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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女孩
找对象的标准有这样几句顺口溜：“党
团员、三点红（军人的红领章和红帽
徽）、根正苗红是贫农。”如果是穿四个
兜的“三点红”，那绝对就是找对象的

“天花板”了。正因为我对象当年是穿
四个兜的“三点红”，阴差阳错，硬是让
我上演了一场“闯军营状告陈世美”的
轻喜剧。

我是在牟平区龙泉镇一个山村长
大的女孩。1969年，我19岁，已出嫁的
姐姐为我做媒，介绍的对象是邻村的青
年小李。他比我大3岁，为村里副业队
的豆腐坊串村卖豆腐，一来二去就和我
姐姐熟络了。我姐姐看小李的相貌、人
品及家境各方面都挺好，就做了我俩的
牵线人。按照我们当地的习俗，“过目”

“看家”，双方都比较满意，这门亲事就
定下来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第二年正
月，我俩就去公社民政科领了结婚证。
就在我俩筹备婚礼的当口，小李被部队
到地方征兵的首长相中，戴着大红花，
欢天喜地参军去了。

那时候，农村青年能去参军，那是
“瞌睡遇上了枕头——求之不得”。到
了解放军这个大学校，在入党、提干及
退伍后招工等诸多方面，有很大的进步
空间，是人生道路上一个大的转折点。
就这样，我摇身一变成了军嫂，让村里
的闺蜜们羡慕不已，都夸我有福气。

打这天开始，我和小李便通过书
信，互诉心中的思念之情。逢年过节，
我都要带着礼物去婆婆家小住几天，他
们一家人都很喜欢我。我是个闲不住
的人，到婆婆家后，不管是家里或庄稼
地里的营生，我都是插上手就干，俨然
就是这家人的儿媳妇。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我 25 岁
了。那时在农村，也算是老姑娘了，只
等着部队能给他探亲假回来结婚。可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事情发生了意想不
到的变故。

那天是农历正月初八，我还在生产
队里整修大寨田，弟弟跑来喊我回家，
说是姐姐来了，找我有要紧事。我和姐
姐一打照面，她就开门见山地对我说，
小李的妈妈告诉她，儿子从部队来信
了，说是很快要提干了，考虑再三，准备
找一个有正式工作的媳妇。趁着还没
举行婚礼，农村这个媳妇不打算要了，
要解除婚约退了这门亲事。一听这话，
我只觉得如五雷轰顶，整个人一下子就
晕乎了。过了好一会儿，才想起问姐
姐，这封信在哪里。姐姐说，小李的妈
妈只是拿着一封信在她眼前晃了晃，至
于具体是什么内容她也不知道。听到
这里，我告诉家人，我要到他家看看这
封信，我不相信，那个对我信誓旦旦的
有情人，突然间会变得这么冷酷无情。

我们两个村相距有20公里，妈妈
看天快黑了，要我等明天再去。可当
时我心中如同有熊熊燃烧的一盆火，
什么也不管不顾，飞身骑上自行车就
直奔他家。

到了婆婆家，我尽量克制着态度和
人家打招呼。但一打眼就看得出来，他
们一家人对我的态度与往日截然不
同。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也就用

不着遮遮掩掩的了。我提出要看看小
李从部队寄来的信，婆婆就从抽屉里拿
出来递给了我。我看着熟悉的军邮信
封，眼泪就忍不住“吧嗒、吧嗒”落下
来。我一句话也没说，把信封折叠了一
下，就装进了贴身的衣兜里。他妈妈见
此情况，说了一句“信你不能拿走”，就
要过来把信封夺回去。到这时我什么
也不管了，一甩胳膊抽身走了出来。

黑黢黢的夜，长长的山路，这在平日
里是绝对不敢走的。可此时我的心仿佛
已经被掏空了，没有一丁点害怕的感觉。
在家人提心吊胆的等待中，我夜半时分才
回了家。虽然妈妈她们都苦口婆心开导
我，但我的心情无论如何也无法平静。眼
看着天快亮了，我自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
决定——到部队去，讨个公道！

一家人对我百般劝说，都说我为了
一个薄情寡义的人不值得。任凭他们
怎么劝，都丝毫动摇不了我的决心。天
刚亮，我就怀揣结婚证和那封信，拿出
自己卖药材攒下的私房钱，到村代销点
买了一筒饼干，就坐着公交车上路了。
经过9个多小时的颠簸，在济南火车站
下了火车。

一出火车站，整个人就糊涂了，连
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我从小在山村长
大，牟平县城是我去过的最大“城市”。
这几年，我只知道未婚夫他们的部队番
号，驻地在黄河边上，其他情况一无所
知。我拿着那个信封，看到年岁大一点
的人就上前打听，好半天，也没问出个
子丑寅卯来。眼看着天黑下来了，真有
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万般无奈之下，
我走进了一家三间门头房的小百货商
店。商店的办公桌上放着一部电话，一
个50多岁的大伯正把算盘打得“乒乓”
直响。我壮着胆走过去，央求大伯帮我
打个电话。大伯可能看我是个土里土
气的乡下女孩，就一口答应下来。可要
我说出具体地址时，我又说不出个一二
三了。到这时，也真是急眼了，我也顾
不得害羞，就一五一十地告诉大伯，说
我未婚夫在部队要提干，就不要我这个
乡下媳妇了，我是来部队讨公道的。

那个年代，人们对身份、地位变了
就抛弃发妻的做法十分愤恨，都管这种
人叫“陈世美”。大伯听了我的陈诉，当
即就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同情。他按
照信封上的地址和小李的名字，费了好
一番周折，总算和部队的领导接通了电
话。到了这般田地，我什么也顾不得
了，一把抢过话筒，“呜哩哇啦”，一股脑
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电话
那边听了我的陈诉，要我说清楚当前的
确切位置，一再嘱咐我原地不要动，他
们一会儿就会派人前去接我。

大约等了两个钟头，一辆军用吉
普车来了。除了驾驶员，车上还下来
一位穿四个兜军装的中年人，驾驶员
介绍说是他们的参谋长。在对我确认
了身份之后，参谋长紧紧握着我的手，
一连说了好几个“对不起”。此时此
刻，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哗哗”一个
劲地往下淌。好半天，我才缓过神来，
对着大伯深深地鞠了个躬，跟着参谋
长上了吉普车。

到了部队驻地，参谋长把我安排住
进了部队招待所。首先安排我洗脸吃

饭，又通过电话要小李马上返回部队总
部。晚上10点多钟的时候，小李回来
了。那阵子，他是总部首长的小车驾驶
员，拉着首长到基层检查工作去了。当
着我和小李的面，参谋长对其他总部首
长简单说了情况，还把我们的结婚证和
那封信摆在桌子上。总部首长一看，立
马就拍了桌子，瞪起血红的眼珠子，厉
声喝问小李究竟是怎么回事。

小李也是吓傻了，一个劲地说他确
实不知道这件事，那封信也不是他写
的。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果真是那
样，他愿意接受最严厉的处分。看他这
样，首长们也冷静了下来。他们仔细看
了那封信，除了信封，信笺上的字确实
不是他的笔迹。最后，首长们统一了意
见，确定那封信是我未婚夫家里人背着
他干的，与他没有半点关系。

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几位首长当
即拍板决定，既然我们早已登记结婚，
只是因故没能举行婚礼，实际上就是合
法夫妻。鉴于这个情况，要我们当晚就
在招待所“洞房花烛”。一声令下，招待
所为我们的“洞房”贴上了大囍字，铺开
了崭新的被褥。参谋长还让驾驶员送
来了一大包喜糖，说是他的贺礼。

两天一夜的工夫，在牟平还是阴云
密布，到了部队瞬间阳光灿烂。我当时
只有一个感觉——啊！我是天底下最
幸运、最幸福的人！

三天过去了，我和小李一合计，事
情既然已经圆满解决，我就应该回家
了，不能老在这里打扰部队领导。就这
样，小李向车队的领导请了假，开着车
把我送到了济南火车站。

我们刚到火车站，参谋长也坐车赶
到了。双方一打照面，参谋长就劈头盖
脸把小李一顿批评。说什么，你们登记
都五年了，才有了这么个特殊的团聚机
会。再者，鉴于目前这种情况，如果让我
一个人回去，和公公婆婆他们好多事情
也说不清楚。参谋长要我先回招待所住
下，等部队安排合适时间，让我俩一块儿
回家一趟。就这样，我在部队招待所整
整住了一个月，直吃得胖了好几斤肉，脸
儿也白了好多，首长才安排我俩一块儿
回了老家。我这个儿媳妇堂而皇之地进
了婆婆的门，体面地当起了军嫂。

到了年根，我就生了个白白胖胖
的大小子，公公婆婆一家人都高兴得
了不得。当我爸妈为我送红皮鸡蛋

“看喜”那天，中午的酒席桌上，酒至半
酣，公公当着我爸妈的面，公开检讨了
自己因一时糊涂，听信小人的撺掇，冒
充儿子写信，以至于闹了这么一出有
违公德和良心的荒诞事，实在是对不
起亲家一家。话音刚落，老亲家俩的
手就紧紧握在了一起。

说话间我已是古稀之人了。这一
辈子，只要想起那次军营之行，我就会
在心中默默感恩那位济南大伯，感恩部
队的那些首长。除此之外，我还会为自
己当年的勇敢点赞。

浙江电视台著名的综艺节目“非诚
勿扰”，其主题曲里有这样两句歌词：“往
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我
特别喜欢这首歌。可不是么，当年正因
为我勇敢地往前走了一步，才争得了一
生幸福美满的婚姻。

盛夏，酷暑难耐，气温如蒸。进
入中伏，胶东地区千百年来，有着潜入
骨髓里的美食文化，中伏吃手擀面。

沸腾的手擀面出锅后，再用凉
水过一遍，舀上一勺海鲜芸豆打卤，
艮盈盈、滑溜溜、香喷喷。

“头伏饺子二伏面”。北方人在
二伏吃手擀面的习惯由来已久。文
献记载，早在三国时期就已经存在
了。《魏氏春秋》上有记载：“伏日食
汤饼，取巾拭汗，面色皎然。”古代，
夏天蛇、蝎、蜈蚣、壁虎和蟾蜍活动
频繁，对人们生活多有侵扰，很多毒
虫也到了繁殖活跃期，防止蚊虫叮
咬也是这个季节必须要做的。古人
为了避邪，用营养丰富的新小麦磨
成面粉煮一碗热乎乎的汤面吃，出
一身大汗，通过发热来“去恶”、驱走
病症。

“伏”又跟“福”谐音，人们在中
伏来临时吃面条，也有着福气长久
的寓意。盛夏来临，特别到了伏顶
上，吃一顿手擀面非同一般。

要想打卤面好吃，吃出文化，首
先要在和面上下功夫，适量盐和碱
用冷水化开（根据口味，也可不放
碱），倒入面粉中搅成面絮，再加入
一个蛋清和成团，醒面半个小时揉
一次。再醒面半个小时开始揉面揉
透，面揉得越透效果越好，这时会起
筋性，可以在面团揉透后再松弛十
五分钟收口揉圆，此时揉面完毕，再
松弛30分钟准备擀开。

俗话说，“软面饺子硬面条”。
擀面条越硬越好，面条越有嚼头，吃
后越留想头，日子才有盼头，生活才
有奔头。

擀面条是非常吃力的活儿，没
好体力不行。面板上将面团反复揉
好，用擀面杖用力下压，面团表面抹
上适量玉米面擀开。擀时把面片卷
起来擀，并用手推着往两边走，直到
擀得均匀、厚薄适宜为准。

三分面七分卤。卤则是打卤面
的灵魂和精华所在。到市场上根据
自己口味，买一些西红柿、芸豆、韭
菜、豆角等时令蔬菜，都可以用来开
卤。啥菜不重要，关键再配上一些
海鲜提味，手擀面才能妙笔生花。

我比较喜欢吃用芸豆做的卤。
首先，将芸豆洗净后切成薄薄的片，
将锅放油烧热，葱、蒜、姜末爆锅，再
加入切好的芸豆炒断生，添清水煮
熟，待开锅菜熟后加适量虾仁、海蛎
子肉，再浇上鸡蛋液，卤汤烧开后，
撒一些香菜末，滴一滴小磨香油，顿
时鲜香四溢，让人胃口大开，撑得直
不起腰。

特别是手擀面刚入口的一刹
那，那温热的感觉瞬间蔓延至整
个口腔，带来一种难以言喻的满
足感。面条的口感细腻而又不失
韧性，仿佛在舌尖上跳起了一支
欢快的舞蹈。

往前一步是幸福往前一步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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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伏手擀面
孙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