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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您的心声，期待
您的短信留言。

【警句】

书房中挂了我自己非常喜
欢的两幅字，每当我在阅读上有
所松懈时，这两幅字就源源不断
地给我动力。一幅是宋朝诗人黄
山谷的名句：“三日不读书，便觉
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另一幅是
郭沫若先生的书联：“读不在三
更五鼓，功只怕一曝十寒。”这两
句名言警句可以激励我日日走
进书房，读上几页书。

——舒穆

清晨，东方的曙光微微
泛起。村子里的烟囱开始冒
出袅袅炊烟，老街的集市已
经热闹起来。赶集的人们，脚
步匆匆地走在结霜的小路
上。集市上，一个个摆满货物
的摊位，像是精心布置的艺
术品展，琳琅满目，色彩斑
斓。这一切，让人感受到生活
的丰盈和节日的临近。

——叶俊

【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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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

那些曾经的过往已成一
个个渐行渐远的背影。每一
次回眸凝望，握过的手、唱过
的歌、爱过的人、流过的汗
水、淌下的泪，仿佛走远又历
历在目；那些看见的或看不
见的感动，曾经有过的爱与
被爱，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它们被酿成岁月的老酒，窖
藏在我们生命中，历久弥
香。 ——赖加福

生活手记腌菜中的乡土味
■吴发奖

人生感悟

花开诗旅

故乡的月
■周丹

故乡是一弯瘦月
安静地挂在老槐树的梢头
无论走多远
那一抹清辉洒下
编织着儿时捉迷藏的梦

老井的水，还荡漾着童年的欢笑
井沿的青苔，沉默着
守望岁月的温柔
辘轳摇起的水花，无声里
溅湿了母亲的眼眸

田埂上，祖父的旱烟袋
一明一灭，点燃了星斗
那布满星辰的天幕里
有多少古老的传说
从时间的上游漫向年幼的心头

村口的石碑
还在细数着游子的归期
列车已经穿梭在
城市的霓虹与山野的边际
在故乡的山水间，徘徊不休

故乡的月，是游子窗前的灯盏
一处一处地方
一道一道目光
总在心底，悄悄将思念点燃

记忆中的冰糖葫芦
■张晓杰

下班路上，遇到一位卖冰糖葫芦的大姐。她
骑一辆三轮车，车斗是改装的玻璃展柜，里面一
排排插满了冰糖葫芦，有圆山楂的、扁山楂的、
葡萄的、草莓的、猕猴桃的、小柿子的……令我
一时眼花缭乱。最后我还是选择了经典的圆山
楂冰糖葫芦。

小时候，每到这个季节，姥姥家西院的闫姥爷
就开始做冰糖葫芦，去街上卖。那时，小小的我最
喜欢做的事就是趴在姥姥家西面矮矮的院墙上，
看着闫姥爷做冰糖葫芦。

闫姥爷先将山楂从中间切开，去掉籽，然后用
削了皮的细细的荆条将它们穿到一起，穿成山楂
串。然后，他再用凉水稍微冲洗一下，将山楂串摆
到大铝盆里，放到阳光下晾晒备用。切山楂的菜板
也用凉水冲一下，放到背阴的地方冻着。做完这
些，闫姥爷在南墙根的灶上架起柴火锅，开始在大
铁锅里熬糖浆。

当寒冷的空气中开始氤氲着甜丝丝的香气
时，闫姥爷就把装山楂串的大盆端过去，拿起一串
山楂，在糖浆里打两个滚，然后把蘸好糖的山楂串
甩到结了薄冰的菜板上。“啪”一下，一串冰糖葫芦
就做好了。

等菜板上所有的冰糖葫芦都冷却好，闫姥爷
推来那辆老二八自行车，把冰糖葫芦从菜板上拿
下来，从上往下，一圈一圈扎到车把上绑着的谷草
上。

闫姥爷开始把冰糖葫芦从菜板上往下拿时，
总会笑着朝我招手，举着糖葫芦要送给我。每到这
个时候，我都笑着谢过他，摆摆手，赶紧跑回屋，趴
到窗台上继续往外张望。姥姥看着我馋得可怜巴
巴的样子，心疼极了，让姥爷也赶紧给我做几串冰
糖葫芦吃。

姥爷在留着过年招待客人的山楂里挑些最大
最红的，像闫姥爷那样把山楂去籽、穿成串。不同
的是姥爷做的山楂串很小，每串上只有3个山楂。
姥爷点着小灶，在锅里面加上水，放进半袋白糖，
用小火慢慢熬。等锅里的糖浆变得黏稠，开始冒出
均匀的泡泡时，姥爷拿着小山楂串在糖里打个滚，

“啪”一下，摔到盘子上。等这些小小的冰糖葫芦凉
透了，姥爷就赶紧喊我过去吃。

不知是糖的火候没有控制好，还是别的什么
原因，姥爷做的冰糖葫芦从盘子上往下拿时竟然
拉了丝。我笑嘻嘻地举着拉丝的冰糖葫芦，先舔那
些糖丝，等糖丝都吃进嘴里，才开始咬山楂。一口
咬下去，糖粘在了牙上，山楂孤零零地在嘴里打
转，那个酸呀。

为了让我吃上正宗的冰糖葫芦，一向心高气
傲的姥爷特意去和闫姥爷学习了几天。姥爷后来
做出的冰糖葫芦口感冰脆、味道酸甜，堪称一绝，
但他仍然每次只做3颗山楂一串的小冰糖葫芦。

路上买的冰糖葫芦，我勉强吃了两颗山楂，就
怎么也吃不下了。当我胃里开始冒酸水的那一刻，
终于想明白了姥爷只做小串冰糖葫芦的原因。我
自小脾胃虚寒，姥爷只允许我每次吃3颗山楂。自
从姥爷去世以后，我怎么也找不到记忆中冰糖葫
芦的味道了，只因那份冰脆酸甜里，满满都是姥爷
的爱，任何人也无法复制。

冬阳暖暖，时光浅浅。这些年，姥姥姥爷的
爱一直陪着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冬天。因为
有这份爱，即使生活遭遇严寒，我依然能够感
受到细碎又绵密的美好，依然有勇气笑迎岁
月，无悔亦无畏。

感怀走过的时光
■寒朴

人的一生，山水一程风雪一更。一路
走来，我们不断认识新朋友，成为好朋
友，接受新事物，培养新能力。大千世界，
色彩缤纷，引人遐想。人生天地间，忽如
远行客；走过崎岖，才知平坦；经历风雨，
方见彩虹；走过看过，才知道孰轻孰重。

三毛说过：“岁月极美，在于它必
然的流逝。”当我蓦然回首，青春早已
远走，生命无论悲喜都已被打上时光
的印记。回首过往，自己或愧疚、或羞
耻、或敬畏、或感恩，虽满面风尘，内心
却多了份真实和理性。

生活，不会总如意；万事，哪会都
圆满；学会看轻、看淡，便是善待自己。
人生的轻松，大多来自看得远、想得
开、悟得透。不自怜、不自怨、不自哀。
一日一日来，一步一步走，人生就是这
样，跋涉着艰辛，品尝着苦辣。那份柳
暗花明的喜乐和必然的抵达，在于我
们自己的静心修持。

人生，清醒比聪明更重要。流年似
水，有去无回。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
路上难免会遭遇到挫折，唯有磨炼才
能使人成长，我们需要的是勇敢面对，
坚持自己的梦想，才能有一个快乐、豁
达、进击的未来。

人生贵在坚持，难在坚持，成在坚

持。拼搏到无能为力，坚持到感动自
己。此刻，我想起农村的“老把式”，种
地讲究深耕细作的情景。深耕要逐年
加深，一年加深一点，翻到地表，让生
土逐年熟化，不宜一次耕得太深。

一个人，在通往觉知的路上，也需
要在沉默中深耕自己，不断向上生长，
让自己活得更充盈。很多时候，我们不
仅要与失败、挫折作斗争，还要战胜寂
寞、枯燥，在不断重复中积累、升华。行
百里者半九十，越到最后深耕的难度
越大。但此时离成功也越近，一定要咬
牙坚持到最后，才能与成功有缘。

生活不能游戏人生，否则就会一
事无成；生活需要艺术，但不可亵渎生
命；生活需要勇气，但不能目中无人。
把工作当享受，你就会竭尽全力；把生
活当乐趣，你就会信心满怀；把奉献当
成责任，你就绝不是一时的选择。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净土，珍
藏着最美好的回忆。墙上的时钟滴滴
答答地响着，让我沉浸在幸福的海洋
中。趁时光不老，记忆犹新，情缘还浓，
回味恰是一种享受，一种美的享受，回
味是一种借鉴，一种省悟，一种升华，
温柔得让人沉醉其中。

人的一生，谁都免不了许多次的

回首、回望、回想。回忆往事，历历在
目，感恩感怀，应有尽有。回忆如诗，感
情跌宕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回忆如
画，生活五彩缤纷，处处阳光灿烂。

幸福是什么？答案各不相同。当你
静下心来的时候，认真去体会生活中
的点点滴滴，幸福就在身边。只要我们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感悟、去追求、
去创造，去发现生活细微处的每一份
惊喜，幸福将永远伴随着你。

人生是一条漫长的河流，有湍急，
有平缓。回眸人生，我感到：人生是一场
修行，在这场修行中，我们要学会放下
执念，珍惜当下，善待他人，叩问良心。

叩问良心，是认知、是修为，是格
局、是胸襟，是自律、是自勉，也是一种
生命从容、淡然的生活方式。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成为走在时代前列的奋
进者、开拓者、奉献者，在新时代新征
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

岁岁年年，光景如是。总有山花烂
漫，也有岁暮天寒；万物各有适，人生
且随缘。得与失，聚与散，忧与患，只在
一念之间，凡事顺其自然，但求无愧于
心。励志是船，拼搏是桨，我们要不断
开拓进取，扬帆起航，乘风破浪，才能
到达理想的彼岸。

冬至刚过，冷风愈发凛冽，如尖锐
的哨音，在大街小巷穿梭。在这岁暮天
寒之际，母亲的电话带着故乡的气息而
来。她说家中的白菜已制成了腌菜，要
给我寄一些过来。刹那间，那熟悉的酸
味仿佛已在鼻尖萦绕，思绪也随之飘
远，悠然回到了儿时的故乡。

记忆里，故乡的冬日总是被一层淡
淡的雾笼罩。农人们在这清冷的时节，
也迎来了一段难得的闲暇时光。我家的
小院，便是母亲的舞台。每到此时，母亲
便会将那些饱满的白菜、圆润的萝卜和
带着泥土的洋姜洗净备好。

“孩子，你瞧这白菜，得多洗几遍，
做腌菜可不能马虎。”母亲笑着对我说。
我在一旁似懂非懂地点头，眼睛却盯着
那些即将变身的食材，满心期待。

母亲是腌菜的行家，家中的角落总
会摆满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它们如同
忠诚的卫士，静静守护着即将诞生的美
味。制作咸酸菜，是母亲的拿手好戏。她
将白菜切成均匀的细丝，把萝卜也切成
片状或条状，洋姜则被巧妙地处理成小
块，然后一层一层细致地码放进缸中。
菜每铺一层，便撒上一层盐，那盐粒在
母亲的指尖跳跃，均匀地落在菜上。

“这盐啊，可得撒得匀实，多了太
咸，少了菜就坏喽。”母亲边撒盐边念
叨着。待菜都码放好，母亲会在上面铺
上一层红辣椒，宛如给这缸腌菜戴上
了一顶鲜艳的帽子，喜庆又好看。接
着，母亲往缸里注入清水，浸泡着缸中

的食材。最后，一块厚重的石板被稳稳
地放在缸上，为腌菜营造了一个静谧
的蜕变空间。

“腌酸菜就像养孩子，急不得。得
耐着性子等，让它慢慢发酵，才能腌出
好味道。”母亲常常这样说。那时的我，
总觉得日子漫长，不明白这简单的腌
菜为何要耗费这般心力和时间。

有一次，我因急于品尝，偷偷掀开
石板，结果那缸酸菜很快便软烂变质，
全然没了原本应有的香脆。母亲看着
那缸腌制失败的酸菜，轻轻地叹了口
气：“做啥事都得一步一个脚印，就像
这腌菜，偷不得懒，急不得。”

如今，我已在城市的喧嚣中奔波多
年，尝遍了大街小巷的美食，心中最牵
挂的仍是母亲亲手腌制的酸菜。母亲寄
来的腌菜，是故乡的味道，是岁月的馈
赠，它承载着浓浓的乡土情怀。在这寒
冷的冬日里，那一口脆爽多汁的酸味，
不仅是舌尖上的眷恋，更是灵魂深处对
故乡和母亲深深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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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
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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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