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 条
李玉坤

丰收的季节到了， 翻滚的麦浪
间，透出缕缕清香。广袤的中原大地，
不仅是小麦的主产地，还是面食文化
的繁荣地。 仅面条就有多种烹饪方
式：汤面、捞面、焖面、炒面等。

中国幅员辽阔，土地肥沃，小麦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滋养
着华夏儿女。 当然，勤劳聪慧的中国
人在不断改良小麦品种的同时，也创
造性地催生了千变万化的面食。就拿
面条来说，也有至少上百种做法。 陕
西的油泼面、山西的刀削面、四川的
担担面、重庆的小面、河南的羊汤烩
面等等。

我是河南人，钟爱带有中原特色
的面食。除了被外界熟知的河南烩面
外，我最爱的就是炝锅汤面。

炝锅汤面的做法并不复杂，同中
原人的性格一样，朴实无华。 无需什
么分得精细等级的面粉，乡间常见的
小麦面粉即可。取一碗面，加适量水，
置于面盆中反复搓揉，达到“面光、手
光、盆光”的程度即可。之后放于案板
之上，小擀面杖开场把面团滚压成面
饼，大擀面杖接力，把面饼擀成圆形

面片，要薄，才能彰显出擀面的技术。
切面考验刀工，宽细要均匀，才

可达到最佳口感。 面条切好后，就能
起锅烧油了。 把提前备好的葱花、姜
丝、蒜片放进锅里用大火爆香，此为
“炝”。 然后再下入切好的肉丝、黄豆
芽等，煸炒三两分钟后加水，再撒入
食盐，淋入酱油，或根据个人喜好同
时放入胡椒粉、十三香等调味料。 水
开后， 把面条均匀地放进翻滚的汤
锅之中，三分钟左右即可煮熟，快出
锅时放入荆芥等青菜加以佐配 ，关
火后滴入些许香油， 一碗回味无穷
的炝锅汤面就做好了。

这是炝锅肉丝汤面， 还有一种
叫炝锅鸡蛋汤面，做法大同小异。 但
捞面 、焖面 、炒面的做法 ，则又各自
不同了，都能独具一格，别有风味。

小时候在农村老家， 每到午饭
时刻，村前屋后胡同口，都能看到端
着面条碗的大爷大娘。 尽管碗里都
是面条， 可各家碗里的配菜也不一
样， 条件好的能吃上肉丝或者鸡蛋
碎。 大部分人家还是素面条，就是白
开水煮面， 锅里只有田间常见的无

需花钱购买的时令蔬菜， 调料也不
丰富，只有食盐、散装酱油、味精、香
油。 现在想来，那时候的面条吃着虽
说相对寡淡， 但乡里乡亲的情谊却
是浓厚的。

我也像大人一样， 端着面条碗
跑到村口凑热闹， 大人们交谈的内
容我记不清了， 反正场景总是有说
有笑的， 氛围融洽。 孩子好玩是天
性， 我喜欢用筷子挑起一根长长的
面条 ，举过头顶 ，然后仰着头 ，吸溜
一下，把面条收入口中，边玩边吃。

夏季的时候， 乡亲们的碗里通
常把炝锅汤面换成清凉爽口的捞
面。 小时候的一句童谣让我记忆深
刻， 大人们哄孩子吃饭时， 喜欢说
“捞面条打（加）鸡蛋，呼噜呼噜两三
碗”。 寥寥数言，就道出了面条的美
味和食之的爽快。

母亲的手擀面也是相当拿手
的，擀出来的面条筋道爽口。 夏季，
只有在夏季的时候， 我才能吃上母
亲做的茄汤面。 因为夏季是茄子成
熟的季节。

阳历的七八月份，正值暑假，地

里的农活不算多。 中午时分，母亲擀
好了面条， 从地里摘回一两个肥硕
的茄子， 清洗之后也不去皮， 切成
条。 茄把也不舍得扔，去掉上面的尖
刺，连同茄条一起放入盆中拌上面。
然后，在锅里加入猪油，小火将茄子
煎至泛黄，加水熬成茄汤，最后下面
出锅。 或许是有了荤油的加持，或许
是茄条的搭配，我觉得那口味，是日
复一日寡淡生活中的美味。

后来，我到城市读大学，在文明
路北头找到了一家卖炝锅汤面的小
店。那是一家 10 平方米左右的小店，
应该是兄弟俩经营的。 吃面者多是
市井劳力， 两块半钱就能吃上一大
碗炝锅汤面 ，或肉丝 、或鸡蛋 ，还是
猪骨高汤煮面，堪称美味佳肴。 这是
2005 年前后的事情， 后来我想起来
这家的炝锅汤面再去找寻时， 已觅
不到踪影了。

现在快节奏的生活， 我依然固
执地喜欢吃面条。 有空了自己动手
做，没空了随便钻进一家街头小店，
于人间烟火中吃上一碗炝锅汤面 ，
酣畅淋漓。

成熟的麦子（外二首）

李秋彬

夕阳真美
在麦田里找到了光
不忍带进黑夜
月色也美
在麦田里找到了你
不能带出梦境
日落月出
麦子和你一样安分
越成熟，越有度
从不高过村庄，只盖住杂草

立夏

村子里的初夏，初热
没有风声时，能听见自己的

呼吸
只是一只黄鹂飞过
麦田变成了油画
只是一个孩子卷起裤管

池塘隐去了蛙鸣
只是一个老人在褶皱上微笑
大地就有了丰收

麦田小记

带镰刀来看麦子的人
看到麦子的沉默
看不懂麦子的惊慌
麦子缓缓地让
让出风，让出阳光
让出一垄垄细细的路
看麦子的人路过麦子
像路过黄金
这是麦子的隐痛
来看麦子的人
走进广阔的麦田
不会走进麦粒的内部
一个小小的人间

风吹麦浪
尚纯江

不知道你是否看见了那起伏的麦浪
广袤的田野一片金黄
“麦秸垛垛”鸣叫着划过蓝色的天空
从金黄色麦田里迅疾飞入云端的云雀
微微吹动的夏风里弥散着新麦的清香
哦，麦浪起伏，犹如田野的律动
起舞的麦穗在微风中摇曳着金色的阳光

蹲在地头的乡亲
不再卖杈子、扫帚、扬场锨

昔日里梦一般的收割机即将隆隆登场
而我，回望了一眼又一眼那明晃晃的镰刀
一辆辆架子车驮着山一样的麦子
任劳任怨的黄牛
一圈又一圈转动着心中的梦想

而今，我站在路边的麦垄上
炙热的阳光
把麦穗烤成一片沙沙作响的麦浪
飘逸的白云

在“麦秸垛垛”的鸣叫中变幻着岁月

这儿不久就会成为收割机快乐的海洋
没有镰刀，没有架子车，也没有打麦场
“麦秸垛垛”只是鸟儿的乡愁
那一只飞入云际的云雀
仍在追逐璀璨的时光
即使有风，即使有雨
那一望无际的麦田
总会散发让人舒心的清香

麦香时节望故乡
杨亚爽

金色的阳光从南至北
染黄辽阔的豫东大地
麦的芒刺张开无数希冀
与广袤的蓝天遥相对视
麦子的味道扑面而来
仿佛一夜间弥漫整个村庄

这是多么诱人的一种气息
一代又一代喂养了我的乡亲

每年的这个季节
我的心情都无比亢奋
曾让父辈和我渴望已久的麦子

是豫东平原最真诚的馈赠

杏黄色滚动的麦浪呵
是童年最美的一帧画卷
每一回闻到麦香
都能使我触及故乡的心跳

那年麦收季
韩辉

布谷鸟的叫声在广袤的麦田
上空显得格外清脆、优美。 麦穗耷
拉着脑袋，粒粒饱满等待丰收。 看
着金黄铺满田野，那年麦收季的场
景从我的心底缓缓飞出。

那年， 我十一岁。 在小满后的
几天 ，父亲就开始收拾 、清理存放
半年的农具。 磨完镰刀，他和母亲
就先把村东头自留地的半亩麦子
收割了，当作打麦场地。 清运麦子，
除麦茬 ，平整地块 ，套上牛拉上石
磙 ，来回碾轧 ，场地被轧得平整光
滑，父亲只用了半天时间。

打麦场有了，就等着炙热的太
阳一晌把麦子晒熟了。 风吹麦浪呼
啦啦响的时候，人们就蜂拥着开始
了麦收的正式劳作。

凌晨四点多，我在父亲的催促
下 ，跟着家人提着水壶 ，在夜色中
向田间走去。 下到地头，父亲便割
起麦来，他不急不躁，稳着身，跨着
步，左手抓握麦棵就像展开的扇子
把 ， 右手拿镰刀稳着劲用力向后
割，一镰一大步，不抬头，不直腰，很
快就把我和母亲甩出了很大距离。
父亲割过的麦茬既矮又齐，还不掉
麦穗。 倒是我，虽然已经割过一季
麦，手脚也够快，但是不得方法，没
有耐力 ，割上十几步远 ，就感觉腰
酸背痛，要站直休息一下。

“俗话说，割麦不怕慢，就怕站，
你站一站别人超你两步半。 ” 父亲
鼓励我 ， 又给我说了一些割麦技
巧。 我按照父亲的方法，割麦速度
果然有了提升 。 太阳在头顶的时
候， 分给我的一亩地已经割完了，
这时候我的胳膊上、脸上全被麦锈
包裹着，还干咳不断。 父亲则没事
一样规整我割下来的麦子。

割完的麦子要在地里晒上一
晌，等到傍晚或者天擦黑的时候装
车拉到麦场， 这时候的麦棵潮湿，
装车的时候不容易掉穗。 装车，母
亲用手臂将两步内的麦棵拢在一
起 ，父亲用铁杈挑起来 ，一杈一杈
地装到架子车上。 我干的活是爬到
装平的架子车上接过父亲挑上去
的麦棵，码好，踩实。 因为装得多，
装好车后父亲又用一根长麻绳从
前至后将麦车子紧紧捆扎，防止路
上有麦棵滑落。 捆好车子，父亲驾

车， 我和母亲在后面推，“吭哧、吭
哧”，累得两腿发软，一起将车子推
出麦茬地。

麦子拉回麦场后， 父亲和母亲
用铁杈将麦子从车上挑起， 摊在场
上晾晒。 我负责将他们挑下的麦棵
散开。就这样，一架子车一架子车地
把收割的麦子从地里拉到场里，几
亩地的麦子拉完就深夜了。

第二天，太阳已过竿头，我才从
睡梦中醒来。 在厨房吃了母亲留的
早饭， 就匆匆去了麦场。 太阳很火
辣， 父亲正在轧场。 他站在铺开的
麦子中间， 老牛在他鞭子的指挥下
拉着石磙一圈一圈来回转着。 母亲
跟在石磙后面， 把刚轧过去没有碾
住的麦棵用铁杈翻到里面。 如此反
复五六遍，一场就轧好了。接下来就
是翻场，父亲在前，母亲在后，转着
圈用铁杈把轧过的麦棵从上面翻
到下面，翻完，套上老牛接着轧。 经
过几遍的碾轧， 厚重的麦棵变成了
扁平光滑的麦秸，麦穗完全碾碎，麦
粒也从麦壳上脱落。 父亲把老牛赶
到一边，就起场了。父亲与母亲各执
一把铁杈把麦秸秆挑起并上下抖
动，将麦秸秆和麦粒分离。然后把麦
秸秆运到场边不碍事的地方， 用板
锨和扫帚把麦壳和麦粒归拢。

扬场是一项技术活， 父亲就是
扬场的老手。 趁着风力， 他端着木
锨，双腿叉开，站在与风向成一定角
度的上风头位置，借风用力，把混杂
着碎麦秸和麦壳的麦子成一条弧线
抛出去。 碎麦秸和麦壳被风吹到一
边， 母亲站在那边及时用扫帚将麦
秸和麦壳打落， 剩下的便是几米长
的一堆金灿灿的麦粒。扬完场，父亲
早已汗流浃背。

那时候， 麦收是农村人家的头
等大事，从准备麦收到颗粒归仓，差
不多得一个月辛苦劳动， 一个麦收
季才结束。 现在的麦收， 快捷而简
单，收割机一进入，少则个把小时，
多则半天， 麦粒便哗啦啦地从机器
里倾倒出来，装入麻袋，麦收季就结
束了。相比于现在，那年麦收季里收
割、 打麦、 晒麦过程中的艰辛与不
易，时隔这么多年我依然历历在目。
虽然在外工作多年， 现在每逢麦收
季，我总还要回家帮父母收麦。

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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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收麦忙
曾之

田野犹如金黄色的海洋， 一阵
阵风吹过，麦田起伏连绵，麦子的清
香和着泥土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 ，
鸟儿们在麦田上空盘旋着， 鸣叫不
停。 我走在家乡的田埂上，望着四周
熟悉的场景， 内心不由升腾出久违
的亲切感， 小时候在这片土地上收
麦子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收麦是庄户人的头等大事 ，那
时候，刚进入小满节气，家家户户就
开始忙碌起来。 父亲也和大伙儿一
样，早早到集市上买来镰刀 、铲子 、
木杈、木锨、扫帚、磨刀石等，把镰刀
在磨刀石上打磨出锋利的刀刃 ，在
耕牛的石槽里多加些草料。 母亲把
积攒多日的鸡蛋、鸭蛋放在瓦罐里，
撒上盐，加入适量的凉开水 ，封好 ，
等收麦时食用。

造麦场是收麦前必做的活 ，父
亲通常是和相邻地块的几户人家商
量好， 在同一块地造麦场。 割掉麦
子，铲去麦茬 ，把场地修平整 ，几家
联手，在麦场的边沿，用长铁杆打出
一口简易的压水井。 下午，父亲用脸

盆取些井水把麦场均匀泼湿，然后，
让耕牛带着石磙和落石， 反复地碾
轧麦场， 直到把麦场碾得又瓷实又
平滑。 每天早上，父亲都要在麦场上
洒水，以防太阳暴晒后的麦场裂纹。
麦场边上，还要放上水缸、斗盆等器
皿，里面盛满水，便于防火。

“蚕老一时，麦熟一晌”，麦子大
收开始了， 村里的老老少少忙得如
打仗一样，麦地里的人流日夜不断。
父亲是个急性子， 紧张起来手心往
外冒热气， 我们很小心地紧跟着父
亲的节奏，稍不注意，就会招来一顿
训斥。

清晨，趁着天气凉爽，我们早早
就随父母下地割麦了， 按照父母教
的，把镰刀与地面水平放置，左手抓
住麦棵， 将刀刃的中间对准麦棵根
部，右手用力往后一拉，麦子就乖乖
倒下了。 起初觉得割麦很有趣，可干
着干着就不行了，手上 、脸上 、身上
沾满了麦锈和灰尘， 右手掌上也起
了血泡 ，腰也酸了，腿也麻了，全身
又痒又疼，哪哪儿都不舒服。 此时，

太阳已升得老高， 肚子叽里咕噜地
叫个不停， 幸好这时父亲让我回家
帮母亲做饭，我才缓了一口气。

麦子割下后， 要用架子车把麦
子运往麦场。 起初，是我和弟弟扶着
架子车把， 父母用杈子往车上装麦
子，车上的麦子越装越多，我和弟弟
感到吃力时，父亲便让母亲扶车把。
那时的父亲年轻力壮， 车子上的麦
子堆得像座小山一样。 父亲用力拉
着一车麦子，母亲用杈子插进麦山，
在后面使劲推着， 我和弟弟忙着捡
拾散落在路上的麦穗。

父母把车上的麦子卸到麦场
上，摊开、摊匀，让太阳充分暴晒。 等
麦子晒得差不多的时候， 父亲便从
家里牵来耕牛， 套上大石磙和大落
石碾麦子，父亲还嫌分量不够，便让
我和弟弟轮番坐在落石上。 父亲在
前面牵着牛把握方向， 我坐在落石
上一圈圈地打转转。 那时， 正是午
后，太阳最毒辣的时候，父亲身上的
坎衫被汗水浸得透湿， 我坐在落石
上也不好受， 那落石被太阳晒得太

热了，我坐在上面像烙饼一样，有种
要被烤熟的感觉。

太阳西沉的时候， 天也不那么
热了，该起场了，父母用杈子把与麦
粒分离的秸秆挑到麦场边上， 把掺
和着麦糠的麦粒拢到麦场中央。 下
一步该扬场了， 扬场的目的是将麦
粒与麦糠及杂物进行最后的分离 ，
是个技术活，还要借助风力。 父亲用
木锨在麦堆上铲半锨， 向空中轻轻
抛起，以确定风力和风向，觉得可以
了，父亲开始扬麦，母亲默契地配合
父亲， 用扫帚在麦粒与杂物之间轻
轻地清扫。 终于，一个椭圆形的、金
灿灿的麦堆出现在眼前， 望着这用
汗水换来的好收成， 一家人的脸上
都溢满了喜悦和幸福。

打过第一场麦后， 接下来就是
不停地重复，割麦、拉麦、打麦，还要
晒麦、垛麦秸垛，整个麦季要花费一
个多月的光景，若赶上阴雨天，还要
往后延迟。 现在不同了，大型收割机
一发动，麦粒直接被装入袋中，只需
三五天时间，麦田就被收割一空了。

麦麦浪浪翻翻空空沃沃野野黄黄 丰丰收收愉愉悦悦写写眉眉行行

散文

����� 麦麦子子熟熟啦啦！！ 三三川川大大地地迎迎来来了了丰丰收收，，举举目目望望，，麦麦田田在在阳阳光光下下泛泛着着金金光光，，成成熟熟的的麦麦穗穗宣宣示示着着劳劳动动果果香香。。
麦麦浪浪滚滚滚滚，，犹犹如如一一片片金金色色的的海海洋洋，，丰丰收收的的喜喜悦悦洋洋溢溢在在每每个个人人的的脸脸上上。。 大大地地生生金金，，这这便便是是丰丰收收最最美美的的底底
色色。。 本本版版特特别别策策划划丰丰收收专专题题，，以以飨飨读读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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