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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手记 大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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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雪】

冬深初雪梅枝鹊，
千里家乡如素月。
天涯花开椰风雨，
游子梦中寻旧靴。

——赵福永

烟火人间地瓜香
■管淑平

白雪欢歌
■王优

晨起，推开窗户，一片银色的世界
扑面而来。啊！下雪了。路边的车、道旁
的树、悬挂的红灯笼，都覆上了白雪，
瞬间只觉无比浪漫与奇幻。

雪下得更紧了，大片大片争先恐
后，飞扑而来。这雪先前不过像是空中
撒盐，现在已然柳絮随风了。道旁漫坡
上，积雪更厚，皑皑铺开、粉妆玉砌，俨
然一派北国风光。

校园里人影幢幢，脚步匆匆。“下
雪啦”“好大的雪呀”“生命中的第一场
大雪哦”“哎呀！好美”！学生们一边往
教室里赶，一边嘻嘻哈哈地说着。他们
伞也不打，冷也不怕，任雪落在头发
上、脖子里，还时不时捋一把身旁的
雪，托于掌中，颠来颠去，仿佛托着一
团火……

教室里灯火通明，校园里白雪纷
纷。“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
人——同学们，请说出你所记得的关
于雪的最美诗句。”“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我的话音刚落，大
家便喊了出来，几乎异口同声。“孤舟
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柴门闻犬吠，
风雪夜归人”。几番下来，熟悉的诗句
说得差不多了，声音渐渐小下去，大家
皱眉沉思，极力在记忆的库存里搜索，

一副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样子。“《湖心
亭看雪》。”忽然，男生陈中原右手一
拍，头一昂，“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
水，上下一白。”

下课铃一响，整个校园沸腾起来。
学生们冲进雪中，张开双臂，旋转呼
喊。他们抓起满把的雪，同笑声一起撒
向空中。他们捧起灌木丛上的雪，团起
草坪上的雪，堆雪人、滚雪球、打雪仗。
只一会儿，积雪被洗劫一空，偌大的雪
人堆起来了。有人给雪人系上了围巾，
又有人拿来了绒线帽……漫天飞雪
中，雪人端然凝坐，怡然赏景，憨憨可
爱。

腊梅园里，黄梅迎雪吐蕊，梅朵上
白雪加冕，相得益彰。“梅须逊雪三分
白，雪却输梅一段香。”雪梅相映，各美
其美，美美与共。

“洁白的雪花飞满天，白雪覆盖我
的校园……”优美的歌曲在心中汩汩
流淌，本就美丽的校园更加生机勃勃、
活力无限。追逐、欢笑，青春的眸子闪
闪发亮，快乐雪一般纷纷扬扬。

“老师，给我照张相吧。”两男生跑
过来，笑嘻嘻的。“我是高三一班的，第
一次见这么大的雪，太美了！”镜头下，
雪纷纷的，人笑盈盈的。

小城里，久违的大雪，像是辞旧迎
新的礼花，洒下的都是祝福，飘落的都
是吉祥。洁白的雪铺了至少一指厚，踩
上去，松松软软的、酥酥麻麻的，好像
踩在棉花被上。抬起脚，脚印清晰地印
于雪地上，鞋边缀了一圈白绒花。轻轻
一跺，绒花散落，鞋上干干净净的。

半山上的草坪上，有人正在堆雪
人。男子拿了铲子，还在铲雪。女子捧
着雪，一遍遍涂抹在雪人的大肚子上。

“好热，都出汗了，”男子说。“手冷不？”
“嗨，冷木了！”男子女子一起笑起来。
“真的没想到能下这么一场大雪，还能
在家门口看雪、堆雪人。”女子笑声悦
耳，捧来的白雪熠熠生辉。

“哇！好大的雪人！”两个小女孩跑
过来。“姐姐，把我的红围巾给它系上
好不好？”“姐姐，可以用橘子做它的眼
睛吗？”从车里下来的小姑娘，马上加
入到堆雪人的行列，毫不拘谨地一下
子就把雪人当成了自己的宝贝。

大雪纷纷扬扬，行人来来往往。
瑞雪兆丰年，笑语声不断。白雪为山
川化妆，镜头为美景定格。这深冬里
的第一场大雪，注定成为人们记忆中
的珍藏。

旧相册里念往昔
■杨蕾

我家书橱的第二层放着一本老相册。妈妈每
隔一段时间都会取下来翻看，她的表情也会随着
相册的翻动发生变化。有时，妈妈还会把我叫到她
身边，为我讲述那些难以忘怀的悠悠往事。

翻开相册的第二页，有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
那是妈妈上学时与同学们的合照。当年的她扎着
两个小辫，虽然照片没有色彩，却难掩扑面而来的
青春朝气。每次翻到这张照片，妈妈的手指总会轻
抚一个个熟悉的脸庞，口中念叨着她们的姓名。时
光无法倒流，思念却可以走得很远。

前些年，妈妈和照片上的同学们相聚过。尽管
大家都已是白发苍苍，但重聚的喜悦好像又把她
们带回到了从前，时光在那一刻定格。于是，黑白
照片的旁边又多了一张她们新的合影。

翻过青春的过往，妈妈的手又停在了我们一
家三口的合影上。照片中的我已经上小学了，爸妈
刚刚30岁出头。爸爸一头浓密的黑发显得尤其精
神，妈妈的卷发也是为了过年新烫的。每次看到这
张照片，妈妈都会看向爸爸发亮的头顶。有时我也
在想，时光还真是调皮，它悄悄地擦掉了爸爸的头
发，却在他的脸上添了几笔深浅不一的皱纹。在这
一增一减中，不觉已近40载。

陪妈妈看照片时，某个瞬间我忽然想起朱自
清先生的《匆匆》，“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
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
凝然的双眼前过去”。匆匆而过的时光带走了爸妈
的青春年华，也留下了许多念念不忘的记忆。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
途。姥姥和姥爷分别在2006年和2009年相继离
世。10余年间，每当妈妈思念他们时就会翻看二
老的照片。原来，这一张张的照片也是通向过往时
光的引路灯。

光亮处，妈妈看到因为自己的一句“想吃枣”，
姥爷就跑遍市场去为她买来；因为她想吃鱼，姥姥
天不亮就出门去买，回来时雪花已落满发梢。在我
眼中，妈妈是“最有办法”的人，无论碰到什么事她
都不慌张，她更是将“办法总比困难多”这句话常
挂嘴边。唯有翻看姥姥和姥爷的照片时，妈妈才像
个孩子，沉浸在被呵护的旧时光里，泪水也早已打
湿了眼眶。

清晨，窗帘刚被拉开，阳光就抢先射向书橱一
角，稳稳地落在相册上。我想，这大概是流动的时
光与凝固的时光之间独有的问候。

曾几何时，我是不愿翻看相册的，甚至嫌弃那
些写满稚嫩的旧照。人到中年，我才真正明白了老
相册的意义。那些回不去的时光早已化作脚下的
路，一张张旧照片则是高悬在路畔的灯。在旧时光
里追忆往昔，携一盏灯，伴我继续前行。

【大雪无痕】

与“千山鸟飞绝，万径人
踪灭”的景象不同，在我的家
乡，即使天再怎么寒冷，雪再
怎么大，总有几只雀鸟互相偎
依、互相逗趣。你为我啄去一
身寒意，我为你唱歌愉悦心
灵，一如每一个寻常的日子。
这便给人一种感觉，大雪无
痕，仿佛阳春。

——潘玉毅

春 耕 夏 耘 ，秋 收 冬
藏，冬季是吃芋头的好
时节。我喜欢芋头的清
香 ，香 甜 软 糯 ，口 感 极
佳，且含有丰富的营养
物质。热乎乎的清蒸芋
头最清新，足以慰藉冬
日的寒冷。

——羊白

【芋头清香】

花开诗旅

出走
■张承斌

我们都要出走

时光会不停地催促那些

远离家园的人

一些叶子长出来

一些叶子就会被风吹散

飘荡几下，然后落入泥土

阳光经过时，日子会亮一些

你努力拉长一天的影子

再挑一挑暗淡下来的灯花

家，终究会热闹起来

寒冬腊月，最佳的过冬方式，莫
过于坐在柴屋里，生一丛火，在火坑
里埋几个地瓜。小火慢烤，一身暖和。
等到地瓜烤熟，一口一口送进嘴巴，
那叫一个甜香入心。

钟情于冬天的人，生活方式与节
奏大抵是缓慢的。行动连同思绪都慢
悠悠的，像是在烤着的地瓜，等待着
时间与火候的相互融合。

以前生活在农村，在冬日沉沉、
雪花漫天的日子里，我们一家人围坐
在火堆边烤火。大人们聊着家长里
短，小孩们不停地将果盘里的瓜子与
糖果送进嘴巴。等大人们聊完家常，
发现盘里早已空空如也。这时母亲则
会拿着木梯下地窖拿一些地瓜放入
火塘。她先用火钳在火堆边轻轻刨几
个坑，再用热灰将地瓜层层覆盖，然
后静待地瓜烤熟。

有时，我看着那燃烧得正旺的火
苗，想象着即将吃到的甜香地瓜，不
禁嘴角扬起，像是掉进了蜜罐儿似
的，一脸陶醉。

大约半小时，地瓜就烤熟了。我们
人人手里都捧着地瓜，比吃山珍海味
还要满足。这种甜与暖，像是一种烙
印，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上，以至于成
年后经常想起。于是，每每冬天来临，
我都忘不了奖赏自己烤地瓜。

路边小摊是城市里的一抹烟火
气。小摊、烤炉、地瓜，燃烧着的炭火，

还有热情的吆喝，似乎冬天的凛冽与
严寒也削减了大半。

烤地瓜的步骤并不复杂，然而每
一步都需要用心。摊贩们将地瓜一个
个地摆放在火炉上，用铁钩不断翻
动，让地瓜均匀受热。燃烧的木炭，将
地瓜包裹在温暖的火光中，温度逐渐
升高。那金黄的色泽，也透露着热情
与温暖。

然而，最令人心动的还是将地瓜
剥开的一刹那。慢慢剥开，热气腾腾，
香甜的味道扑面而来。一口咬下，软
糯的口感在舌尖蔓延开来。甘甜与焦
香交织在一起，每一口都是满足。热
气纷飞、炉火闪烁，白昼的繁忙与焦
虑全都隐匿在这样的氛围里了。

小火慢烤，静候地瓜熟，是一种
仪式，也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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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各公司车险业务，人保，平安，太平洋，
中路，国任，紫金，华农，大家……兼办验车，24小
时道路救援，查勘定损，服务理赔一站式服务！

专 业 车 险
电话：13832738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