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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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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在脚底的爱
■夏艳

爱上冬树，于我，是偶
然，也是必然。它让我懂得
了人生路漫漫，春日的风，
夏日的炎，秋日的雨，冬日
的寒，都是必然要经历的。
我能做的也必须要做的，就
是安稳于日常，浅喜于光
阴，保持内心的坚韧，笑对
苦难和艰辛，认真过好每一
天。

——张晓杰

【深冬】 【向暖而行】

一季寒风一季歌，一点温
暖一点情。大自然是公平的，冬
天绝不仅是秋收冬藏那么简
单。一切向暖而行，无论植物还
是动物，能在冬去春来时相聚
的，是天寒地冻中蛰伏生命的
升华。冬天是善于思考的季节，
深刻的、冷峻的、透彻的、豁达
的生命格局只有诞生在寒冬。

——寇俊杰

梧桐叶在风中轻轻飘落。
我看着满地金黄的落叶，仿佛
聆听到那岁月深处的回响。是
啊，人生得意时，如挂在高高
枝头的叶子；人生失意时，便
如这飘落的黄叶，终将化作尘
土。但在这落叶的轮回中，人
生的起起落落终会在释然与
放下中找到归属。

——张炎琴

【归属】

温暖的铜炉子
■王美东

大千世界都江堰观水
■周红英

用一场雪地里璀璨的烟火
换回天边晚霞
冬风必须穿越雪花
此刻，我是枝头挂着的一抹霜白
与冬天只有一片雪花的距离

从上到下观赏
雪地上所有嬉戏的身影
都在演绎这部新剧
唤醒一个雪人
或者冰面上一群欢笑

白霜覆盖的草叶
像笑声一样清脆
烟火匿影藏形
却早于星光

旷野中，雪花互不相识
披着洁白的纱衣
如扉页的几笔素描
勾勒纯净的轮廓

孩童在雪地玩耍
足迹已经留痕
轻点，别太急躁
冬夜里，很容易碰出快乐的火花

在都江堰古城，每天游人络绎不
绝地从各地赶来，热闹喧哗的老街车
水马龙，商家兜售拉客的声音不绝于
耳。但是，在一个地方，这些喧嚣都被
一种无时无刻不在的巨响声吞没了。

循着声音，来到一座长长的木质
廊桥。桥端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古典楼
阁，飞檐斗拱，上书两个苍劲大字——
南桥。南桥是跨水通行之桥，也是拦水
之坝，还是汇聚各地观光客的观水长
廊。一条披挂银色大氅的大河狂呼怒
吼着从北方奔涌而来，经过南桥，又在
诸多游人的围观注目中向南奔涌而
去。

这穿云裂谷、日夜相继的水声是
古城之声的千年主角。它就是岷江，四
川人的母亲河，长江上游最重要的支
流之一。

不少游人被这浩大的声音吸引，
一路寻来，围在岸边观看。水流势如破
竹，雷霆万钧，昭示了巨大的动能和古
城的地势。一路往北，表面如履平地，
实则是渐行渐高。水就是从更远、更高

的地方，从秦岭，从岷山，从横断山脉，
从四姑娘山，翻山越岭、辗转千里汇集
而来。

岷江水最初是自由的、野性的，也
是泛滥的。2000多年前，秦郡守李冰带
领古城人淘滩作堰，掏沟挖渠，将它分
流而治，引水入河。从那时起，它泽被
下游万顷良田，成就了天府之国的膏
腴之地。

眼前，在两岸相隔十来米宽的渠
道内，岷江失去的自由和野性化作洪
荒之力，在江底搅动、翻滚、推攘，制造
出令人生畏的奇景杰作——怒潮翻
卷，涡流如沸，浊浪排空，万马奔腾。它
怒嚎、嘶吼、呐喊、咆哮，如出山的猛
龙，发泄着长久受困的威力。

我凝视着如风雷滚滚前赴后继的
洪流，恍惚间感觉这像一个时代的大
潮。没有一滴水不被裹挟在这强大的
潮流中，唯有如此，一滴水才能抵达遥
远的东海。滔滔一江水对于每一滴水
的不可抗拒性，正如滚滚时代潮流对
于每一个人的不可抗拒性。

细看江流水，在每一个须臾，总有
一股水脱离了主流，有的想攀爬上岸，
有的在回旋处试着逆行；有的长驱直
入急急而过，有的打着旋慢慢悠悠；有
的冲到岸边，被无情打回，又无畏地向
中心急流发起搏击。似乎每一股水都
有自己的桀骜不驯，都在努力探寻一
条自己的路。我在同一处同时投下两
片树叶，它们一起落水，顷刻间分道
扬镳。如果说水是活物，那么，这一江
的活水让我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生命
体，是很多个生命体，很多股力量；每
一股水流都展示了与众不同的性格；
每一股水流，甚至每一滴水，都充当过
与大潮博弈的勇士。

夜深人静，南桥游客散去，在旅社
里进入了梦乡。岷江水仍在蛟龙般翻
滚，虎豹般嘶吼，一往无前。我寄宿于
江畔，聆听着那惊天动地、振聋发聩的
天籁之音，感悟它蕴含着的丰富内
容——叹为观止的自然景象，至刚至
柔的生命力量，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
和而不同的精神内涵。

前段时间，我在整理过冬的衣物时，不经意
间在衣柜深处发现了几双手工绣花的鞋垫。它
们是我结婚时，母亲偷偷塞进行李箱的礼物。由
于天气渐寒，我赶忙取出一双，垫入鞋中。瞬间，
那份熟悉而温暖的感觉从脚底蔓延开来。

回忆起童年时光，每当夜色降临，家中的灯
光总是显得格外温馨。母亲会坐在那昏黄的灯
光下，手执针线，一针一线地缝制着家人的衣物
或鞋垫。那时的我，常常依偎在她身旁，看她灵
巧地绣出各种图案，并讲述着那些新奇的故事。
那时的我或许还不懂得，每一针每一线背后，都
蕴含着母亲对家人深沉的爱与无尽的期待。尽
管那时家境贫寒，买不起昂贵的鞋子，但脚底却
总是温暖而舒适的。因为总有母亲亲手制作的

“妈妈牌”鞋垫相伴。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因求学和工作的原因，

踏上了远离家乡的旅途，回家的次数也因此变
得越来越少。每一次当我踏上归途，心中总怀揣
着对家的深深思念与眷恋。而在家中，最为开
心、最为期盼的莫过于我的母亲。她知道我即将
归来的消息后，总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提前
好几天就开始忙碌起来。她会不辞辛劳地打扫
房间，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只为了让我能有一
个干净整洁的环境。

此外，母亲还会精心准备我最喜爱的家乡
美食，那些熟悉的味道，总能瞬间勾起我儿时的
记忆，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与幸福。回到家的日
子，我有时还会看到她在绣鞋垫。我劝她别再绣
了，年纪大了对眼睛不好，去买现成的就好。但
她总是固执地说，自己做的才结实耐穿。我明白
这是她以独特的方式，守护着我，陪伴着我。

后来我结婚时，她悄悄将一叠做工精致的
鞋垫放入我的行囊深处。待一切安顿妥当后，她
才告诉我行李箱里有为我和婆家人准备的鞋
垫，让我转交给他们。或许是因为羞涩，她不愿
直接向我婆家人表达这份心意。这质朴的鞋垫，
承载着她对我婚姻最真挚的祝福。望着这些满
载深情的鞋垫，我的眼眶不禁湿润，泪水夺眶而
出。作为远嫁的女儿，我深深感受到了她这份不
言而喻的深情与考量，心中充满了感动与感激。

这看似微不足道的鞋垫，却让我深刻体会
到了母亲深厚的爱。它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我
和母亲的情感。无论我身在何方，都能感受到家
人的爱在默默支撑着我，给予我前行的力量。

穿着垫有“妈妈牌”鞋垫的鞋子，每一步都
走得踏实而有力。我深知，我不仅踩在了母亲绣
的鞋垫上，更踩在了她无尽的爱与牵挂之中。这
份爱，如同一个轮回，从脚底开始，温暖了我们
的心房。它让我明白，无论我走到哪里，总有一
份爱在默默陪伴着我，成为我永恒的力量源泉。

小时候的冬天，可比现在冷多
了。

大雪一连下好几天，天地一色，
银装素裹。雪停后，屋檐下挂上一排
冰凌，又粗又长，又尖又亮。

爷爷老房子的西北角，有个木
门通向后面的厨房。冬天一到，西
北风一吹，木门带动转轴扭个不
停，吱吱嘎嘎作响。爷爷用塑料纸
把门板前后封住，但无孔不入的
风，还是能从塑料纸的缝隙、门的
破洞中钻进屋里。屋里屋外，一样
冷飕飕的。

大人们都说，小孩屁股三把
火——不怕冷。我和我的堂弟堂妹们
穿着棉袄、棉裤、棉鞋，还是冻手冻
脚。因为海边的冷，是那种潮兮兮的、
湿啦啦的冷，透心寒的冷，让人受不
了。

爷爷奶奶看着自己的孙子孙女
一个个冻得哆哆嗦嗦、涕泪横流，心
疼得不得了，赶紧拿出铜炉子给我们
取暖。

铜炉子，是爷爷奶奶省吃俭用置
办的。村里没有几户人家有。

铜炉像个宽口的坛子，上盖，
下炉，还有一个把手，通体都是纯
铜的。上盖像个铜锣，钻了很多黄
豆大小的眼儿，便于热气上升，烟
雾透出。炉子中间向外有些弧度，
可以放很多炭火，也增加了烤火的
面积。

奶奶用铁火叉从灶膛里拨出一

些烧红的柴火，铺在炉底。然后在底
火的上面，放一些干干的玉米芯。玉
米粒都是手剥的，所以玉米芯比较
整，能熬火，可以烧很长时间。

我们眼瞅着北门口，盼望奶奶赶
紧提着铜炉子进来，早点儿暖和我们
冰冷的手脚。

“吱呀”，木门终于开了。奶奶从
厨灶间过来，头发被风吹得凌乱，一
副风尘仆仆的样子。

我们早已将小竹椅、小凳围成一
个圈。奶奶在圈中央一放下铜炉子，
大家就伸出小手小脚放在盖上烘，放
在炉边捂。

火光时起时灭，乍明又暗。轻烟
如线如缕，似有似无。草木香亦浓亦
疏，若近若远。

“唉啊，烫。”“太烫。”刚才一个个冷
得哆嗦，现在一个个被烫得叫出声来。

“小心点儿，祖宗们。”
手脚暖和了，小人儿们就活动开

了。我们从上盖眼子里，摁进一些黄
豆。或者用筷子挑起上盖，扔一些玉
米粒进去。

“啪、啦、啪”，一声声脆响，玉米
粒开出花来，黄豆咧开了小嘴。用筷
子夹出来吹一吹，趁热放进嘴里，即
便沾着一些草木灰也不要紧。玉米
香、豆香掺杂着草木香，在齿间流转，
在胃底荡漾，又香又暖。

冬日里，铜炉子暖和，家人们都
在，温暖的时光让人心生暖意，永远
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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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新春助农消费年货节火热来袭
联系方式：15103174567沧州国际会展中心展览馆 1月8日至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