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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糖饺子是我家乡一种民间传统小
吃。说直白点，就是将稍微发酵的糯米粉手
搓紧实，挥刀切成半尺条形，入油锅前一瞬
间，手腕翻转，面料稍微呈螺旋扭曲，油炸
定型后，用白糖和炒熟的黄豆粉蘸满，吃起
来又酥又软，回味绵长，吃一根就能回味一
生。

小时候，老家瓦房店有个叫来庆发的男
子就是专卖洋糖饺子的，因为在家里兄弟姐
妹中排行老三，都叫他“来老三”。这门独门
手艺是家传的，偌大一个镇子里就只有他一
人独家经营洋糖饺子生意，而且是家庭手工
作坊式制作，全镇的人都非得消费他的产品
不可。年月的记忆应该回到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他那个时候还是年轻汉子，走路一阵
风，嗓门大如钟。天一亮他就提着大竹篮，
篮子里装满洋糖饺子，用一块厚布捂住，先
是进瓦房沟在小学门口叫卖，然后上一道梁
到中学门口停留一阵，等到学生上课了，再
转身从高家巷子直到上街，从上街一直吆喝
到下街，整条街的空气中都传播他那“卖洋
糖饺子哎——”的叫卖声，声音连门板都挡
不住。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家家户户基
本生活尚难维系，大都没有吃早点的习惯，
能吃上一根热乎的洋糖饺子，简直是一种奢
侈的口福。

那年月挣钱不容易，买一根洋糖饺子要
花费五角钱，市场上的本地农家菜才几分钱
一斤，五角钱就可以保障一大家子人至少两
天的蔬菜供给，寻常人家都是扳起指头过日
子，一分钱都得精打细算，根本没有余钱零
花。想买又买不起，想吃又吃不着，他的叫
卖声喊得全镇人心里慌得难受，只要听到他
的声音，就赶紧把门关上。家庭条件好的人
家买了他的洋糖饺子后，也都故意大声显
摆，更加惹得左邻右舍心里不舒畅，就会有
嘴巴敞快的妇人从屋里蹦出来发声了：“来
老三，你使劲吆喝啥子，悄悄地卖哟，没人把
你当哑巴，喊得人口水长流。不就是个洋糖
饺子嘛，招摇个啥，吃了还是要拉出去的。”
话语阴阳怪气的，把买卖洋糖饺子的人都损
了。来老三哈哈一笑，也不搭腔，提着竹篮
开溜，吆喝声却更大了。

母亲是心疼孩子的，知道我们眼馋洋糖
饺子，隔三差五就会买一根，让我们兄弟分
着吃。那种香甜细腻爽口的感觉回味无穷，

我们往往是吃完了还吸允着手指，全然没有
顾及母亲黯然神伤的情绪。那种情绪充满
爱怜，是无法用文字来表达的。因为每次都
是母亲指使我去买洋糖饺子，来老三便记得
了我，他喊我的小名，我喊他的小名，没有了
辈分界限。我参加工作后离开故乡，故乡的
人和事渐渐淡忘了，再也没有了来老三的音
讯，但洋糖饺子的味道依然刻骨铭心地记
得。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格外心念起洋糖饺
子，几十年没吃过了，想了。也许是与洋糖
饺子的味口之缘天生注定，初秋的一个早
晨，我在菜市场忽然听见久远的“卖洋糖饺
子哎——”吆喝声，尽管声音是由“电喇叭”
扩出来的，却是那样的熟悉又亲切。跟着声
音寻去，果然看见了来老三，我连声喊“来
叔”，他没应声，只顾得从摩托车后架泡沫箱
里一掀一取一捂，然后确认扫码支付。洋糖
饺子要趁热吃，他每次掀开棉褡取出洋糖饺
子后必须迅速捂严实，免得敞了热气。他不
慌不忙地卖，“电喇叭”可劲地吆喝，倒也不
失市井景气。待他有闲了，我轻声喊了一声

“来老三”，他扭头一眼认出了我，格外惊
喜。他已年近七旬，戴着眼镜，矍铄如旧。

闲谈中，得知他这么多年一直在向阳镇
做洋糖饺子生意，儿孙满堂，日子过得幸
福。我们都被岁月催老了，乡音乡情却长留
在心间，永远不会变。我对他说，勤苦了一
辈子，现在日子好了，年纪大了该歇息下来
享清福了。他哈哈一笑说，闲不下来了，一
闲下来手艺就生疏了，就跟你写文章一样，

久不写字忘了字。现在都是机械代替手工，
省事又先进。小镇的生意小，他就买了摩托
车，轮回到县城和周边镇上去卖，主要是年
轻人消费，中老年人大多已不爱吃这种油炸
和糖分的东西，吃也是吃个稀奇，吃个念
想。洋糖饺子这种传统特色小吃逐渐也会
消失，手艺也面临失传，也有人慕名上门请
教，他都会热心传授。

临别时，他认真地对我说：“你是个写家
子，把我和洋糖饺子写成文章，让人知道在
县城还有我这么个做了一辈子洋糖饺子的
人。”我满口答应。他不是担忧生意淡了，而
是忧心父辈传下来的手艺失传。我宽慰他
说，洋糖饺子被列为县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遗
产，成为职业技术培训的地方课程，一定会
传承下来。他开心地笑了，加了我微信，发
给我一个链接，说有人拍了图片和视频，算
是留了资料。我回到家里，拿起手机点击观
看制作过程，只见他一言不发，手搓、掌压、
扭曲、下锅、翻转……娴熟自如，一气呵成。
拍摄者是县摄影协会的两个美女，品尝洋糖
饺子的画面让人眼馋。我也拿起刚买回的
洋糖饺子，趁着热乎气毫无顾忌地细嚼慢咽
起来，任这“销魂”的滋味儿沿着舌尖蔓延，
仿佛回到了从前。

人生如同吃洋糖饺子，年少时能吃却又
不可多得吃不上，中年了想吃却又徘徊四顾
吃不了，非要待到“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
除”的时候，才会感叹时光流逝的那些珍贵
美好回忆。“洋糖饺子哎——”，想吃就吃吧，
莫想那么多了，想多了都是白想。

洋糖饺子
□刘全军

在我家的书橱里，珍藏着路遥先生
的经典中篇小说《人生》，这本书是我上
高中时从生活费中节省下来买的。30
多年里，我不知看过多少遍，被里面精彩
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深深
地感染着。更为神奇的是，它让我在人
物的故事中看到了自己，不自觉地同小
说中的人物“共情”；而扉页上的“人生的
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
也是我人生的写照。

我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从
此，泥土气息、苦艾清香、鸡鸣犬吠和清
贫而温馨的生活，便慢慢融进我的记
忆。在父母爱的呵护下，我和庄稼一起
成长。尽管父母驮着生活的重压，仍用
激情耕种风雨岁月，收获的却只是一地
贫瘠。

小时候的我，带着朦胧的憧憬和向
往，背着小书包，行走在乡间小道，行走
在学校钟声和田畴稻香间。劳动的艰辛
和缺吃少穿的生活，滋生了我跳出农门
的梦。

无常人生，冥冥之中也有定数。在
那个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极其匮乏的时
期，在那个不知电视为何物的年代，课本
和一些报刊杂志，开启了我通向山外世
界的窗口，承载起我饥渴而热烈的求知
欲。我用拙朴的笔，写下了对生活的感
受和憧憬……就这样，我逐渐与文字结

下了不解之缘。从小学三年级起，我写
的作文经常被班级和学校作为范文。同
学羡慕，老师喜欢，我欣喜之余，文学梦
便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悄悄萌芽。

儿时的梦想，充满着诗情画意，令人
跃跃欲试而活力无限。有了梦想，人生
就有了前行的方向。对于一个乡村少年
来说，我的梦想就是为了逃离农村，而当
作家的梦是那么神圣，却又遥不可及。
这是我人生的最高梦想，能否最终实现，
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的人生有了大致
的方向，而最迫切的愿望就是：求学求
知，学到本事；但要将梦想变成现实，必
须经受磨难，必须用一个乡村少年在羊
肠小道上一路走来的足迹来印证。

我的求学路在高中以前，应该说一
路坦途。满以为接下来的人生将顺风顺
水奔赴幸福生活，命运却又同我开了个
玩笑。高考时，名落孙山。这是我人生
遭遇的第一个挫折。

为了能端上“铁饭碗”，复读期间，我
报考了县里每年的招干考试，成绩名列
榜首，但体检时，因个子矮，被无情地拒
之门外。再次受挫，悲愤命运的不公，感
叹前路的渺茫。那段日子里，失望，沮
丧，抱怨，纠结于胸，难以静心复习，七月
的高考再度落榜。三度落榜后，父母仍
是我坚强的后盾。

1992 年 8 月，我考入四川农业银行

学校，以为从此跳出了“农门”，可上学期
快结束时，又因身体太虚弱被迫辍学。
后来通过考试补录插班进大竹中学，经
数月挑灯夜战，我考入四川外语学院。
1995 年 9 月，被分配到大竹县双拱乡政
府工作，这才算真正地端上属于自己的
饭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在一次与父
亲的谈话中，父亲说：“你有了稳定工作，
为何不重新提笔去写身边的事，去圆儿
时的文学梦呢？”

1996年5月28日，我尝试着写了一
篇稿件邮寄给通川日报社，半个月后，在
6月11日第三版刊登出来。这小小的第
一次尝试居然成功了，惊喜之余，产生了
莫大的动力。自此，我常常从写小消息
入手，将本地发生的人和事及时写下来，
并在主流报刊频频亮相。我的人生也迎
来一次转机，2002年2月，从乡镇走进了
县城，在计生局工作 18 个月后，又被调
到了县委宣传部，后来又两易工作岗位，
但我从未放弃过写作。

我在从事新闻写作之余，不忘看些
文学方面的书籍，尤其是对散文情有独
钟。不论是在当地还是出差，逛书店是
我乐此不疲的爱好。先后买回了鲁迅、
朱自清、梁晓声等众多文学大咖的文集，
从中汲取营养。自然而然地，亲历的往
事清晰地萦绕脑际：父母的音容、乡亲的
勤劳、炊烟的升腾、伙伴的呼唤、流淌的

河水、故乡的蛙鸣、洁白的梨花、炽热的
桃花、怡悦身心的奇山秀水，以及生活的
苦闷、彷徨与觉醒，无不历历在目，从而
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甘愿沉醉于孤独
寂寞中，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悟，或叙说，
或议论，或抒怀，随心所欲，率性而为，一
路捕捉，一路捡拾，而后欣然汇聚于笔
端，泼洒于纸面。

我没有诗人的灵光，也没有作家的
妙笔，更没有经历悲欢离合跌宕起伏的
戏剧性人生。我只是大浪淘沙之后的一
粒沙砾，茂盛树冠上的一片树叶，朴实无华
而又自得其乐；但我深知，成功的前提是持
之以恒的勤奋和努力。我深深地体会到：
凡是经历的过往都是财富，凡是耕耘必
有收获，凡是全身心的付出终有回报。

一路走来，我用稚嫩的笔，道出自己
内心的真情实感。虽不华丽典雅，但简
单朴实。因为在我看来，简单是最珍贵
的朴素，既可坦露心际，也可直指人心。

一路走来，有多少艰难险阻，有多少
坑洼湾道，有多少坚持不懈，有多少百折
不回，其酸甜苦辣，唯有自知。但这歪歪
斜斜却又坚韧向前的足迹证明：今生没
虚度。

逐梦人生，只要脚踏实地怀揣梦想
上路，我们都可以沉浸在一次次小小成
就带来的幸福感中，体验到人生的快乐
和乐趣。

逐梦人生
□王晓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