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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场·文苑

人生智慧

快乐从分享开始

意犹未尽

岁月悠悠

海鸥，何时再飞翔

秋色正美（摄于安徽黟县） ■黄伟助

乡间的糯米子糕
独爱美食

一袭温热

■龚青晓 文

听过很多人抱怨自己生活的不
愉快，也听说关于幸福感调查时“我
姓曾”的冷幽默，难道现在的人们都
与快乐无缘了吗？不是的，最近的
经历和体会让我感受到分享的神奇
力量。

忘记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
上了去旅行。不论走到哪里，我都
会拍照传给家人朋友看，在微博上
分享心情，这是一个愉悦的过程。
因为分享而被认同，更因为分享而
把快乐传递给别人。

东方卫视有一档节目叫《今晚
80后脱口秀》，不仅俘获了80后观众
的心，我们这些 90 后也会在茶余饭
后津津乐道其中的搞笑段子。仔细
想来，一个主持人，一个舞台，吸引
观众的是什么，仅仅是幽默？不，虽
说节目需要增加幽默感，段子中确
有夸大之处，但节目发掘了很多生
活中的细节，人们遇到的问题和不
愉快，在分享的过程中和观众产生
共鸣。很多事情，当大家以近似调
侃的玩笑话说出来的时候，内心也
就不会太在意了，这样的分享很容

易让人看淡生活的不如意，转而乐
观面对。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生活压
力陡增，考证、升学、求职，各种残酷
的竞争让校园充满奋斗的汗水和不
易。偶尔，我们会觉得内心孤独，特
别是在遇到挫折的时候，需要有个
值得信任的人听你倾诉，陪你发泄；
有时，我们获得了成功或收获了幸
福，又迫切地希望能和亲人朋友同
乐。这时候，若能找几个知心朋友，
分享自己的不愉快，心情便很快阴
转晴；分享自己的快乐，总会带动身
边人一起幸福。

这种体验，我们都有过。分享
带来的快乐，温暖了人心，也拉近了
彼此的距离。

无论你与人分享的是快乐或是
痛苦，是欢笑或是眼泪，只要你愿意
向他人倾诉，内心的痛苦就会减少，
快乐必定加倍。比尔·盖茨曾说：

“每天清晨当我醒来，我便思索着如
何与他人分享我的快乐，因为那会
使我更快乐。”生命因分享而充实，
因分享而充满激情，因分享而多姿
多彩。因为，分享是快乐的，快乐从
分享开始。

■余宏达 文

早就听说，女的退休“舞蹈拳操凑
热闹”；男的退休“背着相机四处跑”。
因此刚退休还在考虑如何度过“夕阳
红”时，儿子就为我买了架单反相机，
还经常在我空闲时“逼”我出去拍照，
说不要老待在家里，多走动有利身体
健康，多“练手”能提高摄影技艺。其
实儿子不知道，单反相机我老早就白
相过了，只不过那时不带数码而已。

上世纪80年代，为记录孩子的成
长历程，当孩子刚会站立时，我和妻子
就想用省吃俭用省下的钱买一部属于
自己的相机，用相机记录下孩子成长
的点点滴滴。以前老借，或借单位；或
借朋友；或出费用在照相馆借。

当时海鸥相机风靡全国，市面上
流行使用机械操纵的海鸥牌 135 相
机，海鸥牌DF135单反相机更是市场
的紧俏货，虽然价格不菲，但也不易在
商店随意购买到。我托了一位有点

“路道”的朋友，在南京东路的一家照

相器材商店买到了一台海鸥牌DF135
单反相机，随后即配置了一只常用的
海鸥牌变焦镜头，充分发挥单反相机
能调换镜头的长处，以满足各种拍摄
场合的需要。

那时，相机使用胶卷，快门靠机械
操控，曝光速度、光圈大小、取景聚焦
全凭经验，正常的话，装一卷胶卷后可
拍36张照片，多数情况下一次出去拍
不了那么多，照相馆里还有半卷装的，
半卷也能拍个 20 多张，够你拍的了，
当然，那都是黑白的，彩色胶卷还没听
说卖过半卷装的。

黑白胶卷便宜，如果买国产的，就
几角钱，拍完了拿到照相馆取出胶卷
冲洗，隔天就能取，然后挑满意的扩
印。流行使用彩色胶卷则是上世纪
80年代后期，上海的彩扩门店就是在
那时期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各街区的，
彩扩很方便，就是价格不便宜。

始料不及的是，当孩子一天天长
大，相机也开始一步步地数字化，机械
相机市场渐渐萎缩，逐步被数字化的

“傻瓜相机”所替代，而“傻瓜相机”又
以日本相机居多。“傻瓜相机”使用方
便，虽然也用胶卷，但只要会看取景
框，会按快门按钮即可。“傻瓜相机”的
流行使人们越来越热衷外出拍照，当
然，我还在用我的国产海鸥相机。

有一年，我带孩子到人民广场拍
风景照，具体哪一年已记不大清，反正
那时孩子还处于随我摆布的岁月。人
民广场在当时是上海市民及外地游客
游玩照相的一个景点，去广场拍照的
人很多。

孩子摆了一个又一个 pose，我为
孩子拍了一张又一张照片。

这时从侧面走来一伙人，其中一
人扛着一台摄像机，这伙人走到我面
前站住了，过来一人很有礼貌地跟我
打招呼，说想占用我们一点时间，采访
我一下，不知行不行？

我一愣，客气地问他们从哪里
来？想采访点什么？

领头的说，他们是中央电视台的，
在人民广场转悠已有一段时间了，因
看到我在用国产海鸥相机拍照，是人
民广场中为数不多在使用国产相机的
游客，所以想采访一下。问题很简单，
就是为什么使用国产相机？而不同于
多数人那样使用日本产的相机？

我回答采访的人说，海鸥相机的
质量不错，成像很好，我使用多年，惯
了，还听说，日本相机的镜头还都用上
海生产的呢，我有什么理由不使用上
海生产的相机呢？

自称中央电视台的那伙人拍了采
访后，很满意。

忽然，电视台的拍摄人员说，不
对，不对，相机是国产海鸥牌的，已摄
进镜头了，但挂在脖子上的吊带上怎
么标注“尼康”呢，不行，不行，得重
拍。能不能把那吊带给拆了？我说，
行。原先随相机送的吊带太窄，挂在
脖子上有点疼，所以另配了一根宽点
的挂着，没注意到上面的铭牌，那时
我还真不知道“尼康”是日本的著名
品牌。

取下吊带，重新开始采访，录像从
头再来一次。采访结束，握手告别。
采访的录像是否在电视台用过，不得
而知。就这样，一次邂逅，一段采访，
在我自小受到“抵制洋货，要用国货”
的爱国主义心灵上又烙上了一道深深
的印痕，每当社会上响起提倡国货，抵
制日货的呼声时，都会使我想起这件
往事。

斗转星移，历史变迁，随着数码技
术快速发展，相机更新速度也在加快，

数码相机独占鳌头，色彩丰富、即拍即
显、储存于电脑后随时可欣赏是数码
相机最大优势。我的这架海鸥DF相
机现在虽已不再使用，但作为纪念，我
一直珍藏着。道理很简单，上海有着
深厚的机械加工能力，海鸥相机凭借
上海传统技术，把细微的机械零件加
工到足够精致，精巧的装配技术又保
证了海鸥相机顺滑的操作性能，相机
的光学玻璃镜头也是上海自制，当时
镜头质量远超日本。

欧洲有一国家曾经对海鸥DF相
机进行测试，报告称，相机属中等偏
上，镜头属于最优秀的。因此，作为收
藏品之一，当时收藏海鸥相机的人不
在少数。

为援助外省市的工业发展，海鸥
厂上世纪还援助江西发展了凤凰牌相
机，凤凰牌相机质量也不错，在国内、
在上海都有较好的口碑。

但现在呢？“心有余而力不足”是
抵制日货最无奈的表述。无论走进卖
相机的大卖场，还是去用相机最多的
游乐景点，一眼望去，遍地都是日本
货，尼康，佳能，单反，卡片机，应有尽
有，哪里还找得到中国国货？海鸥牌
数码相机更是难觅踪影。

海鸥，你在哪里？何时再飞翔？

■朱盛杰 文

每年入冬，或近年关，这时江西
婺源乡下新糯米早已被收割机碾进
仓，家家户户便开始张罗着过年节的
那些事了。

那些事中，最让人期待的、嘴馋
的是一种吃口软糯、醇香、咸味适中
的吃货——糯米子糕。

这里所谓的“子”，即蛋，婺源人
乡语称鸡蛋、鸭蛋为鸡子、鸭子。

糯米子糕做起来十分讲究。它
的原料是糯米、鸡蛋、猪油块（或肥
瞟）、食盐。先将糯米淘洗干净，在水
中泡两个小时，然后上笼蒸熟。同
时，将鸡蛋打散，将猪油块切成细丁，
等蒸熟的糯米饭冷却后，将蛋液、猪
油（肥瞟）丁拌入，再加少许食盐，搅
拌匀，倒到一只白铁皮方盒内，盒内
已先铺上箬叶，用力将糯米、鸡蛋、猪
油混合物压紧、压实。这时铁锅里的
水已烧得沸腾，放上蒸屉，将厚实的
白铁盒放在上面，半个多小时后，掀
锅盖，一股诱人的香味迎面扑来。

稍凉些，将糯米子糕覆倒到案板
上，先横后竖切成厚一厘米左右的片
码到碟里，色质黄艳，内里的猪油丁
已溶成点点亮晶，趁着微热沾上白
糖，急忙塞入口中，哇，香糯、咸中带
甜、油而不腻，那滋味让舌头上的味
蕾飞速运转，一块接着一块，肚子都
鼓了，但舌尖上仍不过瘾。

这糯米子糕在冬天可存放多日，
吃时可复蒸，亦可放入平锅内煎食
（不用放油）。就是在那个最困难的
时期，婺源人哪怕每日用红薯充饥，
但到了春节年关，也会千方百计做上
几盒糯米子糕，让家人自食或赠送亲
朋好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下放农村回
去过年时，婺源的乡亲们也会让我带
上几条糯米子糕。

一晃，离开婺源也有二十多年
了，但婺源特有的饮食和那诱人的美
味依然在我舌尖上流动，有时，也会
动手做上几样，但味总觉得缺少了些
什么，想是缺了那一方水土，那一方
风情。

■王元 文

城里的人闻多了尾气，不免想要
闻闻泥土味。假期一到，纷纷往乡村
跑。我亦如此，喜欢前往郊区，体验
纯净快乐的农家生活。可我最难忘
的，不是新鲜有机的农家菜，不是现
代化的农业园区，却是曾在怀中的一
袭温热，一丝柔软——我抱起了一只
小羊羔。

人们都爱看春季草坪的绿意盎
然，其实冬日的枯草坪更有韵味。
枯黄的草泛着牙白，细细密密地堆
叠出一片金黄，好像梵高的粗旷的
笔触。这油画一般的厚重感、老者
一样的沉稳绝非生机勃勃的“绿毛
小伙”可比拟。

就是在那里，我见到了那些羊
儿。就是在那里，我认识了那只小羊
羔。两只母羊悠悠地踱着步子，几只
小羊羔倒是快活，刚来到世上，路还
没走熟，歪歪扭扭地瞎蹦跶，看什么

都新鲜。远远望过去，是一片金黄上
散落着几团生动的白棉絮。

那日，天是湛蓝的，一片云朵也
没有；阳光和煦得很，照得草更金黄，
羊儿更白。恍惚之间，真觉得踏入了
童话世界。瞧着这些活动着的白团
团，莫不是天上的云给风吹下了地？

我走近它们，这些白团团都慢慢
打量我，我也细细打量它们。眸子是
蓝里透点黑，眼神充满了好奇与得
意。它们仿佛总是笑着，更显得悠然
自得，又让它们多了份温柔。小羊蹭
着妈妈，咩咩叫，一边蹭一边还瞅瞅
我，颇有些炫耀之意呢。

我抱起一只小羊羔，它不反抗不
挣扎，只管让我抱。四只小蹄腾在空
中，它也不恼火，小脸上还是摆着微
笑。我轻轻抚摸它，能感到柔软的羊
毛下的脉搏——那种生命的气息提
醒我：我抱着的，可是个活物。那是
个棉絮一样温暖、云朵一样轻柔的活
物啊。

我总觉得这小活物面熟。飞行
员给小王子画的那只小羊，是不是
你？你们长得可是一模一样。那你
究竟是从《小王子》里跑出来的，还是
被风从天上吹下来的？

怀里抱着个精灵，阳光和微风也
来凑热闹，真让我幸福得晕眩。我蹭
蹭它，把脸窝在它的羊毛里，它也把
脑袋搭在我的臂弯。那一瞬间，仿佛
我的心上顿时开满了花，一朵一朵，
很香很香。

这是和我交朋友了吗？我们也
像小王子和他的狐狸那样驯养了彼
此吗？真是这样该多好。

抱它抱得太久，我不得不放下
它。我要走了，我凝视它一会儿，它
竟朝我叫了一声，不是向妈妈撒娇时
轻柔的咩咩声，而是急急的响亮的一
声“喂……”我吃惊地看它，它也看着
我。你是让我别走吗？你是喜欢和
我在一起吗？

后面的旅途都很愉快，我看了许
多城里看不见的东西，尝了许多未尝
过的土菜。可我的心里，始终都是那
小羊羔的模样。

回到家，我趴在羊毛毯上不愿起
来。那毯子的触感和小羊羔真像，只
是少了生命的气息。现在我只能摸
着羊毛毯，想念小羊羔的温度了。而
这想念的滋味也是这么幸福，好像心
里又开起一朵一朵的花。谢谢你，给
我这一袭温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