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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须养心

老家♥张水滔

那一片相思树林 数学情怀老照片♥陈卫东

之旧证件

蓝边碗里盛母爱

家门口有家食府，夫妻店，十
多年了。店门前有一块醒目的广
告牌，名曰“赣闽味食府”，下面几
行小字，写着经营范围，什么时鲜
小菜，物美价廉，欢迎惠顾之类的。

我是这家食府的常客。爱人
在岛外的学校上班，下班后进岛到
家早不了。而我上班朝九晚五颇
为规律，女儿已上大学，一个人的
时候总喜欢在这里吃饭。

来食府吃饭的主要是在校生
和外来务工人员。来这里吃饭，不
苛求什么礼仪，来此就是为了填饱
肚子。自由随心、随性，省时、廉价
实惠。

老板个头不高，胖乎乎的，颇
有生意头脑，对顾客非常客气，服
务周到细致。吃饭次数多了，我们
也成了朋友，时不时聊上几句。原
来老板在机关政府食堂干过，后来
自己出来单干。店里雇着三五个
小工，都是从江西老家过来的族
亲。他们态度好、嘴也甜，亲切地
为顾客打菜打饭，嘴里还不停称呼
着大哥大姐之类的客套话，叫得你
心里热乎乎的，让来吃饭的顾客有
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有次我来吃饭，发现中间桌坐
着个老汉，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一
脸沧桑，不知隐藏着多少故事。我
瞄了一眼，发现他碗中只有一份青
菜。只见那人边吃边四处瞄，邻座
的食客走后留下不少剩菜，他便旁
若无人拿来倒入自己碗里。

从此，我只要来此吃饭，若那
老汉也在场，我总是选择与那老汉
坐相邻的座位，多打一份饭菜放
着，装作自己吃不完买单离开。果
然，躲在角落的我总能看到老汉来
把那份多余的饭菜拿走，我挺开心
的。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
为有需要的人送点温暖，挺好。

食府的老板有两个儿子，大学
毕业后相继成家立业都留在了厦
门，他们的生活过得安逸自足，而
我依然是食府的常客。

1985年的一天，高中数学老师让我尽快找
张一寸相片，第二天就要。我是寄宿生，家在农
村，离长泰县城十多公里。那个年代，平时很少
照相，我急匆匆赶回家，翻箱倒柜，幸好初中毕
业照多洗了几张。

没过几天，数学老师带我和另一同学到漳
州市区，考试前老师才将准考证（如左上图）发
给我们，方知是来参加全国数学联合竞赛。准
考证上，“长泰一中”误写成“长太一中”。那时，
非正式场合，一些本地人习惯把“长泰”简写成

“长太”。总分120分，我考了50多分。据说超
过60分就可得奖，有点遗憾。

不知什么原因，我对数学一直有一种特别
的情怀。1978年，我读小学三年级，准备高考的
二哥带回一本《中学数学手册》（如左下图）和其
他数学辅导材料，我也抢着看，反复默默地看、
静静地想。公社（现称为镇）组织数学竞赛，附
加题10分，鸡兔同笼应用题，老师当场改卷，我
听到几个老师在窃窃私语，“这个学生竟然会用
二元一次方程。”毫无悬念，105分让我荣登第一
名，三年级小学生会用方程组解题让我成了校
园小名人。

我大学读的是会计专业，微积分是必修课，
我还到图书馆自学过数论。那时，我沉迷于数
学世界，沉默寡言，与大部分同学交流较少，与
女生讲话更少。在毕业纪念册上，张同学留言：

“印象之中，记得你言语不多，但总觉得你很聪
明，数学成绩很好”；邝同学写道：“不曾和你有
什么接触，只记得你非常喜欢数学，那是很久以
前的事情了，不知现在是否还爱看数学书籍？”

工作后，曾经多年加班加点，身体累出诸多
毛病。近几年，业余时间比较有保证，就重拾大
学高数，自学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顺便阅读一些数学历史知识、故事。解
出一道数学题，犹如在黑暗中探索后发现光明
一样喜悦。感觉学习数学的过程，也是一种修
身养性，有益身心健康。

众所周知，数学是枯燥的，需要静心学习。
探索数学领域，人能够进入一个比较纯粹的境
界。当你静下心来潜入数学世界，什么烦心的
事儿，都会被自然屏蔽。接触多了，枯燥感会慢
慢消失，甚至会被其魅力四射、自然之美所吸
引，比如欧拉公式，一个简明公式把五个重要数
学元素和谐关联起来，似有强大魔力，不少优美
的数学曲线所体现出来的直观之美，似乎蕴含
着某种神秘力量，让人欲罢不能。

鼓浪屿游客
的“及时雨”

●邱音音

柯乃分是鼓浪屿岛上厦门二
中的语文老师，年逾古稀的他，退
而不休，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把退
休后的时间奉献给了鼓浪屿，走街
串巷，监督商家落实“门前三包”、
文明宣导。他是内厝社区调委会
的人民调解员、旅游景区调委会流
动调解站的调解志愿者，以执着、
坚毅、耐心为岛上居民和游客带来
福音，被称为鼓浪屿游客的“及时
雨”。

2016年8月的一天，广东游客
小沈入住岛上一家家庭旅馆，入住
当晚房间浴室玻璃门意外破碎，手
臂、小腿多处划伤。年轻气盛的他
一早就跟旅馆经营者老杨闹了起
来，一定要对方给个说法并赔偿损
失。两人谁也不肯让步，僵持了整
整一个上午，态势一触即发。正午
时分烈日炎炎，柯老闻信急匆匆赶
到现场，汗水湿透了上衣。

“你好，欢迎你来鼓浪屿玩！”
他先是热情地同小沈握手，“小伙
子，你先不要生气，事情我来帮你
解决，来到美丽的鼓浪屿旅游，就
要开开心心的，你说对吧？”他诚恳
友善的态度，大大消减了小沈的怒
气。见到小沈的态度缓和下来了，
柯老就把老杨拉到一边：“老杨，客
人在你店里受了伤，说明你这儿的
安全工作没做好，这是你们的责
任。你可别觉得这事小，给游客留
下坏印象，影响的可不只是你的生
意，还有鼓浪屿的名声！”

柯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原
本态度强硬的老杨开始面露愧色，
态度渐渐缓和下来。不到半个小
时，小沈和老杨就在柯老的调解下
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老杨
诚恳地道歉，小沈也接受，双方握
手言和。临走前，小沈发自肺腑地
对柯老说：“谢谢老伯，鼓浪屿不但
风景美，人更美。”

柯老走到哪里，就把温暖带到
哪里。在他眼里，无论大小事，只
要和大伙儿利益相关，都是他的心
头事。每次台风过后，柯老都奔走
大街小巷，排查安全隐患。2016年

“莫兰蒂”超强台风肆虐，为重振家
园，他撸起袖子与岛上官兵扶正树
木，同清洁工人一道清除垃圾。他
常说：“即使干不了大事，也要尽自
己的力量为社会做点小事、好事。”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宽和敦
厚的柯老以自己的行动在琴岛上
谱写了一曲“居民欢、商家乐、游客
喜”的动人乐章。做一件好事容
易，一辈子坚持做好事不容易。不
图名、不图利的柯老做到了！可他
总是谦虚地说：“能帮助别人，是一
种缘分，更是一种快乐。”

活动主办：
中共厦门市委文明办
厦门日报社
征文邮箱：zfk@xmrb.com

新时代文明实践
厦门志愿服务故事

征文
选登

活跃在大街小巷的一抹
抹“志愿红”，是文明厦门的一
道美丽风景线。为更好地以
文明实践汇聚前行力量，主办
单位面向全社会征集厦门志
愿服务故事。可以记录自己
难忘的志愿服务经历、感受及
故事；或者讲述身边志愿者、
志愿团队的故事；也可以为厦
门志愿服务的发展建言献策。

●征集时间：
2022年11月16日至2023

年11月16日
●征文要求：
扣紧主题，题目自拟，要

求内容真实，情感真挚、语言
生动。以记叙文、议论文为
主，篇幅不超过 1000 字。作
品须是署名作者自己原创首
发，严禁抄袭，文责自负。

●征文邮箱：
征文作品请发送到邮箱

zfk@xmrb.com，注明“志愿服
务故事征文”字样，并留下真
实姓名、地址、联系电话。

征 文 启 事

前些日子，突然发现比自己年龄大不了几
岁的朋友鬓角附近长出了老年斑，顿生岁月催
人老的凄凉。究竟该如何延缓衰老，是保养皮
肤还是保养身体？思来想去，到了知天命的年
纪，或许保养心态更为重要。

勿为职位困。到了我们这个年龄，事业基
本定型，职位能够进一步固然可喜，原地踏步也
没什么丢人。漫漫人生路，如果总是自我设计
一味求进，或者盲目攀比心怀不平，患得患失，
进亦忧，退亦忧，何时可乐也？我以为，职位乃
身外之物，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随遇而安、知足
常乐也。我们不能只想到位高权重带来的光鲜
和荣耀，更要看到位高责任大所要承受的压力
和付出的辛劳。职位不高，用不着看轻自己，也
大可不必在意别人的脸色，只要努力奋斗了就
是不负韶华，活在当下、活出自我，比什么都好。

勿为钱财诱。常听到有人羡慕地说，某人
又挣了一大笔钱，某人的房子很大、装修很豪
华；也有人在抱怨，我怎么就发不了财。可是
我要说，别人挣钱是别人的事，与我何干？钱
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只要衣食无忧，又何
必为钱发愁。其实，有时，钱多了也不一定就
能换来幸福和快乐。我曾到过一个拆迁村，
据说补偿款大都每户几千万元，可是就为了
能多分点补偿款，不少原本和睦的家庭、相安
无事的邻里，闹得鸡飞狗跳，争吵不休，以至

于兄弟反目、朋友断交、邻里成仇。被金钱和
利益断送了的亲情、友情和乡情，还能再用钱
买回来吗？

勿为子女忧。“儿女是父母的心头肉”“父母
对儿女的爱是天底下最无私的”，这些话都没有
错，错的是怕我们爱过了头，错的是怕我们的爱
成了子女的负担，成了父母与子女互不理解的
导火线。要我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活法，只要我们尽力给子女提供了正常
的学习、生活条件，只要子女不走歪路、邪路，就
用不着干预太多、设计太多，至于他们的未来，
交给他们自己去选择和决断。我们为子女愁这
样、忧那样，如果子女不领情，甚至逆反对着干，
那我们只会自寻烦恼、费力不讨好。

勿为小事恼。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
湖就有纷争，就得礼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
难免会遇到磕磕碰碰，父子、夫妻、兄弟、邻里，
甚至和陌生人，都有可能产生矛盾纠葛，但得学
会谅解，学会放下，得饶人处且饶人，没必要为
一句话、一件小事、一点利益怄气争执，互不相
让。气大伤心，火大伤肝。平息心头之火，理顺
心头之气，才能让自己活得洒脱自在，才会体会
到“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之气免百日之忧”
的人生真谛。

养生须养心。我觉得，心态好就是抗衰老
的最好法宝。

感悟♥雪峰

偶然翻阅自己过往的微信朋友圈，看到一
条：“蓝边碗”的每一道菜我都爱不释口……

我看着熟悉的蓝边碗，心猛地揪起来，想起
已经在天堂里定居了五年的母亲，眼泪忍不住
落下来。那些蓝边碗装着家的味道、母亲的爱
意和成长的印记。

小时候，母亲在灶台前炒菜，要出锅时就大
声唤我：“拿个蓝边碗过来，快点哦。”

彼时，哥哥在院子里剁菜喂猪，姐姐在灶台
下烧火，我赶紧去碗橱里取出蓝边碗递给母
亲。母亲做的菜很家常，可是每一道都是我们
的心头爱：炒米粉、煎鸡蛋、肉末茄子、醋熘土豆
丝……母亲做菜不仅注重色香味，更会无师自
通地擅长摆盘——其实，她用的只是最寻常的
蓝边碗，却瞬间让家常菜的口味与颜值大幅提
升。我们嗜辣，每道菜都要配以红辣椒，雪白的
米粉、金黄的鸡蛋、碧绿的香菜、油紫的茄子、青
翠的蒜苗，浓艳的菜盛进蓝边碗里，热辣与沉静
互为对照，奔放与端庄彼此眏衬，看上去就极为
赏心悦目，一尝之下更让人胃口大开。

母亲极爱惜蓝边碗，洗碗时轻轻转动，避免
它们互相碰出豁口，取用时轻拿轻放，生怕摔碎
撞坏，可是每天用它吃饭喝水装糖果，少不了会
磕磕碰碰。年底赶集，母亲一定会买几只新
碗。她总说：“少买些肉也要买碗，不然旧碗的
缺口会割破手、划伤嘴。用豁口的碗招待客人
就是对人家不尊重，而且会让人嘀咕，这家的日

子怎么过得这么凄惶呀！”
挑碗时，母亲只选碗口处有蓝色线条的蓝

边碗，她说：“装饰的花纹太复杂会喧宾夺主，怎
么用碗、碗里面装什么才重要！”

那时我很小，总觉得蓝边碗真大啊，比我的
脑袋还大，有一次我把它扣在头上，像顶着沉甸
甸滑溜溜的瓷质帽子，在姐姐的笑声中我渐渐
放肆起来，摇头晃脑地载歌载舞。一个不小心，
蓝边碗咣当一声掉地上，变成一堆大大小小的
碎片。母亲一边念“碎碎平安”，一边收拾碎瓷
片，末了严厉告诫我：“倒扣碗打破碗都不吉利，
以后不许这么淘气了！”

关于拿碗吃饭，母亲教了许多规矩：拿碗时
不能说话，端碗时手指不能压过碗边沿的蓝线
……那时大家正在看电视剧《西游记》，哥哥说：

“孙悟空画圈不让唐僧出去，咱妈画圈不让我们
进去。咱妈讲究可真多……”

母亲听到了，说：“人穷不能穷规矩，要是吃
饭都没规矩，日子也好不到哪里。”

我们一个个长大后相继离家，饭桌上的蓝
边碗从六个减少到四个，最后只剩下两个。那
年出差，我绕道回家看望母亲，她正在用蓝边碗
吃饭，可是碗里只有白粥和萝卜条。曾经的炒
米粉、煎鸡蛋、肉末茄子、醋熘土豆丝哪里去了？

父母亲相继过世后，曾经的蓝边碗再也无
人使用，碗里只留下厚厚的一层灰，还有深深的
想念。

情网♥如烟

以前，翔安老家有许多相思
树，成丛成片，郁郁葱葱，树影婆
娑，很是养眼。

相思树可长两三人高，甚至更
高。枝干浅黄色，枝枝丫丫托起很
大的树冠。叶子像小月牙儿，墨绿
墨绿的，一片又一片，密不透风，绿
荫匝地。花儿橙黄色，小小的，像
小雨点。相思树花开时最为灿
烂。数不清的小花朵儿缀满枝头，
衬上绿叶，繁花似锦，蔚为大观。
一股清香很远就可闻到，令人心
醉。蜂蝶在花间飞舞徜徉，很美。
相思树这么美，无怪乎差点成了厦
门市的市树呢！

相思树木材质地坚硬，用作木
料结实耐用。做柴火烧的时候很
奇怪：一头烧着一头不断地冒出水
泡来。就是看着很湿的木柴也能
烧着。难怪本地人说相思树“一头
卓（烧）一头出水”。

相思树林可是孩童们的乐园
呢！儿时的我们常到树林里扒柴
草、折枯树枝、玩捉迷藏。大热天，
在树底下歇息，闻着花香听着蝉
鸣，也是一种享受。折下枝条，编
织成帽子戴在头上，编织成花环围
在脖子上，人显得很精神。最快乐
的莫过于在这儿捉蝉捉蝗虫了。
有一种蝉，小小的，和相思树枝一
样的颜色，又像烧焦的面饼。它鸣
声低沉却清脆悦耳。它们常常聚
在相思树上开欢唱会，或轮唱或独
唱或齐唱，真是“歌声振林樾”。我
们蹑手蹑脚，循声觅迹。由于颜色
相近，趴在树枝上就像树瘤一样，
常常要费很多工夫才能找到。此
时须小心翼翼，尽可能靠近，眼明
手快用手一捂，捉到了就满心欢
喜；“噗”的一声飞走了，则满脸失
落。蝗虫掩藏在相思树的绿叶中，
浑然一体，有时明明在眼前还是看
不出来。但看见了，抓住它就容易
多了。手里有了蝉或蝗虫，就是很
好的玩具，那时的相思树林就是我
们天然的娱乐场。

现在，大开发大建设，相思树
林少了。相思，相思，那一片相思
树林，伴着我们欢乐童年的相思树
林只能在梦中重现，忍不住提笔记
下往日时光。

尘世♥梁晓广

家门口的食府

寒假，儿子回来了，一到家就像个饿
猴似的，吃个不停，只要是妈妈煮的饭菜
都说好吃。确实，吃了一学期的食堂，回
家吃什么都觉得香。

那天聊起说好久没吃海蛎煎了，我
马上安排。早上很早就去菜市场备料，
买来刚撬开的海蛎。豌豆先煮熟捞出备
用，地瓜粉用水化开，搅拌至无颗粒，再
打入几个土鸡蛋，加入洗净的生蚝和肉
末、蒜末、胡萝卜末，倒入生抽、少许盐，
放进已煮熟的豌豆，继续搅拌均匀。至
此，海蛎煎原料准备完毕。

开火，倒入少许油加热，然后倒进一
大勺海蛎煎原料，摊平，转小火煎至金黄
色，翻面，继续煎至金黄色，装盘，再放上
几条香菜，一盘色香味俱全的海蛎煎就
新鲜出炉了！

儿子全程观看，不断咽着口水。海
蛎煎出炉，他迫不及待尝了一口，连连
说：“好香啊！妈妈你也尝看看，真的太
好吃了！”我笑着说：“好吃，你就多吃
点！”儿子风卷残云吃了两大盘，边吃边
感慨：“在外面，哪里都吃不到这么好吃
的海蛎煎，妈妈实在太厉害了！”看着儿
子狼吞虎咽的馋样，我不禁莞尔，想起自
己读书时代相似的场景。

那也是寒假，有一天下大雨，母亲没
有出门干活，说要给我们改善一下伙食，
做一种我们没吃过的美味。这让我们兄
弟姐妹几个都很期待。母亲冒雨买来海
蛎，洗净后和上切碎的大蒜和地瓜粉，在
柴火灶上的大铁锅里，给我们煎出了海
蛎煎！那个香和美啊，让我至今还在回
味。我记得当时也是边吃边夸母亲厉
害，竟然能用简单的食材做出天下的至
味！母亲当时笑着说：“哪里是我厉害？
是你们太饿了。”反正我不管，能做出美
味吃食的母亲就是厉害的。

现在，轮到我给儿子煎海蛎煎，儿子
也吃得心满意足，吃完还问我买这些花
了多少钱。我说不到80元，儿子听完惊
呆了。不到80元的原料，竟然煎出了六
大盘海蛎煎！他说在学校的闽南海蛎煎
馆，这样一盘海蛎煎就要40元！而且料
还没有这么多，也没有妈妈做得好吃。
接着又说：“妈妈，我们的海蛎煎虽然原
料便宜，但妈妈的用心和爱无价！海蛎
煎里因为煎入了妈妈的爱，所以才特别
好吃！多贵也买不到！”这臭小子，哄得
我心花怒放。

自己也是当了母亲才明白，哪里是
妈妈煎的海蛎煎特别好吃？其实啊，是
父母的爱和家的温暖，让孩子们内心安
然，觉得吃什么都美味。而这，将是孩子
们行走人生的最大底气。

家事♥钟锦惠

妈妈牌海蛎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