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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冬的第一场雪花飘落之时，我收到一
份意外之喜。

一个很大的纸箱子，沉甸甸的，打开一
看，竟然是一套《金庸作品全集》。这一套全
集，虽非精装本，却也价格不菲。捧在手中，
一丝丝喜悦如涟漪般自心湖之底层层泛开。

“真没想到……很贵吧？也不跟我说一
声就买下来了。”

老公微微笑着：“你喜欢就好。有了它，
这个冬天就不冷了。”

可不是吗？回想刚结婚那两年，我们在
远离市区的项目部旁边租房子住，窄窄旧
屋，寥寥几件家具，为了节省开支，没有安装
空调，冬天仅靠一只小小的电暖器取暖，电
脑、网线自然也是没有的，好在项目部有个
图书室可以借阅，寒冬腊月，我爱借金庸先
生的书来看，只因他的书，在我看来，别有一
份独特的热闹劲儿，可抵冬夜漫长。恰好老
公与我所见略同，于是那些年的冬夜里，吃
了饭早早上床，在台灯下并肩捧读《射雕英
雄传》《倚天屠龙记》《鹿鼎记》《白马啸西
风》……便成为忙碌一天后的最大乐趣。古
人说，冬天不是读书天；愚以为，适合冬天读
的书不多。你想啊，冬日本就万物萧条，冬
夜更是凄寒肃杀，极易令人生出悲凉消沉之
感，这个时候再读伤情诉苦之书，不是忧上
加忧么？这个时候正适合读些热热闹闹的
书、花团锦簇的文，让人精神上感到温暖、愉
悦、明亮、振奋。金庸先生的书正好符合这
一特点。

那些在偏远项目部度过的寒冷冬天，结
束一天的工作后，从图书室借了书，再从附
近小街上买了当地特产的五香花生米和江
米酒，回去后泡上一壶茉莉花茶，搁在电暖
器旁煨着，不多时，小屋里酒香四溢、茶香袅
袅，金黄的五香花生米在灯光下泛着诱人的
光泽。我与老公捧卷在手，看到兴头上，将
书一放，高谈阔论，对酌一番，倦了也舍不得

睡去，啜几口茶提神。有几次通宵读书，窗
外大雪纷飞，雪片子打得窗棂簌簌作响，天
地间如搓绵扯絮一般。我与老公谈起金庸
先生笔下与雪有关的名场面：《神雕侠侣》，
杨过雪中大战铁掌水上漂；《笑傲江湖》，令
狐冲、岳灵珊风雪思过崖；《雪山飞狐》，胡斐
冰山雪岭间大战苗人凤；《射雕英雄传》，丘
处机风雪中显神威；《天龙八部》，萧峰雪中
斗猛虎；《飞狐外传》，苗人凤雪中救美……
漫天大雪中，各路英雄豪杰纷纷登场，萧峰
的豪气干云，杨过的狂傲不羁，韦小宝的机
智多变，苗人凤的拔刀相助，胡斐的艰难抉
择，欧阳锋、洪七公的惺惺相惜……兵刃相
交、寒光闪闪、雪花飞舞、寒风呼啸，英雄美
人，为刀光剑影、恩怨情仇的铁血江湖平添
了一抹柔情与浪漫。

不知不觉中，东方破晓，清辉临窗，推开
窗户，清冽冷风扑面而来，顿觉眼前一明、精
神一振，天地间琼楼玉宇、银装素裹，宛若琉
璃世界，美不胜收。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历史文化内涵丰
厚，人物形象鲜明突出，故事情节曲折动人，
值得反复品读，其中各类人物的爱情故事更
是千姿百态、荡气回肠，令人着迷。我与老
公时常为“令狐冲究竟更爱岳灵珊还是任盈
盈”、“胡斐为什么不爱对他一往情深的程灵
素”、“杨康与穆念慈算是一双佳偶吗”、“郭
靖与黄蓉、杨过与小龙女、张无忌与赵敏，谁
的爱情更动人”之类的问题争论不休、各抒
己见。唯有一段爱情，我二人一致认为是金
庸笔下最为刻骨铭心的，那便是张三丰对郭
襄跨越百年的暗恋。风陵渡口，郭襄一见杨
过误终身；少室山下，张三丰一见郭襄空等
百年。二人都是用情至深且专一之人，这场
爱恋亦格外凄美圣洁。

岁月流逝，对金庸武侠小说的喜爱不减
当年，冬夜读金庸仍是生活中的一大乐趣。
寒夜漫漫，有你在手，孤灯陋室亦热闹生辉。

电视剧《繁花》热播，连带宝总所吃的泡
饭也出了名。配泡饭的最佳搭档就是酱菜
和腐乳，腐乳因其鲜香味美而略胜一筹。

以前，人们的早餐以泡饭为主，大饼油
条糍饭不是天天吃得起的。

那时候，粮食不仅定量供应，还要搭配
品种供应。大约三分之二是籼米，三分之
一是粳米。泡饭是用隔夜的籼米饭加水烧
成的。大米粥则是用粳米直接加水熬制而
成。因为籼米粗糙，粳米软糯，所以用粳
米做成的大米粥特别粘稠绵软。不管是泡
饭，还是大米粥，只要能搭上腐乳，那就
是绝配。有时候父母也会从单位食堂买回
来馒头。把腐乳涂在馒头上，就好比西方
人在面包上涂抹黄油奶酪一样，别有一番
风味。

外婆以前在粮油店工作，每天上班后，
先把泡饭烧好，然后再把腐乳从坛子里拿出
来，准备等会儿售卖给顾客。以前腐乳很少
有瓶装，也没有袋装，都是居民自己拿着小
碗去粮油店零买。当腐乳从瓦罐里全部取
出后，刚才烧好的泡饭也凉的差不多了。只
见她吃一口泡饭，嗦一下沾满腐乳汁的手
指，等泡饭吃完，手指也被吮吸干净了。腐
乳作为下饭神器，由此可见一斑。

腐乳全国各地都有，依据产品颜色，一
般分为红方、白方和青方。我们小时候吃的
主要就是红腐乳，腐乳外的红色，就是红曲
米发酵而成。从前的红腐乳都是大块的，先
把腐乳夹小，撒上些许白糖，再倒上几滴香
油，味道就更鲜美了。

改革开放后，市场上各种产品丰富了，
吃惯了红腐乳，看到白腐乳，很是新鲜。从
块头上看，白腐乳变小了，质地也更加细滑
松软，口味变多了，辣腐乳吃起来更爽口、更

下饭。当我打开一瓶桂林白腐乳时，见到了
腐乳上面直接放了香叶、桂皮、八角等香料，
吃起来五香味十足，桂林五香腐乳果然名不
虚传。

遗憾的是，青方，也就是臭腐乳我至今
没尝过。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有次去菜市
场买菜。离着很远，就看到前面围着许多
人。我还以为卖什么好东西，哪知道，人还
未走近，一股臭味扑鼻而来。原来，这个外
地摊贩今天第一次到这里来卖臭腐乳，哪知
道发生了顾客抢购的场面。

腐乳也能做菜，比较有名的就是腐乳空
心菜、腐乳白菜等，我家以前经常做的则是
腐乳豆腐羹。上海比较家常的是荠菜肉丝
豆腐羹，可冬天没有荠菜，肉丝也是凭票供
应，很少上桌。父亲就把吃剩的腐乳连同
汁，倒入豆腐羹中。在西北风劲吹的大冬
天，吃上这样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羹，暖身、
实惠，又美味。

腐乳肉则比较有名，许多地方都有。上
海的一些饭店、熟食店、面馆等都有它的“身
影”，经常需要排队购买，有些老饕几天不吃
腐乳肉，就会“相思绵绵”。一次去面馆吃
面，排在前面几位都点了腐乳肉。排在我前
面的一位外地食客问老板，你们点餐怎么要
报代号呀？老板被他问的莫名其妙，什么代
号呀？外地客说，怎么前面几位都要“456”，

“456”是什么东西呀？老板先是一愣，然后
如梦初醒，什么“456”，是腐乳肉。因为腐乳
肉用上海话说，跟 456 有点近似，这才造成
外地客的误会。

小小腐乳，价格便宜，美味下饭，营养丰
富，被美食家称为“东方奶酪”。期待借着宝
总的这碗泡饭，能让腐乳飘香万里，受到更
多食客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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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雪花的笑容。只是，这笑容
那么羞涩，那么节制。一星半
点的雪花，孤单地在空中飘舞
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
得无影无踪。我以为女儿一
定会失望，因为她盼雪盼了太
久了，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

“妈妈，快看！”
“看什么？”
“雪花！”
女儿仰着的小脸，被风吹

着，像只通红的小苹果。我顺
着她有着小肉窝的手望过去，
是一根光秃秃的树枝，那上
面，竟真的落着几粒雪花。

“妈妈，我们养一片雪花
吧！”我一时愣住，几乎不能置
信：“你打算怎么养呢？”女儿
歪着头想了想，突然脸上浮起
一层神秘的笑容：“我有办
法！”

我跟在女儿身后，看她回
房翻出了去年六一儿童节送
她的显微镜套装，取出玻璃皿
和小镊子，又跑到那根树枝
前，踮着脚，憋着气，小心地夹
起那几粒雪花放在玻璃皿中，
然后跑进厨房，拉开冰箱门，
把玻璃皿放进冰冻那一层。

整套动作一气呵成，我从
来没见女儿这么迅速过。

“我的雪花养在冰箱了。”
女儿长吁一口气。

我笑了。小可爱，你确实
养了一片雪花。

忽然，女儿又跑进房间，
这次，她拿出了放大镜。女儿
回到冰箱旁，小心地打开了一
条缝，她拿着放大镜的小肉
手，使劲地往玻璃皿前凑。女
儿抿着嘴、吸着鼻。我猜，她
是怕脆弱的雪花被呼出的热
气吓跑吧。

于是，我安静地坐在女儿
的旁边，她看着雪花，我看着
她。平常话多好动的小女孩，
这时像被震慑住了似的，流露
出前所未有的专注。

不知过了多久，女儿小心
翼翼地关上了冰箱门。“妈妈，
这些雪花的形状都不一样！
一颗是亮闪闪的六角星；一颗
是六角形的粉笔，有两头是平
的，剩下的是被老师写过的；
一颗像蒲公英，一点点空气就
能让它去天空跳舞……”女儿
被自己的想象激动着，脸上泛
着兴奋的红晕。

我微笑地看她，她的小脸
蛋，真像一朵小雪花。我把女
儿揽入怀中，似乎揽住了这世
间最绽放、最纯粹的笑容。

即便是零落的雪花，在灿
烂的童心下，也可以从中窥见
世界的非凡和可爱。

养一片雪花
王 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