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末，难得有机会和朋友一起聚餐，在餐馆
点菜时，我纵情地点了一桌开胃又开怀的美
食。因为长年研究烹饪，席间，我给朋友一一介
绍起每道菜的特色和做法精髓……

当说到“家乡酱牛肉”这道菜时，我滔滔不
绝地讲起一些餐馆的常规做法。比如，如何清
洗、腌制和卤制牛肉，如何让牛肉滑嫩不柴、甜
咸适中。还未讲完，朋友就对我连连称赞，说我
不愧是“美食行家”。

就在这时，我的电话突然响起。一看，是老
爸打来，我就猜到他又要问我是否收到了快递，
之前已经打电话问过多次了。我漫不经心地接
起电话，只听到电话那头传来急促的声音：“已
经是第三天了，你还没有收到我寄的酱牛肉？”
我瞥了一眼物流记录，不紧不慢地说：“一般快
递都要两三天才能到达目的地，急也没用。我
看了物流进度，应该今天能到！”“收到后记得第
一时间告诉我。”虽然隔着电话，我依然感受到
了老爸的牵挂。简单安抚完老爸后，我就挂断
了电话，继续与朋友边聊边吃。

当我吃完饭回到家时，已经夜深，我便自我安
慰：“今天取不到快递了，只能等明天了！”于是，我
携着困意安然睡去。次日早上醒来，我急匆匆地
赶着去上班，又将取快递的事情抛诸脑后。在我
工作期间，老爸又打来几个电话催我去取快递。
忙碌时，我接起电话，匆匆敷衍了几句就挂断了。
老爸怕我忘记，又发短信提醒我下班后去取快
递。到了下班时，天空下起了大雨。为免老爸忧
心，我还是冒雨将快递取回了家。打开一看，几大
袋酱牛肉间夹着一张清晰可见的，被打湿的字
条。上面老爸的字迹依稀可见：这几袋牛肉已经
过以下工序……你食用前再冲洗一遍，可做凉拌
菜，也可炒制或红烧。给孩子吃的牛肉要洗净、揉
碎后再烧热，每次量不宜多。剩余的牛肉要密封
好，放进冰箱冷冻。

看完字条后，我瞬间泪目了。之前，我还津
津乐道地给朋友讲起餐馆里“家乡酱牛肉”的典
故和制法，却从未记起过真正的家乡酱牛肉是
何种来历和做法，那才是饱含着乡愁与亲情味
道的最纯正的家乡美食。

我含着热泪拨通了老爸的电话：“爸，你寄
的酱牛肉我收到了，我会按照你写的去做。以
后，我要把这份家常美味分享给我的食客朋友
们，让他们都知道我有个好老爸！”

家常味里的父爱情深
□汪小科

●●同一个梦同一个梦 孔祥秋孔祥秋 摄摄

有一段时间，我忙得透不过气，连散散心
的时间都没有。

周末送女儿去学画画，走出大门，看到外
面阴沉的天空，心里无比烦闷。女儿没注意到
我的脸色，兴奋地跑了起来：“妈妈，快来，下小
雨啦！”地面的颜色不知什么时候变深了，原来
灰扑扑的路面变得湿润起来，我这才看到，雨
早就下起来了，我的心里盛满了思绪，刚才竟
没发现。我怕女儿摔着，追上她，她拉着我的
手指着：“妈妈，你看，树叶出汗了。”我顺着她
手指的方向看去，树叶上多了一层细密的水
珠，真就如同出汗了一般。女儿又指着不远处
的草地说：“妈妈，你看，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
遥看近却无。”我望过去，那一片嫩黄嫩绿一下
子闯入眼帘，心顿时开阔了起来。原来身边就
有这么美的景色，我只把心思放在远处，以为
远处才有美景，竟忽略了身边的美好。

记得有段时间和朋友计划一起外出旅
行，也都抽不出时间来，只好选择了附近郊
游。那天，和风拂面，我们相约来到一家农家

乐，进门便看到一片开得正艳的玫瑰花海。
那片花海，红的如火，白的如雪，粉的如霞，衬
托在绿叶下分外妖娆，花香扑鼻，让人禁不住
停下来深呼吸。花海旁是一个小小的湖泊，
湖面平静如镜，不远处的玫瑰花海倒映其中，
周围映着白云朵朵，一群鱼儿在水中嬉戏，偶
尔跃出水面，溅起一圈圈涟漪。孩子们在旁
边的草地上玩耍，一会儿玩起木头人的游戏，
一会儿拿着风筝在草地上奔跑，风筝在空中
起舞，周围一片祥和。我坐在湖边的长椅上，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心情
格外舒畅，感觉整个世界都充满了生机和活
力。我原本要去远方的计划顿时打消，其实，
只要有心，便可发现处处都是风景，外面的世
界并不比这里更美。

我想，有时，我们不必执着于去远方寻找绝
美景致，真正的美丽常常近在咫尺，触手可及，就
像一场并不起眼的雨，一片平凡的花海。大自然
的好景色无处不在，只要停下来用心看，便能沉醉
其中、忘却烦恼，涤荡我们黯然的灵魂。

身侧风景如画
□刘丽娟



一个周末，我乘坐公交车到远郊访友，突然
看到车窗外同事独自在街头徜徉。她耳朵上扣
着大耳机，背着双肩包，双手插袋，神色轻松，与
职场的精英形象判若两人。上班后我问同事为
什么周末会去远郊散步，同事告诉我，她曾因工
作压力过大而轻度抑郁，为了调整自己的状态，
她把周末定为自己的“孤独时间”，选一个自己
没有去过的公交车站，在完全陌生的环境和陌
生的人群中享受放空自己的孤独感。如此坚持
了半年，同事的状态完全恢复，周末“探站”的孤
独体验也成为她滋养自己内心的独特方式。

四楼办公室的窗外是一片葱郁的山林，抬
头远眺就有满目翠绿扑面而来。某个清晨，我
因工作的劳累而略感疲惫，便沿着青石板路踏
进山间。山路蜿蜒，偶尔有行人匆匆而过，也
很快便隐匿在层层叠叠的绿意之中。我避开

山顶小广场上热闹的太极队和广场舞队，径直
向树林深处走去。远处的音乐声，在花香与树
影的掩映下，随风送入我的耳中，为这清晨的
宁静增添了一抹清幽。林间的晨雾轻轻飘来，
宛如轻柔的怀抱将我环绕，那一刻，我体会到
了独行者的孤独，那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宁静。
在这孤独中，我逐渐释放了紧绷的情绪，工作
上的琐碎与烦闷如同晨雾般轻轻升起，它们掠
过草尖上晶莹的露水，掠过桃花盛放的枝头，
掠过青松挺拔的树梢，最终消散在温暖的阳光
中。我的心灵在这一刻超越了日常的琐碎，变
得平和而宁静。

独步山林的孤独感在此刻抚慰了我的内
心，也曾在千年前滋养了诗人的灵魂。大唐开元
年间，王维在辋川别业中过着半仕半隐的生活。
这一日，王维满怀着“知音世所稀”的孤独漫步至

深山幽谷，只见含苞待放的辛夷花宛如蘸满彩墨
的画笔，急欲将生命的色彩挥洒于天地间；盛开
的辛夷花摇曳生姿，将春天装点得如梦似幻；凋
零的花瓣轻轻飘落，为草地铺上了芬芳柔软的花
毯。在无人踏足的深涧中，辛夷花含苞、盛放、凋
零三个生命阶段同一时刻交织展现，悠然自得。
王维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辛夷花无视外界眼
光，不因盛开而欢喜，亦不因凋零而悲伤。这满
树孤独开落的春花仿佛成为诗人内心的写照，让
诗人不再颓唐，在随后的幽居岁月中，明月相伴，
清泉潺潺，他的生命因孤独而清澈丰盈。

孤独能够让人在纷繁中找回最初的自
己，在逆境中拥有坚持的勇气。孤独的时候，
人的内心轻灵到会被一片落叶一缕清风惊
扰，却也广阔到山川明月都能容纳。学会享
受孤独，方能在孤独中滋养丰盈的内心。

□罗瑞雪

孤独慰人心
□张振华

在我内心深处，一直深藏着一
片绿色的田野，在那里生长着一种
特别的植物——山药。它的果实，
圆溜溜、肉乎乎的，乡亲们亲切地
称它为“山药蛋”。它是我儿时最
为喜欢的美食，让那时我的味蕾得
到了很好的享受。今天，我依然喜
欢吃山药蛋，我对山药蛋的热爱，
就如同对家乡土地的眷恋，深沉而
持久。

山药蛋是方言，它又叫马铃薯
或土豆。我对山药蛋有一种如痴
如醉的执念。尽管它在很多人的
记忆中并不是那么的洋气，土烘烘
的不上讲究，但它却承载着我对儿
时和家乡的思念，况且我觉得它的
身上有一种朴实平凡的气质，这种
气质与家乡的气质最为贴切，让人
不由自主地想起家乡景，家乡事，
家乡情，家乡人。

一直以来，我总认为山药蛋是
一种特别的食物。它可以当菜，
炒着吃，煮着吃。将山药蛋洗净、
切块，与胡萝卜等食材一同炖煮，
那香气四溢的炖菜，是家乡人的
美味佳肴。一家人围坐在餐桌
旁，其乐融融，享受着美食带来的
幸福和温暖。

除了炖煮，山药蛋还有许多其
他的吃法。比如，它可以与面粉混
合，制作成美味的山药蛋饼；也可
以与鸡蛋、面粉搅拌后，炸成金黄
酥脆的山药蛋丸子等当主食吃。
每一种吃法，都能让我们品尝到山
药蛋的独特魅力。

“山药蛋”不仅价格亲民，人
人都吃得起，关键还扛饿。由此
你可以看见它的足迹遍布大江南
北，无论在白山黑水的东北，还是
黄土遍地的山西、陕西，人口众多
的山东、河南、长江中下游平原地
区，珠江流域地区，甚至是号称世
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也有它的踪
迹。它对光照、土壤、水分、温度
要求不是很高，所以才能在中国
广袤的土地上生长，成为中国人
餐桌上的美食。

山药蛋没有花果、绿树讨喜，
但却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充满
了烟火气息。它像极了家乡的农
民，他们朴实、平凡、实干、辛勤，他
们日日在田间地头穿梭，在挚爱的
土地上洒下汗水，播种、浇水、除
草、收获。他们劳作的一幅幅场
景，通过一个又一个山药蛋得以呈
现，这就是中国乡土中勤劳且励志
的画面。

好久没有回到家乡，去品品家
乡的味道，尝尝家乡的山药蛋，去
见见家乡的父老乡亲了。我知道，
有无数老乡的付出，中国的餐桌才
永远不会缺少中国粮。

如果让我选择一种美食，我
会选择煮山药，因为它的原料
是山药蛋。它有家乡的味道，
也承载着我对家乡事和家乡人
的思念，还有着乡土发展的蓬
勃生机。

家乡的山药蛋

 























































土地，这方承载万物生长的厚土，不仅
是自然界最基本的元素，更是人类文明得
以繁衍的基石。它见证了无数生命的更
迭，记录了岁月的变迁，承载了文化的传
承。在这片广袤无垠的大地上，我们播种
希望，收获梦想，与自然和谐共生，与历史
深情对话。

土地，它有着无边的胸怀，接纳着每一滴
雨水，包容着每一个生命。它不语，却能传递
最深沉的情感；它无声，却能激发最强烈的共
鸣。当我们脚踏实地，感受着泥土的温暖，我
们的心灵也在这一刻得到了净化和升华。土

地，它教会了我们坚韧不拔，教会了我们包容
接纳，教会了我们与自然和谐相处。

在这片土地上，我们见证了四季的轮回，
春的生机勃勃，夏的绿意盎然，秋的硕果累
累，冬的银装素裹。每一个季节，都是土地的
一次呼吸，一次生命的绽放。我们在土地上
劳作，感受着丰收的喜悦，也承受着干旱的考
验。土地，它让我们懂得了耕耘的意义，懂得
了收获的来之不易。

土地，它不仅仅是自然界的馈赠，更是人
类智慧的结晶。从原始的刀耕火种，到现代
的机械化耕作，人类在土地上不断探索，不断

创新。土地见证了人类的进步，也承载了人
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在土地上建起了
城市，发展了农业，创造了文化，这一切都离
不开土地的哺育和支持。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与土地的关
系也在悄然改变。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
大片土地被钢筋水泥所覆盖，人们与土地的
距离越来越远。我们开始忽视土地的价值，
忘记了土地的呼唤。土地，这位沉默的母亲，
正以它独特的方式向我们发出警示：土地是
需要保护的！

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更应该重

新审视土地的意义。土地不仅仅是我们的生
存基础，更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需要重
新建立起与土地的亲密联系，尊重土地，爱护
土地，让土地的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得以传
承和发扬。

保护土地，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让
我们从现在开始，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用自
己的行动来表达对土地的敬意。节约每一
滴水，爱护每一寸土，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
好，让我们的未来更加光明。让我们携手
共进，在这片土地上，书写属于我们自己的
精彩篇章。

保护土地，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袁淑婧



如果非要用一种气味来形容我童年的夏
天，那一定是墨香味。我不知道，我如此深刻
的记忆，到底是因为夏天的酷热衬托了墨香
的悠远，还是墨香的缱绻牵绊了夏天的脚步。

儿时习书，是从夏天开始的。那时，我常
常搬了小木桌到莲缸旁临帖。往砚台内倒上
些许新墨，淡淡墨香就伴着莲韵，微微地氤
氲。晨起读帖，砚边笔耕，一笔一划地书写颜
真卿的《勤礼碑》或是《多宝塔》，片刻之后，内
心逐渐清凉，心平气和。有时，我一坐就是三
四个小时，直到母亲喊我吃午饭，抬头看到几
竿摇曳的莲梗，才惊觉“窗前日光弹指过，席
间花影坐前移”。

童蒙时期，对于习书的理解，终是懵懂。
每周末到老师家中学书，磨墨是避不开的功
课之一。幽幽墨香中，老师悬肘运笔，我在一

旁帮他提纸，看得歆羡不已。大暑时节，他
有时连电风扇都不用开，蒲扇轻摇，长夏就
缓缓地荡漾开去。一幅作品写完，他颇有深
意地沉吟，翻出周星莲的《临池管见》与我共
勉：“作书能养气，亦能助气。静坐作楷书数
十字或数百字，便觉矜躁俱平。若行草，任
意挥洒，至痛快淋漓之时，又觉灵心焕发。”
我听罢，只是点头。我那时的悟性，尚不能
在古人的法帖里探幽觅胜，却能切身体会
到，习书可以除烦去躁，安静心神，是难得的
消暑良方。

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终于拥有了
大块的时间。几乎每天的晚饭后，我读上
一会儿书，剩下的时间，就都交给书法了。
漫漫长夏，我先是精心临习褚遂良的楷书，
后来喜欢二王和米芾的行草，隶书写的则

是曹全碑。清冷或者热闹，耿介或者平和，
基本都涉猎了。那个暑天，我尤爱米芾的

“振迅天真、沉着痛快”，便临了他许多书
帖。夏夜沉闷，电风扇开了三档，墨香隐
约 在 宣 纸 上 舒 展 开 来 。 临 帖 不 觉 已 夜
深，我感受着老米行书的风貌和意趣，进
入其书写时的心境，慢慢体味心手合一
的惬意……

此后，囿于繁重的学业，我与书法渐行
渐远。考上大学的第一年，宿舍没有空调，
盛夏来临，床板都是滚烫的，唯有电风扇伴
我消磨着难以入睡的夜晚。半醒半睡间，
我感觉有什么东西落在我的心头。哦，那
是少年时期的长夏，那是串联起长夏的阵
阵墨香……

于是，鬼使神差地，在异乡的夏夜，我从

床上爬起来，拧开小台灯开始临帖。我的笔
锋在徽宣上错落地跳荡，起伏跌宕，时而疾
厉，时而徐缓。我像个醉酒忘情之人，在弥散
的墨香中，我听到了流水淙淙，我触到了海风
的呼吸，我在长得望不见尽头的海平线上尽
情奔跑……这一刻，岁月深处的墨香，终于与
难熬的夏天再度重逢，一管在握，似有凉风传
来了问候的消息。

淡淡墨香消长夏，回首处，总有种浅浅的
情愫挂在心头。说到底，人生不过是一场心
灵的体验。透过芬芳的墨香味，让心灵逐渐
丰盈起来，静谧起来，正所谓“心静自然凉”。
诚如陶渊明隐居田园，悠然望南山；刘禹锡身
居陋室，鸿儒往来，调琴阅经，享受其间。

让墨香氤氲在心间，何止季节的长夏可
消？人生的长夏也会清凉舒爽、一路芬芳。



□黄金铎

落日
落日，是天空中最美的画卷，也是

一天中最温柔的告别。当那金色的阳
光渐渐褪去，留下一片淡淡的橙红，仿
佛整个世界都被这温柔的光线所包裹，
让人心生宁静与祥和。

我静坐在村后的那道长堤上，从那
里刚好可见日落的全过程。背景是整
个村庄，中间隔着一大片麦田。阳光已
从明艳的亮黄色转向了饱满的橙黄，太
阳周身散发着宁静的光芒，旷远的田野
上，落日像狐狸潜入这国度，转瞬间点
燃整片麦田，让世界都变暖了。远处矮
矮的房屋，蜿蜒的小径，顺从地披上了
金色的纱衣，静静地坐在堤脚下的远
方，一种历史的敦厚感油然而生。村庄
被树木环抱着，恬静的好像熟睡的婴
儿。夕阳一寸寸地落在了树梢上，温柔
地亲吻着整个村庄。云也开始变暖了，
从黄到红，一缕缕地搭在夕阳两侧，一
层层的，每一层都有它的颜色和纹理。
万物都似乎沉浸在一片梦幻般的色彩
中。而那天空中的云彩，更是被染成了
各种奇妙的颜色，从深红到浅橙，从金
黄到淡紫，宛如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
我屏住了呼吸，生怕自己的气息打破这
寂静的时刻，氤氲了这完美的杰作。

我想起了不远处的城市，钢筋水泥
混凝土的世界，不知在夕阳的笼罩下是
否能变得柔和？不知人们看见了这一
点暮光，会不会觉得那些坚硬的高楼大
厦也有了生机？只是在那里，我希望也
有一个人，不管他是立在桥边抑或是伏
在窗前，一个人也好，和别人也无妨，都
能够静下心来，默默地看这场落日，看
它敛起光芒，看它霞光满天，看它躲进
云隙，看它没入地平线。我知道，在地
球的那一边，它依然会沿海岸线升起，
我只是想，夕阳并不代表生命的完结，
而是另一个崭新的开始。我看落日，没
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伤感，
这么美的画面，何必要以惆怅作结。

我想，此时人们的心情也似乎随着
落日的温柔而变得宁静、平和。一天的
忙碌和疲惫，在这一刻似乎都烟消云散，
只留下内心的宁静与满足。人们或独自
漫步，或与亲朋好友相伴，共同欣赏这难
得的美景，享受这份难得的宁静。

落日，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人类
情感的寄托。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
不妨多留一些时间，去欣赏那美丽的落
日，去感受那温柔的光线，去品味那宁
静的时光。

□曾洁沙

时光印记
我在房中看书。临近傍晚，女儿兴

奋地呼唤我，去看窗外的夕阳。太阳像
披着一层橙黄色薄纱的婉约佳人，它的
光染红了天空。这一刻的唯美，让我沉
浸其中。但慢慢地，它缓缓地沉入地平
线，就像是一位疲惫的舞者，赶着在最
后一抹光辉中谢幕。我的心情，也随着
夜幕降临黯淡了下来。当我回过头看
女儿的时候，却看见了她眼里闪耀着期
待的光，她兴奋地说：“明天这个时候还
可以看夕阳咯。”听到她的话，我的心一
下子就被点亮了，跟着她一起，期待着
明天的美景。

我想起自己去省博物馆参观的时
候，伴随着展厅暗沉的灯光，一股浓浓的
历史厚重感迎面袭来。那些青铜器皿，
沉睡了几千年。它们也许是西周某个贵
族日常使用的器皿，无数次地推杯换盏
之后，被掩埋在厚厚的黄土之下。当它
们经过岁月的沉淀，被世人发现的时候，
却成为了“国之重器”。在这一刻，我就
像是一个见证者，打开了历史之门，看到
了匠人们的高超艺术，感受到了青铜器
上的文化传承。那一卷卷字画，也许是
某个失意书生的酒后洒墨挥毫，那一笔
一画的辛酸与落寞，被遗忘在角落落
灰。当我凝望着字画的时候，我仿佛穿
越了时空的隧道，酣畅淋漓地与之对话，
体会他的喜怒哀乐。日往月来，每一件
文物都是时间的印记，都是一段历史故
事，它让我们见证了沧海桑田的变更，也
体会到了文化的源远流长。

前不久，家人提议去郊游，在他们
的游说下，我放下工作，一同前行。溪
水潺潺，我静坐在小溪边，看着小鱼儿
在清澈见底的水中自由自在地游弋。
小孩子们在奔跑追逐，嬉戏声伴着流水
声，在这静谧中，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我看着小孩子们脸上露出的笑容，那天
真无邪的欢愉，已让我忘却了思虑工
作。大人们在溪边摆上桌椅，放上食
物，泡上茶一壶，和着春风徐徐，谈笑风
生。在这一刻，我感受到了时光的馈
赠。时光虽流逝，但只要我们用心去珍
惜和把握，它就会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
深刻的印记。

在流转不息的岁月长河中，我们
如同漂泊的船只，一点一滴地接受岁
月的赠与。或许我们无法抓住那些
稍纵即逝的瞬间，但我们却在这些流
逝的时光里，感受它们的震撼和感
动。这些体验和记忆，就像一颗颗
璀璨的珍珠，把我们生命的项链串
联了起来。我们在这些时光里，不
断地获得。





































































































































墨香氤氲消长夏
□沈贵芳

2024年7月24日 责任编辑：王瑛 校对：梁利蓉 版式设计：谭志强情感牧歌8民民生生专专刊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