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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味，意即留下耐人回想不尽的意味，读来就充
满诗意、撩人思绪，若能在余味袅袅中憩息逗留、恍
然迷醉，那更是美到极致、妙不可言。

父亲作为资深戏迷，对地方戏情有独钟。记得
父亲一日与老友相聚听戏归来，一进院，便冲帘内忙
饭的母亲喊：这河北梆子实在太好听了，我这俩耳朵
灌得满满的全是。进屋躺在炕上闭眼哼哼着，手指
在空中还划呀划的。母亲不懂戏，只回道：那你慢慢
回味吧，晚饭就不用吃了。

“灌得满满的”，这是父亲对“余味”最通俗最合
适的注脚。母亲不屑的应答，烟火味十足，透着几分
淡淡的嗔怪和调侃，似是怄气却又是逗趣。父母简
单的对话，时隔十余年，仍印象深刻，除了那戏，更有
二老相依相偎、平淡终老的生活“余味”在心头萦绕
不绝。

戏曲悠长的韵味，似是通过血脉，从父亲那里传
给了我，以至于别人取笑“年纪轻轻看什么戏”时，我
自以笑回应，心言“你们哪里懂得”。戏曲从历史长
河传承创新而来，一板一眼、一招一式、一腔一调、一
服一饰、一丝一扣皆精致入微，洋溢着中国文化之大
美，透露着国粹艺术之精深。品一出折子戏，真有余
音绕梁三日、意蕴回味无穷之感，怎能不令人着迷。
闭眼、晃头、打拍，一声“叫好”，余味留心。

唇齿留香，是对美食的绝佳赞誉，舌尖上的味道
最深刻。不管走多远，永远忘不了母亲手擀的那碗
面、腌制的那坛菜、卤煮的那锅肉，永远忘不了故乡
的桑葚甜、花椒麻、酸枣酸、香椿香，那是亲情乡情寄
予美食编制的“余味密码”，不论身处何地，只需与味
道重逢，相思瞬间即已打开。一家餐馆经营得成功
与否，余味带来的回头客便是证明。小城僻静一隅
的那家“阳春面馆”，提起名字便有清新爽口的香味
和老板浓郁柔美的江南口音在心头耳际回旋，迫不
及待地再次光临，让余味更新，随口叹道“就是这个
味儿”，鲜！

走进影院，静赏一部心仪的电影，何其走心。曾
坐车数小时进省城，追《大鱼海棠》。满影院飘逸的
爆米花的奶香味，瞬间扯着思绪在匆匆那年与现实
时光间徘徊流转，一切皆是那样美好。精美靓丽的
画面、悠扬婉转的音乐、清新质感的配音，一时代入
故事，难以自拔。“人生是一场旅程。而这个旅程很
短，因此不妨大胆一些去爱一个人，去攀一座山，去
追一个梦……上天让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
让我们创造奇迹”，最喜欢的这段台词，点醒了迷茫
的我。待影片字幕缓缓走完，我仍坐在椅子里沉思
良久,意犹未尽。

好文最是讲求余味。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隐
秀》中言“深文隐蔚，余味曲包”，便是道出了文学表
达的至高境界。下语三分，言此意彼，意在文外，余
味不尽；读者在留白处，任由遐思，将文中“曲包”的

“余味”补说出来，令“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一
部小说，高潮处戛然而止，余韵悠长。这恰到好处的
手法，非铺垫不足不可用，非功力不达不可为。当
然，这绝非吾辈浅薄之作者所能及，只得在“余味”中
潜心玩味修炼罢了。

一向对音乐有着深入骨髓的情结。那悠扬清丽
的曲子，更如一剂良药，大有治愈疗伤之效。那首饶
有味道的《味道》，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挠到
了心底最痒的部位。“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
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
手指淡淡烟草味道/记忆中曾被爱的味道”，游离于
旋律之外，仅咏叹的爱情便“余味”缭绕。故而，我更
愿相信，正因了刻骨铭心爱的“余味”，才注定了尘世
间一段段平淡寻常的佳期良缘。

做人交友更是如此。正所谓“赠人玫瑰，手有余
香”，那余香便是真性情所在。在别人危难之际，力所
能及地施以援手，于人是助力，于己是修行。人生在
世，不忘初心，多行善事，平凡中创造专属自己、有益
社会的不平凡，亦可留得一世芳名。淡如水的交情，
不需锦上添花，但求雪中送炭；不会常常提及，却又珍
藏心里；有事就联系，无事各忙各的……如此，友情的
余味自会留存心底，一生的朋友自会永不走散。

一盏茶，一杯酒，一道菜，一段曲，一本书，一幅
画，一个人，一座城……只因那于心于情紧紧关联、
丝丝纠缠的“余味”，便从此深爱，欲罢不能，直至地
久天长、地老天荒。

中学的时候，流行一种糖，叫做彩虹糖，五颜六色一
颗一颗，每种颜色对应一种水果的口味。其实它至今还
有，各大超市都有卖，只是当年口袋里没有几块零花钱，
所以它变成了一种非常高级的零食。

那时我所能想到的富贵就是，等我有了钱以后，要买
很多很多袋彩虹糖，一直吃到我吃厌为止。

班里有个同学家境很好，零花钱是我的好多倍，她也
喜欢吃彩虹糖。于是我很羡慕地想，她就是那个可以买
很多袋糖，吃到齁死为止的幸运儿。

后来我发现，她是这样吃彩虹糖的：她只喜欢红色的
那个口味，于是她买来一袋，挑出红色的，把剩下的都丢
掉了。天啊，我简直不敢想象有人可以这样任性，那些其
他口味的糖果，它们就不甜了吗？它们就不是糖果了
吗？糖不是我买的，我却心痛得要死。

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人和人真的是活在不一样的
世界里。我所能穷尽我的想象中的富裕，不过是拥有无
数的糖果，却不知道人家的世界里，不但可以拥有，还可
以舍弃。

就好像《欢乐颂》里的小曲同学说的：什么是局限，局
限就是砍柴的以为皇帝都挑着金扁担。我们都只以自己
的世界观，去臆测他人的世界。殊不知，格局有大有小，
境界有低有高，万千花花世界，又岂是你我小小的一颗心
能够包罗万象？

所以我们只需要过好自己的当下，他人的种种选择，
皆有他人的想法与理由，不必急着插手。也许，人家的那
个世界，你看不到，也看不懂。

余味 □张金刚

局限 □叶蓉

看到《宁波晚报》已发行二十二年的消息，我蓦然一
惊，二十二年了，不知不觉中它居然陪伴我走过了二十二
个春秋，走过了我人生中最美的季节。

二十二年，作为一名忠实读者，默默守候，从这里汲
取营养，获取力量，偶尔也有一些文字被收录，这里是我
们心灵沟通交融的地方。

结缘《宁波晚报》，第一次读报缘起我的儿子。那是
1999年，年幼的小孩总缠着我每天讲故事，当初我就在《宁
波晚报》上找连载故事，看了以后给他讲。到后来，喜欢剪
下来并收藏连载故事。看着看着慢慢喜欢上了这份散发
着油墨清香的晚报，而且一读就是近二十年。想起来至今
让人沉醉。

想当年，网络并不发达，小小的报纸承载着我们的梦
想，让我听到了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声音，看到了身边发
生的事情，了解了市场经济的脉搏。晚报融入了我的生
活，分享阅读的欢乐，从此陌生变得熟悉，有一纸在手轻
松揽天下的感觉。

给我记忆最深的是那一年晚报组织了一次收藏为主
题的征文，我写了一篇《我家的文化档案》，写的是家中久
藏的一本工农兵字典。后来，编辑老师直接把题目改成
《我家有本工农兵字典》并录用了，且是收藏主题征文录
用的第一篇稿件，我的文字第一次在《宁波晚报》上刊登分
享。那场景真是太难忘了，于是又收藏了这份记忆与感
动，一晃十几年，时至今日，我依然保存着那份报纸，虽已
泛黄陈旧，却弥足珍贵，因为它见证了我人生的美好期待
与分享，承载着永恒记忆，是我阅报历程中的一份厚礼。

二十二年，回忆浓密而深沉，我不能一一列举晚报带
给我的惊喜与感动。二十二年，在晚报的陪伴下，生活变
得更加充实。

二十二年，弹指一挥间，很多事情慢慢淡忘，唯有对
《宁波晚报》的依恋和记忆慢慢累积。回忆起我与晚报结
缘的点点滴滴，心里充满了莫名的激动和感触。感谢《宁
波晚报》的一路陪伴，给了我欢乐，给了我生活的启迪，为
我阅读欣赏增添了一抹亮色。

二十二年后，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愿《宁波晚报》继续
助力民生，继续与读者相依相伴，一同进步成长。在《宁波
晚报》二十二岁生日的时刻，我只想说一声：“有你，真好！”

我的
晚报情缘

二十二年相伴 □俞国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