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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姜丝不吃面

春意如画
摄影 穆平

早晨吃面，我有个习惯，那就是吃
面要配姜丝和辣菜，至于浇头一般以素
为主。

俗话说，早吃姜丝赛人参，夜吃姜
丝烂肚肠。姜丝有暖胃、御寒、去湿之
功效，一碗“断生立直”下去，外加翘嘣
嘣的姜丝，胃里那叫一个舒服惬意。每
当天寒地冻吃好面，走出店门是周身暖
意，完全能够抵御凛冽刺骨的西北寒
风。

姜丝要有刀功，首先姜片要切得
薄，才能使姜丝穿过针，且姜丝也要硬
朗，丝丝缕缕一样长，店家一般会将姜
切成丝后，浸在冷水中，使之保鲜，色泽
好看。吃姜丝要配好的香醋，如山西香
醋、镇江陈醋，有时往往吃到好的姜丝，
醋却是“搭将淡水气”，那就坏了一碗
面，有煞心情和风景。

有关吃面的文章很多，最近看到作
家马汉写的吃面文章《吃面的讲究》，登
上《人民日报》，可见吃面文化之深。

辣菜制作通常用芥菜，不黏稠、不
稀薄，恰到好处，做得好全凭经验和看
相，轻辣带香干丁，微甜少油略有鲜味，
外观微深偏红，却无酱紫气，现大多数
店家用青菜和细菜，已有样无实了。

吃面吃汤，看戏听腔。好的面，往
往隔夜用鲜肉骨头、黄鳝骨等烧煮好，
所谓高汤味道好，浓汤吊鲜吃了不肯
调。

姜丝配辣菜，好比早餐大饼配油
条，粢饭团配豆浆，不说是“郎才女貌”，
也是才子配佳女，好搭档，有架势。

有人说我是吃面老祖宗，可不敢
当，吃面文章仅登在市级报刊，与写作
大家、吃面大腕相比，差距甚远，但吃面
配姜丝，我还是任性的，坚持了几十年
之久。

北方人以面当主食，顿顿吃面也无
妨。南方人吃面是习惯吃一顿，一天昼
夜连顿吃，有些索然无味。这次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我吃面的次数增加了三
成，当然需翻花头，或汤或拌或烂糊面，
但面浇头要有点质量，如熏鱼、油爆虾、
干切牛肉等，烫几棵菠菜，碧绿生青，弹
眼落睛，上海方言叫“佬有腔调”。

吃面是一种爱好，也是一种追求。
著名作家贾平凹为了吃一碗盐汤面，从
西安家里开到陕西的耀县，要开2小时
的车程，付了几十元的过路费和油费，
仅为一碗面，朋友问他：“值吗？”答就一
个字：值！

吃面与地域性格有关。北方人吃
面讲究粗犷、实诚、劲道，到兰州吃拉
面，还有与皮带一样宽的面呢。南方人
吃面，讲究精致、细腻、考究，南北两地
面食文化的异同，通过舌尖，有所感知。

常熟还有一种蕈油面，原汁味鲜，
是一种野山菌的山货做浇头，现无锡也
能吃到，那种自然鲜，难以用文字来表
达。

湖州有家阿毛面馆，店内的虾爆
面，品质几十年如一日，是虾仁和鳝鱼
做浇头，姜丝丝丝入扣，吃了难忘。

吃面，让食物与情感间有了联系，
孤单时，喜悦间，面食成了慰藉心灵的
方式，不仅饱腹，还让人忘却疲劳，心存
满足。

吃面从意义上讲，有生日面、祝福
面、长寿面等，我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
祝福毛泽东同志生日，全厂免费为职工
供应红烧块肉面。那天，全厂职工早早
拿了筷子、盆子，一路敲响，涌向食堂。
12月26日这天，全厂、全城、全国人民
同享一碗寿面，为领袖增福添寿，从历
史上讲，这一刻也十分难忘。

得意时勿太快意，失意时勿
太快口。这是《阅微草堂笔记》
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

得意时勿太快意，实在不必
过多解释。这个世界上因得意
忘形而导致乐极生悲的例子不
可胜数。曾不可一世的李闯王
进京后，很快夺取明朝江山，至
此，其本人及麾下的一些大将们
得意忘形，以为天下大定，可为
所欲为了。他们纵容部下，骄奢
淫逸、烧杀抢掠、军纪败坏。结
果从1644年阴历三月十九到四
月三十日只“乐”了42天，形势
就来了一个大逆转。大顺军先
是退出北京，最后退到了九宫
山，一代豪杰终于被地主民团所
杀，落得个“乐极生悲”、兵败身
亡的下场。可见，小心驶得万年
船。因为一旦得意，就会放松警
惕，不但连旧有的危险和漏洞难
以发现，甚至还会产生新的危
险，从而导致失败。

记得唐人杜荀鹤有一首《泾
溪》：“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
闻倾覆人；却在平流无石处，时
时闻说有沉沦。”在平流无石处，
船夫往往放松警惕，这个时候的
注意力往往不像在石险处那样
高度集中，反而是最容易翻船的
时候。我们的人生又何尝不是，
艰苦奋斗的岁月，一般不会出什
么问题，往往是功成名就了，就
容易因种种原因忘乎所以、不可
一世而最终让努力奋斗的成果
烟消云散。安不忘危，才能远离
危险，是亘古不移的道理。所以
说得意时保持平常心最重要，得
意时若还能一如平常看问题，自
然能减少得意忘形的情况了。

失意时勿太快口，又是何
意?要知物不得其平则鸣，作为
人之常情，失意了总免不了怨天
尤人一番。可就因为这怨天尤
人，往往会产生不好的后果。封
建时代，一些被贬的官员总免不
了发发牢骚，其结果往往是被一
贬再贬。最有名的莫过于刘禹

锡，每被贬一处，就发表一些表
达对当朝权贵极大不满及自己
不甘沉沦的诗作，而被当权者知
道后，旋即被贬到更为偏远的地
区，前前后后，这位大诗人的被
贬生涯有10年之久。即便是不
发牢骚，作一些旷达之语，也会
有严重后果，因为在当权者看
来，旷达是更为严重的牢骚，所
以《阅微草堂笔记》说，故作旷达
之语，其招祸甚于怨尤者。一个
人既然失意，那肯定是被当权者
所不容，从保全自己的角度来
说，这个时候，莫过于诚心认错
为最佳，而故作旷达之语则仿佛
是说，你们打不倒我，简直就是
一种挑衅，那结果当然是激起当
权者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

不少人应该还记得鲁迅先
生笔下的人物祥林嫂。当丈夫
病死后，失去儿子的祥林嫂何其
可怜，最初她一次次地向人倾述
因自己的失误而痛失儿子的悲
伤，的确得到了世人同情。可当
她没有停止时，所有人都不耐烦
了，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失
意时喋喋不休的快口，有时候的
确产生不了什么好作用。

现实中还有一种失意，是因
为自己的不慎造成，或者由命运
不济造成。真正的强者，面对失
意，要深刻吸取教训，忍住伤痛，
爬将起来，默默无语地继续前
行。事实上，也只有这样，才能
以最快的速度走出失败的阴影，
才能在人生路途中最终不落后
于人。对于这世界上的一些成
功者，我们看见的，多是他们成
功时的风光，何尝听到他们失意
时的怨天尤人、喋喋不休呢？真
正的强者，不是没有眼泪，而是
含着眼泪依然奔跑的人。可见，
失意时坚强而不忘初心最为重
要。

得意，常让人飘飘然，所以
得意时宜平和而力戒大意；失意
时最怕破罐子破摔，一蹶不振，
所以失意时宜坚强而不忘初心。

闺蜜说，情绪低迷的时候，想想童
年的自己最想要什么，那个心里的小女
孩她喜欢什么。我说那个孩子早走远
啦，哪里还记得她想要什么！说完这句
话，我忽然就想起来了，是花！是花朵！

1976 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我四
岁。白天随外婆去看在船上工作的妈
妈，路过一个开着草花的花坛，惊喜无
比就不肯走路了，我是多想占有那些花
朵啊！怀着忐忑不安的小小贼心，慌慌
张张地采了一把小草花，那是我从未见
过的彩色花朵。那个年代，平时能见到
花朵的机会很少很少，面对一大片花朵
时，叫一个小女孩如何能不上手去掐
呢？现在的孩子也有掐花的，但是会随
手扔掉，已经不懂得爱惜了，对他们来
说是玩花。我小时候那是真爱啊！欢
天喜地带着小花朵们回家后，就把花朵
放进一个装好水的小茶杯里，欣赏再欣
赏，真好看啊！人生第一次插花就这样
完成了。

但是，但是，但是，那一年是1976
年。我的第一次插花作品没活过那个
晚上，因为晚上地震了！唐山的地震波

一直波到了无锡我的家里，小时候住在
父母的职工宿舍，家在三楼。迷迷糊糊
听到楼道里有人在大叫地震了，快跑！
我被外婆拉着逃命，刚出家门发现楼道
里全是人挤着人下楼梯……花！我的
花！我甩开外婆拉着我的手，跑回去拿
装着花朵的小茶杯……然后在黑咕隆
咚的人群中，从三楼楼道一路被挤下
楼，挤到外面的大地上……站定脚步时
才发现，茶杯还在手里，花朵没了！失
落，想哭，人生第一次体会到失去心爱
的东西是有多么的窝心！我不死心，觉
得那些花朵肯定还在楼梯上，我要回去
找它们！外婆拗不过，陪着我回去找花
朵，哪怕大楼再摇晃我也要去找我的花
朵！我仔仔细细搜寻了每一个台阶，一
朵也没有看见，被人群踩踏得了无痕迹
……连个烂花瓣也没见到！

我很后悔，特别自责，自责一不该
采它们，二不该带着花朵逃命，花朵终
究没有逃得过命！而我还活着。于是，
我现在开启了种花的生活模式。一切
皆为因果，我要偿还童年记忆里那些逃
命花朵灿烂的使命。

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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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命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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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与失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