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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感悟

远方

忽而，一场落雪掩盖了
原野上的枝枝叶叶。小麦低
了头，蜷缩在温润的雪地里，
暗自幸福着。衰败的草轻轻
晃动着残留的一点枯叶，却
丝毫没有气馁消逝的意向。
不远处，一行行通向校园的
脚印，错乱无序地写下一行
行诗歌，一点点伸向远方。

——彭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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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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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山遍野的野菊花，是
初冬时节群芳中的坚守者。
它虽然没有牡丹的富贵，也
没有桃花的艳丽，但却有着
朴实无华的品格。肃杀的严
冬来临，野菊以从容淡定的
气质装扮着茫茫的原野。苍
茫大地也因为有了它的存
在，平添了许多生机和暖意。

——羽涅

野菊花
繁华的世界里，灯影

处是我们的家。家的温
暖，家的温馨，家的欢乐，
都汇聚在这里。我们团聚
在一起，共同迎接新年的
到来，享受那个美好的时
刻。在家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都能感受到亲情的
力量，感受到团圆的喜
悦。

——周广玲

打捞·呈现·正名
——读《水浒时代的真沧州》
■付红妹

一部水浒传天下，谁人不识古沧
州。《水浒传》极大地提升了沧州的知
名度，但令人遗憾的是，作为小说中
的林冲发配去处，沧州也因此一度被
不少人误以为是荒凉边野之地。

对此，沧州的学者纷纷作出回
应。殷玉萍的历史散文集《水浒时代
的真沧州》即为其中一个坚实、响亮
而有力的声音。

作者整理、打捞、还原隐藏在《宋
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籍以及各
地方志中的资料，并将其用场景、故
事、人物的形式呈现出来，借以告诉
人们北宋时期沧州这方土地的真实
样貌，以及这方土地上人的真实质
地。

在历史散文的写作中，历史真实可
以说是其生命线。作者可以适度地发挥
想象，但也必须在遵循历史基本真实的
基础上来进行。否则无论多漂亮的文字
也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作者深
谙此理。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堪称为沧州
正名之作，面对影响巨大的《水浒传》，
更需把“历史真实”的文章做实、做深，
因而在史料上着力最勤。

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献，作者
披沙沥金，拨开历史的迷雾，从其蛛
丝马迹中厘清、复原历史人物与历史
事件，展现彼时沧州之物产丰厚、经
济繁荣、民风淳朴及地理不“远恶”。
她落地生根的文字，将我们带回历史
现场，还原了一个北宋时期真实的沧
州。在这个意义上，《水浒时代的真沧
州》可以作为一部乡邦文献，所保留
的是关于这方土地的文化记忆，是这
方土地上人们共有的精神财富，而这
笔财富无疑会为沧州文化建设、大运
河文化带建设提供宝贵的历史资源。

历史散文的写作，固然需要遵循
历史理性，但它首先是散文，是一种
侧重精神传达和情感抒发的文体，文
学性是其不可或缺的一维。本书的文
学性首先体现于其生动具体的细节
描写。历史素材成为作者建构文学想
象的翅膀，她把史料化成了一幅幅可
视、可感的画面，让我们触摸到历史
的肌理、人物的血肉。其次，文学性还
表现在文章的起承转合、行文布局
上。散文结构是作者艺术构思的显性
表征。阅读中我们会感到殷玉萍在此
处可谓匠心巧运。虽然文中需要引用
大量史料，并要尊重史实，但她写人、
叙事没有平铺直叙，更不是史料的罗
列，而是各种叙事技巧运用自如，大
大增加了文章的魅力，提升了阅读的
兴趣。再者，本书流畅平实又不乏优
美生动的语言表达是其文学性的又
一体现。像“秋风乍起，边路茫茫”“菊
花盛开，秋风送凉，苏辙和自己的家
人围坐在一起，把酒临风，心绪难宁”
（《苏辙到任丘，赋诗赠友人》）之类，
读来诗意盎然。而写沧州河间人、北
宋名臣权邦彦，“他义无反顾地披上
战袍，万丈豪情地驰骋疆场。与宗泽
的并肩战斗，与金兀术的殊死拼杀，
与秦桧的分庭抗礼，死守一座孤城的
艰苦卓绝，拒不招降致父母妻子陷入
敌手的忠义和惨烈”……这些句子，
既流光溢彩，又力透纸背。

作者用文学的手法呈现史料，用
文学的语言解读史料，让枯燥的史料
活了起来，在富有历史气息的同时，
又饱含人生情趣和现实感。

无论哪种体裁的文学写作，地域
性主题的选择，往往流露的是浓厚的
本土文化建构意识与鲜明的地域色

彩。而自觉建构本土文化恰是本书社
会价值之所在。历史叙事塑造文化记
忆，而文化记忆建构集体的、当下的、
具象的、带有情感性的“记忆之场”。

“记忆之场”又收集、记载过去传达给
我们的信息，唤起自我身份的认同感
与归属感。

生活在沧州，工作在沧州，但似
乎并没有认真地思考过这座城市。读
毕此书，再行走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
巷，似乎多了一层懂得。这有点像子
女看父母，最熟悉的人莫过于自己的
父母，但未必真的理解父母，懂得父
母，除非你能深入地、客观地探寻他
们的成长、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精神。
我想，于沧州人而言，《水浒时代的真
沧州》帮助我们实现了一次这样的唤
起和探寻。让沧州人更懂得我们歌于
斯、哭于斯的这方土地，和这方土地
上的人；也让我们为这方土地的昨天
而心生自豪，为这方土地的今天而倾
情付出。

《水浒时代的真沧州》是记忆的
唤醒，更是文化的赓续。阅读本书，感
动作者对沧州这片土地、对沧州文化
的满腔深情；佩服作者固守书斋、探
幽发微的沉静。写作涉猎到数量如此
庞大的文献资料，且用业余时间，在
写作能力之外，精神的支撑和心理定
力不可或缺。作者和其他研究地域文
化的学人，常常让我想到一则佛经故
事：“昔有鹦鹉飞集陀山，乃山中大
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
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哉？对
曰：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
感，即为灭火。”他们这种陀山鹦鹉的
决心和情怀值得每一个读书人致敬
和学习。

念念不忘新春第一绿
■冯毅

早春的平原大地上，是谁为我们
献出第一抹新绿？是随风摇摆的杨柳，
是一望无际的麦田，还是正在被阳光
和微风抚摸的桃花？这些都不是，而是
人们最常见、最朴实无华的羊角葱。

羊角葱，是葱家族中的一种，既可
籽播，也可移栽。它既不像大葱身长体
粗，也不像小葱妩媚秀气。羊角葱从初
春冰封的大地里萌发出来，且每棵都
同时生出两根碧绿坚挺的绿叶。那股
顽皮劲儿，活脱脱就是羊的两个角。人
们对它的俗称，大概就来源于此吧。

我小的时候，乡村既没有温室蔬
菜大棚，也没有随处可见的超市，更甭
提随时随地可送达的快递。漫长的冬
季，庄户人家的餐桌上，大白菜唱主
角，吃回土豆像过年。如果白菜存得少
或是不小心放坏了，就只能顿顿饭靠

吃咸菜条来打发了。连着吃上几天，再
壮实的人脸色也要变绿了。

爷爷是种葱的好手。每当深秋地
净之后，别人都“猫冬”了，他也不闲
着。爷爷扛着把铁锨，掘出几畦菜地，
反复用铁耙子搂，土整理得很细，地也
变得很暄。然后，爷爷均匀地撒上葱
籽，再取细土覆盖上，酣畅地浇上水，
葱就算种好了。

葱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雪压霜
欺中，无畏无惧，毅然决然地生长。它
在冰封的土地里，也无需浇灌施肥，倔
强地伸展着身躯。而爷爷似乎很懂它
的习性，开春前他总要在葱地的最北
面扎一道篱笆墙。

一开始我也不知这是为何，后来
才知道这是为葱抵挡寒冷的北风，让
阳光和热量尽量多地聚集在葱的身

上。这样，每年爷爷总是第一个收获。
当他拎着一捆新挖的葱进村后，总会
有乡邻们热情地与他打招呼，夸奖葱
的鲜嫩。爷爷随手给这个一把，给那个
一把，到家时就所剩无几了。

羊角葱的吃法有很多，可整根蘸
酱，可切碎凉拌，可做葱汤。再讲究点，
可拌豆腐，可炒鸡蛋。由咸菜条到鲜嫩
爽口的羊角葱，味蕾的满足，也让农家
人的脸上绽放出笑容。

“去岁严冬蓄志田，春来破土劲竹
般。三生滴翠彪寰宇，一世清白誉人
间。”现在，一年四季我们的菜篮子都
很丰盛。每到春季，我总要特意去买几
次羊角葱来吃。这不仅仅是为了品尝
早春第一鲜，更多的是在追忆过去，咀
嚼人生，更渴望能从羊角葱身上感悟
出点什么。

团圆

我家的擀面杖
■刘继红

跟好友聊天，谈起家里的老物件。好友说她
家最老的物件，当属她的太奶奶60年前编织的
一张小摇床。她的爷爷、爸爸和她都睡过，如今
又拿给她儿子用了。一张小床传了四代，看样子
还真能当古董继续传下去呢。

我不由得也想起了母亲的“传家宝”——一
根用了近百年的擀面杖。这根擀面杖是枣木制
成的，长约三尺，两头细、中间鼓，色泽紫红，带
着一层盈润的光泽，宛若少女纤细的手腕。那是
几代人在漫长岁月中用双手打磨出来的。

当初，这根擀面杖是母亲的外婆传下来的。
母亲作为第三代传人从外婆手中接过了它，同
时也接过了一门擀面的好手艺。母亲的手擀面
堪称一绝，粗细均匀、口感筋道。我亲眼目睹过
母亲在停电的夜晚也能摸黑擀面，不仅效率如
常，切出来的面条居然还能如往常一样细致均
匀。

在我的惊叹声中，母亲说：“这有啥难的？从
小你外婆就传授过秘诀，照着做你也会。温水和
面揉个圆，擀杖推压成面片，快刀切出豆芽线，
开水下锅菊花瓣。”后来，这口诀我烂熟于心，但
终究只掌握个皮毛，自己擀出来的面条无论如
何都没法跟母亲做的相提并论。母亲却说，她的
手艺比起外婆来差远了。

当年，外婆还没结婚，有一次应邀去邻居家
帮厨。她一个人擀出了供十几个人吃的面，
活儿干得又快又好。那吃面的人当中有位长
辈，觉得外婆既贤惠又能干，便找人为他的
儿子提亲，把外婆变成了他家的儿媳妇。外
婆初嫁时，外公家里还挺风光的，但后来家道
中落，外婆便一个人给一家人做饭，竟能从容应
对。这根娘家陪嫁的擀面杖，伴着外婆辛劳了一
生，先后养大了4个儿女，又看着他们成家立
业。

母亲小的时候，外婆家里的日子就艰难了，
多数情况下连饭都吃不饱。亏得外婆勤俭能干、
持家有道，是她靠着磨豆腐养活了一大家子人。
日子虽然穷苦，但外婆总是那么勤劳乐观。从母
亲的描述中，我听到了好多外婆留下的金句，比
如，“人勤地不懒，只要功夫深，瘦土变成金”“常
说口里顺，常做手不笨”“手提一把斧，不必求人
苦”……

后来，母亲和父亲结婚时，父亲只拿得出
50块钱的彩礼。外婆说，穷算不得毛病，不怕天
寒地冻，就怕手脚不动。于是，母亲带着外婆给
的那根擀面杖，开始和父亲一起为我们这个家
辛苦打拼。

前一阵子，母亲过生日，我和母亲的老伙计
枣木擀面杖通力合作，为她做了一碗长寿面。我
自愧手艺不精，做出的面条卖相欠佳，母亲却对
我说：“这根擀面杖，以后传给你了。勤补拙，熟
生巧，巧生精，记住这话，干啥都不会差。”

现在，我是它的第四代传人了。我知道，自
己接过来的，远远不止是一根擀面杖，还有那些
朴实而隽永的人生真谛。

烟火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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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类，工程类，经济类，管理类，医学类，教育类等，专业全，
学校多，通过率高，不耽误工作，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可查。
25岁以上有加分政策。电话微信：18713077691刘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