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季轮回，不知不觉到了冬天。我不是很喜
欢冬天，漫步碧湖，抱怨过北风刺骨的寒冷；郊
外游玩，慨叹过冬景的萧瑟；洗洗刷刷，讨厌过
水透骨的冰冷。然而，冬日暖阳却很受我欢迎。

明媚的清晨，和煦的阳光斜斜地照在走廊。
我贪婪地享受这明亮纯洁的阳光，光而不耀，泛
着生命的光辉，温和而有力量！一个人坐在走
廊，倒一杯热茶，茶叶在热水中舒展，看着隐约
的 雾 气 ，瞬 间 心 绪 飞 扬 。 顿 觉 ，人 生 若 只 如 初
见，所有的曾经已成为过往，美丽也罢，忧伤也
罢。记忆中留下最初的明媚与丰盈，恰如冬日暖
阳，在 N 年后，虽没有最初的激情和感动，但依
然温暖美满。

慵懒的午后，听一曲古琴，翻开书阅读，年少
时曾经喜欢背诵名言警句来鞭策自己，如今韶华

已过，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有时书捧在手上，翻
着书页却不能专心，要么大脑一片空白，要么思
绪乱飞。当那灿烂的阳光在身上绽放光芒时，可
以闭目聆听古琴的深沉与旷远，任由阳光一寸一
寸地移动，享受这样的慢时光 ,静静地和自己对
话。我不是个很讲究的人，一直都是随心随性，
爽快直接。我想，世界没有那么多套路，生活也
没有那么无趣，万事追求实诚无愧。曾经告诉自
己要保持本真，用看山看水看云的眼睛，听风听
雨听荷的心去温婉对待。曾经也渴望内心如水
澄澈透亮，如莲清净脱俗。可这些年来，经过时
光打磨后，偶尔在磕磕绊绊反反复复中顿悟，但
无法超脱通透，也无法抵达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俯 瞰 小 区 ，两 三 片 飞 舞 的 落 叶 徐 徐 落 入 草
坪，我想，如果用一颗禅心去欣赏冬天，再不受
欢迎的冬天也会让人心生欢喜。就如此刻，落叶
即禅意，飘逸也好，凄凉也罢，都是生命的一段
旅程，叶落归根，化瞬间为永恒。在树木环绕的
儿童游乐场，一群小孩在阳光的照耀下吹着泡
泡，嬉戏着、追逐着。嬉戏着阳光下五彩缤纷的
泡泡，追逐着美好童年那绚丽多彩的梦。而大人
们则悠闲地坐在凉亭的藤椅上聊天，家长里短，
人间春秋和着跳跃的阳光度过了闲暇时光。凉
亭边的木椅上，那个老爷爷正在晒太阳，静坐已
久，莫非在打盹抑或在回忆过往。诗人说 :“春有
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
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诚然，我居住的小城没有
雪，但只要暖阳沐浴，心无挂碍，内心充满惬意
与温馨，便能感受人间值得。

周末常回老家，每次回家，内心总是洋溢着

温暖的愉悦。人间有味是清欢，当回到生活的原
点，回到最朴素的开始，生活不再是“杨柳岸，晓
风残月”，也不再是“小楼昨夜听春雨”，而是“暧
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在老家，冬日阳光很
热情地照到客厅里，亮堂堂的，暖烘烘的，那散
发着暖人气息的阳光连同新鲜的空气扑面而来，
瞬间便绚烂了我的心情。屋前左侧的小山上芒
花摇曳，鸟儿从眼前飞过，喜欢这样的感觉，娴
静恬淡。暖阳朗照，丝丝缕缕洒向大地，婆婆一
会儿忙活晒地瓜，晒萝卜干，芥菜干，似乎总得
晒点什么，才不浪费了这温和的阳光。瞧，她又
忙活着把棉被、枕头、棉袄都拿到太阳底下晒，
等到晚上，拱在松软暖和的棉被中，闻着阳光的
味道，纯净怡人，这何尝不是爱的味道？邻居大
婶带着老花镜，正全神贯注挑拣茶叶，两只手不

停地拾掇着，阳光跳跃在她安详的脸上、手上，
静静的、暖暖的……

暖阳高照，金色的光辉轻柔地照在婆婆的菜
（花）园子，孕育出一片生机。热烈奔放的玫瑰，
亭亭玉立的千日红，五颜六色的三角梅，还有那
高雅的茶花也羞答答地绽放了，要么躲在绿叶丛
中，要么藏在枝丫下，但这丝毫不影响她恣意绽
放，即使低到尘埃处，也能开出花朵来，这是生
命的绽放，也是生命应有的姿态！绿叶丛中的含
笑含苞欲放，这是一种温和的美，包容的美，恬
静的美。我想含苞并不仅仅为了绽放，如此的蓓
蕾可以绚丽清晨的美好时光，至少属于我自己
的。这株翠绿的小桔树在冬阳的沐浴下，先是零
零落落一个两个试探性地红了，再悄无声息地一
串串一簇簇地红了，终于将这个寒冷的冬天点
燃 ，喜 气 洋 洋 ，大 吉 大 利 。 园 子 的 蔬 菜 也 开 花
了，豌豆那绿色的藤蔓攀爬满架，豌豆花恰似缩
小版的蝴蝶兰正悄然绽放，还有那精致的西红柿
花，小巧的辣椒花，张扬的地瓜花，低调的茄子
花……虽似花花世界，却也浅笑淡然。顿时浮想
联翩，如果蔬菜是生活的柴米油盐，那么鲜花就
是生活的点缀，是诗和远方……生活需要蔬菜，
也需要鲜花，这或许是生活的本真。婆婆的菜
园亦是花园，冬暖花开，只要有阳光的心情就能
把冬天过成春天的样子，就能感受田园的静美
和安然。

在 寒 冷 的 冬 天 ，阳 光 是 送 给 我 们 最 暖 心
的 礼 物 ，沐 浴 冬 阳 ，我 们 尽 情 享 受 温 暖 ，一 切
是 那 样 从 容 、安 详 、和 谐 。 我 们 站 在 寒 冷 的 冬
天 向 未 来 眺 望 ，所 有 的 美 好 都 会 随 同 春 天 款
款 而 来 。

冬 日 暖 阳冬 日 暖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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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漳州人而言，腊肠的味道是年的味道。
“冬腊风腌，蓄以御冬”，冬至过后，气温急剧

下 降 ，天 气 也 愈 发 干 燥 ，正 是 加 工 腊 味 的 好 时
候。彼时走在街头巷尾，一串串诱人的腊肠在阳
光下琳琅满目，经太阳一晒，北风一吹，冒出油
来，引得路人垂涎。

腊肠在中国有着悠久的
历 史 ，它 约 创 制 于 南 北 朝 以
前，始见载于北魏《齐民要术》
的“ 灌 肠 法 ”，起 源 于 江 南 一
带。起初是农民自家加工自
家吃。随着社会发展，腊肠入
市，遍及全国各地。后来，腊
肠的配方五花八门，慢慢就形
成了各地特有的风味。

漳州的腊肠，闽南语叫“烘肠”，是漳州传统特
色美食，因其制作后要晾起来风干，顾名思义叫
做“风肠”，它是用闽南本地的丹凤高粱酒混合一
定肥瘦比例的猪肉，再加上简单的调料拌匀，灌
入新鲜羊肠，经过数天的风干而成的。

孩童时期，一入冬月，就会看母亲开始准备腊
肠。过年吃自制的腊肠已经成为闽南地区的习
俗，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记忆中，母亲会早早起床，去采购肥瘦正好比
例的猪肉，洗净后用刀将肉切成条状，加适量的
白糖、高粱酒和酱油，并调以食盐、味精等佐料，
用筷子把肉灌入洗净的羊小肠内，扎紧两端，扎
成一节一节的，放着风干。

腥臊的猪肉、呛鼻的高粱、甜腻的砂糖、咸香
的酱油在母亲的巧手下，经过几日的时间酝酿后
便成美味一道。

母亲说，腊肠虽然只用猪肉和简单的配料就
能制成，但是它的制作工序和环节却是十分的讲
究：肥瘦正好比例的猪肉，即 70%前腿肉和 30%三
层肉，肉要切成合适的长条。而后加上自家酿制
的精品酱油上色搅拌，撒入白糖、味精、盐、高粱
酒等调味增香，用筷子搅拌均匀，腌制 12 小时。
入味这个是制作腊肠的关键。

接下来，就是手工灌肠，母亲会提前泡好肠
衣，并在肠衣的一端打结，一端套在漏斗上，把肉
装进漏斗，再借用筷子把肉一点点填入晶莹剔透
的肠衣，肠衣装满后，用细绳分段，这就是所谓的
灌肠。

灌制好的腊肠放在盆里再次腌制过夜，隔天
早上，母亲会用温开水洗净，把它们放到屋檐下
或院子里风干，在大自然的几日风吹日晒下，风
干的腊肠“外柔内刚”，有光泽，可蒸、可焖、可炒，
有多种吃法。

腊肠焖饭是一道非常简单的美食，非常适合
手残党，大米、香菇提前浸泡，腊肠切斜片，土豆、
胡萝卜去皮切丁，大米放入电饭锅，把香菇丁、腊
肠片、土豆丁、胡萝卜丁平铺在大米上面，加入适
量的水，加入适量老抽和盐，按下煮饭键，煮熟即
可，腊肠焖饭肥而不腻，咸里面还带有丝丝甜味，
口感非常好，芳香浓郁。

母亲最常做的还有蒜苗炒腊肠或者腊肠炒荷
兰豆。取适量腊肠，洗净切成薄片，锅烧热，倒入
油，热锅加入切好的腊肠，翻炒均匀，腊肠炒至变
色，加入蒜苗或荷兰豆，加适量水，炒至断生，最
后加入适量酱油，翻炒均匀，装盘开吃。浓浓的
酒香，甜甜的滋味，晒干后的嚼头，欲罢不能，最
是回味。

有些食物，可以填饱你的胃，同时也能慰藉你
的灵魂。腊肠就是其一，扎实有料的腊肠，浓郁美
艳的肥瘦混合，满足了人们对美食的所有想象。

晾晒着的腊肠，肉色枣红，芳香油润，一股年
味扑面而来，是闽南市井烟火气的独特风景线。

新家坐落在湖边，推窗见湖，
碧水荡漾近在咫尺。家里的选材
采用灰色调的地板砖和黄色的墙
体，在轻装修重装饰的元素中增
加一些精巧的木质元素，这是我
较为中意的轻古风韵。大厅有一
面落地窗，淡色系的纯色窗帘布
外加一层半透明的白纱垂落于落
地窗前，还别有一番柔美之姿。
有时就站在白纱前，遥望天边翻
涌 跌 宕 的 云 层 ，有 种 缥 缈 的 感
觉。风轻袭时，纱帘随风飘动，留
住一室温暖恬静。如果说落地窗
是居家情调的营造者,那么窗纱
则衬托一份浪漫与柔情。

房间的浅灰色墙面带来一种
沉稳的宁静，窗外的阳光洒在地
板上也温暖了被子。有时大清早
催促孩子起床，就一把拉开窗帘，
让阳光照射进来，然后拍打着孩
子的被子笑着说，看呀看呀，再不
起床太阳都照到屁股啦！孩子一
骨碌爬起来，朝着阳光咧开嘴笑
了。窗台上，采光玻璃和宽敞的
窗台组成的飘窗，是一块温馨的
园地，也是家的一处美妙风景。
在飘窗上摆几个舒适柔软的软榻
和一个品茗的小茶台，室内与室
外空间的一窗之遥，窗外的湖边
景致尽收眼底，可听风问云，可
观星辰赏风景。在阳光明媚的
日子，光影从玻璃中照射下来，
葱葱郁郁的景色环绕四周，亦可
感受到七彩的色调在跳跃。闲
暇时光，握一杯清茶，看一朵飘
忽而过的云，在这个开阔且隐秘
的空间里，感受静谧时光带来的
安逸心境。

家里的一切，都是按个人喜
好来布置。纯白的茶盅、玻璃的
器皿，透明的，印花的，林林总总，
放在客厅的橱窗上慢慢把玩。亲
朋好友送来了各式鲜花装扮着新
家，多姿多彩的蝴蝶兰花开正艳
又似蝴蝶飞舞，令新家显得生机
勃勃；香槟玫瑰搭配着满天星的
花束，犹如漫天的繁星,给人以浪
漫、唯美的感觉；粉红百合花寓意
着相守一生，花开时满屋馨香，增
添无限美感。一朵朵鲜花，带着
春天的色彩传递着无声胜有声的
情谊和友爱，将新居装扮得温馨
雅致。

没搬家前，家里的孩子对新
家没什么概念，搬入新居后，小朋
友的心开始沸腾起来，在他个人
的空间里，深蓝的斑马图床垫让
他可以在上面翻转打滚，小小男
生那种兴奋和快乐的感觉无法言

喻，在他的脑袋里，原来，新家的
感觉是如此清新悦目。他一边躲
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布置他的玩具
和书本，一边马不停蹄地呼朋引
伴，统计出住在周边的同学，并形
成一个小小的圈子，呼唤着他的
伙伴过来玩耍，立马磨拳擦掌进
入新生活的状态。

在 新 家 ，时 不 时 有 朋 友 来
访。对于新家的装置，好友阿状
最为感同身受。她家的房子也正
在装修中，这其中的艰辛只有经
历过装修的人们才能深深体会。
每个入住新房子的主人，从设计
到落地、从选材到监工，每天看着
房子一点点的变化到最后落成的
样子，完美诠释了痛并快乐着，乐
此不疲的感觉。一个人即便走到
天涯海角，心中都扯着一根无形
的线，这根线即是家。千古传诵
的古诗《回乡偶书》那句：“少小离
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脍
炙人口的诗句，也表明当年作者
风华正茂时离开家园,回家时已
经两鬓苍苍。生命中唯一的惦念
就是家，哪怕两鬓苍苍也不忘回
家的心。家，就是遮风挡雨的地
方。有时候，我们终其一生,拼尽
全力选择一座城市打拼，最想要
的永远少不了拥有属于自己的一
个家。记得看过电视剧里长期居
住于酒店里的主角，每天光鲜亮
丽地出入，所有的服务生都对着
他们点头哈腰笑意吟吟，让观众
们羡慕不已。可金碧辉煌的酒店
背后，并不是家，住在里面的人，
也只能是过客。我们的家或许没
有酒店的富丽堂皇，可每一个角
落每一处细节都留下我们对家的
热爱。常言说得好：金窝银窝不
如自己的狗窝。只有属于自己，
才是我们心灵的归宿。

书房里的书柜是整个家中名
副其实的精神家园，坐在书桌前
看看书，写写字，这是一家人精神
休憩的空间。花瓶里绽放的鲜花
缓缓流淌的芬芳让心清净怡然。
音箱里，一曲经典的萨克斯《回
家》缓缓响起，萨克斯风的优美飘
逸曾风靡一时至今仍回味无穷。
而此曲最大的关键，唱出了回家
的心声。那是走得多远都不曾
忘怀的思念。低沉，静美，如潺
潺溪流，缓缓流淌在心灵深处。
宁静与热闹相伴的新家，屋外星
光点点，室内温情的灯火洒满每
一个角落，闲聊家常的那一刻，
暖意丛生。

心安处，即是家。

壬寅虎年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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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回眸

阿爸推着老式脚踏车，阿姆
带着我和妹妹紧跟在后面。一辆
车 ，四个人 ，平地骑车 ，上坡步
行。时而山林，时而原野，时而沙
地，爬过一道又一道长长的坡，越
过一个又一个苍翠的岭，这是去
外婆家的路，漫长又美妙的四十
里路。

没有了农活的繁忙，没有了
家务的琐碎，忘记了日子的艰辛，
一路风景，一路欢笑。我们穿过
野山坡，羊群在坡上悠闲地吃草，
牧羊人用草帽盖住了脸，在松树
林的浓荫下席地而睡，如雷的鼾
声引得我们偷偷发笑。我们穿过
香蕉林，海风阵阵，蕉叶猎猎。紫

红色的锥形花蕾刚刚从树顶上抽
出，迎着朝阳蓬勃生长。卷曲的
苞片从果穗上脱裂，掉落时的声
音惊飞了野鸟。我们穿过甘蔗
园，农妇撕下枯萎的蔗叶，抚摸着
光滑的紫色蔗杆，踩着松软的沟
壑不紧不慢地劳作。轻风拂过，
青青的蔗叶摇动着挥舞着，如剑
如戟，沙沙作响。我们越过一垄
又一垄的番薯地，稀疏的薯叶如
翻滚的波浪，带着田鼠牙印的番
薯，裸露在干硬的泥土外面。我
们走过金黄的稻田，沉甸甸的稻
穗在蓝天白云下轻轻荡漾，田埂
上飘远的是老农夫悠闲的背影。

路 很 远 ，却 一 点 儿 也 不 单
调。阿爸骑车撵过泥泞，留下一
道歪歪斜斜的车辙。阿姆小心翼
翼地跳过泥浆，害怕弄脏干净的
新红皮鞋。我和妹妹捡了干树
枝，在路边汩汩的泉眼深处胡乱
地搅动，又突然扔掉树枝，飞奔着
追上阿爸，调皮地跳上脚踏车。
弯下腰拾几块石子便是宝贝，跳

起来扯一把松针便是飞镖，踮起
脚尖折一枝木麻黄便是长鞭。钻
进草丛里采几颗山莓，用狗尾巴
草串起来，可以吃一路。翻入木
薯地里，揪一根带柄的木薯叶，用
手指转起来，可以玩一程。

路越走越宽，公路旁一株又
一株的蜕皮树退到了身后，鼻孔
里海风的腥味越来越浓。那个熟
悉的路口，那一路念想的村庄终
于出现在眼前。我们刚转进巷子
口，在家门前忙着杀鸡宰鹅的外
婆，好像预感到了我们的到来，突
然停下手中的活，转头瞅了一眼，
远远就看见了我们。她高兴地站
起来，咧开嘴笑着，斜襟盘纽的浅

灰色布衣闪耀着金光。她抹了抹
头上的圆髻，插紧髻中的银簪和
假花。岁月的风霜在她脸上刻下
了道道褶皱，但她的神情永远那
么恬静、安详，她的笑容总是那么
和蔼、亲切。

走过的路无数，最怀念的是
这四十里路。见过的脸庞千万，
最难忘的是外婆的笑脸。

有的路走着走着就没了。峻
岭推平了，弯路改直了，土路变成
了水泥路，水泥路又变成了柏油
路。老的小路、山路、土路少有人
走了，新路上却没有甘蔗林，没有
油菜花，没有芝麻地。曾经的四
十里路，骑车得两三个小时。如
今的四十里路，“几脚油”就到了，
却再也没有往时的乐趣。三十
年，沧海桑田，我再也找不到过去
的路。

路的尽头，曾经最想见的那
个人也不在了。她在一个暖和
的秋日午后，坐在家门口永远地
睡着了。

那路·那人
▱杨国章

年味腊肠
▱张香梅

地方风物

心安处，即是家
▱江惠春

一缕温馨

风情万种

春满芗城，文光射斗彰神韵；
福盈漳水，梦笔生花赋锦章。

▱叶清源 撰

四仙女迎春，十里联红花报岁；
七首岩送福，千家灯暖鹊登枝。

▱黄文彬 撰

健步漳州，钟灵毓秀充牛气；
雄飞闽地，富庶繁荣显虎威。

▱黄少庆 撰

抖音欢奏虎年曲；
快手传播锦绣春。

▱徐启南 撰

虎啸芝山山献瑞；
帆扬滨海海争春。

▱陈 福 撰

梦想快车装满梦；
春天故事串成春。

▱郑国良 撰

耕春不改牛脾气；
拓梦长呈虎势头。

▱马清江 撰

牛耕禹甸千家福；
虎啸舜天万里春。

▱姚国顺 撰

芝苑莺声春六合；
龙江翠色锦千重。

▱沈雅松 撰

万象回春，万户迎春，万里长春春无限；
千门接福，千家纳福，千村永福福有余。

▱曾大有 撰

百里和风春焕彩；
一城吉庆梦飘香。

▱沈惠聪 撰

禹地脱贫，亿万黔黎歌伟业；
中华兴旺，九层苍昊奏佳音。

▱杨冬顺 撰

精微虎气千门振；
灵动春风百业兴。

▱曾庭亮 撰

一响牛铃开冻土；
长飞虎步美神州。

▱谢金枞 撰

百载征程，时代飞歌，打造漳州龙气象；
九州筑梦，神舟揽月，提升华夏虎精神。

▱陈卫东 撰

牛笛声声，千山燕语莺啼序；
虎威处处，九域龙腾鹊踏枝。

▱王建华 撰

虎步开新，万象更新，创新守正金瓯固；
龙人谋福，三春播福，纳福呈祥玉宇清。

▱沈建鹏 撰

十四五鸿图，干杯酒壮英雄胆；
壬寅年虎步，开局春归幸福人。

▱刘小辉 撰

莺歌燕舞，无边春色；
虎啸龙吟，全面小康。

▱蒋亚西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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