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挑花老人（摄影） 姜建华

爱的棉花糖

�张素平

棉花糖的味道像什

么，像母亲对孩子的爱。

周末带女儿去公园

玩，正走在路上，女儿突然用小手指了

指远处，我抬头一看，原来是卖棉花糖

的。 远远看去，白的，粉的，一团团，像

五颜六色的云从天空落到了人间。

女儿还小，无法用语言表明自己

想要什么，现在想要啥都是用小手指

给我看。 我抱起她朝着棉花糖走去，

买了一个白色的棉花糖，用手撕下一

点，塞进女儿嘴里。

吃到了甜蜜的滋味，女儿欢快地

笑着。 我也吃了一口，入口的甜让我

想起了小时候。

那时条件不富裕，村子里供销社

东西很少，因为没多少家庭能经常光

顾。 平日里买东西都靠那些走村串巷

卖东西的商贩。

每次有小贩来到我们村， 后面都

会很快跟一批小娃娃。 商贩带的东西

有吃食，有玩具。 他们每到一个村，一

般都会先在主街道上吆喝一路， 然后

引得小孩出来后就在村子明显的位置

停下，等娃娃或者娃娃的家长来采买。

在商贩卖的东西里，我最喜欢的是

白色的棉花糖， 除了觉得她好看之外，

我更好奇棉花糖的出

身，或者说制造方法。 白

色的砂糖一粒粒， 摸上

去像坚硬的小石子，如何经商贩之手就

变成了软软的“团雾”？ 既好看又好吃。

我虽然喜欢， 但是家里条件限

制，却很少吃到。 除非哪次幸逢地里

收成好，家里的收入高了，母亲才舍

得给我买一个棉花糖。

每次拿到棉花糖，我总会先给母

亲拽一点放到她嘴里，穷人的孩子早

当家， 村里的孩子都是早早就懂事，

明白母亲的不易。 他们整日里面朝黄

土背朝天，辛苦挣得的钱都花在了孩

子们身上，自己却不舍得花一点。

母亲对孩子的爱总是不求回报，

倾尽所有。 棉花糖又软又甜，每吃下

一口，既甜了口腔，又甜到了心间。

女儿吃着棉花糖，开心地朝我笑，

那笑容像盛开的花朵， 让我整颗心都

变得柔软。小孩子的快乐总是很简单，

一口甜就可以欢乐她整个心间。

秋风从远处吹来，手中的棉花糖

被风亲吻的微微变了形状，但是它的

味道依然很甜，就像我对女儿的爱永

远不变，亦如母亲对我的爱也未曾变

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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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止也， 暑，夏

天。 今年稍特殊，斗指

戊，处暑至，少阴强，行

夏令。不愧是最热三伏

天，现在还在 35℃+ 挣

扎， 电费哗啦哗啦的。

不过再怎么挣扎，总会

一阵秋雨一阵凉。今天

半个朋友圈刷屏雨后

双彩虹，快热疯了的小

伙伴们喜气洋洋准备

迎接降温。其实在农耕

时代，对处暑不出伏还

是忐忑的，不然也不会

说，处暑禾乃登，晴雨

定收成。 只是时代不

同，我们对未知的把控

力自认更强大了。 对小 C（作者女儿）

来说，处是结束，暑可能指的是暑假，

暑假清零，周日返校，终于初三，出来

混迟早要还，最难的中考就看这一年。

在上海，中考难于高考，每每小 C

发出灵魂拷问， 为什么背井离乡到这

里来读书， 其实你老娘也是打落牙齿

和血吞滴，按照我 8 年前的计划，这时候要

换赛道，不过全球疫情加上经济下行，小 D

退无可退，唯有勇往直前。

话题回归，开学伊始，给小 C两个建议：

1.学会读数据。上海今年中考 10 万人，

升入高中 50%，高考 5 万人。 如果成绩累计

在全市的 5000 名以内，基本末流 985 学校

能够保证。 小 C 一直没想明白自己在学校

里是个什么位置，偶尔一次考得好点，同学

家长也会忽悠说是四校的苗子， 偶尔一次

考砸，就觉得中本贯通貌似也不错。 将来小

C 要走向社会，社会平民化的变现就是咨询

特别特别廉价，面对炸裂的信息流，如何明

辨真伪是非？ 要保持自己独立的认知和思

想的最重要的背景知识就是能建立自己与

这个社会的坐标系，学会读数据，分析自己

的实际水平和能力，不要梦想一日暴强、逆

风翻盘， 还是脚踏实地完成每一天小小的

目标，向自己想去的学府努力。

2.阅读。 晚上喝茶多了睡不着，顺便翻

了翻最近几年的上海卷， 王老师分析得很

准确，上海卷的特点还真不是考智商，而且

“得语文者得天下”表现得淋漓尽致。语文和

英语作文有可能就是决战高地。按照现在的

分制，哪个都不能差，但是拉开差距的还在

认知上。小 C 缺乏阅读。真正的阅读其实是

从停止故事性的阅读才开始。我小时候压力

没这么大，杂书会看得比较多，当时推荐小

C 学龄前背好千家诗、笠翁对韵等等，小学

三年级前看完金庸古龙，建立行侠仗义的三

观，小学阶段多看社科科普类，尽可能扩展

知识面。 到了初中，完成所有茅盾文学奖的

作品精读， 反倒是外国名著尽可能看原版，

受不了原版就看简读版， 有个印象就可以，

反正读了也容易忘，都要到成年有了一定经

历后反复读的。 到高中，要开始读思辨类的

书籍，西方哲学史、美学等等，刘擎、陈嘉映

都行，建立自己的框架体系，上海是标准国

际化城市，有很多机会就能接触到不同国家

的人和思想。 除了应付高考作文，更重要的

是，只有更多的了解，才会变得平静谦虚，不

会被这个喧嚣的世界洗脑带节奏。

每年秋天，总有这么几天，满城桂花

香。 我和几个朋友也总要去桂林公园赏

花。 坐在草地上，天似阴似晴，云时隐时

现，空气中飘着浓郁的桂香，一阵风吹来，

桂花洋洋洒洒拂在衣上、发际，一个个人

都变得金灿灿、 香喷喷。 飘忽的花香中，

我恍惚起来，穿过树梢稀薄的烟云，回忆

一点点地走近。

与“徐汇”结缘，与桂香有关。 那年金

秋时节，我们与市慈善基金会共同发起为

孤儿义养基金筹款，交通大学附属小学第

一个响应，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方明正

在上海，他也来了。

走进校园，一阵阵桂香扑鼻而来。 大

礼堂坐满了师生，一条鲜红的横幅“金爱

心在行动”， 点明了主题。 台侧放着捐款

箱，台前堆满了衣物、文具、书包，每份礼

物都用红绸带扎好， 上面有只小信封，是

捐赠人写的祝福语。 校长致词后，两个同

学推着一辆轮椅过来，上面歪斜地坐着个

孩子。 我走近看，只见他半闭着眼，头低

着，对我伸出的手视而不见。 我拍拍他的

肩， 他也毫无反应。 主持人大声宣布，今

天，小强同学来学校，我们欢迎他回家，全

场响起一片掌声，持续了很久。

原来这是已毕业三年的一个学生，因

病致残，不能与人正常交往。 母亲辞去工

作，在家照顾他，父亲不堪重负，也生了

病，全家陷入困境。 学校得知后，对这个

早已不在校的学生伸出援手，不断派人探

望，帮助解决问题，还持续捐款，使这个风

雨中飘摇的家，有了依靠。学校凡有活动，

总是把这个面目皆非的孩子请回来，让全

校学生看到世间虽有不幸，只要有爱就可

以携手同行。 今天，又把他请来了。

全校教师列队上台捐款，好几位眼中

含着泪，我站在捐款箱前，对每一位老师

鞠躬道谢，也止不住泪。在温馨的气氛中，

台下的学生为每位老师鼓掌。 之后，校长

把厚厚一叠钱使劲塞进捐款箱，然后向着

台下大声说：“同学们，谢谢你们，能帮助

别人是很快乐的。 ”方明也走上台，掏出

口袋所有的钱投入箱内，全场响起更热烈

的掌声。

捐款一分为二，分别给慈善基金会和

小强。所有的衣物装上卡车，每班派代表，

送儿童福利院。 迎着阵阵桂香，交大子弟

小学师生把满满的爱送了出去。 这件事

已过去了二十年， 当年的学生都已长大，

那个不幸的孩子也因病重离世， 但我相

信，每年桂香满城的日子，很多人和我一

样会想起这件事，心变得一片柔软。

桂香浓郁，在徐汇四处可闻，十多年

前我与《徐汇报》结缘，副刊“桂花苑”是这

张报纸的名片。 它以真挚的情意，团结了

一大批作者。 逢年过节，常常收到编辑的

问候；稿件发出，常常得到真诚的对待。我

因忙，疏于写稿，总编先生不时联系却并

不催促，感动于这份真情，我时不时提起

笔吐露心声。

桂树静默一年， 才在灿烂的秋阳里，

有幽幽桂香自那里蒸腾。如世间一些美好

的东西，带走与留下的，都在无声地摇曳，

盛满了岁月，也盛满了情。 因此，一座城、

一个学校、一张报纸，就有了炽热的温度。

幽幽桂香

�叶良骏

我喜欢吃年糕，不管是汤年糕、炒

年糕，还是炸年糕都是我的最爱。秋季

到了，路上满满的桂花香，我向外婆提

议，我们来制作桂花年糕吧。外婆欣然

同意。

做桂花年糕， 第一步当然就是要

去收集桂花。新鲜的桂花，米粒般的花

蕊， 微黄的花瓣， 浓郁的香气令人陶

醉。 首先， 我们会把花梗和杂物拣取

掉，把桂花在筛子里筛一下，然后把干

净的桂花放在碗里待用。 外婆会把长

条形的年糕切成一块块薄片， 再在锅

里煮熟，放在另一个碗里。 这个时候，

桂花年糕的精华部分就

要来了，外婆会开油锅炒

白糖，油锅里要加入足够

多的白砂糖进行翻炒。 等白糖炒到一

定程度， 外婆把年糕片倒入锅中一起

炒，用铲子翻滚，让每一面都均匀裹上

糖衣。在翻炒的时候，甜腻的香味会显

得越来越浓厚。 这时，撒上一些桂花，

小小的花瓣点缀在年糕片上， 像是白

玉上的立体花纹。 直到糖浆开始呈现

焦黄的色彩， 桂花年糕就可以出锅装

盘了， 实物的香气和桂花香气融合在

一起，让人食指大动。

桂花年糕，咬一口甜蜜蜜，这是外

婆的手艺，是秋天的味道，也是江南的

味道。

桂花年糕是秋天的味道

�高安路第一小学 刘沐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