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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黄昏，门前的空道
上，老父亲踽踽行走，步
履缓慢，却很平稳。依
稀 传 来 那 再 熟 悉 不 过
的 声 调 ，唱 道：饭后百
步走，活到九十九……
那声音抑扬有度，韵味
醇美，袅袅余音，令人动
容。

——薛国英

【龙套人生】

当然，不刻意当主角，并
不是放弃努力，不是无所作
为，而是量力而行，适可而
止，人生莫要用力过猛。莫与
自己较劲，莫与生活较劲，莫
与别人较劲，云淡风轻地行
走人生，你将收获细水长流
的幸福。跑龙套，也能跑出快
乐人生。

——马俊

微 作
“微写作”栏目短信平

台号码为15100868801。
倾听您的心声，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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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百味品着书香过大年品着书香过大年
■刘小兵

小时候，每到过年时节，父亲
在办完年货之后，都会到新华书
店为我买上几本课外读物，让我
在浓浓的书香里过一个热热闹闹
的春节。

记得七岁那年，离春节只有
半个月了，父亲见我每天做完当
天的寒假作业后只知道到外面疯
玩，便严厉地制止了我。言毕，他
让我跟他一起去新华书店。刚开
始我还噘着嘴，以为父亲嫌我寒
假作业太少，又要买什么习题集
之类的教辅书。后来，听到是买小
人书，才跟着父亲一起到了新华
书店。

那次，父亲一口气买了《西游
记》《闪闪的红星》等五六本小人
书。那个春节，我一边品着母亲做
的各种美食，一边翻览着父亲买
的各类小人书，整个假期过得既
丰富又充实。

此后，每年过年，父亲为我买
书就成了一种约定。后来，我家经
济条件不断改善，父亲买书也变
得大方起来。随着我年岁渐长，他
不再给我买小人书，而是选购古
典名著。

一年春节，恰逢我的生日临
近。在家人的祝福声中，父亲送给
我一本精装本《三国演义》，我当

即高兴得跳了起来。那年假期，我哪
儿都没去，天天守在家里，一做完作
业，就捧起它，睡觉前还要偷偷在被窝
里看上几页，才恋恋不舍地睡去。

在书香里过年，滋味悠长，充满
了无穷情趣。那些丰富多彩的课外
读物，作为每年父亲送给我的“年
礼”，为我单调而乏味的寒假生活注
入了一丝温馨和甜蜜。犹记得，多少
个欢快而闹腾的年节，在氤氲的喜
庆里，在艳艳的花灯下，在喧闹的鞭
炮声中，我一边沉醉在春节的欢天
喜地中，一边手捧一本本“年书”，沉
浸在物我两忘的境地里。

那是一场愉悦身心的欢度，更
是一场陶冶性情的畅游。每天，我端
坐在泛着油墨香的书房里，津津有
味地摊开一本本或优美深沉、或隽
永沉郁的书，尽情地在知识的海洋
里遨游着，汲取着先贤的智慧，咀嚼
着哲人的思想。

如今，又快到春节了，在书香里
过年的一幕幕场景浮现眼前。虽然
人到中年的我，在春节时已很少再
买书，但当年父亲为我买书的记忆
却一直长存在我的心中。那些书香，
让我年少时所度过的春节变得格外
温暖，那些慈祥的父爱萦绕在心中，
给了我向上的力量，也成了我一生
中最美的念想。

人间烟火

【剪窗花】

母亲将一片红纸对折起来，
不用画底稿，而是根据心中的图
谱直接在红纸上剪。随着轻微的

“咔嚓咔嚓”，圆的、方的、长的、菱
形的、三角形的红纸屑纷纷落下。
一会儿，一幅窗花就剪好了，“喜
鹊登梅”“‘莲’年有余”“二龙戏
珠”“榴开百籽”……动物、植物、
人物等各种各样，样式多，又精
致，就连镂空的边缘都是光滑的。

——刘东霞

投稿请发邮件至：czwbsw＠sina.com
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沧州

作者”字样

花开诗旅

冬季里的春天冬季里的春天
■■燕金城燕金城

冷风削掉片片枯叶

光秃秃的枝丫深情地望着蓝天

它们的一颦一笑，印入宝石蓝里

冬日守候着休眠的生灵

暖阳抛下的光，像醉人的五线谱

一首首恋歌打开青年男女的心扉

柔软的枝条宛如美丽女子的长发

冬季并不萧条与荒凉

那刺骨的寒风正在研墨

甩动的枝条蘸上墨水

快乐地描绘着冬季里的春天

小喇叭小喇叭
■蔡晓菲

难忘童年祭灶节难忘童年祭灶节
■于悟秀

“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了天，
又能吃炒豆，又能吃糖瓜。”“二十
三，糖瓜儿粘。”农历腊月二十三俗
称祭灶节，又称“小年”“祭灶日”“送
灶节”“灶王节”“灶君节”等，是中华
民族传统的祭祀灶神的节日。

小时候，家境贫寒，物资匮乏，
只有到了腊月二十三，才能捞着吃
顿猪肉饺子，还能吃上白面馒头、糕
点和灶糖。

在我的记忆中，每年腊月二十
三晚上，家家户户都要祭灶辞灶。母
亲把糕点、灶糖、炒豆摆在锅台边的
灶君旁，点燃三根香，非常虔诚地念
叨着，并把灶糖抹在灶王爷的嘴上，
说是这样才能上天言好事。

记得那时候的灶糖，是用麦芽
糖做的，上面沾有薄薄的一层芝麻
粒，吃起来非常黏牙。待香快燃烧完
的时候，母亲便吩咐院子里的父亲
把鞭炮点燃。在震耳的“噼噼啪啪”
声中，母亲把“酒足饭饱”的灶王画
像请下来，到院子里点燃，目送着灶
王爷化为一缕青烟，直上九天而去。

父亲带着我们磕三个头，磕完
头，整个祭灶辞灶仪式也就完成了。
那时候家教很严，香没有燃尽是不
能吃贡品的。嘴馋的我们好不容易
眼瞅着香彻底燃尽了，才大快朵颐
起来。

长大了才知道，灶神全称为“东
厨司命九灵元王定福神君”，除了掌
管饮食，还兼具考察人家善恶行径
的职责。

相传灶神左右各有一神灵随身
携带两只罐子，一只是“善罐”，另一
只则是“恶罐”，分别记录着这户人
家的善行和恶习。每年岁末，灶神
都要上天汇报一年来在人间考察
到的各种消息。上天会根据他的汇
报结果来决定对这家进行怎样的
惩戒。

谁家都希望家里平平安安的，
所以灶王爷要回天宫时,人们敬献给

他的糖瓜又甜又黏，甜到他不好意
思说坏话，黏到他即使想说坏话也
张不开嘴。炒豆是供给灶神坐骑的
上等食料。腊月二十三这天，人们不
仅尽心地巴结灶王爷，还要把他老
人家的坐骑打点好，这样他才会“上
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40多年时
间眨眼即逝，我也已过知天命之年。
生活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但风俗依旧。也许是条件太好了，再
丰盛的贡品，也吃不出童年时期的
纯真香甜味了。

那时，村里每隔一个电线桩就有一个小喇叭。每天
听着小喇叭播放消息。村干部清清嗓子，手拍拍话筒，
说着今天天气。顿了顿接着说，过几天就是春节了，供
销社新鲜年货也摆起来了。老人一听年货来了，急急忙
忙放下手里的韭菜，骑上三轮车去供销社，盼着买到小
孙子最爱吃的瓜果蔬菜。

村干部继续说，村里合作社年底了要分红，村民代
表吃过午饭来大队开会。晚点还有退休老教师在大队
写春联，大家都过来热闹热闹。说罢，放几首过年喜庆
的歌曲，热气腾腾的年味就上来了。

老人们系着围裙，在灶头间做着赤豆糕，圆形的、
五角星的。客堂间桌子上打扫得干干净净，自制的小布
扫帚挂在八仙桌侧面洞里，桌上备着瓜子、话梅、炒花
生等，孩子们假装经过，悄悄偷吃两颗花生糖。

大人们从箱子里拿出福字、春联。贴之前，把大
门擦一擦，图个好彩头。孩子们则在一旁等着粘福
字。

小孩子们颠颠跑去里屋，看着奶奶剪窗花。一叠红
纸、一把剪刀、一支铅笔，一张张生龙活虎的纸花粘在
玻璃窗上。心痒痒，手也跟着痒痒，拿起一张红纸，就开
始学着奶奶的样子折啊折、剪啊剪。一瞧，明明都是喜
庆的大红色，一个展出来是妥帖的福字，一个展开来四
不像。

后来有了网络、短信，村里的喇叭不响了。只有老
一辈留存着一些回忆，原本热闹的年味也淡了不少滋
味。

前几年回村里，喇叭竟又“回来”了。春天赏花、
换季添衣、农房翻建，还有文艺演出。村里喇叭用普
通话和土话交替着喊，说的都是村民关心的大事小
情。

又是一年除夕夜，小辈们牵着孙子辈，提着礼盒回
村，贴春联、放鞭炮，孩子们放下平板电脑，大人们放下
手机，聚在一起吃团圆饭，外头是喇叭里播放的喜庆的
音乐。

过了一会儿，村委会主任清清嗓子，说村里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请来了镇上的医生护士，可以
免费量血压、测血糖，有需要的村民赶紧到大队
来。还有写春联、猜灯谜、吹糖人，大家都过来热闹
热闹。

老人摸着孙子的头，说今年村里越来越“给力”了。
孩子眨巴着眼睛，竖起大拇指说：“爷爷真时髦，这都知
道。”

老人整了整帽子，得意地说：“这不是村里的小喇
叭的功劳嘛。”

孩子舔着手里的糖人，祖孙两人手拉着手，心满意
足地走在铺好的石子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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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土猪肉特价活动献大礼拜年送健康
品味儿时香

惠土黑土猪肉：无激素，无抗生素，无转基因，无反式脂肪酸，高蛋白，低脂肪，
低胆固醇，钾镁铁及18种氨基酸。欣天蓬功能黑猪肉：是在惠土黑土猪肉的基础
上，在喂养过程中增加了枣粉、辣椒粉、芦笋汁、艾草、益生菌等多种健康食料，从
养殖到屠宰成肉，更精心培育的一款高档功能黑猪肉，是惠土猪肉的升级版。

青县天惠家庭农场
养殖基地：河北青县盘古镇白庄子村
销售中心：沧州市光荣路西体北门

对面惠土猪肉门市
总经销：祜康食品（沧州）有限公司
电话：0317-2068883、13603176553
客服：400-041-22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