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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谱♥月下飞天

2分压岁钱

宠物情缘

妈妈上班第一天

老照片♥平贵

之旧物件

相思树♥黄山石

打麻糍

老家♥阿强

志杰是我儿时的玩伴，身板瘦弱，个子
却长得很高，像极了一枚结在秧藤上的扁
豆角。孩提时，我俩尽情地在琴岛的老街
追逐嬉戏，他在玩闹间隙，还不时地向邻居
问好，长辈都夸他懂礼貌。不知从何时起，
大家便亲昵地称呼他为“甜豆”。

“甜豆”的父亲在外供单位上班，常往
家里带一些瓶瓶罐罐，让玩心正浓的小伙
伴们羡慕不已。每次到他家串门，我也很
喜欢看看这个，摸摸那个。有一次，我在他
家书架上见到一只由竹筒精制而成的糖
罐。它器型圆润饱满，上有犀皮纹路的钮
盖，下托红木底盘，松荫临风、顽石山峦等
景致被惟妙惟肖地绘在古意盎然的画片
里，着实让人喜欢。

过了个把月，大人们都在忙着准备迎
新年，我偷偷地溜出家门玩耍，恰巧在老街
的古旧器物店里，看到了同款的罐子，经过
一番讨价还价，最终以两元的高价将它买
下并开心地带回家。1990年除夕夜，在鞭
炮声中，“甜豆”来我家中拜年，他刚一看到
这个巴掌大的物件，便大声质问道：“原来
是你拿了我家的东西，害得我一直找不到
它！”我先是一愣神，赶紧把糖罐抱在怀里，
争辩道：“什么你的！这是我花钱买的
……”不一会儿，我们两个便扭打在一起，
邻居们好不容易才将我俩拉开，他怒气冲
冲地冲出老宅，站在台阶下喋喋不休，言语
里充满浓浓的火药味。就这样，我们这对
老街坊眼里最要好的玩伴，就再也没有说
过话。直到有一天，“甜豆”的邻居告诉我：

“他们一家搬走啦！”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

有见过他。
前阵子，我忙着翻修老宅的墙皮，不知

什么时候，台阶下站着一家三口，那位略微
发福的男子对随行的妻儿说：“眼前的这口
大水缸里，曾经种着一株胳膊粗的葡萄树，
它结的果子特别甜，我曾为了摘一串长在
墙角的葡萄，而被挂在铁门上……”一阵欢
笑过后，他们正准备转身离开，我赶忙摘下
口罩大声说道：“好你个‘甜豆’，都走到家
门口了，也不进来喝杯茶！”他快步迈上台
阶，兴奋地和我握了握手，扯开嗓门对着里
屋大声嚷道：“秋芳姨！‘甜豆’全家来给您

拜年啦！”母亲闻之顿觉一阵惊喜，跑出来
拉着他的手唠起了家常。茶叙过后，母亲
从柜子里取出糖罐交给他，说道：“上一次，
你们还在为它打闹，今天阿姨就把它还给
你吧！”

他儿子惊呼道：“这东西我家也有一
个，是爷爷送给我爸的！”“甜豆”小心翼翼
地接过糖罐，捧在怀里抚摸了许久，诚恳地
对我致歉：“好兄弟，当年是我错怪了你，原
来它真的是被家里人当成废品清掉的
……”沉默片刻，我俩相视一笑，让这场糖
罐争夺战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年前走亲戚，拿了一本挂历，是一天
撕下一页的那种，厚厚的一本。一年的
日子突然不由分说、这么真切地捧在手
心，几分欣喜几分慌乱，似乎可以一眼望
穿，又知道有很多不可预计。

印象中，外婆家每年都有一本这样
的日历。最初是新华字典般大小，顶端
用一条窄薄的软铁片固定着，每页简单
地印着年月日。周一到周五是黑色，周
六是绿色，周日或者节假日是红色。

日历挂在外婆房间门边的墙上，外
婆每天起床走出房门时总要随手撕下昨
天那页。在我眼里，从未参加社会活动
的外婆漫长的一生就这样一页一页地翻
过。

从前，我很爱翻外婆的日历。周一
刚过，手指总是忍不住地翻拨着那两三
页纸，恨不得一下子就到了绿色和红色
的日子。更别提春游秋游、六一或是提
前知道的放假时间，总是早早地将几页
折起，那拱起的地方提醒我，有那么多期
盼和欣喜正在款款而来。当日历越来越
薄的时候，寒假和春节就到了，有新衣服
穿了，有红包可以拿，大人也不管着吃糖
了，心中的喜悦越来越大。

长大后，当我的案头也有一本日历
的时候，我却不能像外婆那样从容不迫，
时常累积了好几张才一并撕下。当然，
日子并没有因为我的怠慢而停滞。

有一阵子，日历做得精美无比，开本
变大，纸张变厚，内容也丰富起来，山水
风光、名人名言、唐诗宋词、科技法律，起
初还兴致勃勃，暗下决心每天记读一点
点。时间久了，也熟视无睹了，反正看了
也记不全，好不容易记住了，隔几天又忘
了。

日历还被印制成笔记本式的，我喜
欢每天三两句，随手记点东西。比如，今
天写了一个通知，打了几个电话；比如孩
子胎动、打针、会坐了、上学了；再比如，
各种童言童语。奇怪的是，越是细小的
事就记得越详细，重大的事项却常常一
句而过。日历刻录了生活的跫音。

仿佛是从市面上的日历骤然减少开
始，抑或是智能手机的兴起，还是人到中
年的慵懒，反正现在的我已经不爱翻阅
日历了。一个又一个数字提醒着已经流
逝的大把时光，那些撕去的日历大部分
如水珠蒸发成云雾，了无痕迹。好在还
有一些惊喜和失落的过往沉淀在回望的
目光里，生长成只有自己知道的美好。
无论如何，那些捧在手心的日历，总是带
着甜蜜，在心底蓄积成无边无际的期盼，
等着我们去开启……

壬寅虎年年底，大女儿出国了，小儿
子回老家了，因工作排班，我暂留厦门。
孤身一人，天马行空，自由自在，我决定
除夕走山海健康步道林海线，以这种健
康方式迎接兔年的到来。

除夕一早，天空却下起了小雨，去还
是不去？我略一思忖，背上昨夜备好的
挎包，撑伞出门。公交车上，除了司机，
就我一个乘客，平时喧嚣的金尚路，此时
沉浸在朦胧烟雨中，格外安静。

从东芳山庄站下车，小走一段，拾级
而上，就步入林海线。除夕，加上雨天，
林海线的游人少之又少，有时走一公里
多，也见不到一个人，但这条绿树葱茏的
步道通山连海、步移景异，景点不时“冒”
出来，或让你惊艳，或让你遐想，或让你
宁静，或让你思索，或让你感怀：新雨后
的东山环廊，鸟声悦耳；龟石望顶形象逼
真，梅海花台繁花似锦；望归塔既有扬帆
起航之形，又有盼游子归来之韵；“聊固
吾圉”摩崖石刻，让人扼腕追念先贤；天
泉步道广场，似乎不够宽广。最动人心
魄的，当属俯瞰万石沧海，凌波碧潭、花
草掩映，凌云壮志，心中升腾。

就这样，在“游山”“赏花”“望湖”“看
海”多重体验中，我走了约15公里，花了
4小时10分钟。

一路走来，我并不孤单。我不停地
和母亲说话：“妈妈，东山水库，我们来过
多次。”“在东山村，我们喝过土鸭汤；在
东坪山村，您把孙女碗里的剩菜扒入嘴
里，说‘粒粒皆辛苦’。”“在梅海岭，您的
笑容定格在相册里。”我仿佛听见天上的
母亲在对我说：“儿呀，这里变化真大
呀。”

一路走来，我并不孤单，不断和朋友
微信交流。一个刚退休的同事回复：“我
几年来都是一个人过除夕，所以你的心
情很容易理解……其实除夕不过是365
天中的一天而已，于生命来讲，哪一天不
是特别的呢？又有哪一天不值得我们珍
惜呢？正如我说过的：‘如果你心中有
鬼，哪一天不是万圣节呢？’”

走着走着，天放晴了，一个朋友给我
留言：“心里装着阳光，到哪里都是晴
天。”走着走着，终点到了，虎年的终点也
即将到了。此时，我面朝大海，期待来年
春暖花开……

得感谢微信的便利，除夕上午，我贴好春
联，拿起手机，几秒操作，就给住在不同地方的
姐姐、哥哥的孙子、孙女——发去红包，祝愿他
们皆得所愿，越来越好；想到儿子儿媳不易，孙
子孙女可爱，我出手“阔绰”，给孙子孙女发去
两个大红包，希望他们健康成长。

每年发完红包，我都会想起父亲第一次给
我压岁钱的情景。

父亲第一次给我压岁钱，具体是哪一年、
我几岁，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我还没上小
学，因为父亲说的话我还记得：“别丢了，将来
凑学费。”这样推算，我第一次得到压岁钱距今
有半个世纪了！依然不忘的是，第一次压岁钱
是崭新的硬币2分！

2分，没错。如今，如果你在马路上看到
一角硬币，估计都不会弯腰去捡。而在那个年

代，我们当时的家境，父亲维持一家生计着实
不易，2分对我这个小孩子来说，比天大！

我至今仍无法忘记，也是大年三十那天，
吃过午饭，冬日暖阳照在老屋门口，我们几个
小兄弟在老屋门口嬉嬉闹闹。此时，愁眉不
展、心事重重的父亲，摸出衣兜里扁扁的破钱
包，先拿出一枚新的2分硬币，再找出较旧的5
分硬币，问大我两岁的哥哥：“你要新钱，还是
旧钱？”哥哥说：“我要这枚发亮的。”我赶紧跑
上前去大声说：“我要新的！”小我三岁的弟弟
还没有反应过来，父亲赶紧决定：“哥哥让弟
弟！”拿到2分压岁钱的我，竟比拿5分的哥哥
还要高兴，又蹦又跳，转身才看到，弟弟正拿着
更亮的1分硬币，在阳光下“照镜子”。

我的父母亲都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贫
农。在人多力量大的年代，从1945年到1970

年，父母亲一共生养了一女八子。都说小孩盼
过年，大人怕过年。面对那么多儿女，不管压
岁钱多少，18岁以下每人一份，这对于面朝黄
土背朝天、一年到头见不到几张10元又有那
么多地方需要用钱的一家之主来说，有如针头
削铁，绝非易事。

所幸后来，在父亲的教育下，我们这些孩
子都懂事乖巧，刻苦读书，大多跳出农门，日子
也越来越好。然而，令我痛心疾首的是，读高
二时，父亲就因积劳成疾，未及花甲便撒手人
寰，没能等我有能力反哺，也给他发发红包，真
是“子欲孝而亲不在”啊！

时光荏苒，到下个月，父亲离开我们就整
整40个春秋了。回想起与父亲共处的17年短
暂而宝贵的时光，我的鼻子还是酸酸的，他的音
容笑貌、对子女的教诲，仍时常浮现在脑海里。

每逢过年，老家乡亲都会打麻糍，打
出来的麻糍可以切下来蘸点芝麻或白糖
吃，也可以做成其他美食，招待客人。但
小时候，我家人口多，收成的一点糯米都
卖掉换钱贴补家用了，根本没有余粮来做
麻糍。

记得那时村上有一个石臼，过年前的
几天，常有人家在那打麻糍。有人打麻
糍，我们这些小孩便在旁边围观。打麻糍
前要先将糯米洗干净，蒸熟后，舀上一大
碗熟透的糯米放在石臼里，大人提起木槌
先是轻轻搅和几下，然后开始打，每打一
下，还要快速翻一遍，这样循环往复好多
次。麻糍越打越韧，也越来越黏，一人打
累了，换别人接着打，打着打着，他们光起
了膀子，这大冬天的竟然汗流浃背！麻糍
打好后，大人会把麻糍摆到案桌上，撒上
面粉，用擀面杖把麻糍擀成薄薄的一层，
然后用刀切成长条状或块状。大方的人
家会给我们小孩每人分一块，趁热蘸点白
糖吃，甜甜的、香香的，甭提多美味了。

十里外的小姨家，几乎每年都会打麻
糍，我们这些外甥最喜欢去小姨家拜年。
我们一般是初三去，有时初二去外婆家拜
完年后就顺路拐去小姨家住上一晚，其实
就是想早点吃到小姨家打的麻糍。

有一回，我们去的时候姨夫刚好在打
麻糍，姨夫一边打，小姨一边翻，配合得真
好。我很担心姨夫会打到小姨的手，姨夫
叫我放心好了，还讲笑话引开我的注意
力。虽然如此，我心里还是很忐忑，直到
麻糍打好之后，心才安定下来。看到姨夫
累得大汗淋漓，我很想帮忙，可是提不动
大槌，只好作罢。麻糍打好后，姨夫把麻
糍切成条状，再用油煎一下，端上桌，我们
迫不及待地蘸上白糖大口吃起来，一盘麻
糍很快就被我们抢光了，姨夫又端上来几
盘，让我们吃个过瘾。姨夫做的麻糍又滑
又香，我们吃得很开心，很快就打饱嗝
了。看我们吃得香，小姨还问：“好不好
吃？”我们自然是异口同声地回答：“好
吃！”小姨站在那边笑个不停，她很爱我
们，每年过年她都会催姨夫早点准备好麻
糍，给我们这些外甥吃。

如今，小姨虽然不在了，但一到过年，
我就会想起小姨家的麻糍，想起小姨的音
容笑貌，那是岁月留给我的美好回忆。

同事小郑突然通知大家，他要结婚了，请
大家吃喜酒。同事们欢喜地祝福他并调侃说：

“小郑何时找的女朋友？我们只知道你是单身
狗，与狗相依为命呢。”小郑腼腆地说：“我结
婚，还要感谢我家小狗呢。”此话一出，大家赶
紧催促他讲讲恋爱故事。于是，小郑就讲了他
妙不可言的“宠物情缘”

小郑和女友美美相遇，是在医院的狂犬病
疫苗注射室。谁会把疫苗注射和爱情联系起
来？可是，这的确是爱情发生地。

美美那天打完狂犬病疫苗，右手挽着衣袖
压着棉签，左手拿着包和病历卡走出诊室，忙
乱中，棉签掉了，擦肩进来的小郑连忙帮她拿
了一根新棉签压着针眼。女孩抬眼道谢，看到
口罩上他一双温和的眼睛，小郑也注意到女孩
瘦瘦的胳膊。

打完疫苗，要在医院观察半小时后才可以离
开。美美坐在诊室门口的椅子上等候，一会儿小

郑也打完疫苗了，胳膊压着棉签走过来。由于刚
才的见面，他们自然地聊起来。“你是被小狗咬到
了吗？”“哦，不是。我是和自己养的小猫咪玩耍的
时候，被它的爪子刮破了皮肤。我该给它剪指甲
了，可是每次剪指甲，它都不配合。”“我养的是小
狗，也是和它玩耍的时候手破皮了。它打过疫
苗，本来我可以不来，但是我想自己打一下疫苗
比较放心。”“我的小猫是狸花猫，圆圆的脑袋，身
上带着条纹，它的小脚上面还有爱心呢，我给你
看它的照片。”“哇，真的可爱，前脚关节处的黑条
纹，弯起来就是一个爱心！”……

他们聊着各自的小宠物，发现两人的生活
有那么多共同点。原来他们都去过同一家宠
物店买过宠物用品；原来他们都去过同一个宠
物主题聚会；原来他们都曾逗过同一家咖啡店
的小猫；原来他们都喜欢给小宠物穿衣服……
聊着聊着，口罩上面的两双眼睛越来越明亮。
这半小时里，医院灰色的背景慢慢虚化，周围

的空气似乎被琴弦撩动过，之后他们一起离开
了注射室。

爱情的催化剂，是美美的小猫咪。小猫咪自
己学会了开推拉窗，于是，一天晚上它偷偷开窗
跑出去玩了，第二天下午还没回家。美美找遍了
小区的每个角落，没见它的踪影。她十分担心小
猫咪在野外流浪，于是打电话给小郑求助。小郑
带着他的小狗从小区到附近的公园，再到仙岳山
的流浪猫聚集地寻找。找了两天，最后在公园的
石缝里找到了它。后来，他们就热恋了。

很快，我们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婚礼上放
大的照片里，美美穿着白婚纱搂着圆脸的猫
咪，小郑搂着美美，脚下是吐着舌头跳起来的
小狗。照片上的题字很可爱“猫狗双全，幸福
美满”。当他们再次在婚礼上讲这段情缘的时
候，亲人朋友们都感叹缘分之奇妙。

公司的单身狗们纷纷叫嚷着也要养狗、养
猫，期许有这么一段浪漫的“宠物情缘”。

两个娃的妈妈、我的妻子，产假于昨天正
式结束了。今天是她上班第一天，也是我觉得
家里会鸡飞狗跳的一天，毕竟，家有二宝——
上幼儿园小班的大宝正放着寒假，六个多月的
二宝还从未离开过他的妈妈，虽说家里有老人
帮忙，可这两个宝贝，着实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于是，在妻子上班的前几天，我不断给自
己做心理建设，还不忘逮着机会给大宝“洗
脑”：“妈妈去上班，你得和在幼儿园一样，多多
帮忙，做大人的好帮手，懂吗？”往往在这个时
候，大宝总会心不在焉地点头答应，那表情明
显是告诉我另一个答案——没门儿！

“起床！”是的，妻子上班的第一天，我是被
大宝“温柔”叫醒的——她破门而入，扯着嗓子
大喊，手里拿着挖沙用的塑料大铲子对着我的
大腿顺势就是一铲，如果她力气再大点，估计
都能把我翻面了！

我迷迷糊糊睁开眼，蒙眬之中看到她高举

着金色的铲子在那耀武扬威，那样子，不知道
的还以为她是干掉了大坏蛋的英雄呢！正当
我打算翻身再睡的时候，蓦地意识到今天可是
特别的日子，我从床上一跃而起，定睛细看，她
正坐在床头看着已经醒了的二宝，根据我以往
的经验来判断，她这是要捉弄弟弟不成？

“爸爸，你快去洗漱吧，弟弟我看着，你放
心去吧。”她讲话像个大人，不紧不慢，目光轻
轻落在二宝身上，竟给人十足的信任感。洗脸
间隙，我探着头偷偷在门口张望：她摇着头，拍
着手，哼着歌，看来是用一学期以来小班所学
逗自己的弟弟开心呢！二宝本来就是个爱笑
的宝宝，看着眼前大宝的才艺展示，自是乐得
手舞足蹈。

他们的奶奶这时进来了，她是来给二宝洗
澡的。大宝一看奶奶的架势，立马心领神会，
一溜烟跑了出去。跑出去是明智之举，是要表
扬的，这若在以往，大宝总是会在旁边吵嚷着，

美其名曰帮忙，实则玩水捣乱，最终溅得自己
和她妈妈一身湿。不过三秒钟，大宝又折返
了，只是这回，她的手里多了纸尿裤和背带：

“奶奶，给！等下记得给弟弟换纸尿裤，洗好要
用背带的话再让爸爸帮你扣上喔！”

我有点目瞪口呆，可惊喜还在继续，她可
不等我们回答，又径直跑去二宝衣柜取来了内
衣，再跑去另一个卫生间提来了等下装洗澡废
水的空桶，这可把雷厉风行的她累得够呛，直
挺挺立在那喘着粗气。

“爸爸，你该带我去画画和看书了，不然太
晚了。”说完，转身朝客厅的小课桌走去，走了
两步，她还不忘回头叮嘱奶奶：“需要帮忙再大
声喊我们喔！”

这还是以前那个不安分、总爱添乱的大宝
吗？我错愕良久，至少，在她妈妈上班的第一
天，她不是，她是懂事的小可爱……

要说闽南人的冬季水果，必然少不了
甘蔗。深秋面市的甘蔗，能一直持续到来
年开春，街头巷尾常可见三两人或蹲或
坐，手持“长棍”啃食得啧啧作响，颇有点
大熊猫吃竹子的憨态。可我年轻时备年
货，却从不买这应季的甘蔗。一来甘蔗细
长，蔗皮表面还覆着一层灰白蔗粉，显得
灰头土脸，实在比不过车厘子、草莓这些
水果红火喜气，二来觉得大口啃甘蔗的形
象上不了台面，一地蔗渣更是不雅，平日
里勉强算是自带喜剧属性，可与过年穿新
衣戴新帽、窗明几净的精致形象却是格格
不入。于是，年货清单上，美味甘蔗被我
无情地删除了。

市场上也有现榨甘蔗汁卖的，现削现
榨的淡绿蔗汁，再加点百香果、柠檬汁，酸
甜可口，方便快捷，但总觉得少了点味
道。什么味道呢？尝不出，也道不明，就
觉得还得是自己啃的甘蔗才够味。

许是年岁渐长，近年来，我对过年不
再执著于新穿戴、新装备、新口味，以往不
受待见的甘蔗也开始在年货清单上露了
脸。上市场采购，看着商贩三轮车上青翠
欲滴的新鲜甘蔗，我总忍不住买上一两
根。过年里吃腻了大鱼大肉，啃几节甘蔗
既解腻又止渴，若是天晴，晒着冬日的暖
阳啃甘蔗更是人生一大乐事。

时下悄然兴起围炉煮茶，正月里我
跟好友也赶了趟时髦。炉火暖着壶里的
茶，火舌吻过的甘蔗、橘子微微脱水，更
显甘甜。几杯热茶、一节甜蔗就此开启
了话匣子。知心好友谈笑晏晏间，一年
的辛劳、困窘、意外与不安，都似那一地
蔗渣被轻轻拂出了心田，只余清甜蔗汁
温暖心胸。

家人们也爱围坐啃甘蔗。老厝的柴
火灶旁，妯娌、姑嫂一边啃食甘蔗，一边有
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家常，手头还不忘往灶
里添柴火。几节甘蔗未啃完，蒸屉里同安
封肉的香气已然浓郁。剩下几块口感偏
硬不好啃食的甘蔗头也不要浪费了，去皮
削成片状，铺在砂锅底部，放上炒香的鸭
肉、姜片，不多时，一道特色姜母鸭就出锅
了。炉火加热，让蔗糖充分渗入鸭肉，再
加入老姜提香，姜母鸭的肉质更为松软，
余味更加鲜甜。刚一上桌，孩子们就欢呼
着夹菜，大人也吃得赞不绝口——光盘便
是对主厨最好的赞誉。

正月里来啃甘蔗，一人独啃是过节的
闲情逸致，几人分食是团圆的喜庆热闹。
纵有一地蔗渣，纵是蔗粉纷飞，也挡不住
唇齿间的甘甜，这不正是生活的本味嘛。

宠物故事♥梅花

正月里来啃甘蔗
那纸片一般的日子

都市物语♥姝简

林海线，除夕走起

食尚♥三点水

  



















难忘儿时争糖罐

走读鹭岛♥瀚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