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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总是起得极早，

天刚发白，便听得她在厨

房里忙活。 我躺在床上，

听见水龙头哗哗地响，知

道她又在淘绿豆了。

绿豆这东西，极是平

常， 每到夏天总要备些。

绿豆性凉，能解暑气。 母

亲买来的绿豆，总是粒粒

饱满，青翠可爱，倒在白

瓷碗里，像一捧小小的翡

翠珠子。 她将绿豆浸在清

水里，那些小珠子便活泼

地跳动着， 渐渐沉下去，

偶尔有一两粒浮上来， 她便用手指轻

轻一捻，看是否坏了。

浸过两个时辰，绿豆吸足了水，胀

得圆滚滚的。母亲将水滤去，把绿豆倒

进砂锅里， 重新注满清水。 砂锅是旧

物，用了许多年，底上有一道浅浅的裂

纹，却不妨碍使用。她说砂锅煮绿豆最

好，火候均匀，不会糊底。

灶上生了火， 蓝色的火苗舔着锅

底。 水渐渐热了，绿豆在锅里翻滚，发

出细微的声响。母亲并不盖锅盖，说是

怕溢出来。她坐在灶前的小凳上，手里

拿着一把蒲扇，偶尔扇两下，也不知是

扇火还是扇自己。锅里的水开了，浮起

一层白沫，她用勺轻轻撇去，动作极是

细致。 撇净了沫，便转小火，让绿豆慢

慢地熬。

熬绿豆汤要有耐心。火大了，汤便

浑了；火小了，豆子又不烂。 母亲深谙

此道， 她能从锅里飘出的气味判断火

候。起初是生豆的清气，渐渐转为熟豆

的甜香，待到香气浓郁起来，她便知道

是时候了。

约莫一个时辰过去，绿豆已经煮得

开花，汤色碧绿澄清。 母亲撒一把冰糖

进去，冰糖块在热汤里渐渐融化，发出

细碎的声响。她不用白糖，说冰糖清润，

不腻口。 糖化了，她舀起一勺，轻轻吹

凉，尝一尝甜度，若是合适，便熄了火。

煮好的绿豆汤要晾凉了才好喝。

母亲将砂锅端到阴凉处， 任其自然冷

却。 到了午后，日头正毒，这时候的绿

豆汤最为宜人。

盛在碗里的绿豆汤，汤色澄碧，豆

粒半沉半浮，上面凝着一层薄薄的“豆

衣”，用勺子一搅，便散开了。 喝一口，

凉丝丝的，甜而不腻，豆香清冽，从喉

咙一直滑到胃里，暑气顿时消了一半。

若是嫌不够凉，可以放井水里镇一镇。

有时母亲会在绿豆汤里加一两片

薄荷叶，那滋味更是妙不可言。薄荷是

她自己种的，随手掐两片嫩叶，洗净了

丢进汤里，碧绿的叶子衬着碧绿的汤，

煞是好看。 薄荷的清凉与绿豆的甘甜

交融，喝下去，五脏六腑都透着清爽。

如今，每到初夏，母亲仍要坚持煮

一锅绿豆汤。我劝她用电器，她不肯，说

砂锅煮的才好喝。 我只好由她去，只是

在一旁守着，怕她烫着。 看她颤巍巍地

撇去浮沫，小心翼翼地尝甜淡，忽然觉

得，这一碗绿豆汤里，盛的何止是解暑

的甜水，更是母亲几十年不变的心意。

■ 光影（摄影）

安妮

近期，由孙俪、董子健主演的都

市剧《蛮好的人生》热播，凭借其独特

的视角和精彩的演绎吸引了不少观

众的目光。 然而，这部剧在收获高收

视率的同时，也陷入了口碑的两极分

化，其中的优劣之处，值得细细品味。

不得不说，《蛮好的人

生》 在人物塑造上有其出彩

之处。 孙俪饰演的胡曼黎堪

称全剧亮点。 在面对丈夫出

轨、小三羞辱时，胡曼黎没有

一蹶不振， 而是展现出了强

大的内心， 拿着大喇叭去小

三小区羞辱对方的情节，让

观众大呼过瘾， 也成功塑造

出一个有血有肉、 敢爱敢恨

的女性形象。 她对待工作的

专业和热情， 对客户需求的

精准把握， 以及在困境中不

断寻找出路的精神， 都十分

具有感染力， 让观众看到了

一个成熟女性的魅力与担

当。这种对生活不低头的劲儿，让观

众很容易产生共鸣， 仿佛看到了自

己在生活里拼搏的影子。

保险行业的切入视角也为该剧

增色不少。它通过一个个保险案例，

展现了不同家庭的生活百态和背后

的酸甜苦辣， 让观众在观看剧情的

同时， 对保险行业有了更深入地了

解，意识到保险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比如剧中涉及的养老社区纠纷、重

疾险理赔等情节， 将保险与民生问

题紧密相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拓宽了都市剧的题材边界。

然而， 该剧也存在着一些不容

忽视的硬伤。 首当其冲的便是剧情

逻辑的悬浮。 胡曼黎作为一

名资深的金牌保险销售，竟

会犯下私自为客户购买意外

险这种严重违背《保险法》常

识的错误， 实在难以让人信

服。 金总仅凭“不信任”就开

除她的剧情设置， 更是显得

过于随意， 完全忽视了职场

的基本规则和流程， 被业内

人士批为“为戏剧冲突牺牲

合理性” 。 这种对职场逻辑

的肆意篡改， 让整部剧在根

基上就显得摇摇欲坠， 难以

获得观众的深度认同。

情感线的处理也颇为狗

血。 丈夫出轨、 小三上门羞

辱、落水争宠等桥段，虽然在短时间

内能够刺激观众的眼球， 但本质上

是对中年女性焦虑的过度消费，与

当代女性追求独立、 自主的精神背

道而驰。剧中“两个女人争夺一个男

人”的核心冲突，不仅显得俗套，而

且弱化了女性角色的深度和价值，

将女性的命运过多地与男性捆绑在

一起，实在是一种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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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书法 瑞丽

1964 年 4 月 11 日上午，在

绍兴县王城村东山坪的一次基

干民兵手榴弹实弹演习中，虽然

已经练了无数遍空弹投掷的规

定动作，但青年民兵何某在把实

弹拉弦向后引臂投掷时，还是太

紧张了，导致那颗手榴弹从他右

手滑落到其身后。 正在现场全神

贯注指导并监护的解放军大尉

绍兴县人武部作训科科长梁俊

元，第一时间发现险情后，作为

一名军人，他完全知道虽然手榴

弹从拉弦到爆炸只有短短的七

秒钟时间， 如果他自己避险，完

全可以安然无恙，但梁俊元却在

这短短的七秒钟时间里做了三

个感天动地的动作：一、冲过去

狠狠推开已经吓呆的何某，大声

命令在周边等待投弹的 12 位民

兵：“卧倒”！ 二、因为民兵们都离

手榴弹仅三四米，危险显然没有

解除，于是梁俊元迎着正在地面

“吱吱” 冒烟并急速转动的手榴

弹， 一脚踢去， 可惜没有成功。

三、迅即他拉开了自己的军大衣

迎着瞬间要爆炸的手榴弹扑了

下去。 手榴弹爆炸后，梁俊元的

胸膛被炸成蜂窝状，而他周边的

12 位民兵都安然无恙。

当时 12 位获救民兵中的一

人就是我亲生父亲马钱友， 那年

他 39岁。 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

老爹作为共产党员支部宣传委员

带头响应党号召， 毅然决然报名

从上海缝纫机螺丝厂回乡务农，

为政府分担困难。 此后，老爹把

他亲眼目睹的这惊天动地的七秒

钟，详详细细给我讲了无数遍，特

别是当他说到梁俊元被炸开的胸

膛时，每次他都会泪水盈盈、泣不

成声。 老爹从 90 岁开始生活不

能自理，由我妹妹一家精心照顾。

每次我回家乡看望他， 虽然他已

经口齿不清，说话很困难，但总要

在喉咙口不停地滚出断断续续的

三个字， 混浊的双眼盯着我好像

在问我懂吗？ 但当我一重复“梁

俊元”三个字，他就会使劲地点

头，并随着低沉的哽咽声，用颤抖

的双手紧紧握住我，我知道，他要

我永远铭记梁俊元。

1964 年 10 月修建的梁俊元

烈士墓地和纪念碑， 就在离绍兴

市区绍甘公路 41 公里处的王城

村村头。 经过 1991 年 7 月和

2009 年 4 月的两次改建，现在全

部用黑色大理石为基色、 金色为

字体颜色，显得特别庄重、肃穆。

我老爹 88 岁前尚口齿清楚、走得

动的几十年间， 每年清明节他都

会到梁俊元烈士纪念碑前， 向来

祭扫的青少年学生讲述当年那惊

心动魄的一幕幕。 后来两年他实

在走不动了， 家里人都劝他不要

去了， 但他一定要我妹妹去借了

三轮推车送他去给青少年讲烈士

的英雄事迹。当时他说，他是现在

唯一还活着的见证人， 和青少年

学生一起祭扫、怀念烈士，追忆一

个老共产党员、 革命老战士舍己

救人的英雄壮举是他应该做的。

梁俊元烈士是山东荣城人，

1923 年出生，1945 年参加中国共

产党，1946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

军。梁俊元烈士牺牲后，当时并没

有被广泛宣传， 现在也没有在大

众心目中像黄继光、 董存瑞、雷

锋、 王杰、 欧阳海等英雄广为所

知。但梁俊元烈士就这样 60 多年

来一直默默无闻地安息在大山深

处，与蓝天白云相望，和青山绿水

为伴， 永远活在当地的老百姓的

心里。

生前最后七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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