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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如梭，转眼间，那些熟悉的身影随着
时间的流逝，渐渐淡出了视线。直到有一天，
尘封的记忆被打开，我才意识到，原来过去的
一切从未远去。

那日，我们姐妹聚在一起，姐姐提议，把
父亲的坟从老家迁到县城的墓地，她已打点
好老家的一切，只剩选定迁坟的日子了。我
听着姐姐的安排，不禁回想起与父亲度过的
每一段时光。

记忆里，父亲是一个勤劳踏实的木匠。
童年时期，我们住在农村大院里，院子中央时
常摆放着父亲的工作台。父亲工作时，时常
穿着棕色的毛衣坎肩，右耳上夹着一支铅
笔。他弯着腰，在一个长方形的工具凳上刨
着木头，刨两下就抬起来，眯着眼看是否刨平
整了。之后，他拿起墨斗，“啪啪”两声，在木
头上留下一条笔直的墨线。

随着刨子的滑动，一朵朵刨花喷吐而出，
落到地上堆积起来，散发出阵阵木香。我和
妹妹在刨花堆里跑来跑去，一边尽情地嗅着
木头的香气，一边捡拾着完美的刨花。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家家孩子多、生
活清贫。父亲下班回到家就拿起那些木工工
具，埋头干活。父亲话少，在我的印象里，父
亲不是在锯木头，就是在打磨家具，总是忙忙
碌碌。父亲手艺精湛，经常在工作之余制作
橱柜、桌椅等家具拉到集市上卖，用卖家具的
钱贴补家用。

母亲说：“父亲太疼爱你们了，他不舍得
让你们吃苦，不辞辛苦地工作、加班，挣钱给
你们买奶粉喝。你们的父亲用一双巧手撑起
了这个家。”

衣橱、衣柜、书桌、板凳……我们家里的
家具都是父亲亲手制作的。摇椅、秋千、陀
螺……父亲还给我和妹妹制作了许多新奇的
小玩具，让我们的童年充满了欢乐。时至今
日，母亲还保留着父亲制作的一个保健箱，箱
子内的设计精细巧妙。

在我5岁那年，母亲陪着父亲去看病，回
来时，父亲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骨瘦如柴，
脸色惨白，精神萎靡，看着陌生了许多。我远
远地站着，怯生生地看着他，他温和地冲着我
微笑。

有一次，父亲让我扶他去厕所，走到厕所
门口，他用干枯的手摸摸我的头，让我在厕所
外面等他。我站在厕所门外，很担心他摔倒
在里面。在我的记忆里，那是我最后一次搀
扶父亲。

父亲去世那年，我6岁，距今已40多年
了。如今，我已步入中年，平日里很少再提及父
亲。其实，每年清明节，我都会不自主地想起父
亲，回想儿时父亲埋头做木工活的情景，回想我
和妹妹在大院子里围着父亲欢快玩耍的情景。

父亲走了，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但他的
坚韧、勤劳，他的责任与爱，一直伴随着我们，
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岁月深处的父爱
● 周静

在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我整日穿梭于高
楼大厦之间，为了生计奔波，却忘记了生活的
滋味。然而，一家小小的拉面馆，让我重新感
受到生活的温度。

初次踏入这家拉面馆，我便被它简朴的
环境所吸引。与周围装修华丽的店铺相比，
它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这家店里，只有一对
淳朴的夫妻和一碗碗热气腾腾的拉面。店面
不大，却洋溢着家的温馨，夫妻俩配合默契，
一人熟练地拉面，另一人则精心煮面、调汤。
筋道的拉面、鲜美的汤料，再配上五彩斑斓的
配菜，让人回味无穷。

我静静地坐在角落，享受着这人间美味，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每天清晨，我都
迫不及待地来到这家拉面馆，感受着这里的
生活气息。形形色色的人们在这里会聚——
有穿着西装来去匆匆的职员，有背着书包即
将上学的孩子，更多的是身上布满尘土的农
民工。这里仿佛是一个生活的舞台，每个人
都在演绎着自己的故事。

我经常到这里吃面，吃的不仅是一份美
味，更是一种心情。有时我会带上一份报纸，
在等待拉面的间隙，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当
看到精彩的文章时，我的心情格外愉悦。久而
久之，我和老板渐渐熟络起来，他知道我在做
小生意，总是笑着说：“生意难做啊。”我再去
时，老板娘会回头对老板轻声说一句：“多做一
些。”他们的善良，让我感觉无比温暖。

后来，这家拉面馆扩店装修，老板请我做

了一道铝合金推拉门。重装开业后，拉面馆
的生意更加红火了。有时，我去得比较晚，店
里只有我一个顾客，我会和老板聊一会儿，他
总是微笑着倾听，偶尔发表一些见解。老板
娘则坐在柜台后面，认真地清点着早晨的收
入。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小店，照亮了他们真
实而自然的生活状态——虽然平凡，却知足、
幸福。

慢慢地，我从他们身上悟出了很多生活
哲理。这些看似简单的道理，经过时间的沉
淀，变得越发珍贵。“酒香不怕巷子深”，好的
东西总会被人发现，就像这碗拉面，虽然位于
小巷，却凭借着独特的味道和优质的服务，吸
引了众多顾客。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我们不必过于在意外
在的形式，只要坚持内心的品质和信念，终有
一天会成功。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我们常
常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忙碌奔波，却忽略了
身边那些最简单、最真实的美好。这家拉面馆
让我明白，生活的温度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只
要我们用心感受、品味，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
可能蕴含着无尽的温暖和力量。

我们要学会放慢脚步，去发现那些被我
们忽略的美好。这些美好也许是一碗热气腾
腾的拉面，也许是一次与陌生人的交谈，也许
是一抹温暖的阳光……这些生活中的点滴，
汇聚成了丰富多彩的人生，让我们珍惜当下，
用心感受生活的温度，让生命的光芒更加绚
烂。

生活的温度
● 庞步高

知了龟是蝉的幼虫，在聊城，它还有很多
名字，如爬叉、神仙、知了猴等。

据说，知了龟要在地下生活三年之久，主
要靠吸食树根的汁液生活。它富含蛋白质等
多种营养物质，又是纯天然、无污染的“绿色食
品”，油炸后味道鲜美，很多人都爱吃。

“石磙转转，知了叫唤”，在每年夏至前后，
知了龟便开始“露头”了。一场大雨后，是它们

“出动”的大好时机。我小时候很喜欢知了
龟。傍晚时分，我拿上小铲子，在大树周围仔
细观察地上有没有小洞，如果小洞能越挖越
大，里面十有八九藏着知了龟。不过，知了龟
可不肯束手就擒，当我想用手指把它抠出来
时，它会拼命后退，这时候，小铲子的用处就显
现出来了。

到了晚上，捉知了龟的人就多了起来，树
丛中闪烁着手电筒的光芒。捉知了龟的过程
很刺激，当我看到知了龟在树上努力爬行时，
心中会有抑制不住的喜悦，我小心翼翼地捉住
它，再把它放进瓶子里，心里很是满足。

不过，我们村周围的树木不是很多，我每
天只能捉约20只知了龟。第二天油炸后，家里
每人只能吃上四五只，还没细细品尝就吃完
了，很不过瘾。我常想：“要是有一天，能一次
吃个够该多好啊！”

机会终于来了。一天，姑姑来奶奶家，说
起捉知了龟的事，便对我说：“我们那边靠近公
路，树多，你姑父每天能捉100多只，我们吃不
完，要不你去我们那里住几天，让你好好解解
馋。”我一听，马上答应了。

第二天，吃完早饭，我就去了姑姑家。到
了姑姑家，家里没人，他们都去地里了。忽然，
我发现她家饭桌上摆着一碗炸好的知了龟，我
从没见过这么多知了龟，那诱人的香味挑战着
我的味蕾，我拿了一只放进嘴里，真香！我吃
了一只又一只，不一会儿，半碗知了龟下肚，可
我意犹未尽，又吃了几只。

后来，看着所剩无几的美味，我心想：“还
是给姑姑留点吧，要不她该说我没出息了。”可
我又一想：“管她怎么说呢，放着美味不吃多遗
憾啊。”就这样，一碗知了龟让我吃了个底朝
天。

接下来的几天，每天晚上，我都和姑父出
去捉知了龟，每次都有不小的收获。当然，那
几天，我也大饱口福。

长大后，我捉知了龟的兴致降低了不少，
再加上知了龟越来越难找，有时晚上出去转两
三个小时才能捉七八只。近几年，我不再出去
捉了，实在想吃就买一些。

俗话说，物以稀为贵。随着人们无节制地
捕捉，知了龟的数量逐渐变少，其价格也越来
越高，从起初的两三角一只涨到现在的一元钱
一只。以前上不了台面的炸金蝉也成了饭店
里的一道招牌菜。

捉知了龟
● 刘爱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