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伴买了新餐具，小碗小盘各买了一

摞。我嫌他，家里盘碗那么多，又买这些干

嘛，想另起炉灶搞独立不成。老伴说，家里

的盘碗从现在开始下岗了，以后就用这些新

的餐具，小盘盛菜，小碗盛饭，大家吃七分饱

就成。唉，这老头子，这是又闹啥幺蛾子。

老伴说：“你看看家里这些孩子，哪一个体重

不超标，他们吃饭不是以吃饱了为原则，而

是吃够了、吃得不想再吃了才停下筷子。而

你怕孩子不够吃，做着做着就做多了，孩子

不吃了，你还劝着吃。既浪费了食物又让孩

子们长了肉，还得花钱去健身房减肥，造成

双倍浪费。最关键营养过剩，还不利于身体

健康，儿子血压偏高，女儿心率超过正常值，

我看都是病从口入。”

老伴说得有道理，以前家里经济不行，

孩子们别说吃肉了，顿顿有菜就不错了。通

常我们一家五口人只做一个菜，清汤寡水

的，一人分一小碗，大口吃几口就下肚了。

后来家里生活渐渐好转，餐桌上也丰盛起

来，孩子们想吃什么，我一定满足，为了做一

手好菜，我还买来菜谱仔细研究，电视上的

美食节目也是必看，有了智能手机后，更方

便了，想做什么，网上一搜，依样画葫芦，也

能做得色香味俱佳，孙女说，现在我的厨艺

可以开饭馆。可能也是穷时在心里留下的

烙印太深，就怕在吃上亏待了孩子。现在孙

女天天抱怨，说都是我拖了她减肥的后腿，

因为我做饭太好吃，每天都想着少吃点儿，

可看到饭菜就管不住嘴儿，非吃撑了不可。

我接受了老伴建议，开始给一日三餐瘦

身，每日菜的数量不变，但改用小盘，分量减

少。粥品也改用小碗，从饭菜源头上强制推

行“七分饱”。虽然这个建议得到了孩子们

的支持，但我心里还是怕孩子们吃不饱，老

伴说，不必担心，若不够吃，再做点儿便是。

改用小盘小碗三天，天天光盘、光碗，孩子们

并无不适，个个都向我反映，其实吃这么多

正好，这才是“饱了”的最佳界限，原来那都

是吃十二分甚至十三四分饱了，属于吃撑的

范畴，而且吃多了，人也变得懒惰不想动弹，

越懒越馋，越馋越懒，恶性循环。

这几天，我和老伴又在研究食谱，把重

点放在营养和健康方面，让孩子们吃好吃

饱，吃出健康体魄。老伴负责购买食材，他

买时就“克扣”了分量。孙女现在吃饭也细

嚼慢咽了，一口饭菜咀嚼很多下，我见她没

打下馋虫，起身准备去厨房再做一份给她，

她一把拉住，哀求我：“好奶奶，可别再做了，

您再做了，我肯定忍不住吃，嘴倒得意了，可

卡路里伤不起呀。”

看来，我得做个“听话”的家厨，在饮食

这块要配合孩子们。生活条件日渐改善，吃

饭已经不单是为了填饱肚子，人们对饮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吃饭不仅要计算营养成

分，还要防止卡路里超标。老伴的小碗小盘

上餐桌，只是一个防浪费的开始，量少到质

变，家厨任重道远。

我自幼在五河长大，离开家乡几十年，但有人一听我

讲话的腔调，便会立刻作出判断：你老家是五河的吧！这

表明，虽少小离乡，但乡音未改。五河方言特别生动形

象。如“顺毛驴”，是说那些喜欢别人顺着自己的心意说

话办事的人。“无脚蟹”，用于指生活中遭受失败，失去自

救能力者。

五河方言里有些俗语浅显通俗，却颇含哲理。如

“害病怕鬼叫”“河里无鱼市上有”“小喜鹊尾巴长，娶了媳

妇忘了娘”“头冷顾头，脚冷顾脚”“大路上说话，草窠里有

人”等，都是借某种现象，取其特定含义，来说明具有某种

普遍意义的道理。还如“铜匠的担子——响（想）到哪

里，做到哪里”“三天吃六顿——穷开心”等，都是颇具形

象性，隐含着谜底与谜面式的歇后语。五河方言里还有

一些熟语和农谚，都是长期积累起来的生活经验。如“白

露不露身”“春风不问路”“雨打春，赤脚奔”等。

五河方言里，有不少形容词是用数字作衬字的约定

俗成，虽然这些衬入的数字，一般不具多少实际意义，但

都不可随意改动。例如，“一塌刮子”“撮二把”（手生，干

事不熟练）、“五花个子”（形容人个子不高）、“生六叶子”

（野蛮）等。也有许多方言，有音无字，在书面上通常只能

以同音字代替。例如“活喔（wō）”（很饿）的“喔”，“舔脸

剩（shèn）”(调皮，捣蛋)的“剩”，“管斤（jīn）”（很有效

果）的“斤”，“得巴（bā）意的”（故意的）的“巴”，“穷

（qióng）拿”（调皮，不老实）的“穷”等。这些方言虽有音

无字，却完全不影响意思的表达，是五河人都可以意会。

据《五河县志》载，五河方言没有翘舌音声母，且有四

个声调。这四个声调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消

失，有些字声调突然下滑，比去声下滑的幅度大得多，语

气偏重，腔调侉。如脚、削、尺、黑、壁、铁、物、阀、纳、袜、

踏等字，用五河话来读，与普通话的声调就有明显的区

别。这从另一个方面表现出了五河方言的特色。当然，

社会是开放的，人际会交流的，语言是流动的。所以，有

的方言词语，其使用范围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并非仅局限

在五河使用。只是在五河人看来，这些语言都有特定的

泥土气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用五河特有的腔调来表

达，总觉得别具特色，有一种特别的亲切，特别容易发生

共鸣的韵味。

继长篇财经小说《资本迷局》之后，王国进博士的又

一力作《融资风云》即将面市。2020 年 8 月 30 日 9 点至

11 点，长篇财经小说《融资风云》将在上海市杨浦区复旦

经世书局隆重发售，作者王国进博士将莅临现场与读者

见面并签名留念。

作为《融资风云》一书的责任编辑，我有幸见证了这

部小说的创作和出版过程，深知这部小说的创作艰辛及

其寄托的家国情怀。《融资风云》是王国进博士“财经小说

四部曲”的第二部。这部小说将主人公曾善才的个人奋

斗史与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体制改革、外资外商的引进、企

业融资发展、股票上市以及新世纪国家加快制造业升级

换代等中国改革开放的大事件完美融合，重点展现了以

曾善才为代表的一批小人物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敢为人

先，勇抓机遇，迎难而上，永不言弃，最终成为一代优秀企

业家的励志故事。与此同时，小说也对我国现代制造业

发展壮大的恢宏历程以及中国现代融资市场从无到有、

由简到繁、由粗犷到精细、由业余到专业的波澜壮阔的历

史做了非常细致和专业的描述。

从一定意义上讲，本书是作者对其“财经小说四部

曲”第一部《资本迷局》的故事延续。除曾善才外，小说还

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有爱有恨、有正有邪的新人物，如

林舒羽、成勇、孙利民、周燕飞、李冲、柳絮、牛锋锋等，而

《资本迷局》中的主人公花巧凤等人也在《融资风云》中再

度出现。在此不得不感叹作者构思的精妙。“一切都是最

好的安排。”王国进博士在采访结束时意味深长地说。他

表示，非常期待 30 日与老友新朋会面并分享自己创作

《融资风云》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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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下厨的习惯，只要得了空闲，就

爱去厨房捣鼓一番，做几道简单饭菜，一

家人聚在一起有说有笑，那种亲情的欢愉

早胜过餐桌上任何一道美味。平时招待

亲友也很少下馆子，一般都是在家收拾，

去楼下的超市买些简单的食材，估摸着分

量，菜品不多，荤素搭配，饭菜吃后基本

“光盘”。起初，我的那些乡下亲戚来家，我

也是做一些家常菜招待，于是有的亲戚不

理解，私下向母亲抱怨我太小气。最后还

是母亲替我解了围：我来城里住，吃的也是

这些，有时还不如，再说天天大鱼大肉，吃

不了也怪浪费的。母亲说的不无道理，城

里人不养牲畜，不像在乡下，剩饭剩菜由牲

畜们消灭，在城里这些就只能全部倒掉。

过惯了苦日子的母亲是懂我的，而我

也被母亲的节俭深深影响。记得小时候，

全家一年到头也难得去一次餐馆，母亲一

日三餐都围着灶台转，吃的全是自家菜园

里种的菜蔬，逢年过节会买些鱼肉改善一

下伙食。那时候，我总觉得母亲的饭菜是

天底下最好吃的，即便如此简单，我却百

吃不厌。简单饭菜之所以说简单，在于食

材普通，菜市场和超市里随处可见，廉价

易得，烹饪起来简单易学，一样兼具色香

味的品质。我从母亲的简单饭菜里收获

了快乐，找到了幸福。原来简单饭菜里一

样可以找到山珍海味的满足和快意。

即便我在城里生活，我依旧怀念小时

候那种简简单单的饭菜，养成了我不挑食

的习惯，各种时令菜蔬都是我的最爱。其

实，不管是在城里还是乡下生活，只不过

是换了一种时空，一种生活方式罢了，一

日三餐的含义都是一样的。吃些简单饭

菜，日子简简单单地过，那种感觉也挺好

的，一样其乐无穷。有时我一个人在家，

不想大费周折去采购，更不想铺张浪费，

吃点面，吃点炒饭，最简单不过了，既填饱

了肚子，又享受到了动手的乐趣，一餐简

单饭食同样是快乐满满。吃些简单饭菜

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费脑筋去思考吃什

么，做什么，因为任何一道美食的体验在

于食者，更在于烹饪之人的用心。即便是

同一食材，经过不同之人的烹饪，口味则

是大相径庭，就比如母亲烹饪的每一道家

常菜，饱含了浓浓的母爱，我们吃出了甜

蜜，吃出了温馨，吃出了家的味道。谁又

能忽视一顿简单饭菜带来的快乐呢？

简单饭菜的快乐
□ 厦门 程新兵

“小盘小碗”的餐桌江湖
□ 淄博 李秀芹

略说五河方言特色
□ 江苏扬中 刘干

《融资风云》将在上海首发
□ 岳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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