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几天，小城忽然活跃起来，平时寂静寥落的小巷里摩肩接
踵；平时宽阔宁静的马路变得拥堵了。

追梦的人陆续回到故乡，年，就快到了。
年是属于乡村，属于小城镇的。大城市里的高级白领、公司高

管、小职员或者是小保姆、农民工……这些不甘于乡村和小县城单
调平凡生活的人，这些在外打拼努力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人，这些
为了生活在外奔波劳苦的人……累了一年，盼的就是家人团聚，和
和美美地过一个团圆年，开开心心地过一个幸福年。因此，即使在
天涯海角，他们也要把平时舍不得休的假日省下来，再用上春节这
短暂的假日，拖家带口，回老家过年。

年终岁尾，乡村和小镇全都热闹起来。街上的时髦男女多了，
各种牌照的私家车也多了。大包小裹的，人们忙着办年货。平时
花钱算了又算，过年了，大家全都大方起来，山珍海味、蔬菜水果，
应有尽有。

寂寥的小山村，炊烟缭绕，到处都是欢声笑语。大家忙着杀猪
宰牛，杀鸡剁鹅，灶台前忙忙碌碌的白发娘亲，还有食物熟悉的香
味，让我们一下子穿越到童年，穿越到那些贫困却又温馨的岁月，
生活的指针一下子拨转到从前。珍妮回归成丫蛋，汤姆回归成狗
剩，洗尽铅华，顶着一张有小雀斑的脸，邻家的大娘看着才亲切；不
再西装革履，“老王家的二小子”仍然被赞誉“出息了”，就算是小保
姆、农民工，听说是坐飞机回来的，也足以让人另眼相看。

回到故乡，这些追梦的人，他们回归成孝顺的儿子，能干的女
儿。给老爹老娘的礼物，都是精挑细选的，老娘几乎笑出眼泪，说
孩子要把自己打扮成“老妖精”，老父亲任凭孩子们给自己套上时
髦的新衣裳，扭捏了一下，也就接受了。送给老两口的营养品一看
就价格不菲，老人埋怨孩子乱花钱，但心里是偷着乐的：孩子有钱
了，又没忘记孝敬父母，人生福分，除此还有何求？

同时，他们还是父母，还是乡下同龄人的兄弟姐妹。孩子们都
得到了新衣新帽新鞋子，各种玩具和小食品，当然，少不了老师推
荐的书还有学习用具。从小玩到大的伙伴也是一定要见的，每个
人都得到了暖心的礼物。

追梦的人陆续回到故乡，故乡充满了生机，充满了希望，每一
个出门在外的人都赢得了无数羡慕的眼神，每一个回到故乡的人
都是老家的英雄。老家的人，不问收成，不问艰辛，敢出去闯世界，
就是好女子好汉子。

热热闹闹过大年，欢欢喜喜过大年，酸甜苦辣都留给昨日。而
昨日就像旧日历，翻过之后，便可以束之高阁了。好的东西要传
承，坏的过往要学会忘记，就让那些伤心难过随着爆竹响起永远地
成为过去吧。新的一年，崭新的春天就要来临，每一个人都会有最
好的开始：把美好播种在春天的土地里，就可以耐心等待一场好收
成。

追梦的人已回到故乡，大年过后，他们还将带着老家的殷殷希
望，踏上征途。

追梦人回到故乡
□ 关鑫

冬天熬着熬着就到了尾声，天依旧冷。
不过，物极必反是这个世界的神奇之处。厚
厚的冰层下面，春水在悄悄酝酿。掰着手指
算一算，大寒之后就是立春了，总算要熬出头
了。

温暖在前，胜利在望，我们总想在天寒地
冻中再去寻找那些春天的消息和线索。可抬
眼望去，冬日的气息依旧浓到极致。依旧是
天寒地冻，依旧是草木枯萎，依旧是冰河沉
寂，哪里有春天的一点踪迹？不过，如果用心
探寻，一定会发现大自然所传递的隐秘线索，
一定会听懂大自然对万物传达的特殊暗语。

冰封的河水，已经缄默许久。厚厚的冰
层，让我们无法触碰到水流的柔软。我相信，
温暖是从土地深层慢慢传递的。春天的气息
一点点涌动，坚冰深处，水已经有了温暖的气
息。水中的鱼儿最早感知到温暖的水流，它
们不停欢腾着，在寻找抵达春天的路径。春
水在寒冰深处悄悄酝酿，只等春风的哨音响
起，冰河便会在某一个瞬间“咔嚓”一声裂开，
坚固的冰层四分五裂，溃不成军，涣散开来。
随后，所有冰封的水面，仿佛被一声令下解除
封锁般，在最短的时间内流淌起来。寒冬将尽，春水又生，我们即
将又一次与柔软的流水亲密接触，这多么让人期待啊！

当然，抵达冰消雪化之境，需要过程。我们等待的已经太久
了，从冬天来临时，我们就学着诗人的口吻说：“冬天来了，春天还
会远吗？”如今，寒冷虽在，温暖已经潜滋暗长，我们的期许终于要
落到实处了。我想说的是，冬天即将离去，春天转瞬不就到了吗？

“花木管时令，鸟鸣报农时。”这个世界上，花草树木以及鸟兽
鱼虫总是比人类更早一步探听到大自然的讯息。花草树木虽然依
旧是冬日里的冷脸，但青葱的梦想已然启程。等到春风送暖，它们
会立即绽开笑颜。此刻草木们已经隐约感觉到春气将要萌发，它
们已经做足了准备，每一个枝条里都藏着一个绿色的精灵，只待时
候一到，便一起抽出一个绿生生的春天。不知你发现没有，有些树
木的枝条已经变得有些软了，它们经历了严冬的考验，将要在春风
里重生。

山林里冬眠的野兽，睡了一个冬天，做了一个长长的梦。它们
的巢穴最隐秘，安静得只能听得到季节的召唤。有些小动物感知
到土地深处的温暖，猛然惊醒，伸了个懒腰。它们把这个消息传递
给同伴，得到的回应是：再稍等片刻，春天马上就到了。它们的巢
穴之外，寒冷依旧侵入骨髓。但是，再等等吧，春天马上就到。

万物有灵，同人们一起祈望春天。而我们在这个即将过去的
冬天，同样经历了考验。很多人在病痛的煎熬中度过了最寒冷的
日子，恍然间，惊觉冬天即将逝去，春天即将来了。经历了最艰难
的时光，健康和幸福终于到来。熬过了最寒冷的日子，温暖便会如
约到来，这是一种神奇的规律。

坚冰深处春水生，花香鸟语如期至。让我们默默等待，等待春
天的钟声敲响的那一刻！

深夜凉意袭来，坐在书桌前，端起温热的咖啡，犹见灯光下的丝丝蒸
汽，猫儿蜷缩成一团打着盹，脑海里忽闪过“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诗句，于是
再次拿起书桌上那本尘封已久的《我与地坛》，开启冬夜汲取营养之旅。

掩卷之后，地坛这座荒芜的园子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它承载着作者
史铁生的沉思与成长，是他在人生忽地残废了双腿，极尽失落与迷茫之时
逃避喧嚣之选择，一个失意的少年与一座荒芜的园子的相遇，一个灵魂的
自我救赎与超越。是作者对遭遇劫难后生命的沉思和体味，对人生命运的
哲思和超越，在这个冬夜的夜晚，直击我的心灵，激荡着我内心的波澜。

文中对“活着”这个问题的思索，也牵动着我的心，作者以彻悟的口吻
首先交代了与地坛的关系，在与地坛的和解中也首次超越了生死，如作者
所言“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当活
着这个问题解决时，剩下的就是怎么活的问题了，这是一个更难的人生课
题，更需要直面困难的勇气，也需要实践和锻炼。作者将视线移出自身范
围，通过对来到这园子里的其他人的描述，在自然生命、四季更迭中用他人
的命运和活法照亮了自己的心。

关于母爱的温暖和深沉，作者泼墨于母亲逝后的遗憾和追悔，而母亲
深沉的爱滋润并激励着作者。“母亲生前没留给我什么隽永的哲言，或要恪
守的教诲，只是在去世之后，她艰难的命运，毫不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
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刻”。人生海海，遗憾之事常有，但最遗憾莫过于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一刻，亲情之可贵，孝道之精髓深
入人心。

园子里还有时光里相伴到老的夫妻、刻苦练唱的小伙子、豪爽的饮酒
老人、率真的捕鸟汉子、优雅而朴素的中年女工程师、极不走运的长跑家、
结伴来玩的哥哥和妹妹。这些人无声地表达着爱情的可贵、人生的乐趣、
追求的执着、信念的坚定和亲情的力量。作者身陷低谷，这些陌生又熟悉
的人们却默默传递着生命的意义与温暖，也引发了作者对苦难的思考，阅
读过后，如何直面苦难，甚至超越苦难这个问题在我脑海中越加明晰。“她
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
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

不拘泥于当下，即使遇见凋零，遇见苦难，也能勇敢走出去，世界如此
博大，我们身处一隅，勇敢活着已然有意义，学会用辩证的眼光看待遭遇的
一切，也学会用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去认识世界，在对生命的体认中、审思
中完成对自我生命的超越，发现人生的希望与美好，原来，一本好书真的可
以给予人力量。

生命的审思与希冀
□ 萧木可

住在我家楼上的老王原来是跑出租车
的，因为一次车祸，坐上了轮椅。他性格开
朗，和小区里很多业主都熟识。坐上了轮椅
后，老王结识了多位“轮友”，他把“轮友”们组
织起来，一起郊游、逛街，更多的时候聚集在
公园里聊天，帮助“轮友”们重拾对生活的信
心，让他们也变得开朗、热情。

前几天下了一场大雪，小区东边有一条
还没有修通的断头路，积雪没人清扫。我周
末去这条断头路踩雪，远远地看到老王坐着
轮椅，双手握着手轮在雪地上“溜达”。老王
看到我，大声打招呼。我过去问他：“踩雪
呢？”老王哈哈一笑，停下来说：“咱诗意一点
行不？”我戏谑道：“踩雪已经够诗意的了，现
在没几个人有这样的雅兴了。”老王笑着说：

“我不光在读雪，还在雪地上‘写诗’呢。”听了
老王的话，我的心头莫名一颤，忍不住去看老
王“写”在雪地上的“诗”。

轮椅留下的痕迹纵横交错，像一张网。我说：“这‘诗’写的，不
像你的性格。”老王幽默地回了一句：“生活是这性格。”

我欲推着老王继续“写诗”，被老王拒绝了，我就和老王并肩在
雪地上“写诗”。我们一边“写”，一边聊，老王给我讲了很多他坐轮
椅前和坐轮椅后的事情。

老王曾经是一位诗歌爱好者，年轻的时候，读诗，也写诗，结婚
后，所有的时间被柴米油盐塞满了，慢慢就把那个文雅的爱好丢弃
了。出车祸后，得知自己的余生要在轮椅上度过，老王一度心灰意
冷，他躺在病床上，忽然想到了汪国真的诗句：“心晴的时候，雨也
是晴；心雨的时候，晴也是雨”。他猛然醒悟，一个人若认为自己废
了，没有残疾也是废人；若自己不承认自己废了，即使残疾也能和
正常人一样活得漂亮！老王不承认自己是废人，他身体康复后，坐
着轮椅，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老王主动去结识和他一样坐着轮
椅的人，相互帮助，相互鼓励，抱团取暖……

老王坐着轮椅爬斜坡，涉积水。爬斜坡的时候，他从坡上摔下
过，也成功爬上过；涉积水的时候，积水淹没双脚，经常弄得自己满
身泥水。老王说他每次经历挑战的时候，其实是在用心灵和行动

“写诗”，“写”生活这首“诗”，“写”活着这首“诗”。
我再看老王写在雪地上的“诗”，那一行行深深浅浅的“诗句”，

正是老王对“雨也是晴”的完美诠释。
泰戈尔说：“天空没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老王的翅

膀在天空飞过的痕迹，我记得，许多认识老王的人应该也记得。

冬吃萝卜夏吃姜，一年四季保安康。漫长的冬
季里，在我的故乡徐州，家家户户的餐桌上总少不
了椒子酱的身影。椒子酱不是酱，而是一道用萝卜
丁、猪肉丁、油炸豆腐丁、泡发好的黄豆花生米等食
材一起熬制成的家常菜，成品色泽红亮、香辣可口。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萝卜是冬季餐桌上当之无
愧的“主角”。记得小时候每到冬天，家里时不时就
会做上一盆椒子酱。因为天气寒冷，食物易于保
存，做一次可以吃上好多天，每次吃的时候铲出一
碗，回锅加热一下就能上桌，省时省事又下饭。这
道菜还有个独特之处，就是越热越好吃。经过长时
间的炖煮，特别是回锅加热后，猪肉丁肥而不腻，花
生和黄豆绵软入味，吸饱了汤汁的豆腐香浓滋润，
透明的萝卜块不但没有了让人反感的辛辣味，反而
融合了油炸豆腐和肉丁的香味，不管是暄软的馒头
还是热腾腾的米饭或面条，和它都是绝配。

萝卜是我国最古老的蔬菜之一，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栽培、种植、食用
历史。《尔雅》莱菔条中称萝卜为“莱菔、葖、芦菔”。晋郭璞注曰：“芦菔，芜
菁属。紫华，大根。俗呼雹葖。”《诗经·邶风·谷风》中写道：“采葑采菲，无
以下体。”这里的“菲”就是萝卜，可知早在先秦时期，萝卜已是常见的蔬
菜。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莱菔天下通有之”“可生可熟，可菹可
酱，可豉可醋，可糖可腊可饭，乃蔬中之最有益者”“生吃可以止咳、消胀气，
熟食可以补气顺气”。可见在李时珍的眼里，萝卜不仅是全能型蔬菜，还具
有极高的药用价值。《普济方》中记载了一则神奇验方：“萝卜生捣汁，入姜
汁同服”，可以治疗急性咽喉炎导致的失声。至于这方子有没有效用，笔者
没有试过就不得而知了。苏东坡在《狄韶州煮蔓菁芦菔羹》诗中写道：“谁
知南岳老，解作东坡羹。中有芦菔根，尚含晓露清。勿语贵公子，从渠醉膻
腥。”意思是说萝卜汤太好吃了，不要告诉那些公子王孙们，让他们去吃荤
腥鱼肉腻死他们吧。可以说是苦中作乐的典范，读来令人莞尔。

“过了腊八就是年”，这些日子网络平台上年味渐浓，一片热热闹闹的
气氛里，偶然看到椒子酱的做法，瞬间勾起了童年的回忆。所需食材都很
常见，做法又十分简单，循着记忆中的画面，很快复刻出那熟悉的味道。当
香浓软烂的萝卜块、咸香的肉丁和花生米、豆腐块一起，慢慢熬制出黏稠厚
重的鲜辣香醇，配上一碗热腾腾的米饭，就是记忆里百吃不厌的童年味道。

有人说，不造作不矫饰的大众口味，才是饱含真情的美好食物。虽说
萝卜是秋冬养生的好食材，但吃多了也着实不那么美妙，不知道是哪个聪
明的主妇发明了椒子酱这样奇特的菜谱，用最常见的食材、最简单的烹饪
手法，熬制出这样朴实低调却让人眷恋的家常味道。在冷风瑟瑟的冬日
里，有一碗热乎乎的椒子酱下饭，该是最温暖的事情了。

这样日常而又独特的家乡味道，值得年年拿出来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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