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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情之处
■崔加荣

春天最后一场雨水之后，中原大地
进入了夏天。 秧苗入水，麦子灌浆，燕子
带着刚离巢的孩子在美好的大自然中

嬉戏。 刚从疫情中走出来的人们在各自
的岗位上忙碌着，为耽误了三年的生活
奔波，为从枷锁中解放出来而高兴。

大学同学群里频频晒出聚会的照

片，或畅饮，或小酌，无不尽欢。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

福， 在大家沉浸在重拾自由的喜悦中
时， 群里突然出现一个消息：“同学们，
受同学会组委会委托，我怀着五味杂陈
的心情向大家汇报一下钟万胜和陈巧

云两口子的近况： 陈巧云同学罹患肝
癌，住院两月有余，身心备受摧残。 钟万
胜同学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日夜照顾
妻子还得承担高额的医疗费 ， 不堪重
负。 望同学们伸出友爱之手，帮钟万胜
同学减轻压力的同时给予他们精神上

的安慰。 感恩！ ”
此语一出，于无声处起惊雷。 没人

相信，大家也不愿意相信。 “不可能吧？ ”
“不会吧？ ”同学们纷纷质疑。然而，消息
很快被罗永正证实，同学们的惋惜之情
溢于言表。

病在巧云身上， 同学们无法分担痛
苦，也无法妙手回春，但是大家没有就此
放手，更没有无动于衷，而是积极捐款，
力所能及帮助陈巧云挽回生命。

五百、一千、五千、一万……一个个
数字，带着温度，带着问候，带着同窗数
载的深情，在接龙中不断增加。

有的同学联系钟万胜，询问巧云病
情，带去关心，但是精疲力竭的钟万胜
每天奔走于医院，不能及时向同学们表
达谢意， 只能留给大家一句话：“感谢，
我现在不得空一一说感谢的话，稍后回
复。 ”

隔着屏幕，同学们就能感受到他的
心力交瘁、他的无奈和绝望。

即便如此无助 ，已陷入绝境 ，钟万
胜起初还是不愿意麻烦同学们。 罗永正

和其他几位同学前去探望时，极力说服
他，要为他尽点力，这才有了此次捐款
行动。

在群里 ，捐款每天都在进行 ，对陈
巧云和钟万胜关心祝福的话语也不断

在群里滚动。
有人说，经年之后的同学情日渐淡

薄了。 有人说，生活的不易磨灭了人们
的热情。 也有人说，物质的发达令这个
社会越来越薄情。 可是，在此次捐款活
动中，同学们再一次还原了同窗多年的
深情。 大家积极行动，从自己本就艰难
的生活中分出一份， 以有限的财物援
助， 给予陈巧云和家人无价的精神支
撑，也以默默的行动来与社会的凉薄作
抗争。 平日里各自忙碌，联系不多，似乎
大家之间的感情已淡如清水， 但是，只
因罗同学的一个消息，深埋在心底的同
窗之情便被点燃。 大家可能很少联系，
但纯真的同学情谊和生命的光辉从未

缺席。
有的同学事业不顺，有的同学收入

锐减，甚至有的同学债台高筑，但是面
对生命，面对大是大非，大家都没有犹
豫，大家都知道救命是无法犹豫也别无
选择的， 再困难也要挤出来一点钱，支
援一个几近绝望的家庭。 同学们深深明
白，或许，此时此刻这些钱对本就困难
的自己很重要， 但是在人生的长河中，
这一点钱又算得了什么呢？ 还有比救命
更有价值的用途吗？

精神的鼓励 、金钱的援助 ，让陈巧
云感受到了大家的温暖，重新燃起了生
存的希望之火。

几天后 ，群里传出了好消息 ：感谢
同学们的爱心传递，陈巧云同学已经从
ICU 转入普通病房，相信她一定能感知
到大家的这份爱心，一定能生出无穷的
能量，与病魔作斗争！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但是，在
有限的生命里，能感受到同学情谊的温
暖，不枉此生。 ③22

端午节习俗
■朱祖领

豫东的端午节， 年年都赶上 “三
夏”，农村人忙，很少有人认真过这个
节日。 改革开放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
了，家里人手多的，就炸糖糕、包粽子，
也有在端午这天太阳没出来之前，采
艾草和其他草药的习惯。 据说端午这
天是草木一年中药性最强的一天，端
午日遍地皆药。

端午是我国传统节日之一， 始于
春秋战国时期， 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
历史。 这一天，人们会举办很多活动，
其中吃粽子、赛龙舟、喝雄黄酒是必不
可少的。 端午节的由来众说纷纭，有纪
念屈原说、纪念伍子胥说等，不过流传
最广的要数纪念屈原了。

据《史记》记载，屈原是战国时期
楚国诗人、政治家。 他为了国家富强倡
导联齐抗秦，不料遭到贵族反对，之后
楚王听信谗言，将屈原流放到沅湘流
域。 屈原在流放中写下了《离骚》《九
歌 》《天问 》等不朽诗篇 ，至今仍被人
传颂。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
诗人， 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他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
求索”成为后世仁人志士所信奉和追
求的一种高尚精神。

公元前 278 年，秦军攻破了楚国，
屈原不忍看到祖国任人侵略宰割，写
下了绝笔《怀沙》，投汨罗江自尽。 传说
楚国百姓听到屈原投江的消息， 悲痛
万分，纷纷来到汨罗江畔凭吊屈原。 正
巧那天下着小雨，人们不顾雨水湿身，
自发行动起来，奋力划动船只，在江上
走了很多个来回， 但终究没有打捞到
屈原的尸体。 后来人们为了寄托哀思，
常常荡舟于江水之上，渐渐地，就发展
成了龙舟竞赛的活动。

当时有位老渔夫拿出饭团等吃食

投到江水之中， 说是这样就能使鱼虾
吃饱，使屈原的身体免遭侵蚀。 人们见
了纷纷效仿， 回到家中拿来吃食投到
汨罗江中。 后来人们怕吃食太少，河里
的鱼虾吃得太快，于是想到一个办法，
用叶子把饭包起来，外缠彩线，这样鱼
虾就不会吃得太快了。 之后，这种做法
流传起来， 就有了今天我们端午吃粽
子的习俗。

有位老医师搬了一大坛酒倒入江

水中，人们不解，问为什么倒酒，老医
师解释说：“老一辈的人说过， 这汨罗
江中有条蛟龙。 这是雄黄酒，可以药晕
蛟龙， 这样它就不会伤害屈大夫的身
体了。 ”后来就演变成了喝雄黄酒的风
俗。

此后，每年五月初五这一天，人们
都要赛龙舟、吃粽子、喝雄黄酒，以此
来纪念爱国自尽的屈原。

佩香囊也是端午传统习俗之一 。
香囊里通常填充一些中草药 ， 有清
香、驱虫、避瘟、防病的功效。 端午节
小孩佩戴香囊，传说还有驱邪避瘟之
意。

端午节也要拜神祭祖。 “天地者，
生之本也。 先祖者，类之本也”，天地是
生命的根本，祖先是人类的根本，祭祖
是一种传承孝道的习俗， 因为列祖列
宗的在天之灵， 时刻在关心和注视着
后代子孙， 尘世的人要通过祭祀来祈
求和报答他们的庇护。

端午节这一天， 大家还会在门前
插一些艾草。 端午节还有放纸鸢、睇龙
船、拴五色丝线、洗草药水、打午时水、
浸龙舟水、佩豆娘、吃鸭蛋等习俗。 祖
国面积广大，各地习俗很多。 ③22

烙油馍
■李红岩

这几天阴雨连绵 ， 难得一个星期
天，也没法带孩子出去走走，只能窝在
家里。 为了给孩子们换换口味，我决定
烙油馍。

盆里倒入适量面粉，再来一点点香
油，拌一下，香油可使油馍保持松软。 将
面粉一分为二，一半用热水和，一半用
凉水和，再一块儿揉，揉好后醒面半小
时左右。 醒过的面，揉起来细腻光滑，没
有疙瘩，软硬合适，摸着就像婴儿的脸
蛋一样，吃起来也更筋道。

冰箱里有亲戚送的烧麦仁，我准备
打麦仁稀饭。 油馍和麦仁稀饭，可以说
是绝配。 麦仁是麦子将熟未熟的时候
采下来，用火烘烤，再一点点揉搓出来

的， 上面还有点点黑色的痕迹和些许
淡黄色的麦皮， 用这样嫩黄的麦仁熬
出来的稀饭，喝起来麦香满口。 等麦子
完全成熟变硬，清香味就淡多了。

擀面时先用擀面杖擀出大小合适

的面片，上面均匀撒上食盐，再倒点香
油，香油要均匀抹开，这样口感才好。 再
撒上面粉，撒匀，慢慢卷起来，根据锅的
大小，拽成合适的剂子，擀成薄厚适宜
的面片，开始烙。

平底锅里倒点花生油 ，油热 ，轻轻
放上面片， 锅里很快发出嘶嘶的声音，
那声音真好听。 面片受热，慢慢鼓泡，像
雨泡泡一样，这儿鼓一个，那儿鼓一个，
鼓得急了，用铲子铲起，迅速翻过来，面

片已呈现斑斑点点的淡黄色， 真好看！
再烙一会儿，翻两回面，油馍差不多就
烙熟了。 烙油馍一定要控制好火候，把
油馍烙得黑糊糊的，就不好看也不好吃
了。 油馍烙好，切成三角形，摆在盘里，
孩子们吃得更香。 看着他们有说有笑吃
油馍，我想起小时候，母亲给我烙油馍
的场景。

那年我读初三 ，冬天特别冷 ，每天
早自习放学回家，天还不大亮。 厨房里，
父亲在烧火，母亲在锅前忙活，弟弟妹
妹祖母都还没起床， 院子里静悄悄的。
为了不耽误我上学，母亲总是先给我烙
一张又大又厚的油馍，然后再给其他人
做早饭，整个冬天都是那样。 我想，父母

一定得在我起床不久就得起来，母亲得
和面，父亲得收拾柴火，因为每次我放
学回家， 锅里的油馍差不多就烙好了。
偶尔晚一回， 我在厨房门口站着等，母
亲着急地对父亲喊：大火，大火！ 许是天
冷的缘故，柴火不容易燃着，母亲右手
掂着锅铲，左手按着锅台，眼巴巴地直
瞅着锅里未熟的油馍。 那个场景，我永
远都忘不了。

如今，我的父母年龄大了 ，头发白
了，脊背弯了。现在的我，也给我的孩子
们烙油馍，就像当初我的母亲给我烙油
馍一样， 这样的轮回跨越了几十年，但
那油馍里的温暖是一样的，爱，应该也
是一样的。 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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