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晨，我踏着露珠去郊
区采粽叶，露珠还没有起床，

躺在草叶上贪睡，尽管我动
作很轻还是把她们吓得跌落
在地。 穿过开满白色小花的
草地，我找到了想要的那种
芦苇叶，细长的宽叶子自上
而下有序地长在胖胖的苇秆
上，像列队整齐的孩子，调皮
地朝我招手。

很轻松地就采了一捆苇
叶，煮苇叶，清香就开始在房
间里弥漫。 淘米，剪棉线，洗
苇叶，包粽子，一个个斧头般
的小粽子从手上跳了出来，

白花花的糯米，绿油油的叶
子，看着就满心欢喜！

大火烧开，小火慢煮，糯
米的清香已经开始飘散，总
忍不住打开锅盖看看熟了没
有，清香随着热气飘出，溢满
了整个厨房。待熟，迫不及待
地剥开一个， 晶莹的糯米沾
染了苇叶的青绿， 翡翠般晶
莹剔透。 尝一口，软糯鲜香，

仿佛嗅到了五月的故乡的气
息，那飘满粽香的端午……

小时候对每一个节日都
充满了期待， 因为在贫穷的
日子里， 只有节日可以改善
生活，可以肆无忌惮地解馋。

端午虽不及春节那样隆重，

但是传统习俗还是让人喜欢
的。 比如早上可以尽情地吃
粽子、煮鸡蛋以及咸鸭蛋，中
午少不了鸡鸭肉类， 孩子还
可以得到一个桃筐戴在手腕
上辟邪等。 包粽子当然是最
重要的节目， 手巧的女人们
总是带上自家准备好的粽叶
和糯米，聚到一起，边聊天边
包粽子。大家往往一边包，一
边比较着，谁家的糯米好，谁
打的粽叶新鲜， 谁包的粽子
好看……

一般的粽叶都是到竹园
里捡的， 是当年新发的竹笋
脱落的老叶，颜色是金黄的，

也有那种绿色的宽竹叶，还
有一种粽叶是芦苇叶， 芦苇

叶包的粽子最香也最受欢
迎。粽子的形状有三角形的，

也有菱形的， 菱形的粽子因
为形状像斧头， 所以又叫斧
头粽子。

妈妈最会包斧头粽子，

每年端午节都要包好多，送
给亲戚朋友、左邻右舍。每次
包粽子我总是围在妈妈身
边，帮她剪叶子、递绳子，但
是妈妈却不让我包， 说包粽
子是个技术活儿，说我小了，

包不好。 我就偷偷地拿散落
在旁边破损的苇叶用沙土学
着包。直到有一天，当我把一
个粽子完好无损地裹住，一
粒米也没有挤出来时， 妈妈
惊讶地笑了！

今年我用自己采的新鲜
苇叶包了好多的粽子， 送给
亲戚朋友， 大家都夸我的粽
子包得好，有家乡的味道，我
会心地笑了， 我尝到的何止
是家乡的味道， 还有妈妈的
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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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手机收件箱里一直
保存着父亲发给我的短信，每
一条短信里都蕴含着深沉而
浓烈的父爱……

父亲是村干部，属于那个
年代里村里少有的高中生了，

写一手雄厚飘逸的钢笔字，却
不会使用拼音发送手机短信。

记得入伍那天，挥别站台上的
父母，一个人在列车上黯然神
伤的时候，我收到了父亲发来
的第一条短信：“到了部队，好
好干，别想家。 ”我不敢想象不
会拼音的父亲是怎样艰难地
打出这几个汉字的。 到了部
队， 父亲每周写给我的一封
信， 字里行间的叮嘱和希冀，

成为第一次离家的我最温暖

最贴心的慰藉。

考上军校， 有了寒假探亲
的机会， 我用自己积攒下来的
津贴， 给父亲买了一部带手写
功能的手机。 父亲埋怨我不该
花那么多冤枉钱， 自己那部手
机还能用……尽管父亲的表情
很冷静， 但我分明感到父亲声
音里的欢喜。

相聚总是短暂的， 坐上返
校的列车上， 手机很快耗光了
电。到校后给手机充上电，父亲
发来的短信一时间塞满了我手
机短信空间。 “到哪了”“怎么不
接电话”“电话无法接通，怎么回
事”……想到父亲在十几个小时
的路程里沉甸甸的牵挂与担忧，

我的眼前一片模糊。我给父亲报

了声平安，很快我收到了父亲的
回信“那我心里踏实了”。直到那
时， 我知道父亲才能安稳地睡
个觉了。

工作后， 回家看望父母的
机会少之又少。 父亲三两天就
发来一条短信， 教授我怎样处
事为人。有时，父亲也在短信中
与我分享自己的生活感悟。“今
天我和你妈斗嘴了， 她性格太
急， 你要注意万事切不可急
躁。”“路是自己走的，心态是练
就的， 工作中要有一个好心
态。”收到父亲及时而不失巧妙
的提醒， 我也不断在工作中纠
偏正向。

北方的初春如孩儿面，冷
暖不定， 每当寒意骤起的清晨，

我准能收到父亲的温馨提示“你
那儿降温了，注意添衣保暖”，父
亲的短信俨然成了我的天气预
报员，顿时让觉得浑身流动着一
股暖流。 除夕晚上，坚守岗位的
我收到父亲的短信：“你妈包了
你最爱吃的饺子， 放冰箱冻着，

留着你休假回来吃。”一时间，我
泪如泉涌。

投身军旅这些年， 总觉得
自己离家不远， 只因父爱一直
在短信中传递着，从未间断。即
使忙于工作， 好多天没给父亲
打电话， 父亲总会心有灵犀般
发来“知道你忙， 家中好，勿
念！”的短信。我深知，那一行行
温暖而厚重的文字， 有父亲满
满的爱。

人们时常会想起母亲做的一桌饭菜，因为那是“妈妈
的味道”。 而如今对于许多零零后来说，妈妈的味道可能
就是儿时那一份精致可口的点心。

随着日常食物中的添加剂越来越多， 大多母亲对食
物的安全与健康愈加重视。众所周知，小朋友大多喜爱甜
品。 但面对市场上添加罐头水果、植物性奶油、色素添加
剂的蛋糕，不少母亲只能望而却步。对于年轻的妈妈周妍
来说，这也是曾经困扰她的问题。

快步入而立之年的周妍，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大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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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小宝
4

岁。 七年前周妍经历层层筛选，考进了深圳
航空公司，成为了一名穿梭于世界各地的美丽空姐。

然而，周妍在事业的上升期，答应了先生的求婚，选
择回到小城信阳。可是生完大宝不久，周妍由于心理上的
巨大落差，患上了轻微的产后抑郁。 此时，先生却放下手
头的工作，陪伴她去了国外散心。

在美如天堂的澳洲，周妍夫妇居住在当地居民家里，

度过了一段田园牧歌般的农场时光。也就是在那期间，周
妍对烘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她发现， 在国外会烘焙技
艺，是家家户户司空见惯的生活小事。与家人一起分享自
己亲手制作的甜品，又是一件多么温馨惬意的甜蜜事儿。

于是，周妍回国后便走上了“甜品之路”。从原材料到
制作工具， 从烘焙图书到视频学习， 每个步骤都潜心研
究， 她希望用细心与爱心烘焙出健康可口的食物让儿子
和先生享用。

日复一日，周妍烘焙的手艺不断提高，朋友圈里慕名
学习的人越来越多。渐渐地，周妍脑海里冒出了这样一个
想法：“为什么不把这些有着相同兴趣、热爱生活、关心家
人的朋友聚集在一起？”于是，她在先生的支持下，甜蜜美
厨沙龙创办了。

“之所以称为沙龙，是因为希望它是一个聚集地。 热
爱生活的女孩儿和阿姨们聚在一起， 大家除了研究烘
焙，还有不同的话题可以讨论。 ”周妍解释道，“旅行、育
儿、烹饪、时尚……大家渐渐不再是师生关系，而像朋友
般轻松融洽。 曾记得一位学员告诉我，看见自己亲手烘
焙的蛋糕被家人一块块吃掉，甜在他们的嘴里，幸福在自
己的心里。 ”

这就是甜蜜美厨沙龙， 一间藏在申城四一路古玩街
旮旯里的烘焙小屋。小众口口相传的好，把记者也引来了
这儿。 在烘焙现场，眼前的一切令人动容：这里有一群可
爱的女人，慈眉善目，温柔祥和，以独特的方式，不惜花上
几个小时亲手烘焙美食，把对孩子的爱，对伴侣的爱，对
父母的爱，对家人的爱，全部融入甜品中。

默默付出，静静享受。当家人围着饭桌其乐融融地享
用饭后甜点时，她们更是乐此不疲、心满意足。 因为她们
深知———这世间，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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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父亲节，祝我爸节日快乐的时候，他说：

“你要是能早点找到对象就好了，想当年我追你妈……”

然后津津有味地回忆起当初和我妈的点点滴滴。 我妈也兴致勃
勃在旁边附和，俩人越说越开心，最后牵着手出门吃饭去了……

2.

宿舍几个室友在闲扯说什么关于小时候的梦想：

说当时想成为一个摄影师，可是没有单反；

说当时想成为一个音乐家可惜没有钢琴；

悠悠飘过，当时想成为科学家，可是我没脑子……

3.

人哪，长了一颗韦小宝的心，却活在张无忌的思想里，想交些令狐冲一
样的朋友，却总碰到岳不群那样的人，总幻想成为萧峰那样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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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到最后却像慕容复一样，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娱自乐……

4.

全世界最贵的车，由马云制造，他就是一款集眼泪、

血汗、辛苦、疲劳、委屈、痛苦为一体的昂贵的
名车，它叫：购物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