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开诗旅

新年祝福
■祝相宽

一元复始，多少人在仰头期待
新年的第一次日出
那一刻，我的祝福将被阳光镀亮
我愿捧在手上，献给你

献给你，我的祖国
我的祝福送到祖国的每个角落
青山巍巍，江河浩荡
每一条道路都通向春天的画卷
每一朵花开都是梦想的样子

献给你，我的家乡
我的祝福飞向大运河畔安详的村庄
大堤蜿蜒，杨柳青青
每一家门口都向春风敞开
每一块麦田都铺展葱茏的诗句

献给你，我的亲人
我的祝福走近一张张亲切的笑脸
真情永远，姐妹兄弟
每个人都许下一个美好的愿望吧
相信每一滴汗水都是金色的种子

千万个祝福，献给你，献给你
剩下一个祝福，很小，很暖
我把它写在稿纸上
悄悄地，留给自己

花
园

2 0 24

年2

月1

日

星
期
四

责
任
编
辑

马

艳

责
任
校
对

汤

娜

技
术
编
辑

崔

敏

热
线
电
话
：31 557 7 1

13

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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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烟火

【雅梅】

我的房前有几株蜡梅
树，是小区里的一对白发老
夫妻种下的每当冬日来临，
它们便在寒风中傲然挺立，
悄然绽放。那蜡梅的花瓣，
薄如蝉翼，却又饱满丰盈，
像是用蜡精心雕琢而成，泛
着淡淡的黄光。它们不似春
花般争奇斗艳，却自有一番
清雅之韵。

——葛鑫

空气中飘散着喜庆的
年味，游子们赶着回家，回
家吃一碗团圆的饺子。老
家的厨房里忙忙碌碌，父
亲擀皮，把爱擀得细腻深
沉了；母亲包馅，把爱也小
心翼翼地包裹，不让一丁
点爱漏出。

——吴昆

【团圆饺子】

水仙盛开迎新春
■许海龙

世上有两件东西别人永
远也拿不走：一个是藏在心里
的梦；另一个是大脑读过的
书。别人新年添置新衣服、新
鞋子，烫一个漂亮的卷发，而
我给自己购置了一个小书架。
看着小书架上一排排整齐的
图书，我不禁莞尔一笑。

——岳慧杰

父母的花式投喂
■蓝峰

两年没有见到爸妈了，趁着年休
假，我跟爸妈一起住了一周。

因为工作原因，我平日总是东奔西
走，长期在出差路上，吃饭就是随便对
付，大多时候都是点外卖。为此，每次跟
爸妈视频，他们总会给我讲很多道理，
诸如吃饭必须得有规律，必须得卫生，
必须得有营养，“三大必须”是他们的
口头禅。收尾还总会感叹一句：“不过
你也大了，这些你都知道的。”

或许他们也明白，再多的唠叨，我
其实没听进去多少。于是，在老家，当
我处于他们的管控之下时，各种营养
又卫生的花样美食便接踵而至。

到家第二天，饺子和馒头一番斗
争后，饺子得以优先出场。二老精心合
计，最终决定饺子馅是韭菜、莲藕、猪
肉三种主料。我想陪老爸去采购一趟，
哪知人家不买账，早就准备得妥妥当
当，“就这点菜，我出去锻炼一下顺路
就买了，哪里用得着你去跑一趟。老规
矩，你擀皮就行了。”

是啊，老规矩，在我们家，应该是
从初中开始，擀饺子皮就是我的活儿
了。那时候我擀得慢，擀出来的皮时厚
时薄，偶尔因为使劲太大，面皮跟案板
粘在一起，还把皮擀破了。但是，每当

这个时候，我得到最多的是父母鼓励
和赞许的眼神。我一直都觉得爸妈的
手都很巧，他们能把我擀出来的奇形
怪状的饺子皮，包成规整美观的饺子。

我已经有好些年没有跟爸妈一起包
饺子了，好在，老规矩还在，又开始了。

“你好像十二三岁就开始擀皮了
哦？”老妈关于我的能干，总是很自豪。

“刚上初中吧，我记得。”不用我回
答，老爸就给出了答案。

“擀了30多年皮了，可我还是不太
会包饺子，我不会两只手捏那一下，总
怕一捏，就把它在手中挤扁了。”我放
下擀面杖，用两只手比划示范着。

“这有啥难的？看你爸，人家一只
手就能捏好饺子。”老妈说。老爸的耳
朵不太好，但是捏饺子的动作却熟练
得很。

“哈哈哈！”耳朵不好使的老爸突
然笑出声来，“猛地想起咱村老四那两
口子，那家伙，一顿饭一个人能吃60个
饺子。两人一顿饭就得120个饺子。”

聊着现在，想起过往。我自从12
岁初中住校开始，每年就有大半的时
间吃不到爸妈做的饭菜了。小学时候，
我趴在炕头上，看妈妈把拌了点葱花
打散了的鸡蛋，泼入冒烟的油锅里，

“滋啦”声是那样的让我垂涎欲滴。妈
妈总会在鸡蛋出锅前，给我碗里先扒
拉几块，让我尝尝咸淡。我哪知道咸淡
啊，我只知道好吃，又烫又好吃……

时光匆匆，12岁之后，爸妈在一次
次望着我的背影里，看着我去上学，看
着我去工作，看着我去托起自己的小
家，看着我在自己的人生路上东奔西
闯。

妻子跟我说，老妈曾经说过，那
么小年纪，就让我一个人在外住校求
学，因为吃不好才那么瘦，总感觉亏
欠我。“哪里有什么亏欠！”我唯有强
挤出笑，推起脸上的肉，让眼眶裹住
里面的泪。

最近，我把自己在一个交流会上
作宣讲的宣传照片发给爸妈，我的名
字下方清晰地印着某某公司项目总
监，我想爸妈应该会因我而感到骄傲
吧。老妈却在微信上说：脸瘦了，看起
来这段时间累得够呛，吃得也不好，回
头得好好补一补。于是，焖面、炸糕、包
子、饸饹面、油条、炸酱面，没有重复地
陆续登场……

我已经快50岁了，擀着手里的饺
子皮，心里笃定着，无论走出多久多
远，最香的，还是爸妈做的饭……

小巷风情
■吴明松

藏在商业街里的巷子，入口
逼仄，容不下一辆汽车进出，但
也得益于此，这里少了喧嚣，保
持着慢悠悠的节奏。每当下班早
时，我都会舍弃大路，选择从小
巷穿行回家。

巷子由于少了阳光的眷顾，
常年阴凉。年岁悠远的石砖上，苔
藓成了主角，它们不用担心被细
心的环卫工人铲除，可以大胆地
呼朋引伴，来此安家。看着这些虽
渺小却倔强的生命，我会心一笑。

巷子的中段开着一家不太
起眼的火锅店，装饰简素，只摆两
三张桌子，烧的是传统的木炭火
锅。一遇天冷，店里就烟火缭绕，
变得挤挤拥拥了。

食客们卸下一日的疲乏，打
开话匣子，热烈地聊着家长里短，
伴随着杯盏的碰撞声，将喜与愁
一并咽下。乐事镌刻记忆中，不快
消散于温热的汤汁中。第二天继
续精神抖擞，为自己的温馨小家
奋力拼搏。

不同于其他火锅店的是，这
里空间小，反而让食客们挨得更
近，彼此间的欢笑叹息、嘘寒问
暖，就愈加真切。抬头看店名更
是欢喜——三分居，一分热闹，
一分随性，一分闲适。

再往前走些，这里静卧着一
家卖面条的小门面。一对外地来
的胖夫妻在此守了几年，每天都
坚持用手工制面，抻出的面条顺
溜筋道，外加诚信经营，从不缺
斤短两，因此小店的生意一直红
火。尤其到了傍晚时分，不少下
了班的顾客会特意拐进小巷，称
上一两斤面，回家就着葱、蒜、辣
椒、老酒、香油，热腾腾地慰藉湿
冷的胃。

面条店的对门是家小小的
花店，门口挂对联一副：室雅何
须大，花香不在多。开店的是一
对爱花的母女，她们一年四季不
停地更换着门口的花木，把巷子
装点得诗意盎然。一次给妻子买
花时，我发现卖花的小姑娘走起
路来有些跛，但她似乎并不介意
我的眼光。她的嘴角始终扬着微
笑，甜美的声音传递出对生活的
热爱。也许生命对她不公，但她
用笑作阳光，驱散了阴霾，明媚
了光顾小店的每位顾客。就像巷
口墙头的那株寒梅，有一身的傲
骨、贵气。

穿过小巷，到了川流不息的
大街，我仍意犹未尽地回望，正
好一缕夕阳游弋过来，落在我的
心头，暖融融的……

【新年礼物】

在养水仙花之前，我从未想过，一盆小小的
花，竟能给我的生活带来如此多的惊喜和欢乐。

水仙花素有“凌波仙子”的美称。它花色素
雅，姿态高洁，花香清幽，是中国传统的十大名
花之一。最近几年，每年的春节前一个多月，我
都会买上几颗水仙花球，养在水盆中，等待着它
们绽放出美丽的花朵，为家里增添一份祥瑞的
气息。

今年也不例外，我来到花市，精心挑选了几
颗水仙花球。回到家后，我将水仙花球轻轻地放
入水盆中，注入清水，然后将水盆放在阳光充足
的阳台上。

每天早晨起床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
看看水仙花的生长情况。我看着水仙花球一天
天地膨胀，嫩芽一点点地冒出来，心中充满了期
待和欢喜。

然而，就在水仙花快要开花的时候，一个意
外发生了。最近寒流来袭，一天晚上，我忘记将
阳台的窗户关上，结果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发现，
阳台上的水仙花被寒风吹得奄奄一息。我心疼
极了，赶紧将水仙花往里挪了挪，给它们换上温
水，希望能够挽救它们。

接下来的几天，我每天都会仔细地观察着
水仙花的恢复情况。终于，在我的悉心照料下，
水仙花又重新挺立了起来，它们的嫩芽又开始
茁壮成长，花苞也重新鼓了起来。

和养其他的花一样，在等待水仙花开放的
日子里，我每天都会在莳花弄草的间隙和它们
说说话，仿佛它们是我的朋友一般。我期待着它
们开放的那一刻，期待着那股清幽的花香弥漫
整个房间。

终于，在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惊喜地发
现，水仙花终于绽放了。它们的花朵洁白如雪，
花蕊淡黄如金，花瓣簇拥着花蕊，像是在诉说着
生命的美好。

那一刻，我的心中充满了喜悦。水仙花的开
放，不仅仅为家里增添了一分色彩，更是一种寓
意，一种迎接新春佳节的吉祥之兆。

每当我看到那一簇簇朝气蓬勃的水仙花，
我就会想起那些年侍弄花草的日子，那些充满
期待和欢喜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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