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们喜欢在年终岁尾来个大盘点。朋
友小岭翻着桌上的台历说：“这一年就要
过完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只有十天
感到特别幸福。”小岭有在台历上随手记
录的习惯，岁末回顾，便把过去的一年再
翻一遍。

小岭接着说：“二月八日参加的一个
比赛，获了一等奖，那天我成就感爆棚，
在饭店请家人吃饭以示庆贺。五月三日远
在南方的叔叔一家回乡，大家庭团聚真幸
福。七月十日得知儿子考上了重点高中，
一家人欢呼……可惜呀，这样的日子只有
十天。其余的日子乏善可陈，还经历过一
些倒霉日……”小岭的语气有些无奈。

我却觉得，三百六十五日中有十个幸
福日，算得上很不错了，大部分人的生活
都是如此。

普通人的生活是平淡的，没那么多波
澜壮阔，也没那么多大喜过望。我们不可
能每天都会遇到好运来敲门、幸福从天降
这样的事，一年中有幸福十日已经算是百
分比很高了。记得一位主持人说过：“生
活中幸福的事占百分之五，痛苦的事占百
分之五，剩下的百分之九十是平淡的。”
的确如此，谁能每天做梦都会笑醒、躺着
都会被幸福砸晕？一年中大部分时光都是
平淡的，我们就像一台机器一样，上班、
下班，周而复始。

不过幸运的是，总有那么几个幸福
日，会如约而至或者不期然而来。比如小
岭经过一番努力，获得了比赛一等奖，她
感到无比幸福。这个幸福日，隆重盛大，
光芒四射，足以照亮平淡的生活。再比如
我，八月份的时候受邀参加一次笔会，算
是不期而遇的小惊喜。还有我的妹妹，上
个月一单生意做得很成功，赚了一笔。生
活的有趣之处就在于此，我们的日子不可
能一直黯淡无光，总有幸福日悄然来临，
让人觉得生活是值得热爱的，未来是值得
期待的。

幸福十日，是我们生活中一个个精彩
的驿站。一年的漫漫征途，有了这些日
子，我们才不会觉得那么疲惫。有人觉
得，十天跟三百六十五天比较起来，太少
了。可是你想过没有，幸福日降临之前，
你一直都在准备和努力。那些看似平淡的
日子，我们心怀期待，静等花开。当然，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也会有一些“糟糕
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接受就是
了。我们要时刻记得，没有哪个“糟糕
日”会永远停留。黑夜总会过去，黎明总
会到来。每一个崭新的日子，都可能是幸
福日。

回想一年的历程，我们走着走着，就
会遇到绚丽的烟花绽开。尽管不是经常遇
到，但那种灿烂绽放的美丽，已然把生活
装点得多姿多彩了。幸福十日，足以照亮
平淡的生活。生活不易，人生多波折，每
个人的生活都是起伏的曲线。我们不贪
心，不奢求，一年有十个幸福日就够了。
我们懂得知足，懂得感恩生活，常怀乐观
心态，谁说幸福十日不是幸福日日呢？

（马亚伟）

幸福十日

思想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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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每次回家，我都会准备很多他爱吃的
菜，而他也总是毫不例外地钦点那道大锅菜，
大快朵颐一番。

儿子的口味随我，我的母亲也擅长做大锅
菜，那是至今令我们难以忘怀的美食。大锅菜，
顾名思义，是用大铁锅炖煮的，食材一定要丰富，
糯糯的大白菜、软乎乎的粉条、油亮的五花肉、白
嫩的豆腐，其余的根据个人喜好随意添加。

热气腾腾的大锅菜一上桌，让人忍不住凑
过去闻一闻，尤其在天气变凉时，有股暖暖的
气息扑面而来，一碗吃下，身子变暖，四肢百
骸也都舒展开来。

大锅菜是一道极其普通的家常菜，制作简
单，食材易得且价格亲民，几乎人人都会做，
如果硬要加入山珍海味，失去了原有的本真味
道，反而会显得不伦不类。俗话说“百菜白菜
美，诸肉猪肉香”，有了这两样打底，大锅菜基

本就成功了。
此外，大锅菜对火候的要求并不高，多炖

一会儿即可，把白菜熬得软趴趴的，豆腐炖得
软塌塌的，粉条煮得软糊糊的，肉和排骨炖得
松垮垮的，在熬炖过程中各种菜相互借味，杂
而不乱，多而不碎。

我早已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大锅菜的经典做
法，只是我没有母亲那样的大灶，严格来讲我
现在做的是“小锅菜”。我会提前把肉烀好，切
成小块，肉汤也放入小盒内，然后放入冰箱冷
冻，想吃的时候随时拿出来。

大锅菜是一种充满温情和家庭味道的菜肴，
一定要与最亲近的人在一起，才能吃出随意自在
感，请客吃饭是万万不能吃的。有时家里没有新
鲜蔬菜，我就做一道大锅菜，有肉有菜，热乎乎
的，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

吃大锅菜的时候不需要讲究吃相，也不必

在意仪表和风度，如果非要像绅士一样吃大锅
菜，不仅会少了韵味，还缺了底气似的。我发
现每次吃大锅菜，米饭都会剩下很多，因为大
锅菜不咸不淡的口感，不知不觉就占据了大部
分的胃部空间，留给米饭的位置实在有限。

过去生活条件并不好，母亲很少见到那些
精美的食物，更别提享用了，五花肉都不是想
吃就吃的。母亲就少放一点五花肉，用猪油代
替一部分油脂，凭借着爱心、用心和苦心，投
入精力，成就了一道大锅菜，让我们记住了这
独特的母亲的味道。母亲也在这一蔬一饭的时
光里，看着儿女们渐行渐远，去经营自己的小
家庭，去经历另一个母亲的轮回。

世上美食千万种，有精致的，有家常的，
有高雅的，有通俗的。哪位母亲没有自己的拿
手菜！儿女们饱嗝连连、心满意足的样子，就
是对母亲厨艺的最高赞美。 （夏学军）

家常大锅菜
人生百味

有人说：“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
间。”不过在我看来，桃花源首先应该是眼睛看
到的。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生活的诗意由眼睛传
递到心灵，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如若眼睛
里没有日月山川，没有桃花源，心灵的水云间恐
怕也是摇摇欲坠的空中楼阁吧。

在这个手机霸占生活的时代，我们的眼睛
成了手机屏幕的奴隶。尽管一方屏幕里有无限
风光，但那些虚拟的风景，哪里比得上原生态
的风景美丽？

记得那次我坐车去旅行，车上大部分人都在
刷手机。两个女孩却一直在看车窗外的风景：“瞧
那座山，像不像金字塔，山顶那么尖！”“这里的树
真好看，不是白杨树，应该是胡杨吧？”她们俩兴奋
地讨论着外面的风景，我看到她们眼睛里的光是
闪烁的，跳跃的，小鹿一样机灵。本来相貌平平的
女孩，因为眼睛里有了日月山川，变得神采奕奕，
魅力大增。

我又想起那个“陌上花开缓缓归”的故

事：吴越王钱缪的王妃省亲归来，正是春光烂
漫之时，吴越王便给她捎去一句话：“陌上花
开，可缓缓归矣。”世人多半从故事中看到了吴
越王善解爱人心意的深情，而未曾注意过王妃
也是可爱的。王妃眼中有日月山川，有云朵清
风，有草木花鸟。对自然万物有天然热爱的
人，必定是有雅趣和情怀的。你能想象王妃走
在开满鲜花的陌上是一道多么美的风景：春日
的暖风拂动了她的衣衫，她缓步轻移，时而昂
首看一下春日的流云，时而在一朵花前流连，
时而在一株草前驻足。她衣袂飘飘，举止温
柔，眼神灵动，宛若天仙。

无论男人和女人，眼睛里有了日月山川，胸
怀和境界才能真正打开。自然博大，万物有灵。
日月星辰，亘古永恒；山川江河，绵延流淌；雾雨
雪霜，季节诗章；花草树木，生机盎然……人在其
间，渺小又伟大。你可以站在风景的一角，感受
自己本是沧海一粟的空灵和神奇。你也可以登
临高处，享受征服一切的幸福和豪迈。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话说得太贴切了。你
的眼睛里有多少风景，心灵就会装下多少风景。
心中装得下日月星辰，装得下山川湖海，做人的境
界也会开阔起来。茫茫宇宙，苍苍厚土，我们通过
眼睛与世界做着最亲密和直接的交流，然后通过
心灵与世界交换各自的理解和体悟。如果你的眼
睛善于捕捉和容纳美好的风景，那么你对世界、对
人生也会有更深刻、更细微、更独特的认识。

古人提倡行万里路，我觉得这也是为了让
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容得下日月山川。

其实，行不行万里路不要紧，风景随时可
观，美丽俯首可拾。每天清晨的第一滴露珠，
午后的一抹暖阳，路边的第一缕新绿或者第一
朵花开，还有来自山间鸟儿的友好呼唤，以及
朦胧隐约的淡青色远山，夜晚澄澈清透的美好
月色，都应该纳入眼睛里，烙印在心底。

世界纵然喧嚣浮躁，自然万物永远可以给
你最好的滋养。眼睛里有日月山川，心灵才会
丰饶美丽。 （王国梁）

眼里有日月山川
情感天地

蝴蝶萦绕着花田中的波斯菊

飞舞扑腾着

飞向花丛的翅膀

在阳光的照射下

就像是闪闪发光的彩灯

轰鸣着汽笛声的小火车

慢悠悠地

行驶在花田间的小路上

替盎然秋意

对旅人的到来

表达出喜悦的心情

而出发

永远比向往更有意义

你在亲水沙滩上

用手攥起过一把沙

就你说话的间隙

不断从指缝里流失的沙粒

很快就将浓稠的暮色

拉近到我们的眼帘

（厉江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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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驿站

无论是旧时代还是新时代，男婚女嫁，都
是人生中的大事。这是人类情感的升华，也是
人类延续必然的、美好的归宿。美好生活的向
往，少不了夫妻之间的终身厮守，白头偕老，
荣辱与共。婚嫁民俗正是基于诸多美好的向往
应运而生，并得已传承、发扬，乃至推陈出新的。

旧时代的婚姻，大抵都是“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婚嫁显得特别繁芜而郑重其事。随着
时代的变迁，婚嫁，虽然在外在形式上变得简
约，但民俗乡风依然绵延在每一个不可疏忽的
环节中。

现代社会，未婚男女自由恋爱的占绝大多
数，但仍然有不少人需要牵线搭桥，进而相互
认识和了解。 认识后的双方都有了意向，就可
以进入订婚的环节了。订婚是一种娶与嫁的约
定，男女双方进一步交流，赠以信物。接下来
就是选择良辰吉日，作为迎亲的喜期报给女方
家庭。迎亲前夕，男方家庭须向女方家庭下聘
金，作为女方家庭备置嫁妆、家具之用。

一切妥当，便进入婚嫁的实质性阶段了，
男娶女嫁。在交通工具匮乏的时代，都是男方
抬花轿，吹吹打打到女方家迎亲；当今，已改
成喜气洋洋成群结队的迎亲车队了。迎亲过程
中，新娘出门后进门前，上车下车都是脚不沾
地的，这，自然是新郎的职责所在了。

拜堂，是婚嫁过程中的重中之重。新婚夫
妇在婚礼现场拜天地、拜高堂、相互对拜。然
后是喝“交杯酒”，新娘新郎各自端酒两臂相
勾，双目对视，在一片温情和欢乐的笑声中一
饮而尽。“新婚三日不分大小”，新婚之夜闹洞
房是必不可少的。洞房内，长辈晚辈济济一
堂，文闹或武闹，喧腾欢笑，直到深夜。闹新
房的同时，亲友要以茶盘盛红枣、花生、桂
圆、瓜子撒向新郎、新娘，以祈“早生贵子”。
婚后第三天，夫妻双双到女方家省亲，当天去
当天回，俗称回门。

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不同的民俗习惯，
各地婚嫁的千姿百态，形成了风格迥异、色彩

斑斓的民情风俗。湖北咸宁作为“楠竹之乡”，
竹文化根深蒂固，根深叶茂，渗入了人们的日
常生活中。当地婚嫁习俗中，将竹作为吉祥之
物使用，如用竹制的梳子或竹签进行上头仪
式，用竹棍挑开新娘盖头、抬竹轿、送竹扇、
扛米筛等等，以取平安吉祥之意。新娘从轿车
出来，由牵轿娘撑着竹伞护送入家门，代表开
枝散叶。还有以竹帐篙陪嫁的，所谓“楠竹楠
竹、一年一竹、年年发育”，寓意新娘能生会
育。这些婚俗古朴而不乏典雅，庄重而不乏诙
谐，构成了一幅幅充满生活情趣的生动画面。

我的老家崇阳有一个流传至今的剧种——
提琴戏。它是一个稀有文化物种，是独具特色
的一枝奇葩。时至今日，崇阳大多普通家庭，
若有婚嫁喜事，都会联系提琴戏剧团于当晚来
一场具有上古之音的演出，取代了昔日闹洞房
的粗俗和嘈杂，真可谓革故鼎新、与时俱进
了。我想，这该是婚俗之美向文明和谐迈进的
一种创新吧。 （程应峰）

婚俗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