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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时候， 中国人的家里少不了要

挂一张这样的全家福： 祖父母抱着小孙

子在当中正襟危坐，儿子、儿媳、女儿、女

婿一家一户分列两边或者层层叠叠。 全

家福其实是家庭结构的图解， 比起宗谱

上一个个的名字， 全家福更具体， 更生

动， 更能体现大家庭中的秩序感。

当照相不再是一项奢侈的消费，

“全家福” 的号召力就开始从我们生活

中降低了。 说到照全家福， 有人笑称，

别说照相， 我们家的人见还没见全呢，

比如在美国的洋女婿， 结婚几年了， 还

没登过我们家的门呢。 又有人说， 一家

人几年都没有聚齐的时候， 过年回家，

兄弟都是“轮值”， 哪拍过什么全家福

啊。

家庭的规模在变小， 全家福的规

模也缩小了。 “全景式” 的全家福少

了， “局部” 的全家福多了， 即使是家

人聚齐了， 如果提出照一张照片， 大家

会说， 不如唱卡拉 0K， 不如吃饭， 不

如打麻将， 拍照， 什么时候不可以呢。

于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做的事情， 往往就

没有时间去做了。

很多离开家的游子， 有时候想起来

连张全家福都没有， 而父母念叨着要拍

张全家福却不能够实现。 这就成了他们

一辈子的遗憾。

其实， 全家福是一样挺好的纪念

品， 它把家庭一个时间的状态定格了，

它与族谱不同，全家福有时点上的意义。

彼时彼地，父母头上是青丝，自己身上是

花袄，在这个时点之前和之后，有出生和

逝去，中国人看生死很淡然，而全家福带

着的，永远都是淡淡的温暖。

当时光逝去， 一张张记录家庭变迁

的全家福能够让我们在翻看相册的时

候， 感受到家庭血脉与情感传递的生生

不息。

悠悠岁月

□谌梦奇（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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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告诉母亲， 明天几位要好的同学想

到她家玩。 正在厨房里洗菜的母亲动作慢

了下来。 荷看在眼里， 马上说： “妈， 要

是不方便， 我让她们别来了。”

母亲回过头来， 说： “有什么不方便

的， 让她们来玩， 都来！” 荷看看母亲正

在洗的几棵青菜， 蔫巴巴的， 那是母亲赶

在菜市场收摊前买的便宜货。 家里经济困

难， 每个月母亲把各项开支算了又算。 母

亲看看满脸忧虑的荷， 轻松地笑笑， 说：

“放心好了。”

第二天， 同学们如约来到荷的家。 大

家对她家的布置赞不绝口： 草珠串的朱红

门帘， 大方得体； 棉线织的桌布， 洗得洁

白； 旧包装盒裁成的卡通杯垫， 形状可爱

……一个个细节让人惊叹不已！ 经同学们

一议论， 荷这才发现自己的家竟然是这样

的温馨， 为什么自己平时没有发觉呢？

到了吃饭的时候， 母亲端出一大盘

菜： 一朵朵红白相间的花， 虽不是巧夺天

工， 但也非常精巧。 花朵中间镶嵌一点肉

沫， 做成花蕊的模样， 淋上薄薄的芡汁，

更加晶莹可爱。 大家小心翼翼地夹起来尝

了尝， 说： “阿姨， 这是什么东西做成

的？ 又好吃又好看！ 真是舍不得吃啊。”

母亲微笑着说： “是萝卜， 红白萝

卜， 大家多吃点， 保管够吃。” 大家惊叹

起来， 一个同学赞道： “阿姨， 你真是一

个艺术家啊！”

荷心里暖暖的， 她知道那些萝卜是菜

市场里卖剩下的， 表面坑坑洼洼， 母亲别

出心裁地就势把它们雕成花朵的模样。 同

学说得对啊， 母亲就是一位艺术家， 她是

生活的艺术家， 每天用爱心把自己， 把家

人的生活打扮得更有意趣， 更加生气盎

然！

雕花萝卜

□江慧妍（广东）

火塘里几乎是长年不断的木柴火， 三

脚铁架上正煮着糊米油茶， 火塘边是一

张方桌， 桌上摆着侗家的美味佳肴： 腌

肉腌鱼。 人们围坐在火塘和餐桌的四周，

一个盛满糯米“苦酒” 的大形陶缸放在火

塘桌旁， 好客的主人不断地用竹勺往客人

的酒碗里添加“苦酒”， 这就是早些年通

道侗乡侗胞家宴的场景。 我有幸多次参加

过这种别具风情的家宴。

本地客人用筷夹起一块块生的腌肉腌

鱼在嘴里吃得津津有味， 可我们这些外来

的汉人却只能是“望肉兴叹” 了。 侗家主

人为了照顾外来客人的习惯， 将那些腌鱼

腌肉放在炭火上烧烤熟了， 再让外来客人

品尝， 那可就是香喷喷的了。 再配上糯米

“苦酒”， 真可谓“美酒佳肴”， 甚是诱人。

只是这鱼、 肉咸得发苦， 也难以食之

稍多。 据侗胞们介绍： 腌鱼腌肉必须加上

足够多的食盐， 不然是不能保存多久的。

按照侗家习俗， 腌的鱼肉保存久的长达三

十多年， 少的也达数月半年以上。 而保存

得越久就越显得主人家富有、 贵气。

普通的卫生常识告诉人们： 食盐过多

易引发高血压， 而生食鱼肉也不易消化吸

收， 甚至引起某些寄生虫病如绦虫病、 华

支睾吸虫病的感染 （特别是新加工的鲜

品）， 这些病种在当地都曾有过发现。 近

年来侗乡加工的腌制品加盐已渐有减少，

而其色香味则有增无减， 实乃一桩好事。

生了病的人， 一

般都会反思过往的

生活方式， 在心里

反复追溯自己的病

痛怎么一步步发展

到今天这种地步的？

后在医生的治疗下，

病情得到控制， 心

里又扬起了希望的

风帆。 尽管对医生

的医嘱， 对家人朋

友的忠告， 一再地

表示铭记在心， 但

好景不长， 曾经生

病的痛苦和反思，

就全然抛在脑后，

又开始回到过去的

生活状态里去。

我的一表弟， 是做土建工程

的。 为了竞标成功， 出院不到半

年的他， 白天黑夜连轴转， 陪人

喝酒打牌打麻将， 刚刚发誓说要

健身的计划， 才实施半月， 就搁

浅了。 他刚刚修养过来的身体又

开始出现症状： 头发掉得厉害了，

人瘦了一大圈， 精气神也没了。

最要命的是， 他的糖尿病又开始

有加重趋势， 每天要打两针胰岛

素， 吃一大堆药。

又一次陷入病痛的他， 想起

住院时， 医生告知的种种并发症。

他怕了， 后悔自己面对金钱的诱

惑， 自己的不坚定， 于是， 又开

始新一轮的治疗戒烟戒酒健身，

包括反思。

其实， 说到底， 人还是一个

欲字在头脑里作祟。 如果少一些

欲望， 金钱的欲望， 功利的欲望，

美食的欲望……， 便会少许多人

世的烦恼忧愁。

可如何把握生活里这个欲望

的度： 多读书， 多做善事， 多结

交心灵高尚的人， 多和不如自己

的人比， 欲望的气球就会在不知

不觉中缩小， 直至你成为了一个

可以控制自己、 把握自己生活的

人。

把

握

好

人

生

的

欲

度

儿子平时闹零食吃， 吃饭的

时候怎么哄他， 他都难得吃几

口。

这天吃饭的时候， 母亲劝了

又劝， 儿子只吃了一口又玩他的

玩具去了。 母亲追着数落他， 我

也跟着母亲开始数落儿子： “你

一天才吃几口饭， 我看你怎么长

高？” 母亲也立即附和： “这孙

子也太不听话了， 为他好他还不

知道。”

儿子听我们这样说他， 不高

兴地说： “你们骗人， 我能长

高。 爷爷说了， 他小时候家里

穷， 根本没饭吃， 你看他多高

大！”

有种幸福叫“全家福”

□ 祁增年（安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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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渣难掉（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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