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开诗旅

雪停了，风还在吹
空旷的街道，剩下我一个人
喊一喊，就掉进黑夜的黄昏

星星睁大了眼晴，看着我
那么的晶莹
今夜没有酒，没有你
异乡的梦里，与星星作伴
亮晶晶的鼾声
悲伤时，闪一闪
幸福时，也闪一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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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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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上的时光】

小时候的乡村，冬日的
早晨总带着一种凛冽的清
新。阳光洒在结冰的河面和
田野上，映出一片片晶莹剔
透的冰晶。那时的寒冬，村中
的孩子们总期待着冰上的游
戏。我们聚集在冰面上，或坐
或躺，玩推人游戏，享受着冬
日里的独特乐趣，充满了刺
激与欢乐。

——梁华春

烟火人间

年将至
■管淑平

腊月这两个字有着一种强大的亲切与厚
重之感，似乎只要一说出口，瞬间就能体会到
那种浓郁的情愫。在一年的尾端，在冬天的尽
头，也在我们对过年的种种期待中，这就是腊
月。

腊月与过年，最能体现我们民族的向心力
与凝聚力。大红灯笼高高挂，大街小巷喜洋洋。
万家灯火团圆时，欢欢喜喜过大年。团圆，这是
过年永恒的主题，既朴素，又热闹。

采购年货，是腊月里的一件大事。记得小时
候，刚进入腊月，父母就背大篓、拎小包，前往山下
的镇上购置年货。有时，以防忘记或者漏掉，干脆
就准备一个小本子，凡是所需要的东西都仔仔细
细地写在本子上。大集在山下，大人们通常天刚刚
亮就出发，回来时，天色将黑，背篓里已经是满满
当当的年货了。看到大人们回来，我们的脸上满是
欣喜，眼睛就盯着背篓里的好吃的。

过年，当然会有很多期待，好的生活谁不
向往呢？新衣服，新裤子，新书包，各种美味的
零食，零零散散地占据了我们小小的心灵。过
年就图个热闹，鞭炮声声迎新年，妙联横生贴
门前。走街串巷问邻里，欢歌笑语过大年。大年
三十，一大桌美味的年夜饭，是对这一年的回
馈。年夜饭过后大家围坐在火塘边，一起守岁。
这时，长辈们会给我们压岁钱，过年的热闹与
美满的祝福，全在那小小的红包里。

过年，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丰富，还在于文化
上的丰盛。就像腊八节要喝腊八粥，小年要吃糖
瓜，诸多年俗一同涌入腊月。扫房子、磨豆腐、蒸馒
头、祭灶神、贴春联、窗花……迎接过年的多种习
俗，其实都透露着一种民族的文化美。这些朴素的
年俗，就是靓丽的中国红。这些喜庆的中国红，蕴
含着人们合家团圆、幸福美满的朴素愿望。

过年，也让我们的精神和心灵更加丰盈。年
初的外出，只是为了年底更好的相聚。亲情与团
圆、离别与奔赴，只有到了过年，才展现得淋漓尽
致。家庭和睦、国泰民安，就是一股强大的民族自
信力和凝聚力。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大街小巷人头
攒动。在鞭炮声中，在璀璨的烟花绽放中，人的心
情怎能不美呢？

有很多人说，如今的年味变淡了，过年没年
味儿了。我并不这样觉得。年味其实是一直存在，
只是我们如今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过年的方式也
就有了很多变化。逛古街、逛古巷、在短视频里迎
新年……这些种类繁多的过年形式，正展现了
过年的新气息。

过了年，就是万象更新。人不能总活在过去，
向前看，向前走，带着期待，带着努力，奔向新一年
的收获和欢喜。

【写给自己】

这段话写给自己。新的
一年，你要勇敢地和往事告
别，迎接崭新的未来。你要学
会接纳自己，不要妄自菲薄，
在欣赏别人优点的同时，也
不要忘了看看自己的长处。
遇到困难时，你要学会和自
己和解，不必仰望，不必羡
慕，你自有你的光芒。

——陈俊伟

在骑行者的世界里，
骑行如同生命的动力。他
们以车轮为笔，大地为纸，
那股流淌在脉搏中的热忱
与力量，恰似一曲激昂的
交响乐，演奏着对自由与
挑战的热烈向往。

——陈皖民

【骑行】

美味腊八粥
■刘永祥

腊八节，盐山老家的父老乡亲们，
家家户户要做腊八粥吃。我出生在60
年代，在我的眼里，过腊八节吃一碗食
材丰富的腊八粥，简直是人间美味。

有句俗语，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
腊八就是年。腊八节吃腊八粥，揭开
了腊月的“过节”序幕。在盐山老家，
尤其是乡村，人们从这天开始了传统
农历记时方式，直至元宵节过后，才
恢复到阳历记时。

记忆中，熬腊八粥的米是黍子米，
很多地方用它做酒，叫黄米。以前黄米
很难买到，可以说是奢侈品，但枣很
多。枣是盐山老家的特产，人们管枣树
叫“铁杆庄稼”。我小时候喝的粥里，能
找到黑白红黄的豆类，偶尔有花生。不
过，核桃仁、葡萄干一类的是没有的。
当然，那对于我们来说也已经足够了。
大家一起坐在炕头的饭桌边，手捧粗
瓷大碗吃饭时，总爱用筷子数一数里
边的八种食材。

腊八粥里不就是有八种粮食吗？
我小时候总是忍不住有这样的疑问。
这天的粥要做很多，人们要把热腾腾
的腊八粥送给乡邻。每家都互相赠送，
往往会剩下很多粥，要吃上好几天，孩

子们也高兴很多天。
很多我这个年龄段的人都有吃

剩腊八粥的记忆，觉得很好吃。真正
吃白面馒头，要等到腊月二十三过小
年以后。现在想来，这一大锅腊八粥
饭，可以让孩子们持续吃多日，也让
一辈辈先人在困苦生活条件下，满足
了年节时孩子们向往美食的朴素愿
望。

其实，过腊八节食腊八粥是上古
时候进入年终的祭祀习俗。先秦时
期分蜡祭和腊祭两种仪式。蜡祭是
用农耕生产的五谷作祭品，而腊祭
则是用狩猎的动物作祭品。由于时
间接近，祭祀内容交叉，逐渐合一形
成了腊月初八做腊八粥的习俗。劳
累了一年的先人，进入了一年最为
寒冷的时节，用丰富的五谷祭祀天
地神灵，也借机補益一下劳损了一
年的身体，为来年新一轮的劳作打下
基础。《黄帝内经》就有“五谷为养，五
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的说法。
这“四五”谷果畜菜，就是饮食的合理
搭配、营养的均衡摄入。所以，腊八粥
是先人对大自然的尊重，也是对自己
身体的爱惜。

盐山老家的腊八节还有一个习
俗，家家户户要腌腊八蒜。选一个广口
的瓶子或小坛，洗净晾干，挑选饱满新
鲜的大蒜剥皮洗净，密封在里面。每每
这时，年迈的娘看到从超市买来的白
皮大蒜，都要说：“还是纸坊的紫皮蒜
做的腊八蒜好吃。”

娘的娘家在盐山县的姜庄村。娘
说姜庄的地由近到远，叫做一趟沟、两
趟沟、三趟沟。三趟沟北面是纸坊村的
地，纸坊村的人们会种菜园。园里出产
紫皮蒜，个头小些，但香辣味很浓。娘
说的是陈年老事，现在早已多年不见
原来的紫皮蒜了。

在冬季室内微冷环境下，醋的酸
和蒜的辣慢慢相融，在20多个日日夜
夜的酝酿中，有了巨大的变化。蒜瓣慢
慢浸出了湛蓝，孕出了碧绿，色彩丰富
得像从水墨丹青中走来。品一下，醋有
了蒜的鲜辣，蒜也变得温柔，有了醋的
鲜甜。这腊八蒜的“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多像一家人虽然秉性各异、脾气
不同，但在血浓于水的亲情下，相互包
融、取长补短，其乐融融。

腊八节已过，各位老友，吃罢腊八
粥，别忘了腌腊八蒜。

墨香浅浅惹人醉
■林战迎

前不久，学校开设了书法课，聘
请专业的软笔书法老师来教课。我小
时候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所以对
这样的课心驰神往。

那天，我和学生一起去上书法
课。学生听得很认真，我也全神贯注
地盯着老师的动作，起笔、藏锋、收
笔，我都默记于心，并不时用手指在
书上比划。眼看讲台上的焦老师讲完
了，该轮到学生练写了，那我该怎么
办呢？

焦老师看出我的尴尬，走过来示
意我坐在他的位置上练习，他去巡视
学生们练写。没办法，我只好硬着头
皮坐下练习，头都不敢抬一下。刚开
始写的时候，手里的笔完全不听使
唤，我让它细一点，可它偏偏落下去
很粗。“短横”像一条毛毛虫似的趴在
纸上，要多丑有多丑，我恨不得找个
地缝儿钻进去。

后来，我又仔细观察老师的行笔
示范，一步步地调整。蚕头要藏锋，雁
尾要落下来，手也慢慢控制力度。慢
慢地，我摸到了点门道，写起来也不
那么费劲了。于是，我决定每天练写
24个字，每次写完就会对着字帖琢
磨，字越写越流畅，练写的时间也越
来越短了。

一个月后，我把写得最好的两张
拿给焦老师看。他拿起来一个个审
视，看完还不忘点评一番，“这个‘等’
字一定要注意上面部分，像螺旋桨一

样，左右对称，上下要集中一点”。我
对焦老师的耐心指导很是心怀感激。

按照焦老师的要求，我不厌其烦
地练写，练完才发现，我不会署名。焦
老师拿起毛笔，写了我名字中的“战”
字，并提醒我钩的部分要沉下来，写
完还不忘圈画出几个字，嘴里不停说
着“不错，不错，这几个字尤其好”。听
了他的话，我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
了下来。

那一刻，我像个获奖的选手一般
激动。我暗暗下定决心，等到期末，我
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书法作业。至
今，我一得空，就在办公室里练习书
法，练完自己觉得身心愉悦。阳光透
过窗户洒进来，整个办公室墨香四
溢，久久留香。

星星睁大了
眼晴
■宋玉

报
眉
广
告

1
3
9
3
0
7
5
8
4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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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