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队等车时，一个长发女孩子小心翼翼地
抱着一捧绚烂的鲜花站在我的旁边，女孩子娇
小，花更衬得她温柔娴静。花朵的清香幽幽地
弥漫着，沁人心脾。

等车的人大多在低头看手机，表情冰冷麻
木，看不出是忧伤还是快乐。唯有这个女孩子
喜盈盈的，还轻轻哼着歌。她穿着白色的衣
裙，花的亮丽和人的素淡相宜美好，是人群里
一道清新诗意的风景。

花儿真好看！赞叹不由冲口而出。
女孩子看看我，灿然一笑，谢谢您！看起

来娴静的女孩却很开朗活泼，很是健谈。她告
诉我，这捧花是她送给自己的。

自己给自己送花，还这么自豪快乐地告诉
别人，以俗世的眼光看来，多少显得有些矫情。

见我有点惊讶，她笑了，很大方地说，这是庆祝
她来这个城市的第六天就找到了工作，明天就要上

班了，新的人生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希望自己每
天都开开心心的，花香萦绕，诗意地拥抱新生活。

原来这个女孩子刚走出校园，独自一人来
大城市打拼。前路茫茫，难得的是女孩子的乐
观和自信。

女孩子等的车来了，看着她蹦蹦跳跳的活
泼快乐的身影，祝福她有好的前程，在未来的
现实生活中，永远不要丢失这份诗意的情怀。

我想起十来年前的那个自己。那时，我也是像
她这般年纪，青春韶华，刚走出校园，来到陌生的城
市，豪情壮志，一心想要闯出一片明亮的天地来。

租住在很偏远的郊区，每天都要早早起
床，晚上下班头顶星月而回，却没有觉得有多
苦。租住的院子里有一棵桃树，桃花一树灼灼
的时候，我就搬个小凳子在树下，趴在小凳子
写诗。写了什么诗句，早已不记得了，但局促
地趴在小凳子上写诗的情景总是不能忘记。还

有那份快乐的心情，笑意盈盈的心态，很像送
花给自己的那个长发女孩子。

如今，诗是早已不写了。在节奏快速的生
活里，在炒米油盐一地鸡毛的琐碎现实中，人
也渐渐地活得潦草粗糙，焦躁和急切常常是生活
的情形了。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听听风，喝喝茶，
也成了稀罕事，只是美好的心愿，更别说送花给
自己、静心写两行诗句这样雅致的事，心中那份
诗意的情怀也渐渐被世俗的眼光取代。

感谢那个送花给自己的女孩，她青春飞扬
的浪漫像春风一样唤醒了我寂寂沉落在岁月深
处的初心。

年轻时，谁心中没有无畏无惧的美好浪漫
的情怀呢？可贵的是人若能保持着这份初心，
不被岁月和生活的现象所改变，在什么样的境
地都拥有浪漫诗意的情怀，才会一步步成为自
己喜欢的模样。 （耿艳菊）

送花给自己
幸福驿站

小学课间的操场很热闹，孩子们总是
能找到许多单纯的快乐，做喜欢的游戏三
五成群地聊天或者没有任何理由地你追我
赶着，都能换取笑声一片。也有喜欢安静
的孩子，一颗小石子，一只小蚂蚁，一片
树叶子，这些自然界里再平凡不过的事
物，能吸引得他们由一开始的一个人蹲在
地上观看，然后变成两个三个，最后变成
一群围着看，还看得极其认真。当然，这
样的认真，偶尔会因为某个耐不了安静的
孩子，伸出手摸一下身边小伙伴的头，被
摸头的那位自然也不会闲着，快速伸出手
来拍一下他的胳膊，一来一去，新一轮的
打打闹闹就理所当然的又开始了。于是，
原本安静的操场一隅，跟着又热闹起来，
又欢声笑语一片了。

看着这样的场景，忽然间就想到了
你，想到了远在江苏的你，在读大四的
你，已经在医院实习了将近一个学期的
你，我的女儿。

想起你从前读小学时的模样。想起你
刚上一年级时，那一年妹妹正好出生，向
来懂事乖巧的你，似乎一瞬间就长大了，
有了长姐的模样。早上上学，你自己起床
穿衣，整理床铺，收拾好书包，和我打好
招呼然后背着小书包到隔了几户人家远的
奶奶家，吃早饭，等着奶奶送你上学，中
午放学，你放下小书包就急奔着回家，上
楼第一件事就是与抱在我怀里半睡半醒的
妹妹打招呼，和她说话，逗她笑。然后再
独自一人到奶奶家，吃午饭，写作业，等
着奶奶送你上学，你是那么懂事，懂事得
叫人心疼。只是，当时那个一心忙于尚在
襁褓里的妹妹，还有着些微的产后焦虑的
母亲——你的妈妈，对你，少了许多关心
还少了一些包容。

那时的妈妈，一心忙于照顾小小的妹
妹，几乎没有什么空再关心你的生活，你
的学习。但是，依然要求你成绩要优秀，
会因为你偶尔的粗心失误对你发火。偏生
你又是个个性淡薄的孩子，是否当班干
部，你不在意，当个组长你觉得就行了，
考试前几名的奖状你随手往书包一塞，不
是我问你，你几乎就没主动提起邀功过。
这样的你，在向来做事认真好胜的我眼
里，一心望女成凤的我眼里，就有了些不
求上进的意味。于是对你，越发的要求严
格了起来。

伴随着这样的严格，很自然地衍生出
了些暴戾。因为一些小事，对你大声地吼
过。现在想一想，那么小那么可爱乖巧的
你，当时的自己怎么就能那么大声那么凶
巴巴地对着你呢。那时候的你，刚刚离开
原本属于你一个人的妈妈的怀抱，毫无保
留地将怀抱让给了小小的妹妹，从来没有
一句抱怨，从没有因为这个和妹妹争过，
其实何止是这个呢，在后来的相伴成长
里，你做着最合格的姐姐，不仅自己学习
上，生活上从不用我们操心，还帮着一起
照顾小小的妹妹。

只是，你们成长的时光怎么就过得那
么匆忙，似乎是一眨眼间，妹妹背着书包
上小学了，而你也已经开启中学生活，开
始了更加独立的住校生活。然后是上高
中，上大学。

上课的零声响起，走在一群欢奔向各
自教室的小小孩子身后的我，那么自然地
想起了上小学时的你——多想能穿过时
光，再拥抱一下那个小小的你。

（胡美云）

穿过时光拥抱你

人生百味

大自然这位高明的画师创作出一幅幅绝美
的画作，让我们赞叹不已。尤其佩服的是大自然
调弄色彩的能力，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缤
纷多彩的世界，带给我们无限精彩。而所有的色
彩中，春天的新绿是大自然的妙手偶得的佳色。

新绿如诗，而且是绝无仅有的孤篇，任何
一种绚丽的色彩，即使再明艳动人，都无法与
之匹配。只此新绿，胜过浓夏的片片绿海，也
胜过盛春的万紫千红。一抹新绿，就是一个音
符，跳荡着春之蓬勃、春之欢欣。春意浅浅，
新绿萌动。也许是春天的到来太过惊喜，大自
然便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让飞扬的画笔描绘
出这难得的人间佳色。正如北宋画家王希孟在
18岁创作的《千里江山图》，只有在青春张扬的
18 岁，才会创作出那样一幅绝美的青山绿水
画，把自己的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

新绿有独特的气质和风格。新绿是漫长枯

寂的冬天之后第一抹生动的色彩，她不是贸然
莽撞地闯入天地之间的，而是轻盈温柔地款款
而来，似乎是一位身披绿纱裙的曼妙佳人，轻
移莲步，所到之处绿意盈盈。但那种绿，只是
绿的影子，带着梦幻色彩。新绿，浅淡如同一
个轻轻的梦影，轻柔如同一场擦肩而过的相
逢，新鲜如同一场懵懂的初恋。新绿轻柔，让
人舍不得触碰，仿佛一碰那片绿就会融化掉。

同样是绿，春深时的深绿、夏天的浓绿以
及秋天的苍绿是不同的。新绿就是最单纯的少
年，没有经历过岁月的磨砺，骨子里散发着一
种纯真清透之气。新绿昂扬向上，生机勃勃，
是少年本色。

“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有人认为新
绿是从柳条上开始晕染的。的确，在我们的视
野里还是一派寒意的时候，柳条已经悄悄变软
了，并且把最初的一抹新绿捧了出来。有人

说，那不是绿，是鹅黄。该如何为这种色彩命
名？我想一个“新绿”便能够概括。新，代表
的是春之萌动，春之青涩，春之生机。这种新
绿介于绿和黄之间，是最鲜嫩的色彩。一棵柳
树亭亭立于春风之中，那片新绿便随风晃动，
仿佛被吹皱的一江春水一般，柔情万种。新绿
就是如此，仿佛是东邻美女初长成的模样，浓
淡相宜，颜色最好。柳色初绽，新绿浅浅，春
天的色彩就是这样被一点点晕染开来。

“夜雨翦春韭，新炊间黄粱。”新绿从乡间的
菜园里铺展开来了，一畦嫩生生的韭菜，一畦绿
茸茸的小葱，让你觉得新绿是有味道的。新鲜的
绿色蔬菜，赋予了新绿更丰富的内涵。“蓼茸蒿笋
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新绿的味道，是清欢
之味。清欢之味，先落舌尖，再到心头。

岁岁春来，只此新绿。青春无限，人间正好。
（王国梁）

只此新绿
思想火花

春饼又称饼筒，是一种烙得很薄的面食，
在嵊州美食文化里有很重要的位置。吃春饼先
要烙春饼皮，烙皮的方法是在小煤炉上置一口
锅，抓起一团干稀适度、韧性极强的面筋，用
手在锅上将其摊开。此刻，锅中的面膜边已起
角，即可轻轻撕起，一张春饼就烙制而成。此
饼白中透黄，酥脆味美。

春饼的馅，简单的有萝卜丝、粉丝、豆芽
或笋丝，或是臭豆腐、猪头肉，吃时浇上蒜
泥、辣酱等，吃起来香中带脆，有滋有味。春
饼，这一春季的美食佳品，以其独特的制作工
艺和口感赢得了人们的喜爱。而其制作过程
中，对食材的选择和火候的把控，更是体现了
人们对美食的追求和匠心独运。同样对各类饼
也情有独钟，这些饼虽外表相似，却各自蕴含
着独特的韵味。春饼，它虽与北方的煎饼果子
颇为相像，但实则大相径庭。春饼的饼皮，以
面粉、水和盐精心调制而成，经过盘上摊熟，
变得既轻薄又酥脆。

把麦粉与水、盐充分混合并揉匀，之后在

滚烫的“熬盘”上轻轻一抹面糊，随着面粉逐
渐变熟，香脆的春饼便大功告成。品尝时，那
松脆的口感令人陶醉。饼皮的微脆与内料的松
软多汁相互映衬，蘸上甜面酱后更是美味无
比。小时候最爱吃的是母亲做的春饼。香气扑
鼻至今还是流连忘返，空暇时常常会想起。春
饼在很多年前可是比较奢侈的食物，那时家境
也一般，家里要供我们读书，还要建新房。在
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捉襟见肘。为了改善我们
的生活，母亲特意学会了做春饼的手艺。在我
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到村里的农贸市场，摆
起了卖春饼的零时摊位。

母亲是个很勤快的农村妇女，她是个闲不
住的人。庄稼活也是个好把手，也会勤俭持
家，会做针线活。母亲没什么文化，可她却很
好学，而且学什么会什么。为了经营春饼生
意，她还特地到老师傅这里学了一个多星期技
术，做手艺的父亲，当时还笑话母亲不是做小
生意的料。但母亲还是学会了春饼制作的全套
技术，并购置了设备。

自从母亲做了春饼生意，家里的日常生
活，也渐渐好了起来。母亲说，做春饼先要把
面粉拌匀，煤炉里的火不能太大，春饼越薄越
好，既能充饥，又能当主食，由于技术与服务
好，母亲的春饼摊，生意一直很好。每当放学
我也总会到母亲的春饼摊去帮忙，等快收摊
时，母亲也会给我做一个热气腾腾的春饼给我
吃。 那时的春饼，虽然只要一两块一个，母亲
却舍不得吃。她老是说:“你们在长身体，要增
加营养，只要好好读书，以后有出息就好。”听
到母亲这样说，我心里一阵酸楚。这或许就是
真挚的母爱，她节衣缩食，为了就是让我们儿
女吃饱穿暖。

现今，春饼在我们当地已成了特色的风味
小吃。市区、集镇的商场、景点、小吃部，都
有各种风味的春饼零售，不仅当地人喜欢吃，
而且到嵊州旅游、观光的人群也特喜欢品尝这
物廉价优的美食。我去过很多地方，也吃过很
多美味，家乡的春饼，特别是当年母亲做的春
饼最难忘。 （叶远钦）

嵊州春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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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天地

年的狂欢

在你这里

悄悄写下休止符

打花灯

只是为了掩饰僻静乡村

热闹春节后的落寞与孤独

回家过年的归途

即将反向变成新的征程

纵有万般不舍

也要把盈眶的热泪强忍住

快快吃下这一碗

热气腾腾的汤圆

同时吃下的定然还有

母亲的叮嘱和祝福

把亲情和思念

也一并打包带走

以免在窗前徘徊的失眠月

像只银色的空碗

令漂泊游子的乡愁

在梦里梦外倍感饥肠辘辘

（周家海）

元宵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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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艺匠心》
匠心巧工守护，灯艺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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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知识》
用放大镜查字典，探索知识的奥秘。

拍客：梅方明

《美丽家园》
夕阳西下，美丽家园。

拍客：穆平

《爆米花》
烟火街边，“嘭”然心动。

拍客：王会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