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太喜欢讲道理，太理性。他只有

一句话，不懂女人。”

“大家都说小宝宝长得像他，不像

我。我明明想要个我自己的复制版。”

……

几位军嫂温暖地吐槽着，故事讲得

鲜活生动、幽默有趣。她们中甚至有人

托我转告军人丈夫，下次休假回家，吵架

绝不可以还嘴。

这是她们在最放松的聊天状态下对

我说的话。

事实上，她们有的为爱远离家乡，有

的辞掉很好的工作到丈夫驻地重新开

始，有的与丈夫长期两地分居，有的生孩

子的过程十分艰难……但她们在采访中

很少提及这些。

那是她们人生的一段经历，有过艰

难抉择、费力应对，却不是她们生活的全

部。她们转身进入生活，从柴米油盐中

锻炼出游刃有余的生活技巧，从处理家

庭琐事中咂摸出与人相处的智慧，从每

一次刚刚相聚又要面临分别中养成独立

乐观的生活态度……

无法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彼此的

成长变化，爱人的理解，家人的支持，

让她们蓄足底气。当一位刚生孩子的

军嫂开心地讲述丈夫知道很多照顾宝

宝的知识，会给宝宝换尿不湿、冲奶粉

等时，我问她，是否介意丈夫只能在休

假期间做这些事。她回答：“不，我在

意的是他的变化，成为人父的成长。”

孩子出生后，她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

三个人每天轮流抱孩子，日子过得温

馨有趣。

爱，从未随着岁月流逝而变淡。它

也许不再常常挂在嘴边，却常常忍不住

从柴米油盐中流淌出来。“不管婚前多

么‘矫情’地追求浪漫，婚后必须让自己

融入油盐酱醋中。”一位结婚已30多年

的军嫂、兵妈妈说起生活“颇有经验”。

可如果留心观察她的微信朋友圈，就能

发现，她为爱人做的即使是一碗简单的

汤面，上面也会配一个心形的煎蛋。她

从未丢掉浪漫。

她们不喜欢被贴上标签。“选择了，

面对就行，有困难，克服就行，在一起，享

受就行。”“我们是彼此的习惯。”谈及生

活中可能遇到的风浪，很多军嫂理性淡

然，拒绝用“艰辛”“隐忍”这样的词汇定

义自己。

爱、为军人自豪、彼此理解、家人支

持等，是她们选择成为军嫂的理由。在

接下来的婚姻生活里，她们用自己的方

式，诠释当初选择的正确与无悔。日子

久了，这其中的点点滴滴就成为了我们

看到的坚守。

她们是军嫂，又不只是军嫂。有人

可以写出触及心灵的文字，有人能画出

暖心的漫画，有人是老师，有人从事律师

工作，有人从事翻译工作，有人正准备开

烘焙工作室……

那次采访律师军嫂时，她正忙着完

成儿童心理学的研究生作业。采访中，

我们几乎聊的更多是她的专业话题。还

有一次，和几位刚生孩子的军嫂聊天，其

间几次中断，伴随宝宝的哭闹声，妈妈们

热情地分享宝宝招人疼爱的小视频。

不觉间，我感受到了她们身上的力

量，那是在她们认真度过的每一天里悄

然生长的力量。那是给予爱与被爱着

的温暖情感，是不断从生活中试验总结

的学习能力，是坦然接受未知的从容心

态，是柔软的，也是坚强的。

所以，不必简单定义她们。时光流

转间，她们攒足智慧和力量，或乘风破

浪，或静静远航。

军嫂的力量
■李诗鹤

"""""""""""""""""""""""""""#"
"

#"""""""""""""""""""""""""""#"
"

#

本版投稿邮箱:jbjrjt@163.com

●●●●● ● ●●●●●●● ● ●●

5
军人家庭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３日 星期日责任编辑/李诗鹤 05-07版 第158期

去年秋天，他到外地驻训。收到作
别微信时，她分享给他一首《枕着你的
名字入眠》。
“看着窗外瓦蓝如洗的天空，听着

熟悉的旋律，想象着老王听歌的样子，
嫂子突然鼻子一酸，眼泪止不住地流下
来……”她支颐，写下这段明净的文字，
几许柔肠拨动，纯粹而克制。

这就是一位军嫂的世界，也是作家
原娟的世界。

军旅韵味，起承转合，起点是那次
艺术交流会。1992年，喜欢文学的军人
王爱民与她不期而遇。王爱民端正严
谨的军人作风深深吸引了她。共同的
爱好缩短了两人之间的距离。此后，不
管恋爱期还是婚姻中，她酷爱用文字为
爱人“画像”。

那年，女儿出生了。她满足地望着
女儿在襁褓里安眠，微笑着看着女儿在
臂弯里胡闹。女儿一笑，就像风儿一
吹，将花瓣落在心上。她想要表达的那
颗心，痒痒的。

彼时，狭小的房间里，等女儿熟睡
后，她打着手电筒在笔记本上“龙飞凤

舞”。手电筒的微光，映着沙沙作响的
笔头，时光仿佛也温柔可亲。偶尔老王
回家时，也不敢打搅她，默默陪她写到
破晓阑珊、晨光熹微。
“娟子，买个电脑写东西吧。”2008

年，老王心疼她手写费时费力，用电脑
修改起来要轻松简单许多。

转头想想公婆身体不好，需要不少
花费，她哪舍得买电脑呢？于是，在收
废品的师傅那儿，她以不到 500元的价
格置办了台旧电脑，并调皮地对老王
说，“捡”了个写作机器。

后来，整天趴在电脑前码字，成为
她的常态。

短稿件在纸媒发表，长篇被出版
社出版发行，她向老王喜滋滋地“汇
报”着成绩。可是，专注创作却不时
“冒泡”：今天忘接孩子，明天没检查孩
子作业……以至于女儿禾子向班主任
“告状”：“我妈成天在家上网不管我！”

“不能因为追梦影响女儿成长。”她
深知，生活这本书，不只要用文字来写，
还要捧着一颗心，身体力行。

她的笔名“原娟”是老王起的。

“原”是原色、原风景。“娟”是柔和的精
神风采和娟丽的笔触。老王懂她，这
个笔名可不恰是她的写照！她笔下的
世界总充满阳光，心香一瓣雅人深致，
明丽的风景旖旎而来。她的长篇小说
一经出版，大获成功。“我懂老王起这
个笔名的深意。即使如今名利来了，
初心在，就不会迷失。”云淡风轻如她，
始终未忘“军嫂作家”这个清澈而诗意
的人设。
“把文字和军嫂生活完美地交融，

不失为赏心乐事！”她感激军嫂身份
给予她丰富的生活体验。每每在军营
采撷到点滴见闻，总能成为她心头的
悸动和笔下动人的故事。在《解放军
报》发表的文章《最忆军营那个年》，
就是她柔美而温润的记录。那年春
节，她去部队探亲。家属们曾听老王
甜蜜地夸自己爱人“肚子里最有墨
水”，邀她来写家属院的春联。她荣幸
于身负重托，搜肠刮肚地八易文稿，唯
恐不能表达家属们的心声。望着老王
和战友们拿着灯笼拉花装点军营，听
着家属们讲述往事，她不禁感慨：五湖

四海的小家庭凑在一起，就是人丁兴
旺的军旅大家庭。紧接着，飘溢着浓
浓情怀的春联从心尖流出——“此地
有情能聚东西南北客，他乡过年哪管
日月星辰疏”。

其实，她也有从军梦，可惜没能成
真。嫁给老王，实现了半个目标，剩下
的梦，她索性让笔下的人物帮她实
现。以老王战友为原型的作品《老伍
退休》，让不少老兵梦回军营。她还负
责有关军旅的公众号，老王有空就“隔
空”帮助校对，传递军营正能量是他们
无比热忱的事业。她的闹铃是起床
号，她最爱的歌曲是军歌，她最喜欢的
照片是自己和穿军装的老王的那张合
影，女儿禾子高考时，她建议禾子报考
军校……

身在驻地，她极爱军营依傍的那座
山——“爱国奉献山”。山间，有官兵种
的一棵棵“战友松”。青松依偎着，就像
老王与她的形影。
“比肩而立、终身相依，不动不摇、挺

拔如你”，怀着敬仰和虔诚的感情，她在
自己的下篇文章里敲下了这句话……

“军嫂作家”的世界
■冯 斌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让我更加意识
到健康体魄的重要性。3月末，随着适
度的户外活动逐步放开，我把健身锻炼
提上日程。至于选择什么样的运动方
式，天生缺乏“运动细胞”的我，一时犹豫
不决。
“你可以去跑步啊！”远在北京某部

队的丹哥建议我。
跑步这项运动我从未想过。上中学

时，每天早晨半个小时的早操，简直是我
噩梦般的回忆。直到现在，我都记得当
时上气不接下气的绝望。
“我天生跑不了步啊，最多只能跑

200 米。”一听到“跑步”两字，我的身心
本能地抗拒。
“只要你用对方法、坚持下去，一定

会跑得越来越好的，相信我！”电话那头
的丹哥言之凿凿。

在丹哥的一再鼓励下，我终于下定
决心。一天上午，天气晴好。我走出家
门，踏出了跑步的第一步。
“不要急于求成，一定要做好充分拉

伸。”跑步之前，丹哥再三叮嘱。
三月末的大连，已是春意盎然。沿

海而建的海景塑胶跑道，蜿蜒在狭长的
公园之中，四周草木已悄然吐翠，远处的
碧海流云一望无际。这是一条让人愉快
的跑道。

没有特别的“开跑仪式”，几分钟的
热身之后，我撒腿就跑，一路跑跑停停，
刚到 2 公里就累得气喘吁吁，浑身微
汗。第二天，大腿、膝盖、小腿肌肉全都
酸痛。可除了酸痛以外，我知道自己还
收获了新鲜的空气、明媚的阳光和身心
莫名的舒畅。

自此，我开始每天下班后跑步。
虽然还是跑和走相结合，但里程和配
速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突破，这大大提
升了我运动的信心。 2 个月后，我竟
可以一口气跑下来 5 公里，配速也提
升到六分十几秒。 3 个多月后，跑步
的成效已经非常显著：体重明显下降、
身体紧实有力、整日精力充沛、睡眠质
量提升。最重要的是，每天跑步后，整
个人都像是被重新打开了一般清爽自
在。

每天最开心的时刻便是在电话里
向丹哥汇报我的跑步成果，“吹爆”跑步
带来的愉悦感受。丹哥惊喜于我“隔屏
可见”的变化，原本习惯于室内力量训
练的他，在我一次次的“炫耀”下，也加
入了跑步的行列。万万没想到，跑步还
可以隔空“传染”！

每天下班以后，我们一个在大连，
一个在北京，几乎同步跑起来。这样
的“隔空同步”实在有趣。我跑步的画
面应该是：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铺满
大地，我迎着落日的余晖奔跑，眼神直
视前方，偶尔还会竖起拇指，与迎面而
来的跑友相互点赞致意。切换到丹哥

跑步的画面：有着多年运动经验的他，
跑起来应该是目光笃定，步伐沉稳有
力，军绿色的短衫早已被汗水浸湿，脚
下步履不停，耳畔只剩下呼呼而过的
风声，一个人从夕阳暮色一直跑到华
灯初上。

据说，运动会分泌多巴胺因子。
所以，每次跑步后，我们的身心仿佛被
注入“幸福因子”，这投射到日常相处
中便是我们之间的争吵、抱怨少了，笑
声多了。跑步结束后，我们会在微信
上打卡互赞。视频电话里聊的话题，
渐渐变得都与跑步有关。分享让快乐
加倍。我们争先恐后地分享自己跑步
后酣畅淋漓的感受，探讨学习关于跑
步的种种技巧和防止受伤的方法。添
置哪些运动装备、听什么运动歌单，每
一个话题都会让我们滔滔不绝、沉浸
其中。有时聊着聊着，会感觉我们的
相处模式不像夫妻，更像是运动场上
一起挥汗的哥们，有一种“多年夫妻成
兄弟”的错觉（此处应该配上“哭笑不
得”和“捂脸笑”的表情包）。

不能朝夕相处的两地生活不易。
一个人的日子里，我们更要保重自己、
拥抱生活，以最好的状态成就自己、温
暖彼此。

请远方的你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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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焕

32 年前的那个春节，我一个人背
着行囊，从辽宁东港嫁到广州的一所军
校里。

裹挟着一身风雪启程，经过三天
三夜的舟车劳顿，一下子坠入绿色的
营院中，我一脸懵懂，满眼崇拜。在
爱人大树面前，活脱脱的一副“乖巧
迷妹相”。

爱人大树在新婚后的居家日子里，
也是满身兵味儿。他把我当成一个下
连新兵，在筒子楼的公用厨房里，对我
开始了由迷妹到厨娘的再塑造，从刀
工、原材料搭配到厨具置放以及菜品装
碟、摆盘都要求整齐有序。

他说，两口子是永远的情人，一世
的搭档，如果不在婚姻之初磨合好婚姻
模式，就无法一辈子携手并肩作战。呵
呵，想重塑我这个迷妹，可没他在连队
带兵那么容易。

婚前，我吃住在单位，对于厨房里
的事，基本摸不到边儿。再加上南北饮
食差异，刚做新娘子，我就闹出了一些
啼笑皆非的囧事。

婚后的第一个周末，他亲自下厨，
让我打下手，请几个战友和家属小
聚。一切准备就绪，他吩咐我把鱼汤
盛好后端上餐桌，他则跑出去先招呼
客人。我在厨房打开沙锅，看到乳白
色的一锅浓汤时，心想：俺们东北人
都讲究实惠的大锅炖菜，看大树这小
气劲儿。这一锅汤，除了鱼头也没啥
捞头。于是，我自作主张地把一把龙
口粉丝和几段香菜放进沙锅。眼见鱼
汤秒变一锅稠稠的粉丝煲，我美美地
思忖着：我这一改良，汤锅就有了丰
富的内容，这才显得主人家富足大方
嘛！之前那一锅清汤白水的有什么好

喝的？
当我满心欢喜地把“粉丝煲”端到

桌上时，大家面面相觑。一位广东籍的
战友用满口的“粤普”打破沉寂，对大树
打趣道：“有冇搞错啊？你这个美食家，
竟然娶了个不精厨艺的仙女回来！”旁
边的一位嫂子怕我尴尬，笑着打圆场：
“哎呀，没关系！我们几个家属刚好想
品尝鱼头粉丝煲呢！”

我知道自己闯祸了，低头小声嘀
咕：“对不起！我们老家餐前是不喝汤
的啦。”

大树见我一脸尴尬，赶紧拍拍我
的肩膀解围，“这说明我媳妇有创意、
有思想，将来肯定会成为好厨娘的。
再说，我娶媳妇回来也不是为做饭
的。来，吃饭……”

大树的调侃安慰，如一股暖流直
抵我的内心。他的体谅，让我更加迷
恋他。为了不辜负他的期望，第二天，
我到图书馆借来一本《家庭实用菜
谱》，在家里现学现做。每次品尝我做
的菜时，大树会先给予鼓励，再婉转地
提出改良意见。我的厨艺在他的鼓励
中不断提高。

但是，南北语言和饮食习惯的差
异，依然是我成为好厨娘的绊脚石。
比如那天，大树又要请单身战友小聚
了。他在家准备煲汤，让我去买点马
蹄提味儿。我在菜场转了好几圈，连
卖马肉的摊位都没见到，更别说马蹄
了，只能空手而归。后来才知道，此马
蹄并不是马的蹄子，而是荸荠。他要
做红烧鱼，让我去服务社买酱油。我
提着瓶子去打酱油时，服务社的嫂子
问道：“老抽和生抽要哪一个？”我一个
“新兵”哪敢决策。那时，没有手机及

时连线征询，我只得穿过几栋家属楼，
爬回四楼去向大树征求意见。还有一
次，他让我去随便买把青菜，可我带回
了芹菜。不是他吐字不清。那时候，
俺们那“疙瘩”，冬天不是酸菜、萝卜就
是大白菜、土豆。见到一盈盈的绿色，
大家就都视为“青菜”了。我哪里知道
青菜也有那么多分类，去了菜市场只
说要“青菜”，卖菜的师傅自然而然听
成了“芹菜”。

……
如此种种，囧事多到让周围邻居都

拿我当“笑料”，可我的大树就是能做到
不愠不火，精心指导，循循善诱。

大树越耐心，我就越想做好每顿饭
来回报他。爱，真是最好的动力。婚假
结束时，我不仅能分清各式各样的菜，
还能独立做家常饭了。

可新的难题又来了。有一年春节，
吃年夜饭时，面对满桌的美味佳肴，大
树有些伤感地说：“一到过节，我最想吃
的，还是娘熬的羊肉汤和她老人家亲手
揉的老面馒头啊！”

我知道，大树这是想家了，想远
在山东的娘了。当晚，我就打长途电话
回山东，向婆婆请教老面馒头的做法。

大年初一，我用酵母开始发面。我
自认为面已经发好，就在发面里揉上少
许碱粉，再把发面等分，接着揉成馒头
形状，最后上锅蒸……

虽然一切都是按照婆婆的吩咐操
作的，可蒸出的馒头如死面窝头一样
硬。我执意要扔，可大树坚持把所有馒
头分餐吃掉了。他说，馒头虽然硬点，
但是有咬头、有面香味，多嚼几口，甚至
能品出娘的味道……

一席话，说得我鼻子发酸。人在

他乡，对某种食物的迷恋，其实就是
一种故乡的情怀。我暗自在心里发
誓，一定要做出跟婆婆做得一样的馒
头。

于是，我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发
面、揉、蒸。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当
年的元宵节里，我蒸出了松软又有韧
性的大馒头。那天，大树边吃边不停
地用家乡话说：“谢谢娘子，谢谢娘
子！”饭后，他还兴奋地抱起我在房间
转了几圈。

看到一向深沉的大树流露出孩子
般的快乐，我也快乐着他的快乐！后来
的每一个平常日子里，我把进厨房煎
炒，都当成营造幸福的过程。

不知道从何时起，没有进行任何
交接仪式，大树悄无声息地走出了厨
房，而我这个当年的笨拙新娘，不仅毫
无怨言地把厨房里的一切都接手打理
了，而且还能烧一手好菜，煲一流的靓
汤，做精致的面食点心……我被大树塑
造成了精通美食的厨娘。

如今，我已经由军嫂荣升为兵妈
妈。儿子每年的休假，就是我家的错峰
年，每一餐饭我一定会用心烹饪。在烹
饪时，我还会放一段舒缓的音乐，在成
品装盘时配以艺术造型，让一家人在愉
悦舒适的氛围里享受美食。父子俩都
把回家吃我做的饭，当成是“人生最大
的享受”。

至此，我不得不佩服大树的重塑能
力之神奇。我今日的厨艺，得益于他一
直以来的鼓励。

我如此用心地烹饪美食，不是无私
奉献，而是有所求的。我祈愿他们吃出
健康，吃出幸福，精神饱满地坚守好自
己的战位。

“迷妹厨娘”重塑路
■孔昭凤

家庭秀

八一前，正在濒海驻训

的第73集团军某旅，邀请

百余名官兵家属来到海训场，让她们

体验海训生活。坦克四连中士樊枭与

妻子罗虹去年结束了9年的爱情长跑

走进婚姻殿堂。一起看海，是樊枭与

妻子罗虹多年的愿望，但因为各种原

因一直未能实现。这一次，两人终于

能够一起看海。他们在海边愉快自拍

的样子，刚好被相机定格下来。

刘志勇摄

定格

那天

浪花翻滚着思念

礁石听到了低语

大海记住了他们的甜蜜

池俊成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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