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5责编：唐楠 版式：李双玲 校对：张文2022年4月6日 舜耕园

本版投稿邮箱:hhzbzhfk@sina.com 请在来稿后附上：通讯地址以及本人银行卡相关信息（卡号、开户行）

今年春，小城爆发新冠疫情。响
应政府的号召，我开始居家抗疫。在
很多人看来，居家抗疫很无聊、憋闷，
而我，却把居家的日子调理得活色生
香，精彩纷呈！

读书。我家中藏书颇丰！平时
因工作繁忙、应酬较多，无暇展卷细
读。现在好了，可以静下心来读那些
藏书了！《一本书读完历代趣闻轶事》

《品茶赋》《少数民族的风情》《野性亚
马逊》《人如青苇》《游遍陕西》《寻访
中国古村镇》……无丝竹之乱耳，无
案牍之劳形，在这样的环境里，两三
个小时之内就能读完一本书。哎呀，
一口气读完一本书的感觉太爽了！
而且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一个
人在房间里静静读书的心境，也使读
书的收获更加厚重！不但书中的内
容悉数入脑，而且还能生发出许许多
多书本以外的联想和思考。薄薄的
一本书，让我读成了厚厚的人生路！

写作。我平时有一个习惯，一旦
灵感骤至，便马上在手机的备忘录里
记下文章的标题或者文章的梗概，待

“有闲时”再写成文章。现在“有闲
时”来了！我打开手机里的备忘录，
开始把过去的“存粮”一一倒出来，慢
慢把它们变成种子，播在稿纸上。由
于心无旁骛，文章像作物一样，一茬
接着一茬，而且每篇都是“长势茁
壮”！

写作不仅让我忘掉了身在何方，
而且使自己的思想、身体完全游弋于

自己的文字之中，那种物我两忘、凌
空翱翔的感觉真的很舒爽！

健身。我平时有早晚遛弯的习
惯，如今，我把客厅、厨房、卧室、踏步
机当成了“健身室”，每天在家跑步、
散步做健身操。不要小看了每天的
这么折腾，它使我保持了旺盛的精力
投入居家生活，同时也使我能够顺利
进入梦乡，保证了充足的睡眠。

听书。吃过午饭略作半个小时
的午休，便开始了下午的生活内容：
听书。我在手机上下载了“喜马拉雅
听书”软件，手机上原有的“学习强
国”和“喜马拉雅听书”让我受益匪
浅：在下午的两个小时内，我收听国
内外新闻、历史故事、军事故事、评
书、相声、戏曲等。这些节目，在充实
头脑、增长知识、开阔眼界的同时，也
减轻了精神压力，培植了旺盛的精力
和敏锐的思考。尤其是“学习强国”
平台上的红色经典影视作品，不但让
我重温了党史，接受了红色教育，而
且还让我增添了戮力前行的底气和
勇气！

都说居家抗疫枯燥乏味，我认为
只要我们心中想着大局，那么再审视
眼前的居家生活，就不觉得“憋闷”
了！我们既然做不到像“大白”一样
奔波在抗疫前线，那我们最起码能做
到不给国家和社会添乱！——居家，
本身就是一种支持抗疫、参与疫情防
控的行为！只要胸中有家国，居家抗
疫也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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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起来去医院，因为疫情，看
医生的时间推迟了一周。拐进熟悉
的街，如果看不成病，不进公园，顺道
看看春日的花和景也不错。

看花之前，我有点小激动。许多
年前，我们高中校园移植了几株梅
花。那是我第一次看梅花，第一次闻
到梅花的香味。嗅觉是有记忆的，我
曾经到处闻梅花，闻不到曾经的香
味，总是差那么一点点。

墙那边的花，我按形状颜色挨个
闻，然后，我的眼泪出来了，我闻到了
那种香味。不差分毫，就是那种冷冷
的、幽幽的，岁月深处传来的，让人无
限欢喜又无限惆怅的醉人香味，这香
味万花筒一般再现了我的青春，再现
了往日时光。只有梅花解我狂啊，只
有这香味让我落了泪。

看过了明媚的春花，我回到现
实。儿子这几天给我定了义：您干啥
都是抠搜儿的。抠搜的？初闻此话，
不知该如何表情。我不大方吗？我
一直以为自己豪爽的呢，若有个别抠
搜行为，那是我惜物好吗？

指责是有原因的，儿子嫌我不会
做饭，做不出他要想的麻辣鲜香。今
天我要大显身手。买了春笋、香椿、
马兰头，这是朋友圈里常出现的菜，
又买了芦蒿、茭白、豌豆尖儿，菟丝子
一样的芽菜看着就很乡野。家有腊
肉、香干、嫩蚕豆。打开app，认真研
究菜谱，我在厨房里忙活俩小时。这
俩小时，先生悠然地坐着看电视，几
次上来帮忙，我都让他歇着去——就
让你幸福地等着吃。

当晚，儿子埋头吃饭，抠搜儿妈
妈终于大方一回，做出一桌春宴。吃
一口马兰头，全家都笑，这不是蒿菜
杆的味道吗？再吃一口芦蒿，和空心
菜差不多吗？说说笑笑，一桌春宴在
一个春夜，光了盘。

每年春天，我都会想起郁达夫
《春风沉醉的夜晚》，不为内容，只为
名字。这几天因为疫情，春天好似被
隔绝在窗外。但春天一定是要用心
去寻找的，否则一转眼，春就不见。

一位教师朋友写道：太阳每天都
是新的，疫情、空难、战争……哪有什
么岁月静好，唯有务实本分，不懈努
力。

一位文艺工作者写道：在每天太
阳升起的时候，原谅生活中一切刁
难。这世界我们只来一次，那么，多
些热爱吧。

凡此过往，皆为序章，所历种种，
都是美好。春天啊，每时每刻值千
金。

在一个春夜在一个春夜
做一桌春宴做一桌春宴

小面

她结婚嫁到了外地，父亲一人在
老家生活，姐姐离得近，回家的次数
多一些。她开店做买卖，一年回家两
次就不错了。

冬日，她的店新上了粥品，每天
早上六点在店门口摆摊卖粥，凌晨
三点就起床熬粥，赶上雨雪天气，
配送员忙不过来，她和丈夫还要亲
自给顾客送餐。她把干餐饮发生的
琐碎事儿拍成短视频发在短视频平
台，所拍视频接地气又有正能量，
吸引了不少粉丝，成了本地小有名
气的网红。

一天，她打电话给父亲，本想提
醒父亲有大雪，让父亲记得穿棉袄棉
裤。谁知道这话还没说，父亲便先问
她：“听你姐说，你开始卖粥了，早上
三点就起来，这么辛苦干吗？钱不
够，爸可以给你。”

父亲这句话说得她眼泪下来
了，挂了电话，她跟她姐通电话，嘱咐
她以后别啥话都对父亲说，姐姐回：

“即便我不说，也不能保证咱村里那
些看你短视频的人不跟咱爸说呀，咱
爸耳朵‘长’着呢，总能打听到你的事
情。”

此话不假，当年她去省城读职
业学院时，父亲就常向同学打听她在
外的情况。父亲是老师，懂得孩子心
思，有些不对父母说的话，肯定对同
学朋友讲。

她毕业后到外地打工，父亲又
向她的领导和身边工友打听她的情
况。父亲第一次来她打工的地方看
她，便和她的领导、工友熟络了。父
亲退休后承包了村里的果园，每当果
园里果子成熟了，他便打电话给她的
领导和工友，说要给他们寄些水果尝
尝鲜，顺便问一下女儿的情况。

父亲为人正直，最烦请客送礼
这套，父亲说，送水果不算送礼，这是

支付给人家的“咨询费”。
几年前，她开始拍短视频，还直

播卖货，父亲想打听她更容易了，老
家也有不少人是她的粉丝。

这天，她发了一条短视频，视频
里她骑着电动车顶着风雪给顾客送
粥，大风裹挟着雪花“砸”到脸上，又
疼又冰还睁不开眼。她感慨：“我现
在努力赚钱，就是不希望我的孩子再
受我这样的苦。”

下面一位粉丝留言：你也是父亲
的孩子，他也不希望你受这样的苦
呀！

她回：您这句话把我说流泪了，
以后恶劣天气就不卖粥了。

以前，她拍短视频从来不开美
颜，“熊猫眼”是她的标签，她想把底
层百姓辛苦打拼的真实一面展示出
来，苦中作乐，这样才能展示自己的
乐观和有趣的灵魂。现在她再录短
视频也开始轻微美颜了，“熊猫眼”一

“美”而光；那种“卖惨”的，例如在风
雪中、大雨中骑车送餐的视频再也不
拍了。

父亲患有眼疾，他说，手机只用
来打电话，从来不上网，但她知道这
位粉丝是她的父亲，虽然父亲经常改
网名，但她早给他备注了名字“长耳
朵”。父亲耳朵“长”，她也耳朵“长”，
她在父亲身边也安插了好几个“线
人”，防止父亲和姐姐对她报喜不报
忧。

即便没有“线人”，她也猜到这
位时时刻刻关注她动态，第一时间给
她评论的人，就是她父亲。世界上，
除了他谁会这样关注自己？

母亲去世多年，父亲也未再找
老伴，把退休金攒着，作为她和姐姐
的小金库。养儿知道父母恩，她在为
孩子打拼的同时也该爱一下父亲的
孩子了，好让父亲放心“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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