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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风韵】

冬天，有傲然的大地，有
深沉、沉稳、坚贞不屈的性
格，也有少女般的娴静、温
婉。冬日时光，不只有着凛冽
的寒风，也有着它特有的风
韵。让冬天的静谧时光，缓缓
前行，守住安然，守住孤寂，
守住一盏茶香，一卷书香，便
是静美岁月。

——张东香

微写
作

“微写作”栏目短信平
台号码为15100868801。

倾听您的心声，期待
您的短信留言。

人生感悟

【暖阳】【慢生活】

享受慢生活，可以是在繁忙
工作日的午休时间里，喝杯咖
啡，看几页闲书，翻一本赏心悦
目的画册；可以是在周末，一边
听着音乐，一边精心烹制饭菜，
犒劳全家人的胃；可以是认真陪
伴父母和儿女，一心一意地倾
听，远离手机的干扰；也可以是
在阳光下侍弄花草，聆听生命缓
慢拔节的喜悦。

——乔欢

太阳越升越高，阳光
越来越暖。在阳光的照耀
下，羽禽起飞觅食，生灵跑
跳奔忙，人们开窗纳光，走
出家门锻炼，迈出温馨厅
堂。阳光抚摸着万物，万物
享受着阳光，沐浴着太阳
的温暖，忙碌着自己的希
望。

——魏玉燕

烟火人间

老家的年味老家的年味
■寒朴

小时候在老家，老人们常说，“小
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一 进 腊 月 ，年 便 以 倒 计 时 的 脚 步 临
近，年味儿也越来越浓。腊八向人们
传递进入年关的信号，每到这时，家
家 户 户 便 开 始 着 手 准 备 过 年 的 吃穿
用度了。

一路走来，一年又一年，苍老了容颜，
迎来了春光，送走了冬寒。一年又一年，从
孩童走进青年，从中年步入老年。现如今，
历经岁月的沧桑，50多年前老家过年的
情景，一段段珍贵的记忆浮现在眼前。一
缕缕飘逸的思绪，萦绕在脑海中挥之不
去。

我小时候，是个生活物资极度匮乏的
年代，农村的乡亲们缺吃的、缺烧的，又缺
穿的、缺用的。天真无邪的孩子们，似乎不
曾理解大人们一年的辛苦，更不懂大人们
心中的艰难与忧愁，都是眼巴巴地盼着过
年。这样，过年就成了孩子们的一种快乐
和满足。

时光飞逝，随着时空的推移和环境的
改变，儿时那种浓浓的年味越来越淡了，
可对团圆、喜庆、祝福氛围的深深眷恋，却
永远驻足在我的心中。腊月里的民俗十分
丰富，初八吃完腊八饭，农历腊月二十三
过小年，然后是扫房、写春联、办年货等，
一直忙到除夕之夜，这情景仿佛就在昨

天。
小时候过年，最忙最累的是母亲。在

我的记忆深处，老人家勤劳能干、持家有
道，每一件事情都做得恰到好处。即使日
子过得再艰难，也总收拾得像个过年的样
儿。我从小就没养成帮着干家务的习惯，
锅头子上的活儿，无论是蒸馒头、包包子，
还是蒸面花、包饺子，都是母亲一个人忙
活。

母亲心灵手巧，每年腊月二十五前
要剪窗花。一张红纸拿在手中，剪刀灵
活地游走，无论是花鸟鱼虫、吉祥图案，
还是山水景致、民间传说，都是那么栩
栩如生，细腻生动，惟妙惟肖，丰满鲜
活，将农家人对吉祥、团圆、幸福、平安
生活的期盼展示出来，烘托出吉祥如意
的节日气氛。而今，当年母亲仔仔细细
贴窗花的身影，常常勾起我对童年往事

的真切回忆。
过年，有一件印象最深、最虔诚的事

是“请神”。二哥是村上的文化人，有着强
烈的尊宗敬祖、寻根报恩、饮水思源意
识。每当家里年前“请神”、年后“送神”等
祭祀活动，都是他一手操办。我在后头跟
着学，跟着做。

步入中年，我和二哥曾多次说起当
年农村的“请神”、上供、祭祖。我觉得，这
不能简单归类于低俗的迷信，而是后人
追根溯源、孝心长存的体现，承载着生者
对逝者的感恩、追思之意。二哥走后，每
到年节我心里都有种空空的感觉。

当年，老家一直保留着大年三十傍晚
“烤没阳儿”的传统习俗。每到大年三十快
日落的时候，乡亲们要在前街、后街几个
相对固定的地方，把竖起来的一大捆又高
又粗的高粱秫秸扎好。男女老幼早早在现

场等候，懂行的把式点着一把秫秸穰，高
高举起放到秫秸捆的顶端，顷刻间秫秸

“噼噼啪啪”的燃烧声，鞭炮“砰砰啪啪”的
爆破声，大人孩子围着观看时的欢笑声，
此起彼伏，呈现出一片欢乐祥和的节日气
氛。

“烤没阳儿”结束后，大家一般就各自
回家熬夜守岁，等着吃年五更的饺子了。
煮出的第一锅饺子先祭祖，一家人向着供
桌磕头行礼。吃了饺子不睡觉，要先到亲
门近支的老人那里拜年。拜年，乡亲们看
得很重，一年中有隔阂的，互相拜了年，就
一笔勾销了。现在看来，相互拜年还是满
满的正能量。

非常的时期，共同的心愿；您安好，我
无恙。满脸的沧桑，梳理着童年的记忆，丰
富了我对老家的感恩、眷恋与顿悟，宛若
一泓清泉在心底流淌。

花开诗旅

推开腊月门推开腊月门
■魏益君

推开腊月的门
冬天变得鲜活起来
腊月酿造了年味
在农家的炊烟
在乡村的集市
在春联的墨香
在孩子的脸上
随处飘洒

推开腊月的门
相思也变得浓重
车站码头
有游子手握车票的惊喜
农家院门
有母亲翘首眺望的期待
乡情乡愁厚重了腊月
凝结成明亮的星星
温暖着故乡的天空

推开腊月的门
就闻到春的气息
腊月打包起一冬的枯容
用雪花美容
用梅花秀春
腊月
开启了新春的隆重
书写着希望与升腾

年味浓年味浓，，豆腐香豆腐香
■刘天文

刚进腊月，就闻到了淡淡的年味，心
情不由更加敞亮，脚步更加轻快。准备年
货是春节前最重要的一项活动，而年货
中，豆腐是必不可少的一种。

小时候，村西头有家王姓豆腐坊，
常年以做豆腐营生，熟能生巧，练就了
一手绝活儿，做出的豆腐滑嫩细腻，筋
道幽香，闻名乡里，村民以吃上王家豆

腐为荣。母亲把秋天收获的黄豆倒入
簸箩，把虫蛀过的、颗粒不饱满的挑拣
出来，剩下金黄滚圆的送到王姓豆腐
坊。

黄豆经过一夜浸泡，吸足了水分，饱
胀水灵。将黄豆倒入石磨研磨，磨出的豆
糊舀入锅中煮上一段时间，开始过滤。滤
去豆渣的豆浆中缓缓倒入卤水，豆浆慢
慢凝固成豆花。用纱布裹住豆花放入木
屉，压上大石块，挤压出水分，一屉屉凝
脂般的豆腐便做成了。

母亲去取豆腐时，我必尾随。当揭开
屉上的纱布，我从母亲身后蹿出，在豆腐
上掐下一块塞入口中，屉上的豆腐留下
乌黑的指印。母亲也不生气，含着笑，嗔
怪地斜我一眼。

豆腐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衍
生品层出不穷，形
成 一 个 庞 大 的 家
族，如豆浆、豆花、
豆 皮 、豆 干 、臭 豆
腐、豆腐脑……且
能适应煎蒸烹炸煮
等各种烹饪方式，
加上营养丰富，老
少皆宜，深受众人
喜爱。

文 人 骚 客 更
是称赞有加，笔下
生花，并赋予豆腐
一 整 套 博 大 精 深
的文化内涵。如清

代胡济苍不吝笔墨动情地赞道，“信
知磨砺出精神，宵旰勤劳泄我真。最
是清廉方正客，一生知己属贫人”，写
出了豆腐由磨砺而出，清廉方正的品
格。

如今，超市卖的豆腐都是流水线
生产出来的，点豆腐用的卤水，也被
一种叫“葡萄糖酸内脂”的食用添加
剂所代替。虽然用它点出的豆腐更加
细腻，味道和营养价值更高，但我还
是怀念儿时手工做的卤水点的“老豆
腐”。

在我工作的县城城郊有个百泉
村，偶尔的机会得知村里的三岔路口
有个常年卖“老豆腐”的，便成了那里
的常客。平时得起早排队 ,晚了豆腐就
卖 完 了 。爱 人 看 我 早 起 就 为 买 块 豆
腐，不由调侃：“‘老豆腐’就那么好
吃？比肉还好？”“好吃，当然好吃！”它
承载了我儿时的记忆和浓得化不开的
乡愁。

是的，就是乡愁。记得有次春节前回
老家，我对儿子吼道：“走，回老家吃豆
腐！”儿子被我的激情唬得一愣。

儿子生于县城，长于县城，老家，仅
仅是我的老家，不是他的。他不懂得一
个背井离乡的人春节回老家吃豆腐的
那种振奋难耐与归心似箭，也不懂得
一个年过四十的中年人依然对老家的
老母亲那种孩子般的依恋，他更加不
懂得，回老家，是唯一的灵魂与肉体的
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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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解决哺乳期奶少，堵奶，乳
腺管不通畅，清水奶，大小乳等问题。
电话微信：18730726672 无痛催乳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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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