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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手记人生感悟

花开诗旅

冬日里的
炊烟
■刘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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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干·暖时光
■董彩娟

冬日夕阳的余晖，是一
首无言的诗，一幅流动的
画，更是一曲悠扬的歌。它
用那朴素而真挚的语言，讲
述着关于时间、关于生命、
关于爱的故事。让我们在每
一个寒冷的冬日傍晚，都能
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温暖
与光明，勇敢地走向未来。

——郝兴燕

【落日余晖】
【人生如书】

人生犹如一本厚重的书
籍，每一页都写满未知与可能。
我们无法预知下一页会书写怎
样的故事，会遭遇怎样的挫折
与惊喜。也正因如此，人生才充
满了魅力与挑战。我们不必刻
意去追寻一个标准答案，因为
人生的意义并非是固定不变的
公式，而是在我们的每一次选
择、每一次经历、每一份情感中
悄然绽放。

——章雅锋

这腊月的炊烟，是家乡的
独特符号，是亲情的温暖纽
带，是心灵的永恒归宿。它承
载着无尽的温暖与美好，让漂
泊在外的游子魂牵梦萦。无论
时代如何变迁，这份腊月的记
忆将永远温暖我们的心灵，成
为我们心灵深处最温暖的港
湾。

——刘德贵

【港湾】

大千世界

寒冬一抹红
■谢小白

冬日里的缕缕浓稠

是异乡人对家的思念

目光停滞的地方

情愫在村庄上空盘旋

草垛上剩下的梦

在童年的光阴里驻留

赤脚奔跑在清新的田间

踩碎了父母的呼唤

和袅袅升起的炊烟

一路奔跑到中年

冬日是最惆怅的时节

行囊里装载起伏的山峦

每一步归程都沉甸甸

斜阳拉长了村庄的眸子

屋顶坚定的守望者

与门前泡桐望眼欲穿

凝望游子归来的方向

一缕炊烟一份眷恋

我们镇上有一条老街，它没有
大都市的繁华喧嚣，也没有旅游胜
地那般引人入胜的景致，却以一种
质朴无华的方式，承载着几代人的
欢笑与泪水，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
的桥梁。

老街其实不是特别长，从镇头
走到镇尾，不过十几分钟的光景。它
的宽度也仅容得下两辆小车勉强交
错而过，更多时候，这里是行人与自
行车的天地。没有诗中描绘的那样，
铺满青青的石板路，每一步都踏响
历史的回音；也没有梦里常见的，那
位撑着油纸伞、漫步在雨巷中的丁
香姑娘，留下一串淡淡的忧愁与哀
愁。老街，以它最本真的模样，静静
诉说着平凡的故事。

街道两旁，闲闲散散地安居着十
几户人家。这些房屋多为砖瓦平房，
墙皮斑驳，透露出岁月的痕迹，屋顶
上偶尔还可见到几片青苔，那是时间
不经意间留下的印记。虽然它们没有
高楼大厦的雄伟壮观，但在我心中，
这些低矮的屋檐下，藏着的是最真挚
的人间烟火气。每当夕阳西下，炊烟

袅袅升起，整条街便笼罩在一片温馨
而宁静的氛围之中，那是任何高楼大
厦都无法复制的温度。

老街，是小镇的符号，它见证了
小镇的变迁与发展，也记录了无数
人的成长与离别。小时候，我常与伙
伴们在这条街上追逐嬉戏，从街头
跑到街尾，笑声洒满了每一个角落。
那时的我们，无忧无虑，老街就是我
们童年的乐园。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老手艺人
用传统技艺制作着各种手工艺品，
感受到那份对传统的坚守与尊重；
你可以听到围坐在一起的老人们，
正讲述着那些关于勇气、爱与牺牲
的故事，体会到人性的光辉与温暖。
老街，用它独有的魅力，让每一个走
进它的人，都能找到心灵的慰藉，感
受到家的温暖。

小镇老街，就是这样一个充满
魔力的地方，它用它那并不宽广的
身躯，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孕育着无
限的可能。无论走得多远，老街都在
那里，用它独有的方式，给予我们最
温暖的拥抱。

冬日的街头总是少不了糖葫芦的
身影。这东西很神奇，一年四季都有
卖，但只有到了寒冬腊月，我才会格外
想吃它。

那天落了雪，我裹紧大衣匆匆往
家赶，在一路口，却被一抹艳丽的红绊
住了脚。是一位老者在贩卖糖葫芦，裹
满糖浆的山楂球，在白雪的映衬下，愈
发晶莹剔透。我买下两串，举着那清洌
洌的红，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冰天雪
地里。宛如举着一簇梅花，心里不禁泛
起几许柔情。

说到梅花，就不得不提那年踏雪
赏梅的事。那年的那场雪，片片大如鹅
毛，纷纷扬扬下足了一天。我和一伙摄
影爱好者，长枪短炮地穿行于梅园。地
上是踩起来咯吱咯吱响的积雪，梅树
的枝杈间是冰清玉洁的新雪，就在这
白茫茫一片间，梅花傲然绽放。

白色的花蕊顶着一点暖黄，丝
丝缕缕昂首挺立。很奇怪，它明明那

么柔软，却丝毫不惧寒风的料峭，抖
擞如松针。那嫣红的花瓣，半浸在雪
里，雪愈白，它愈红。那尚未绽开的
花骨朵也好看，红红的一小团，宛如
王维诗里的红豆。如此楚楚动人，梅
花注定会成为文人骚客心头的朱砂
痣，所以宋代诗人杜耒说：“寻常一
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这一
抹红，让蒙蒙月色，让寂寂寒冬，平
添几分诗意。

当年，赏着梅花映月的杜耒，其实
还守着另一抹红。诗的前半部分是：

“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
你看，窗外是诗意的红，屋内是人间烟
火的红。守着朋友，围着炉火，清茶盏
盏，笑语晏晏，实为寒冬冷夜美事一
桩。所以，即便是在取暖设备足够现代
化的今天，人们依然眷恋着那炉间一
抹红，总是找机会重温旧梦，重拾昔年
美好。那飘忽的火苗，红黄暖亮，让人
生出想要把冬天过出一团热气的兴致

来。
这种感觉，在岁末尤为明显。且去

超市逛逛吧，甫一进门就被一团喜庆
围住了，红灯笼、红对联、红鞭炮、红袜
子……宛如陷进了红色的海洋。再看
那置办年货的人们，来往穿梭于种种
红色间，喜气洋洋。这一抹抹红，是年，
是暖，是火热的心。再去郊外的农家走
走吧，那里也有一抹红，只是这红更家
常朴素罢了。那是老乡们悬挂于屋檐
的一串串红辣椒、一提提灯笼柿子、一
挂挂腊肉香肠……这些既是吃食，又
是乡村大地上靓丽的装饰品。

这一抹红，伴随着时间的推移，饱
和度愈来愈高，终于在正月的锣鼓声
声中到达顶点。那噼啪响声之后的一
地残红，那家家户户门上的红对联，那
儿童手里挑着的红灯笼……让萧索寒
冬一下子红火热闹了起来。就是在这
一抹抹红中，人们嗅到了春的气息，回
首，寒冬已过。

前几天，我收到一个沉甸甸的包裹。拆开一
看，是奶奶从老家寄来的萝卜干。那熟悉的香味
扑鼻而来，一下子把我的记忆拉回到小时候的
冬天。

冬天，家里种的白萝卜总是吃不完，奶奶便
忙着把它们晒成萝卜干。摘回来的萝卜带着泥
土的气息，被放到井边冲洗，清澈的井水冲走了
泥土。萝卜褪去“外衣”，露出白白胖胖的模样，
像极了一个个憨态可掬的小娃娃。奶奶将砧板
和菜刀搬到院子的石桌上，把萝卜切成长条，再
摊放在院子里晾晒。阳光洒在萝卜上，不出几
日，整个院子都弥漫着萝卜干特有的清香。甜甜
的味道钻进鼻子里，仿佛连冬天的空气都变得
柔软了。

那时的我们，最馋的就是晒到半干的萝卜。还
没等它完全脱水，我们早已围着奶奶转个不停，缠
着她做爽口萝卜。奶奶总是笑着摇头：“你们这帮
小馋猫，都吃光了还咋晒萝卜干呢？”嘴上这么说，
手却早已挑了几根晒到半干的萝卜。她把萝卜切
成小方块，拌上酱油或撒上小米辣，色泽亮丽，脆
嫩爽口。咬上一口，清脆的口感和淡淡的甜味在唇
齿间绽开，回味无穷。

等萝卜彻底晒干后，奶奶会将它们装进坛子
里储存。她在坛子中加入适量的食盐，搅拌均匀，
再用力揉搓，让每一根萝卜干都吸满盐分。坛子封
好后，萝卜干便成了冬天餐桌上的“宝藏”。

冬天的菜蔬总是单调，幸好有奶奶腌的萝
卜干。没时间做菜时，奶奶会从坛子里取出几
根萝卜干，切成丁，拍点蒜，放入锅里翻炒。锅
铲在奶奶手中上下翻飞，萝卜干的香味渐渐飘
散开来，像一缕暖阳，驱散了冬日的寒意。一盘
简单的小菜，配上一碗热腾腾的白粥，便能让
人从胃暖到心。

而萝卜干炖肉，则是我们全家人最爱的冬日
美味。每次做这道菜，奶奶总会挑个刮风或下雨的
日子，从市场买来新鲜的五花肉，切成方块，再从
坛子里抓几根萝卜干。萝卜干和五花肉一起炖煮，
锅里咕噜噜冒着热气，浓郁的肉香混着萝卜干的
香味，溢满整个屋子。

那种满足感，足以抵御冬天的寒冷。无论外面
是风是雨，一锅热气腾腾的萝卜干炖肉，总能让一
家人的餐桌热闹起来。你一块，我一块，满嘴生香，
其乐融融。

如今，又到了萝卜干飘香的时节。我吃着奶奶
寄来的萝卜干，闻着那熟悉的味道，仿佛又回到了
那些藏在萝卜干里的冬日时光。那是冬天里最朴
实的幸福，也是我记忆中最温暖的味道。

小镇老街
■黄崎

报
眉
广
告

1
5
2
3
0
7
1
9
9
9
6

盐山刘记猪蹄 舌尖上的沧州美味
电话：186317745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