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2024 年 12 月 11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于伯平 美术编辑：徐民 校对：李吉洋 LIAOCHENG RIBAO副刊

在我们老家，水饺有个美丽的名

字：“弯弯顺”。儿时，全家老少围炉而

坐，一起捏制“弯弯顺”的场景让我记

忆犹新。

有一次，雨雪天，奶奶喊我们全家

去她家包“弯弯顺”吃。我们热情地响

应了奶奶的邀约。进门后，爷爷正在

揉面团，馅料已准备妥当：一盆韭菜猪

肉馅，一盆白菜鸡蛋馅。看到我们，爷

爷开心地招呼说：“快去洗手，待会我

们一起包。”

只见爷爷先在面团中央戳了个

孔，然后把面团搓成一个环形。在爷

爷熟练的搓揉下，圈变大了，圈的线条

也粗细适宜。接着，他将环着的面圈

切开，一手拿着刀，一手往左边一扭切

一刀，再往右边一歪切一下，一个个面

团轻压后便是面皮雏形。爷爷抓了一

把面粉撒上，温柔地对奶奶说：“老婆

子，接下来轮到你展示才艺了！”奶奶

笑着走向灶台，拿来小号擀面杖。

奶奶左手轻拿面皮，右手压着擀

面杖，面皮在奶奶手下顺滑地飞舞，就

像东北“二人转”的手帕在舞者手中那般自如。奶奶擀的面皮柔韧有

度、厚薄适中，大小均匀，我看得入迷，不由赞叹起奶奶的深厚功力，

奶奶脸上乐开了花，应着说：“那当然了，我可是几十年的老面匠了！”

说着，手下的面皮擀得更带劲了。爸妈则教我们如何包制“弯弯顺”，

先是将圆形面皮放上馅料后对折，并在中间捏一下固定，然后将“弯

弯顺”放左手，正面的皮比反面少留些，从面皮末端捏起，后面多出的

捏成几个漂亮褶子，如此再捏另一头。在爸妈的指导下，我们捏出了

一个个“独创”花样。你瞧，我捏了个穿百褶裙的“小月亮”，妹妹包了

个吃撑了的“胖元宝”，再瞅瞅弟弟的：他在爸爸协助下，用两片面皮

捏了个高背“小乌龟”。奶奶被逗得忘了手中的活儿，爷爷也从灶台

跑过来哈哈大笑。

妈妈还教我们在水饺里藏了些“吉祥宝贝”：有的是板栗，寓意大

吉大利；有的放糖，预示日子甜蜜和美；还有的则放花生，寄托和泰安

康之意；最意外的莫过于放一枚硬币了，奶奶说“那是希望大家来年

都财源滚滚”。听妈妈和奶奶说着这些吉祥话，我们的心情也分外明

亮、欢欣。

水饺下锅后，我问爷爷，为什么把水饺叫“弯弯顺”呢？爷爷说：

“你看锅里的它们像不像弯弯的月亮？自古月亮就有团圆之意，而且

我们吃了这‘吉祥馅’水饺，生活就会顺利、如意。”那时，我还不是很

懂爷爷的话，只觉家人围坐，吃着水饺、闲话家常很是温馨。

长大后，当我再次“复制”那份“弯弯顺”时，看着沸水中，一个个

“月亮”沉沉浮浮，一颗颗“元宝”尽情欢跳，时而遨游过几只“小乌

龟”，我恍然间悟了：“‘弯弯顺’这名字真有大智慧啊！生活给予我们

的困苦波折不就是那道道‘弯’？对平安顺遂生活的渴望也是祖辈们

厚望的‘顺’啊！‘弯弯顺’似乎在说：不论何时，只要对生活抱有热情

和期望，一切都会顺的！”

“弯弯顺”以其独有的魅力在我们老家代代传承。亲人团聚时，

我们捏一锅祝福“弯弯顺”；孩子远行求学时，父母包一锅顺意“弯弯

顺”；丈夫出工务农时，妻子煮一盘平安“弯弯顺”。所有无法言说的

爱都藏进了如意“弯弯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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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来家里做客，赠了一盆乳茄。

初见这种植物，便被它的外形和色彩惊

艳了。它果实形状奇异，非常特别，基

部有3—5个乳状突起物，看起来就像

手指或者牛角，呈倒梨状，色泽金黄耀

眼，很是惹人喜爱。

乳茄，又称黄金果、茄子、五代同

堂、五指茄，是一种茄科茄属的直立草

本植物。乳茄在冬日里挂于枝头，宛如

一盏盏精致的小灯笼，散发着淡淡的、

不易察觉的光泽。它们的外皮，光滑而

略带蜡质，呈现出一种温润如玉的质

感，却又在不经意间透露出几分金属的

冷冽。又似晨曦初露时天边那抹淡淡

的乳白，晶莹剔透，纯洁无瑕，给人以无

限的温柔与希望。

最令人称奇的是乳茄的颜色，那是

一种介于金黄与橙红之间的温暖色调，

仿佛是将夕阳的余晖凝固在了这小小

的果实之中。每当夕阳西下，天边最后

一抹余晖与乳茄的色泽交相辉映，整个

世界似乎都被染上了一层梦幻般的色

彩，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冬日的时光

沉浸在一片深邃的宁静与沉思之中。

在这银装素裹的季节，乳茄傲然的

姿态，独立于寒风之中，每一颗果实都

像是精心雕琢的艺术品，圆润饱满，表

皮泛着柔和的光泽。乳茄的金黄显得

尤为耀眼，就像冬日里的一抹暖阳，温柔地拂去了寒冷。

乳茄，不以繁花似锦争春，亦不随落叶飘零叹秋，即便是在最不

起眼的角落，也能绽放出令人惊叹的光彩。从青涩到成熟，乳茄经历

了无数风雨的洗礼，却始终保持着内心的纯净与坚韧。乳茄常常被

赋予吉祥、富足的寓意，将乳茄置于家中，能够带来好运与安宁，它以

一种无声的语言，传递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乳茄，以一种不屈不挠的生命力，挂满枝头，点亮了冬日的黯

淡。在每一次凝视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触动，那

是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向往。同时让我们懂得，在逆境中寻找光明，于

寒冷中拥抱温暖。乳茄挂枝亮冬日，让心灵在冬日的沉静中得到滋

养，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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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是村庄中的条编能手。那些

采自山林、带着泥土芬芳与自然润泽气

息的枝条，在他手中轻舞，仿若被赋予

灵魂。每一根篾条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经纬交错间，勾勒出乡村的细腻纹理，

一只只精美的筐篓应运而生，盛纳着生

活的琐碎与温馨。

每逢农闲时节，爷爷总会带着我走

进那片山林。树林的灌木丛里，一墩墩

树枝条绽放着紫红色的小花朵。爷爷

说，那些小野花的枝条俗称杏条，两年

生的杏条乃是编筐的上等材料。我仔

细端详着那些紫红的小花朵，它们在细

长的枝条上纷纷盛开。小巧的花型仿

若蝴蝶，山风拂过，淡淡的清香飘然而

至，花瓣在柔软的枝条上随风摇曳，仿

佛在迎风曼舞。这些在荒野之中摇曳

生姿的灌木林，虽无人欣赏其美丽，却

顽强地生长着。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之势遍布山林，仿佛在向世人昭示着它

们有着属于自己的使命与价值。

立秋过后，爷爷便开始了他的条编

筹备之旅。爷爷精心挑选那些笔直且

少枝节的杏条，晾晒于阴凉之处，待需

用时放进门前的小河沟里浸泡六至七

天，再打捞出来进行编织。若是新割回

的枝条则需熏制后编织。经水浸的枝

条，褪去生硬，变得柔顺而坚韧；熏制后

的，则多了几分古朴与韵味，可随心弯曲扭转，在爷爷手中变幻出各

种形状。

条编时的爷爷，神情认真而又专注。只见他在地上铺开那些枝

条，四根分为一组，摆成“米”字型。接着挑选一根细的杏条插入其

中，上下绕圈编织以压住粗杏条并固定好，绕两圈后形成圆形底座。

再加入一根粗细均匀的杏条扭编交叉，将其绕进去当作主干一起编

织。两根一组绕着扭编，筐底编成后，将两端筐芯收拢成弧形，再依

次缠绕向上编织。“编筐编篓，全在收口”，这是爷爷时常念叨的话

语。编织好的筐篓恰如一个新生命，于爷爷的指间缓缓诞生，满溢着

生命的温度。

冬天的夜晚，窗外凛冽的北风呼啸着掠过寂静的山村，而屋子里

却呈现出一处温暖的场景。炉火燃烧得通红，火炉上的水壶“咕嘟咕

嘟”地冒着热气，爷爷泡好了一大壶茶水，奶奶拿出了招待乡邻的糖

果。乡邻们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跟着爷爷学手艺的男人们干劲十

足地忙着条编，女人们则慢悠悠地唠着家常，欢声笑语不断，孩子们

欢快地嬉闹着跑来跑去。在那漫长的寒冬日子里，大家聚在一起互

相切磋技艺，条编宛如一条无形的情感纽带，将人们的心紧紧相连。

大家的欢声笑语与枝条的摩挲声交织在一起，编织出一幅温馨的人

间烟火气的乡村画卷。

如今，条编筐早已从上世纪的兴盛逐

渐走向沉寂，最后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

野和生活。爷爷也随着时光老去，同树林

中那些泛着泥土芬芳的枝条，一起回归大

地的怀抱。但与爷爷相伴的那段岁月，却

如一束暖光，永远在我记忆深处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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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何时起，停电成了一件遥远而

新奇的事情。然而，前几日，我所在的这个

小村庄竟然停了电，据说是农电站的线路

烧坏了。

黑暗来临时，我是有些不适应的，随

后，查看手机通知告知一晚上都会停电，于

是我摸索着找蜡烛，记得上一次点蜡烛已

经是十几年前了。此刻，母亲早已入睡，村

庄也在秋风的吹拂下，静谧得如同梦境。

屋外，草木在秋风中沙沙作响，偶尔几声犬

吠划破沉寂，远处的田野和山林都笼罩在

朦胧的月色之下。我点燃了蜡烛，书房瞬

间被淡淡的烛光填满。这种光不同于电灯

的强烈刺眼，它更温柔，更柔和，仿佛与四

周的黑暗互相依偎着，共同呈现一种久违

的宁静。

坐在桌前，翻开一本书，眼前的文字在

烛光中隐隐浮现。在这寂静的深秋夜晚，

伴随着树叶的沙沙声，我的思绪竟然飞回

到了儿时。那个时候，每到夜晚就会停电，

父母便早早休息，而我总会偷偷摸摸地在

小房间里点燃蜡烛，用一丝微弱的光线来

继续读书。

“孩子，太晚了，别读了。”忽然，母亲的

声音在耳边响起。她轻轻走到我身边，看

着我微微泛红的眼睛，带着慈爱和一丝无

奈。她总担心我读书太久会伤眼睛，可是

那时候的我哪里在乎这些呢？被故事的情

节深深吸引，连母亲的劝阻也化为耳边的

轻风。我还记得，有一回她见我如此痴迷，

便不忍心再打断，只是默默地站在我身边，

一只手轻轻按在我肩膀上，轻轻地叹了口

气。年少时的痴迷，总是因为追求一种未

知的渴望，而烛光下的阅读，恰如其分地满

足了这份渴望。

如今，我再一次看向眼前的书本，仿佛

再次置身于儿时那样的夜晚。窗外的月光

透过窗棂洒进屋内，柔和地融入了烛光的

光晕。烛光与月光在空气中交织，带来了

几分朦胧的诗意，让我感到一种深刻的宁

静，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我和手中的书本，

以及那无尽的寂静与沉思。

或许，现代生活中我们对灯光的依赖，

剥夺了许多阅读的乐趣。我们不再需要耐

心等待天黑之后的片刻宁静，也不必再点

燃蜡烛，在微弱的光线中细细辨别文字。

而在那样的时光中，文字似乎比现在更有

质感，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被烛光映得如

浮雕般立体而生动。

记得读过一句话：“人需要黑暗才能看

见星光。”现代的生活将夜晚照得亮如白

昼，让我们失去了与黑暗共处的时光，少了

夜的包容，少了在静谧中反思的片刻。我

们在明亮的光线下读书、学习，却很少像儿

时那样对书页充满敬畏与珍惜。那一份在

黑暗中点亮光芒的满足感，在如今已是难

得一见的感触。

渐渐地，蜡烛燃到尽头，微弱的火光在

最后一刻闪动几下，终于熄灭了。房间顿

时陷入一片黑暗，眼前的文字也随之消

失。我坐在黑暗中，闭上眼睛，耳边只有树

叶的沙沙声。此时的寂静与黑暗，让人更

加珍惜那短暂而温柔的烛光。

随着烛光的消逝，我合上书本，走到窗

边。抬头望向深邃的夜空，发现月亮依旧

高挂在夜幕之中，将它那柔和的光辉洒满

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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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登湖》是美国作家梭罗于1854

年出版的一部散文集，书中有句话：“我们

再也不会夜间露宿，而在大地上安居，结果

忘记了苍穹。”这句话道出了现代人缺失幸

福感的本质原因。梭罗通过描述自己在森

林中独自生活的经历，为世人指明了一条

清醒的道路，让我们领悟到如何更有意义

地活着。虽然我们不必复制他的生活方

式，但可以从中获得启示，学会寻找自己的

瓦尔登湖。

首先，要减少物欲，过简单的生活。我

们生活在一个物质丰富的时代，基本需求

早已满足，但人们仍在追求更多更好的物

质生活，仿佛永无止境。梭罗告诉我们，过

度追求物质只会束缚个体的自由和幸福，

而简朴的生活能使人们更接近真实的自

我。他用28美元建起小木屋，靠种植满足

一年的食物自足，穿着简单实用，燃料则是

枯木和树根。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后，他

拥有了大量时间用于阅读、写作、感受大自

然和思考人生，最终获得了心灵的宁静与

自由。因此，我们要减少物欲，过简单的生

活，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从而获得更多

的幸福和满足感。

其次，要亲近自然，与大自然和谐共

处。梭罗在书中以诗意的笔触描绘了人与

自然的和谐共生之美，鼓舞我们走到室外

亲近自然。在城市中，我们不必总去远方，

只需在忙碌的间隙，漫步于草木之间，倾听

风声、观察鸟鸣、感受季节更迭，仰望苍穹

的辽阔。每个人都能从大自然的任何事物

中找到最甜蜜、最温柔、最纯洁和最鼓舞人

心的朋友。

再者，要让生活的节奏慢下来，给生活

留白。我们的生活不应总是忙碌，要留出

一些空白时间，不安排任何具体的事情，只

是静静地享受这份宁静和空白。在这样的

时间里，我们可以放下所有的烦恼和压力，

让心灵得到放松和滋养。梭罗曾在书中描

述自己舍不得让美好时光浪费在任何工作

上，喜欢为自己的生命留出更多的空间，静

坐在门前的阳光下凝神冥想。留白不是浪

费时间，而是让我们真正地放松身心，为接

下来的挑战做好准备。

此外，要学会独处，在独处中独立思

考，不断自我成长。独处并不是孤独或与

世隔绝，而是一种主动选择的生活方式，为

了更好地倾听内心的声音，与自我对话，从

而获得精神的独处。在独处中，我们能够

远离喧嚣，摆脱外界的干扰和束缚，专注于

自己的思考和创作。这样的时刻，“只要善

于捕捉自己的创造力，它就可以随时随地

为我们提供崭新的生活前景。”

最后，要坚定追逐自己的梦想。梭罗

抛开金钱的羁绊去了宁静的瓦尔登湖，不

是为了消极遁世，而是避开干扰，进入生活

的最深处，汲取生命的精髓，摒弃一切不属

于生活的东西，坚强稳妥地生活。他最终

寻得了真理，重塑了自我。他说：“人人夸

赞的所谓成功的生活，也仅仅是生活的一

种而已。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夸赞生活中的

一种而贬低另一种呢？”所以我们不应该用

自己的价值观去评判别人，也不必被别人

的眼光所束缚，而是要勇敢地坚定自己的

方向，追逐自己的梦想，勇于面对挑战和困

难，活出真正的自我。

寻
找
自
己
的
瓦
尔
登
湖

■
刘
志
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