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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兴起让许多东西莫名其妙地流行起来，比如“仪式感”。
自从提出这个概念后，很多朋友开始反省过去的生活，发现原来不幸福
是因为缺少了仪式感，于是每天出门前要求有拥抱，结婚纪念日要求有
惊喜，周末要求有烛光晚餐，平淡生活仿佛有趣了起来。

仪式感一度成为时尚生活的标准，主妇们开始变换着不同的精致餐
具；出门买个菜都要像张曼玉一样，重新换一身与昨天截然不同的旗袍，
鞋子还是绸面的拖鞋，带着优雅的气息；吃个早餐也把自己想象成蒂芙
尼的美人，昂着高贵的天鹅颈。

当食物的存在被生活赋予仪式感时，饮食这件事忽然就变得神圣了
起来。有个妈妈晒的早餐曾经走红网络，小巧的杯碟、诱人的餐点、鲜嫩
的瓜果，再配上“十分钟快手早餐、一星期不重样”的话，一度鼓舞了很多
为早餐发愁的辣妈们。“如何让一天从美好的早餐开始”成为家长群的主
要话题，一时间大家纷纷下载美食APP，开始立志洗手做羹汤。我也曾
经尝试过，看上去简单的几样食物，真正做起来却远远不止十分钟，还得
绞尽脑汁去找食谱，这件看上去很有态度的生活习惯，其实也就是填饱
肚子，但却颇费周折。

如今你如果还喝着速溶咖啡肯定会遭小资们的白眼，而在慵懒的午
后时光里，来一杯自己现做的咖啡，晒着太阳，听着音乐，翻着自己喜欢
的书籍，恬静而美好，这种场面想想都特有品味。据说研磨粗细适当的
咖啡粉末，对能否做出一杯好咖啡十分重要，于是手动磨豆机风靡一时，
有些极致的追求者甚至用石制的杵和钵研磨咖啡豆，说是最能泡出香醇
风味。

我家先生去旅游或回老家过年，都会习惯性地给朋友带特产，虽然
现在网购已经很发达，特产这种东西淘个宝也能买到，但他还是固执地
大老远拎过来，再去送朋友，觉得快递过来的没有自己背回来走心。但
其实每次为了带特产也是伤透脑筋，还浪费人力物力，因为各地饮食习
惯不同，南人不习惯北方的，北人瞧不起南方的，最后就成为一种负担。

仪式感是生活方式的延伸，在于是否愿意为生活方式付出更多的时
间。我可以提前几小时起床给孩子准备早餐，也可以只准备两个速冻包
子；我可以午后做杯现磨的咖啡，也可以用一勺速溶咖啡粉了事；我可以
给每件物品都找到收纳的地方，也可以忍受它们的杂乱无章。

而对于两个人来说，很多时候仪式感则是表示重视，它的特点就是
这种行为可有可无，但一定是耗费时间的。愿意把时间花在这种仪式感
上让彼此感觉到被重视，但其实形式不重要，时间点也不重要，重要的
是，那个人是否愿意和你做这些可做可不做的事。

其实大多数日常生活，都可以被琢磨得别有韵味，但观赏性和仪式
感压过实用性太多，就显得很怪异。

日本的茶道因仪式庄重、器具古拙被许多人推崇，现如今不坐在榻
榻米上都不算喝茶，但大宗师千利休当年也只是“茶道不过是点火煮茶
而已”。茶人们能玩出风雅来，是他们的趣味和内涵，对于大多数普通人
来说，端庄的仪式感其实并没有那样必要。

这世上有许多许多好的东西和好的人，往宽里游荡，往深里钻研，都是
乐趣无穷。但把任何一种当成了仪式性的、必不可少的，并从中挖优越感
为难他人或自己，就多少有点想不开。实际上，大多数东西都不值得供起
来，供的东西多，除了被人冷笑或自己觉得自己不对劲之外，没有太多好
处。

我的仪式在你眼里可能只是形式，你的仪式在我眼里也有可能只是
做作，仪式感这种东西，前提是取悦自己。人生如寄，安稳和平庸并不是
坏事，万事还是要依性情而往，不要拘泥于别人的生活形式，以自己喜欢
的方式融入这个世界，内向或外向，精致抑或是粗糙。

我有一位摄影师朋友叫朱美娟，喜欢拍摄
创意小作品。比如剥下的玉米皮，经她的手一
倒腾，马上变身飘逸的玉米仙子；削下的菜头，
切面看上去真的像极了一朵朵的玫瑰花，配上
其他长杆蔬菜就是一件插花作品了；就连废弃
的橘子皮，她也能拼出一幅“马蒂斯”的名画。
她坚信美就在身边的一点一滴里，在生活的油
盐酱醋里，坚信艺术家就是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别人看过的东西，而能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
上看出美来。厨余垃圾在她的手里基本都能
变废为宝，但也由于她烧菜时心有旁骛，所以
经常会把菜烧焦，她的儿子说，妈妈你应该改
名叫“朱美娇”，朱美娇——“煮煤焦”是也！

朱美娟的儿子高中去了美国上学。三月
的时候，正是江南的艾草鲜嫩时节，做娘的晒
出了一盘青饼，附言：“儿子，我们去东钱湖必
买的，你喜欢吃的东东，为娘的已经学会做了，
而且还帮你吃了……”对地球那端儿子的思念
之情摊在一盘青饼里，溢于言表。

这段时间儿子放假回宁波，她就在厨房里
忙活开了，“儿子钦点的全肉大包、糯米蛋，忙
了我一晚上。今早加了芒果西米露，全是妈妈
牌！”还把儿子半年没在家的节日都补上了，做
了立夏节的茶叶蛋，取出冷藏的艾青做了清明
时节才有的撒了松花粉的艾青麻糍，包了端午
节的豹纹碱水粽，忙碌并满足着她的煮妇生
活。有儿子在一边帮厨，应声欢快地任她差
遣，似乎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时刻更让人感觉温
馨幸福的了！“有人准点回家吃饭，总比等个没
作息规律的人、烧一桌菜只自个儿吃的好。可
惜孩子在家的日子并不能长久。”发在朋友圈
的感慨也很是戳中一些“空巢老人”的泪点。

烹煮的食材可以五花八门，煮妇的拿手菜
里，往往爱是最好的调料。

另一位朋友莺莺，自从女儿上了重点高
中，为了给她全面的营养以支撑繁重的学业，
每天换着花样做爱心餐。“面包要烤得两面焦
脆的，配了太阳蛋，蔬菜沙拉；麦片粥不能太
厚，撒上果干正好可以提味；再带上一小杯酸
奶，课间的时候可以润润喉。”“全天的自习最
伤神，为娘的是不是最贴心呢！给你备了清炒
小淡菜，清蒸带魂鲳鱼，凉拌压扁茄，凉镇冰糖
粉西红柿，蒜泥苋菜，起沙的黑籽西瓜，早市的
菜就是新鲜啊！在厨房汗流浃背很舒服，合时
令！”真的是“小贱妈”一个。

美女燕燕曾经是单位里的厂花，何等傲娇
的人物，想当年多少人仰慕她，她是男人们寤
寐求之、求之不得的仰慕对象，也是女人们举
手投足的模仿对象，想学又学不来。自从嫁给
了现在的老公，每每在圈里晒出自己的私房
菜，“河虾带籽，本地洋番薯韧结结，休渔前买
的冷水小眼睛带鱼，红烧牛肉外酥里嫩，啧啧
……某人说，还要再添碗饭。”燕燕还喜欢购置
餐具，各种风格的碗啊盏啊的，即使平常菜肴，
有精美的食器衬托，立马提升逼格，有时烧好
了菜一盘盘亮在那里，叫着嚷着：“开饭了！”

“下班回家吃饭了！”可以想象那“某人”看到信
息一定是心花怒放，屁颠屁颠地往家里赶了！

女人一旦为心爱的人调羹汤，就从此改变
了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习性，接上了地气低到了
尘埃里，沾上一身烟火味，出没在蒸腾的油烟
中，不知不觉变身油腻腻的大妈也在所不惜
了。

当然也有顶尖聪慧的煮妇，有时会耍点小
聪明，使点小心计，隔三岔五地撒撒娇、秀秀
恩爱，着意培养一个可以随时顶包的“煮
夫”。“先生做的梅干菜扣肉，好吃得停不下
来，秒杀我做的一桌菜。不可否认，先生在厨
艺方面有天赋，不去做厨师真是可惜了！”“不
得不说，先生在厨艺方面确实有天赋，不管做
回锅肉还是梅干菜扣肉，味道绝不逊于饭
店。即使做一锅白菜肉丝年糕汤，味道也是
杠杠的。要是每天早上醒来就能吃上热乎乎
的早餐，该多好啊！”

“聪明！可以静待饭来张口的日子了”
“多表扬、少干活，套路”看着朋友们的跟帖评
论，聪明的小煮妇此时一定在捂着嘴偷着乐呵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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