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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公公和婆婆搬到
我家住，我和爱人高兴极了：下
班回家能吃现成了！我把生活
费、房间钥匙及门锁密码等都
交待给了婆婆。我对婆婆实
心实意，可是我发现我这样做
并没换来婆婆的坦诚相待，因
为我发现婆婆会“记小本”。

一天，我下班回来买了些
精品水果，婆婆见了就说：“哎
呀，挺贵的吧？”我说：“没花多
少钱，多吃水果能补充维生
素，你们平时很少吃这些，尝
尝吧！”过了一会儿我到厨房
帮忙时，看见婆婆正在一个本
子上写着什么。看我进来了，
婆婆慌忙收起了本子，脸上现
出不自然的笑容。我有些纳
闷，但也没想太多。

婆婆爱干净，常换洗窗
帘、沙发垫什么的。我告诉婆
婆不用换那么勤，有时间不妨
多去公园散散步锻炼身体。
婆婆说：“反正我也是闲着。”
我就说窗帘沙发垫总洗磨损
得快。过一会儿我一转头，发
现婆婆又在本子上记着什
么。我犯起了嘀咕：婆婆这是

记啥呢？
周末早上，婆婆喊我们吃

早点，我一看是油条就皱了
眉，借口要减肥，只敷衍地吃
了几口。吃完早点收拾完，发
现婆婆又在往本子上记东
西。联想起这几次婆婆往本
子上记东西的情景，我突然意
识到：婆婆一定是在记我的

“不是”，比如嫌我买精品水果
乱花钱，嫌我说勤换洗窗帘沙
发垫造成磨损是懒惰，嫌我觉
得油条油腻是矫情……可是
我买水果又不是我一个人吃；
我说洗窗帘沙发垫有磨损，是
为了让她腾出时间多去健身，
油条不太健康是事实，难道我
做这些有错吗？

我憋了一肚子气。早就
听单位同事说过：天底下的婆
媳是两股道上的蚂蚱——蹦
不到一块儿去！不行，我一定
要找机会看看婆婆那本“变天
账”里的我是啥形象。

我生日那天，爱人给我订
了个水果蛋糕，还买了条我喜
欢的丝巾。吃饭时，婆婆问
我：“你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

历生日？”我说过阴历生日。
婆婆点了点头，看了看蛋糕和
丝巾，没说话。

吃过饭，我们正坐在客厅
里看电视，婆婆悄悄从茶几下
拿出她的“变天账”，又在往上
面记东西！我的怒气顿时冲
上脑门：婆婆肯定是嫌爱人给
我买礼物费钱了！恰巧这时
邻居张阿姨找婆婆有事，两人
站在门口拉起了家常。我一
看机会来了，赶快拿起婆婆的

“变天账”。
果然，婆婆的“变天账”里

真就记着我的相关事情：“今
天小华买了芒果、菠萝让我们
尝，估计小华平时爱吃这些水
果”“小华说窗帘沙发垫不能
总洗，让我们多锻炼身体”“以
后不买油条，小华说油腻，对
身体不健康”“今天是阴历九
月十五，小华过生日，以后要
记得给她煮鸡蛋”……

翻着翻着，一股暖流涌上
心头；扭头一看，婆婆和张阿
姨聊得正欢，我赶忙擦去泪
花，小心把婆婆的小本本原位
放好…… （付群华）

儿时生活在农村，放学后除受家长
“指挥”去打猪草、拾柴禾和完成不多的家
庭作业外，自然就是和小伙伴打闹玩耍
了。捉迷藏、弹玻璃球、甩沙包等，都曾给
童年带来无穷欢乐。其中的摔方宝，是玩
得最疯的一种游戏。

所谓“方宝”，就是把两张纸分别竖向
对折后，交叉一起将四个角折起，彼此相
交叠成正方形，正面呈“十”字形。不论是
两人还是多人，都能一起玩。开玩之前，
参与的伙伴以剪刀石头布决定玩的顺序，
然后每人将一只方宝正面朝上放在一块
平地上。开玩后，排在第一的小伙伴手持
一只方宝使劲向地上摔，依靠风力使其他
方宝翻面，凡翻过面的，不论几个，都是

“战利品”，捡起来归己所有。以此类推，
直到地上的方宝被大家赢光才算结束。

这种游戏参与人数不限，对场地要求
不高，因而课间也成了摔方宝的宝贵时
间。一下课，教室内前后左右的空隙上以
及教室外的许多空地上都会有三五成群
的伙伴一起玩，你摔一下、他摔一下，周围
还有不少观战加油的。有的同学把手里
的方宝输光了，便从作业本或课本上撕下
两张现场折叠，继续参战。不过，因撕了
作业本或课本的同学，被老师发现后轻者
会被罚站，重者会请来家长，放学回到家
免不了挨一顿打骂。

玩的次数多了，不知是哪位小伙伴率
先发现用课本的封面和封底折叠出的方
宝比较“硬实”，不会轻易被别的方宝“摔
翻”，于是不少同学都把课本的封面和封
底撕下来叠成方宝，也有不少的同学千方
百计找来牛皮纸、画报纸，裁成作业本大
小的纸张然后叠成方宝，并用彩笔在上面
写上“常胜将军”“战无不胜”等字样，表达
着心中对“赢”的渴望。后来为公平起见，
大家自发的不允许用硬纸叠成的方宝来
玩。本来是一项欢乐的游戏，输赢也很自
然，但赢者往往趾高气扬，输者垂头丧
气。偶尔也不知什么原因，还会出现面红
耳赤、拳脚相向的争斗现象。不过，别看
争打得激烈，转眼间又会拿出方宝一起摔
了。

我很少有赢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
也许是因为自己那时比较瘦弱，小手纤
细，方宝摔下去不是那么有力，因而产生
的风力甚微，无法让其他方宝翻面。所
以，上学时带去的几只或十几只方宝到放
学时几乎会输光，但又怕老师罚站和家长
打骂而不敢撕书本折叠，只能眼巴巴看着
别人玩。偶有赢的时候，多是耍些小聪明
实现的，比如借助自然的阵风，或依托地
面的坑坎，或在摔下方宝之际偷偷挥动衣
袖……

不知从何时起，孩子们的家庭作业增
加了，各种电子产品、网络游戏也丰富了
孩子们的课余生活，“方宝”这种自制“玩
具”也成了一段历史记忆。 （袁文良）

母亲从乡下来，给我带了
新鲜蔬菜，还有我喜欢吃的青
螺。中午，我用螺肉做了两盘
好菜，“韭菜炒螺蛳”和“酱爆螺
蛳”。午餐时，我和母亲各倒了
一杯米酒。轻抿一口，再搛一
块，酒香伴螺香，真是好味道。
我咀嚼着富有弹性的螺肉，清
新和鲜美便缓缓溢出。

螺肉四季均可食用，尤以
清明时节为佳。因这个时节
螺蛳刚从一冬的休眠中复苏，
还未繁殖，最是可口，故有“清
明螺，抵只鹅”之说。在乡下，
此时人们常用一根长长的绳
子系在竹篮上，往水中一扔，
提上来篮中总有一大堆螺蛳。

青螺打上来后，必须放在
盆里用清水浸养一两天，每天
换水两三次，螺蛳依然会像在
泥中一样缓慢蠕动，或吸附在
脸盆的壁上，螺盖轻微一张一
合，便有秽物从螺口慢慢吐
出。盆中还要洒几滴食用油，
是灭除水蛭的秘诀，不可忽
视。再用清水洗净，便可下锅
煮熟。将煮熟的螺肉用针从
螺壳内挑出，就能做出各种美
味的“螺宴”。那青色的螺肉，
装入洁白的盘中，宛如一幅明
快典雅的水墨画，真的似“白
玉盘中一青螺”。各地吃螺蛳
的方法不同：湖南人是用针将
螺肉挑出，用油炒食；两广人
炒螺时，喜欢用蒜头和鲜紫苏
叶作佐料，这不仅能使螺肉的

味道更鲜美，而且有一定的杀
菌作用……绍兴人的“炒螺蛳
过老酒，强盗来了不肯走”一
语，道尽了嗜食之情。

螺蛳是席上佳肴，也是治
病良药。中医认为其味甘、性
寒，能清热、明目，能治黄疸、
水肿、淋浊、消渴等症。《本草
汇言》称：“螺蛳，解酒热，消黄
疸，清火眼，利大小肠之药
也。”据文献报道，螺蛳中还有
抗癌物质，因此螺蛳成了理想
的营养食物。

清明前后细雨斜织，透过
清新的雨气，扑面而来的还有
油菜花的清香和满眼的新绿，
此时正是螺蛳最为肥美之
际。“清明食螺，眼不生疴”，记
得我小时候，清明前母亲总要

让我们吃三次螺，说是吃了眼
睛明亮。她将打回的螺养上
一天，除掉尾端和螺头紫红色
的掩片，待油锅烧热，爆葱蒜
豆豉干辣椒丝，再放入黄豆
酱，哗啦，当然是螺蛳被倒进
锅子，猛火翻炒，倒点料酒，微
滚，烹调中还要加八角、香菜
及白糖等作料，再焖几分钟，
起锅。盛在白盘里端上桌后，
我将肉从壳里用嘴嘬出来，鲜
美的汤汁和螺蛳肉一块儿入
口，那种享受，现在想来依然
垂涎欲滴。

螺有“盘中明珠”之美誉，
深受城乡居民的喜爱，真有

“一味螺蛳千般趣，美味佳酿
均不及”之妙。

（吴建）

婆婆有本“变天账”

难忘儿时摔方宝

白玉盘里青螺香白玉盘里青螺香

乐龄“悦苑”请您来坐坐
乐龄“悦苑”是为银发一族设置的一方休闲园地，旨

在展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获的精神风貌，搭建

起媒体和老年朋友交流的平台。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

起伏 ，你 可 能 积 累了后辈们并不清楚的掌故与轶事；桑

榆未晚为霞满天，充实的退休生活中，您可能一边莳花弄

草、跳舞唱歌，一边含饴弄孙、安享天伦；也可能或悠游四

方饱览胜境，或走街串巷品味风物……希望您不仅是见证

者和行动者，更能成为讲述者和展示者。总之，只要是能

增添情趣、愉悦身心的内容，都欢迎您将之化为随笔、书法、

绘画、摄影作品分享给大家。来稿请发到邮箱：lelingwx@163.

com，标题中注明“悦苑”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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