菜，但也经常
到菜摊上买菜吃，毕竟可以吃到新鲜
热菜。特别是每周的最后两天，自带
的菜几乎吃完，就只能到菜摊上买菜
吃。我不在学校住宿，不带菜到学校
来，打好饭后，就去小菜摊。我记忆
最深的一道菜是烂面，这道菜每个摊
位都有。烂面的做法简单，将薄薄的
馄饨皮切成小四方形，放在水里煮，
加入葱姜蒜末，淋上香油，一毛钱一
勺，便宜又好吃。有时，我不想吃米
饭，就直接买烂面吃，两毛钱两勺，几
乎可装满铝饭盒。

几个摊主都很和善，遇上我们没
带钱，还会赊菜给我们吃。有个摊主
是我同学的母亲，说她家要在她收摊
之后才吃饭。我问为什么，她说卖剩
下的菜正好给家人吃，以免浪费。从
她的话中，我也明白了，卖给我们的
每一份菜都是新鲜做的。

这两三个小菜摊，充满了烟火温
情，为学生的成长补充了必要的营
养，也成了我读书生涯中一道美丽的
风景线，一份弥足珍贵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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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季话语季话语爱喝汤的广东人 刘红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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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朵云里参禅 ──读王同举《抬头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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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光万丈》乐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