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馄饨
□六（1）班 王靖皓

一
辛亥革命爆发后，百姓虽摆脱了封建统

治的压迫，但因军阀混战、列强侵扰，仍处于
水深火热之中。

在集合镇有这么几个村庄，土庄、火庄、
木庄……这几个村庄中，属土庄面积最大，人
口最多。 土庄有 3 个豪绅，一个是庄东头钱
家，祖上是清同治年间进士，后来做了县令，
辛亥革命爆发后，携全家老小来到了集合镇。
二是庄西头赵家，赵老爷也是清同治年间进
士，却没做官，在集合镇从商。 三是庄南头杜
家，世代为商，家里金银如山。 其余小户，亦
各有七八十来亩田地。 只有老张家最穷，只
有两亩三分田地，还养活着两个孩子。

老张夫妇早出晚归，仍然只是勉强饱腹。
老张皮肤黝黑，整年就那么两件衣服，夏天白
色大背心，冬天补丁大棉袄，裤子也是补丁摞
补丁。 鞋就更少了，只有一双，还满是补丁。
老张的妻子也有点黑，两个孩子又瘦又小，比
同龄小孩矮有半头。

后来，老张变卖田产，租了两间铺子，开
了家馄饨店。 据说开这家馄饨店时，老张妻
子不同意，为此俩人大吵了一架。 第二天，老
张瞒着妻子偷偷地卖了田，妻子发现后为时
已晚，只得应了。

可这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咱们接着往下瞧！
二

集合镇上原有两家馄饨店， 镇东头的杜
家馄饨店和镇西头的刘家馄饨店。

杜家馄饨店是土庄杜家开的， 做的馄饨
皮厚肉少，汤多馄饨少，价钱还贵。 而刘家馄
饨店的馄饨皮薄肉多，汤少馄饨多，而且价格
实惠。 两家相比之下，人们更愿意去刘家馄饨
店吃。

可有钱人必有势， 杜老爷的女婿余福是
省督军的手下，杜老爷一封信过去，余福就带
兵将刘家馄饨店包围， 把刘家七口全部下了
大牢，至今还没出来。

这天，老张家的馄饨店在镇广场开了业，
杜老爷知道后，气得胡子都歪了，立刻拨通余
福电话：“喂，是余福吗？ ”

“杜老爷，有何贵干啊！ ”
“给我带 100 个人来。 ”
“杜老爷，谁又惹您了？ ”
“又有胆大的来抢咱生意了。 ”
“杜老爷，这不好吧，那刘家七口还在牢

里呢，上峰要是知道了，我要吃不了兜着走。 ”
杜老爷握电话的手紧了紧， 好像要把电

话握碎似的，大吼道：“让你来，你就来，废什
么话。 ”话音刚落，“咣当”一声，杜老爷将电话
挂断。

三
挂完电话，余福气得破口大骂，却又无可

奈何，只得带人来到集合镇，找到杜老爷。
杜老爷看余福来了，带人就朝老张的馄

饨店走去。 老张正在店里忙活，隔壁杂货店
的何掌柜“呼哧呼哧”跑进来：“老张，杜……
杜老爷带兵来了。 ”老张听后吓得脸色惨白，
但强装镇定，努力把腰板正了正。 这时，杜老
爷带兵走了进来，老张赶紧迎上前说：“杜老
爷，咱们之间无冤无仇的，您这是干什么？ ”

“你难道不知道这集合镇上的‘馄饨’
都姓杜？ 给我砸。 ”杜老爷立在门槛下，张
口骂着。

“谁敢？ 我剁了他的腿。 ”老张又正了正
腰板，拎起菜刀，鼓足勇气，立在门槛上说。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何掌柜赶紧拉
着老张，转头对余福说，“快拉着杜老爷走。 ”
余福本就不想蹚这趟浑水，便拉起杜老爷就
走。 老张见杜老爷走后，走进店里，边走边
说：“做个生意也有人管。 ”

（未完待续）

好书推荐

孩子在不断成长， 社会
在不断进步， 而我们作为父
母， 如果不学习， 一直沿用
以前的教育模式来教育孩
子， 显然是难以收获较好的
教育效果。

今天推荐家长们读的书
是《奶蜜盐》，是生命化教育
发起人张文质所著。 本书以
专业教育理论为依据， 结合
儿童身心发展规律， 总结出
影响孩子成长与发展的三个
核心要素———奶、蜜、盐。

所谓奶，除了指奶水之

外，更深层次指以母亲为核
心的充满温暖、充分照料的
生活环境。 所谓蜜，是指鼓
励与赞赏的情感支持方式，
在家庭教育中，蜜是以父亲
为核心的家庭成员对孩子
自然成长规律的尊重和鼓
励。 所谓盐，是指锤炼和成
长的历练过程所需的品格
和智识。

书中详细阐述了在不同
年龄阶段， 父母应该如何给
予孩子足够的奶、 蜜和盐。
如果孩子缺奶， 那么一生都
会匮乏安全感；如果孩子缺
蜜， 就会缺乏自信， 无法找
到自己的兴趣； 如果孩子缺
盐，就很难有健全和充满韧
劲的性格。 只有把三者结合
在一起， 充分地给予孩子，
才是合格的家庭教育。

《奶蜜盐》这本书回归了
家庭教育的本质， 不仅让家
长更清楚地了解孩子成长的
需求， 还提供了实用的教育
方法和策略， 让家长更加清
晰明白该如何教育孩子，助
力孩子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
人生。

教育需要“奶蜜盐”
□尹新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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