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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驿站

下了一夜的雨，早上出门，小雨依然淅淅
沥沥地下着。湿了天空，湿了落叶，湿了空荡
荡的老街。细密的雨丝像飞花一般荡漾在脸
上，令你忍不住去触摸。沾满掌心的水滴，仿
佛时光在流淌，薄薄的，凉凉的，记忆依稀之
中，一条老街在延伸。

城市的繁华与喧嚣总是给人往宁静里推。
岁月的转角，我喜欢在日落时分徜徉在老街
上。让老街中的往事逐渐清晰地浮现在脑海，
浮现在眼前。

老街还是老样子，由于地处偏僻，一直没
有改变原来的模样。

石子路面依然粗糙，路边的老柳树要三个
人才能合抱过来。据说，这棵老柳树已经有一
百多年的历史了。每年春天，人们总是要摘下
几枚叶子别在自己的窗棂上，用以驱邪避灾。
为此，老街多了几分浓厚的神秘色彩。而我也
是经常倚着老柳树，回忆童年往事，把它们记
录成诗，或者一则则动人的小故事。

其实，最令我流连忘返的，是老街中部，

那家老字号的早餐铺。牌匾已经很陈旧了，酒
幌也陈旧，但是，恰恰是这种陈旧得近乎古老
的韵味，吸引了无数食客。早些年，我上学的
时候，清晨总是要到这里吃一个白面馒头或者
一碗粥，咸菜是免费的。店掌柜也很热情，每
次都对着我们这些学生说，孩子们来了，孩子
们好好学习哈……类似这样的话语。我们自然
很开心，把这里当成了家。

现在，这家早餐铺的主食和小菜的品种越
来越多，酒水也多，生意更加红火了。我虽然
不至于每天都去吃早餐，但是总要隔三差五地
去光顾一次，不是为了满足胃口，而是为了一
份念念不忘的怀念。

徜徉在老街的感觉是惬意的，徜徉在老街
的心情是宁静的。往事如烟，悠悠而来，又悠
悠散去。

人生有得便有失，遗憾之余，便会步入老
街边上的一家书店。扑面而来的，是浓浓淡淡
的陈旧的书香味道。很多书都已经泛黄了，有
金庸的、席慕容的、徐志摩的，还有巴金的、

鲁迅的、贾平凹的……想当年这些书不知被多
少人翻阅了多少遍。现在静静地摆放在那里，
依然令人忍不住会拿起一本，重新沉浸在过去
的时光里，沉浸在老街的回忆里。

越老旧的事物，越值得人留恋。这句话说得
一点都不错。无论清晨还是傍晚，每次走过这条
老街的时候，心底都会涌现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思
绪。那思绪是对童年的怀念，是对逝去光阴的怀
念，更是对发生在老街上的每一段往事的怀念。

走过老街，心底就安稳了许多，仿佛儿时的伙
伴都从四面八方归来，大家诗书茶盏，喜笑颜开。

走过老街，眼中的落日就壮阔了许多，仿
佛旅途中的游子在频频回首，总有一天，我们
将聚首老街，高歌少年壮志不言愁。

走过老街，心情就明朗了许多。绵绵密密
的雨丝飘啊飘啊，飘到陈旧的屋脊后面，我张
开双手，拥抱过往，拥抱未来，拥抱老街中的
每一缕阳光，每一缕希望和等待。

感谢老街，在喧嚣而繁华的世俗里，给我
一处安稳，令我静度时光。 （程应来）

走过老街

时下，正是冬笋上市的时节。冬笋为
毛竹冬季所生成的嫩芽，蕴藏于泥土中。
由于尚未出土，冬笋肉质柔嫩，清脆爽口，
味道比春笋甜美鲜浓许多，而且营养更全
面丰富，素有“金衣白玉，蔬中一绝”之美
誉，自古被视为珍品。杜甫有诗赞曰：“远
传冬笋味，更觉彩衣浓。”李渔在《闲情偶
寄》中说，“此蔬食中第一品也，肥羊嫩
豕，何足比肩”。可见冬笋之鲜美。

在广大的南方乡村中，家家户户房前
屋后几乎都有一大片青青竹园掩映。冬闲
无事，带上锄头去竹林中挖掘冬笋便成了
乡人们的一大乐事。冬笋蛰伏在地底下，
浅的三五寸，深的一两尺，一般肉眼不可
见，有经验的挖笋人，往往观察一根毛竹
的长势和竹梢颜色，就能判断出泥土下有
没有冬笋。

父亲是挖冬笋的老手，常顺着竹鞭的
生长方向去找，看到有土层向上拱起或者
是开裂的地方，先用锄头轻轻刨去表土，
等能看到嫩黄的笋尖时，就沿着笋的周边
轻轻下锄，待到整个冬笋完全暴露出来，
再小心翼翼地将笋挖出，擦掉泥土，可见
笋壳金黄，状如牛角。映着阳光的照射，
这株株刚从泥土里挣脱出来的冬笋十分惹
人喜爱，散发着诱人的清香。

新鲜挖出来的冬笋剥开笋衣，笋肉洁
白光润，清新肥壮，宛如出水芙蓉，犹带
着一些甘味，是冬日餐桌上的珍品，更是
春节期间深受人们青睐的上佳绿蔬。回家
后，母亲通常会做一道冬笋排骨炖汤犒劳
我们。先把冬笋、排骨洗净斩块，放入砂
锅，加入葱、姜、料酒和清水，大火煮沸后文
火慢慢煨炖即可。做这道菜，制作简单，并
无太多的技巧。冬笋为排骨增添鲜香，解
除油腻，变得汤鲜甜润，纯朴自然，于潮
湿寒冷的严冬时节热腾腾地吃上一碗，顿
觉暖意融融，美妙的口感溢于言表。

用冬笋炒腊肉，是家乡一道特色菜，
雅俗共赏。母亲先把腊肉洗净切成薄片，
冬笋洗净切成薄片，放入沸水中焯烫两分
钟后捞出沥干备用；大蒜洗净切段，姜，
干辣椒切成丝待用。油锅置于火上，放姜
蒜和辣椒爆香，下入腊肉炒至片刻，随即
下冬笋一起煸炒，加豆鼓、料酒和适量清
水，焖片刻，至汤快收干时即可。装盘，上
桌，冬笋的馨香、腊肉的醇香、豆豉的酱香、
大蒜的辛香、辣椒的辣香，无不是芳香弥
漫，让人垂涎欲滴。急急地吃上一口，顿觉
齿颊留香，韵味悠悠，回味无穷。吃了三十
几年母亲做的这道菜，我从没吃厌过。它
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开胃下饭，那种香，
那种鲜，沁人心脾，至今难忘。

有时母亲为了换换口味，也会油闷冬
笋。她说，素炒冬笋最好在炒之前，先在沸
水中焯一遍，沥干，去其微微的苦涩，然后
再淋上麻油、酱油、醋、盐和糖，这样虽是蔬
食，吃起来却是清爽满口，冬笋的鲜甜会慢
慢随着笋汁蔓延开来，一股能让你感觉到
幸福的香味也缓缓升腾起来，灿烂芬芳。

冬笋鸡汤、香菇冬笋……冬笋的吃法
还很多，可荤可素，可汤可菜，无不清馥
芬芳。记得梁实秋先生在《雅舍谈吃》中
说：“冬笋最美。我从小最爱吃的一道
菜，就是冬笋炒肉丝，加一点韭黄木耳，
临起锅浇一勺绍兴酒，认为那是无上妙品
――但是一定要我母亲亲自掌勺。”在他
看来，冬笋是食用竹笋中的最美。经过冬
笋略带羞涩的调味，肉的香，笋的鲜，酒
的醇，全部诗意呈现，热气腾腾中，活色
生香，让人妙不可言。尤以母亲炒的最好
吃，出味的香，是每年冬季舌尖上的美味
享受。冬笋的味道，其实是母亲的味道、
故乡的味道。 （钟芳）

冬笋席上珍

梅花，是冰天雪地里一首清丽的诗，是风霜
严寒中一首动人的歌。

梅花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喜爱的。如果在
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里把梅花检索出来，组成一
本精彩纷呈的书，这本书该是多么厚重啊！绘不
完的梅花倩影，写不尽的梅花风骨，吟不完的梅
花精神，唱不完的梅花品格，我们的“爱梅情
结”，还会绵延下去。

梅花，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一种精神图腾。
“岁寒三友”里有梅花，“花中四君子”中有梅
花。林逋以梅为妻，陆游爱驿外断桥边孤高的梅
花，王冕痴迷墨梅……很多人在与梅花的相濡以
沫中，已经与梅花融为一体。梅我两望，只留一
缕暗香在世间浮动。

花是有品格的，如同人一样，凡是那些让人
矢志不渝爱着的花，她的品格一定是高尚的。这
个世界上，恐怕没有人不爱梅花。我们爱梅花的清
丽、坚毅、优雅、孤傲。梅花仿佛一股清流，荡涤着
世间的喧哗与张扬，荡涤着世间的庸俗与媚骨。

外在的东西，只能带给人短暂的吸引。其实

梅的外形，并不惊艳，也不娇媚，她不像牡丹或
者荷花那样，花朵硕大，枝枝独秀，开起来有惊
天动地的感觉。梅花从来都是静默无言的。梅花
未开时候，枝丫如同枯枝一般横斜着，跟冬季里那
些寂寞的树木并无分别。偶然一个冬日黄昏，你不
经意间抬头，发现梅花已经绽放在枝头，花朵莹莹
点点，小而精致。梅花绽放带给你的惊喜和欢愉，
也是浅浅的，淡淡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
月黄昏”，林逋这样的句子，最能写出梅花的神韵。

梅花开起来不喧闹，安安静静的。每一朵梅
花都是小巧玲珑的模样，含苞待放的花蕾仿佛收
拢梦想一般，紧闭心门；盛开的梅花舒张开花
瓣，花蕊娇嫩而惹人怜爱。梅花的花朵小，开成
一片才有气势，仿佛是芸芸众生，每一朵都淹没
在花海里，每一朵又都有独特的风韵。梅花开成
一片片，云霞一般，红的，白的，黄的。红梅热
情，白梅高洁，黄梅明艳，每一种梅花都是一首
抒情诗，抒写着对冰雪的热情和渴望。

一直觉得，《红楼梦》中“琉璃世界白雪红
梅”是最美的场景，极具画面感，简直是一场视

觉盛宴。白雪红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梅花遇到
白雪，是一年一度的相约，成就一段美丽婉约的
传奇。如果能学学古人踏雪寻梅，去白雪皑皑中
细嗅那一缕梅香，该是一大幸事。“梅须逊雪三
分白，雪却输梅一缕香。”白雪与白梅的相遇也
是诗意的，白雪与白梅何须比较？雪的白、梅的
香，浑然一体，是最完美的组合。

梅花在时光的酝酿中芬芳更加绵长，在岁月
的善待中姿容更加美丽。从《诗经》开始，再到
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文字
中留下了梅花的芳踪，梅的世界被营造得多姿多
彩，梅成了高洁傲岸的代名词。可是，梅花并不
在意这些虚名。她独自开着，不为讨好谁，即使
零落成泥，芳香依旧如故。爱一种有品格的花，
是我们追求真善美的必经之路，也是我们提升自
己人格修养的良方。

云天空阔，寒意阵阵，黄昏迷离，梅影摇
曳。枝枝寒梅，傲然独立，一身傲骨，磊落洒
脱。梅花把前世今生留下的幽香，把千年万代积
攒的美好，播散在天地之间。 （马亚伟）

梅有暗香来

寒冷做媒

冬风开路

一片片雪花

就是一封封情书

谁能说

这一地厚厚的积雪

就不是一封悄悄铺展的信笺

冬深雪降

村庄的烟囱是老屋叼着的烟斗

雪花俨然是冬天忠实的信徒

一支冬的大军

浩浩荡荡

朝着季节更深处进发

炊烟起处

雪犹在下

铺天盖地的雪花们

像是一位位前仆后继的勇士

所向披靡

勇往直前

（周家海）

雪 花

《垒建“城堡”》
在海滩边用沙子一点点垒建“城堡”，承载着

美好的童话梦。
拍客：卢亚迪

《园林美》
传承古典园林精髓，展现现代园林之美。

拍客：罗时东

《石缝间的生命》
沿石缝长出一株生机勃勃的鸡冠花，让人感叹

生命力的强大。
拍客：陈建中

《结伴而行》
沐浴阳光，各推各的，结伴而行。

拍客：穆平

客厅窗台本是养花种草的好地方，明亮，
宽敞，视野开阔。薄荷、茉莉、多肉、栀子花
……植物们也曾兴盛过一阵子。未留意打理，
任其花开花落。人不用心，花草自清高，如何
鲜妍明媚？因窗台下有沙发，去收拾有些费
劲，久而久之，更荒芜了。

后来，索性在窗台上堆上了杂物，孩子不
玩的玩具，旧课本、跳绳、羽毛球拍……手边
用不上的东西习惯了往那里扔。一进门，或呆
在客厅里玩时，总觉得不对劲，又没意识到哪
里不对。有一天，孩子爸没上班，在家忙活半
天，把沙发挪到了卧室，然后清理了窗台上的
杂物，还给花花草草们自由呼吸的空间。

孩子爸心中忐忑等我下班，想着他挪了沙
发我会不乐意，谁知我到家一看，窗台下沙发
挪走，宛若从心里搬走了一块大石头，特别空
阔敞亮，一直赞他挪得对。尤其是能直接走到
窗台边，趴在窗台上看室外的风景，实在令人
开心。

我们在小区的后排，一条马路外就是拆迁
后留下的荒芜景象，夏秋的时候野草茂盛，有
一人那么高，也有人辟出一块一块的地种下的
玉米和蔬菜。而此时虽是冬天的景象，但映入
眼底的并不全是萧条和清寒。野草老去，玉米
蔬菜成熟收仓，从楼上望出去，是一片苍茫干
净的土地，开阔大气，静寂清宁。

窗台从凌乱里挣脱出来，又还原了花草相
伴的状态。买来青瓷盆养水仙，绿莹莹的长条
小筐来水养蒜苗，小巧精致的玻璃瓶养风信
子，带缠枝莲的白瓷盆养铜钱草。一进家门，
最先会往窗台那边看看，窗台明亮整洁，植物
们绿意盎然有序生长，赏心悦目，一种无形的
蓬勃的美让人心也跟着欢快，受鼓舞起来。

一家人聚在客厅吃饭，闲聊天，日子还是
从前简单自在的日子，而映着一窗台明亮的美
丽，日子仿佛变成了诗句，一行行从容行走。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个人的精气神也会
返照到眼睛里。窗户是一所房子的眼睛，是一

个家庭的心灵氧吧，窗台就是氧吧的营养供应
者，而提供供养的是房子主人收藏的美丽。窗
台洁净美丽，生活在房子里的人心情也容易美
丽，人心美丽，家庭美丽，日子也跟着美丽。

一个人也如同一所房子，眼睛是窗户，心
灵是窗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
拂拭，勿使惹尘埃。”常常打理清扫，保持人心
中的那个窗台明亮，让那些像植物朴素，像花
朵芳香的人事物驻留，让那些凌乱的不美的都
随时光云烟飞得杳杳。

信息爆炸的年代，只要打开手机电脑，新
闻信息、明星逸闻就会蹦到眼前，要把自己当
成绝缘体，摒弃掉扎疼人心的，收藏那些像阳
光一样暖人心的、像花朵一样散发芳香的、像
幽默笑话一样愉悦情怀的。这不是肤浅，也不
是不明白人世疾苦。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生活不易，敬之以美。”一个人的心灵和
一户人家的窗台一样，不能成为堆放杂乱物品
的地方。 （耿艳菊）

收藏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