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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孙女、孙子双双考上大学后，双周末一大家子3代8口人在“爸
妈食堂”聚餐的惯例被打破了，我和老伴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惆怅。

外孙女、孙子相差半岁，自上小学起，俩人就在一个班，直到高中
毕业。上初中时，学习压力增大，两家父母与我们老两口商定，把“爸
妈食堂”作为两个孩子“五一”至“十一”间的午餐食堂和午休场所，由
一个父亲或母亲轮流负责接送。上高中后，学习压力更大，两个周末
休息一天，平时中午没有时间回“爸妈食堂”吃饭休息。休息的那天
中午，是一大家人在“爸妈食堂”聚午餐的日子，一聚就是3年。

我们大家庭的微信群昵称“爸妈食堂”，切中要义，主题鲜明，亲
切自然，毫无粉饰，体现了浓浓的祖孙三代人的亲情。

我们老两口已退休十几年，赋闲在家，身板尚硬朗，能定期为
晚辈做餐饭，帮他们调节生活，减轻满负荷工作和学习的压力，是
一大家子和睦相处、其乐融融的核心，是锅碗瓢盆幸福曲的演奏
员。每到“爸妈食堂”聚餐之日，我和老伴就忙活起来，浑身上下有
使不完的劲儿。

学校规定周末休息的周五下午，我在微信群里发出通知：“孩子
们，周日中午回家吃饭。”两个小家的代表先后回应“ok”或“好的”。
周六上午，我和老伴就到超市和自由市场采购，按照提前列好的菜单
采购原材料和调料。周日早饭后，开始在厨房忙活，我负责做菜，老
伴负责做饭，锅碗瓢盆响起来，宛如一首幸福的乐章，沁人心脾！

何为幸福感？解释有若干种。我们老两口认为，愉悦的心情就
是幸福感。幸福感来自方方面面，又比较抽象。在我们看来，在厨房
里为3代8口人准备一顿可口的饭菜，那种幸福感是实实在在的，是
看得见摸得着的，厨房里的锅碗瓢盆奏出的是真正幸福的曲调。

生在鲁菜美食之乡，善烹饪几乎是一种天性。精选的几种海鲜、
鸡、猪肉、果蔬等食材，几种调料，就是锅碗瓢盆幸福曲的创作素材。在
烹饪过程中，先将各种主料整理妥帖，辅料搭配得当，调料准备就绪，然
后或猛火爆炒，或文火慢炖，或热油煎炸，或烧熘炝拌，最终呈现出一道
道美食。那些美食，不仅色香味形俱全，最重要的是融进了我们老两口
的浓浓爱意。烹调美食，除了为一大家子人奉献爱心，还能迸发出一种
掌控幸福感的力量。我们感觉到，锅碗瓢盆的碰撞是音疗，厨房的烟火
是灸疗，能够抚慰老两口古稀的身心，激发出精神矍铄的力量。

饭菜香味弥漫的时刻，是我们大家庭最温馨的时刻。饭菜的香味
先在餐桌上回荡，进而扩散到家里的每一个角落，100多平方米的居
室仿佛笼罩了一层光晕，焕发出和谐温暖的大家庭的魅力。

孩子们回家吃饭的时间有限，我们老两口会尽量提前把饭菜做
好。饭菜摆在餐桌上，等待孩子们回来的那一刻，那是一种轻松愉悦
的感觉。期盼着忙碌工作的一代人及学业安排满满的另一代人，早
一分钟回来，早点输入需要补充的能量。

孩子们摁响单元门铃的那一刻，带来一种由衷的踏实感觉。老
两口一个忙着开门，一个迅速揭掉扣在饭菜上的盘子，啊，一桌完整
的饭菜呈现在眼前，冷热搭配、荤素搭配、鲜香味浓郁。

孩子们进得家门，未见饭菜先闻其香，接着一场简短而温情的对
话展开了：“爷爷、奶奶好”“姥爷、姥姥好”“你们辛苦了”“我们好，不
辛苦”“好香啊，今天又做了什么好吃的”“馋猫鼻子尖”“肯定有清炖
排骨，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啊，有糖醋鱼，太棒了”“还有鲅鱼馅
水饺，鲜得我肚子咕咕叫”“狗鼻子特灵”“快洗手吃饭吧”……这别具
一格的话语，如同高低长短、抑扬顿挫的音符，欢快地跳跃在锅碗瓢
盆的键盘上。

孩子们围坐在餐桌前大快朵颐的那一刻，是老两口成就感最为
强烈的时刻，我们的劳动赢得了后代的认可，赢得了一大家人的尊
重。吃饭间的交流，也是我们老两口征求饭菜口味、花色、营养的机
会，尽量做到每餐有一个新菜，每餐必有鱼是永恒的主题。

有时，我们老两口饭菜烹调接近尾声，早回来的儿子或女儿冲进
厨房说：“没做完的我来做吧。”有时休班的儿子提前打来电话说：“明
天我来做菜。”那一刻，我们感受到儿女的关爱与孝心，更感受到老两
口的家是晚辈的大本营，厨房是一大家子温暖的发源地。

其实每个大家庭都是如此，退休赋闲的老人能为孩子们烹调一
桌好的饭菜，家对他们来说就有了实实在在的意义。能让晚辈们品
尝到亲手做的美食，就是最大的安慰和心理平衡。

现在，我们老两口期盼着两个大学生假期能早点回来，在“爸妈
食堂”聚餐，尝尝家里传统的饭菜味道，看看他们长高了还是胖了、瘦
了，听听大学生活的见闻，那该是多么惬意！

我们老两口也有个“爸妈食堂梦”，梦想若干年后还能继续为一
大家子8口人甚至10口人乃至更多人在“爸妈食堂”奏响锅碗瓢盆
幸福曲，那该是老两口耄耋之年最大的开心事。

春去秋来，又是一年深秋时。有些人会有悲
秋的感觉，而在我看来，秋天的美好在于它的成熟
之美，正如苏轼所云：“不用悲秋，今年身健还高
宴。江村海甸。总作空花观。”来到寒同山，我看
到了寒同山深秋的美丽，更感受到时光在寒同山
上留下的印记。

烟台的深秋，天格外的蓝，阳光依然明媚，
山是多彩的。从市区一路向西，经过近三个小
时的车程，来到位于莱州南十几公里处的寒同
山下。西连云峰山，北靠大基山，以万亩枫林
著称的寒同山，已经换上了秋日的盛装，浓郁
的绿，炽烈的红，亮眼的黄，仿佛披上了彩色的
锦衣。

漫步在通往寒同山的山路上，路边的牵牛
花在深秋的阳光下热烈绽放，像一个个小喇叭挂
在绿叶上。紫色的花儿，在白色花茎的衬托下，
显得更加绚丽，叶子也显得更加绿了。白露思蒹
葭，秋风生荻花。地头上的荻花，如同仙子，在秋
风中翩跹起舞，更似飞奔疾驰的白马的鬣鬃，合
着秋风律动。山间的沙果透着红，一串串挂在树
上。柿子经过夏季的酷热，变得更加成熟和甘
甜，饱满结实，像一个个红灯笼挂满树枝。石榴
树上，成熟的石榴躲在浓郁的枝叶里，闪烁着诱
人的光泽，像待嫁的女儿，羞红了脸庞。金秋，正
是收获苹果的季节。红红的苹果，红遍了寒同山
周边的果园。成熟的苹果压弯了树枝，散发着浓
浓的果香。果农们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在路旁的一个个大铁筐里，装满了从果树上摘下
来的苹果，果农们正忙着分拣装箱。一辆辆大卡
车停在路边，它们将载着烟台苹果驶向全国各地
的水果市场。很快，烟台苹果就会出现在全国各
地大小商场、超市的货架上，成为人们餐桌上不
可缺少的水果。

顺着石阶向上，一排排枫树错落有致，秋叶
轻落，尽显秋日多姿。石阶小道旁，“西海地下
医院秘密运送线”的木质标志，在阳光下格外醒
目，我不由得停下了脚步。莱州曾经有过“沙家
浜”和“地道战”两种斗争模式相结合的一种实
践——西海地下医院。1942年夏天，胶东军区
成立，将第三军区撤销改为西海军分区，西海地
下医院中的“西海”二字就来自于此。为了安全、
及时地把伤员送到医院治疗，西海军分区卫生所
建立了一条秘密交通线。运送重伤员的担架队
由郝家村和邻近十几个村的青年民兵组成，每组
5人，其中4人抬担架，1人领路并作为替换人。
十几个村庄的群众在这条秘密运送线上，及时地
将伤员送到目的地，使上千名伤员重返抗日前
线。这条地下医院的秘密运送线，在抗日战争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顺着山路继续往上，在半山腰一拐弯处，一
个石碾呈现在眼前。陪同我们的莱州导游介绍
说：“这个石碾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胶东兵工
厂生产炸药用的。”细看那石碾，静静地安卧在树
下，阳光透过树叶在石碾上洒下斑驳的光影。偌
大的碾盘已经深深凹陷，碾盘上有磕碰的痕迹，
木制碾架上有多处破损和脱落。它似一本书，默
默地向后人讲述着过去的故事。

寒同山不高，一会儿就到了山顶。举目眺
望，峰峦起伏，远山映衬着树林，鸟鸣在山间回
响，秋风把多彩的颜色揉碎，洒向山野，赠予山林
满目惊艳。远处的村庄，有袅袅炊烟升起，一派
宁静祥和。

西风过耳又一秋，年年岁岁寒同山。站在山
顶看，秋色无边，枫叶红，秋意浓……

锅碗瓢盆幸福曲
史纪明 秋辞寒同山

曲荣静

楼下的栾树
把仲秋染成温暖的颜色
一树轻柔盛满鸟儿的婉转
从栾树下出发，步行
用双脚丈量的风景
不逊远方

行走，不慌不忙
南尧天坛、南尧公园
看累了琉璃青瓦
看累了绿树黄花
停下来，习习风中
拥抱天蓝云白的辽阔

我想起，龙江银行之夜
小提琴流畅婉转的旋律
我想起，糖槭的叶子
光影映耀之下的安逸
我想起，中央大街
街头街尾的每一块砖石
我想起，马迭尔西餐厅外
星空里的那一枚残月
那枚残月，来自遥远的故乡

中秋之夜，在故乡的土地
抬头仰望满月的丰盈
俯首回忆冰城的点滴
树叶的形状，砖石的温度
弯月的清晖，音乐的痴迷
亲人一样的脸庞
以及无限暖心的情谊

周末的上午或下午
可以把喜欢交给这条街
这条街也不会辜负
每一颗热爱的心
一串念珠，转的可以不是年代
它转出的一定是虔诚和慈悲
一枚旧邮票，沉默着
把过去寄给未来，含笑的未来
一套老书，被一双颤抖的手捧起
这条神奇的街，还有一个
神奇的名字，辛庄街

站在百年地下大酒窖里
屏住呼吸，大青石外
潮起潮落更迭着春秋冬夏
闭上眼睛，酒桶里的酒
一滴一滴穿透历史
此刻的思绪飞越了万水千山
我清晰地看到，张裕的酒
荡漾着醇香走向世界的每一处
飘着香的还有那四个大字
中国 张裕

行走（组诗）

陈颖

诗歌港

回忆

齐鲁古玩文化街

张裕酒文化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