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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腊 月 里 ，

最 让 人 感 到
滋 味 悠 长 的
当 属 于 腊 八
粥了。

▲

有 时 候 ，
掩 卷 而 读 是
一种光彩。

腊月里，最让人感到滋味悠
长的当属于腊八粥了。那一粒
粒晶莹剔透的糯米、一颗颗朴素
饱满的豆子，经过小火的细熬慢
煮，就有了缭绕的香气。那种甜
甜的气息，随着接开锅盖的那一
刻顿时在整间房子里弥散开来；
闻之不禁食欲大动，吃一小口更
是唇齿留香。

记得小时候，每年腊八节这
天母亲就会早早地起床为我们
熬一锅香喷喷的腊八粥。母亲
做的腊八粥不拘泥于食材，往往
家中有什么就用什么，每年的腊
八节我们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惊
喜。尽管那时物质条件并不好，
粮食也比较缺乏，但母亲总会想
尽办法熬出一锅香粥来。一些
大米，再搭配自家种的花生、玉
米粒、绿豆、薏苡仁，加红薯块
儿、晒干的红枣，还有采摘的一
些野生枸杞，食材便凑齐了；红、
绿、黄、白夹杂，色泽鲜亮，煞是
好看。经过母亲的精挑细选组
筛选，食材环节的工作就完成
了。

随着袅袅炊烟的升起，锅中
的水不一会儿就已经煮沸了。

下入米豆，等待着它们在沸水与
时间的打磨中慢慢蜕变。这时
候，那些食材就如同一个个调皮
的小精灵欢快地在锅里翻腾，旋
转。当发出“咕嘟咕嘟”的声响，
母亲随即用火钳压一压柴火，便
改用小火慢熬了。母亲一边看
着火候，一边掀开锅盖用铜勺子
缓缓搅动，防止糊锅。待至粥稠
将熟时，放入红枣，野生枸杞，移
时香味四溢，缭绕蔓延，沁人肺
腑。

最欢喜的当属于在那样寒
气袭人的早晨，一家人围坐在方
桌前，每个人的手里都捧着一碗
热气腾腾的腊八小粥。佐一两
勺白糖，吹食下肚，香喷喷、甜丝
丝的味道，从舌尖绽开。那种亲
切的暖流随口腔经食道下胃，然
后蔓延至全身，让人倍感惬意。

人们常说度过冬天的最佳
方式，是邀约三两知音好友，一
同围坐在小炉前，温着新醅酒。
但我觉得在这样的大冷天里，与
家人们一同喝着煮好了的热乎
乎的腊八粥才更是一种美好时
光。幸福与快乐，在粥里传递，
在亲人之间传递。

乡下时光如远走的云影，与
缤纷多姿的时代遥如隔世了，但
我割舍不掉的乡间记忆仍如花
朵初开，在新生活中跳跃着往日
的质朴和光鲜。编笊篱这一民
间手艺，就是这样一件乡村往
事。

笊篱，这个不起眼的小物
件，散发着浓郁的家常生活气
息，一如穿戴中的衣兜和衣袖，
虽无奔牛之态，却与家家户户的
生活大气象依依不离。我对乡
间大小之事，更是充满无限的眷
恋与怀想，骨子里钻进了难以割
舍的情缘与感怀。父亲在乡间
暖阳下风雨中编笊篱的一抬手，
一侧身，都闪烁着故土的难舍与
情致。

笊篱，用竹篾或铁丝、柳条
编成蛛网状，供捞物沥水的器
具。像漏勺一样，有眼儿，家常
烹饪时，用来捞取食物，使被捞
的食品与汤、油分离。那时我住
在乡下，依偎在农民父亲朝朝夕
夕的影子里，常常见到巧手父
亲，来到不远处的小河边割柳
条。一回到家，便着手开始编笊
篱。

编笊篱不像编箩筐、编柳
篮，本是农村柳编中的小手艺，
笊篱个头看起来也小得可怜。
可父亲热爱乡村生活，总爱在点
点滴滴中寻找情趣，总觉得土生
土长的庄稼人，虽不比城里人生
活丰富多彩，但只要用心去打磨
乡下简朴的日子，也完全可以在
乡村时光中活出精彩，把一家一
户的小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割来柳条，先要尽快剥皮，

给一根根柳条脱去绿衣，呈现出
光洁滑润的质感来。父亲手中
的镰刀轻轻一抖，柳条根部的树
皮裂开一道口子，父亲粗大的手
指分别抓紧树皮和柳条，用力往
下一捋，一根根青白色的枝条就
加工成了编笊篱的好原料。父
亲常在夏热的蝉鸣时节割柳条，
编笊篱，这时柳条绵软，有韧性，
编织的笊篱匀滑适度高，容易出
精品。有心的父亲不只作为家
常使用品，还会与别人一同把玩
品赏呢。因而编织的每个环节
上，即便是准备阶段的选柳条，
父亲也会精选一些多年生柳树
上的优质柳条作原料，还做到适
可采割，确保树木正常生长。

父亲是民间编织能手，箩
筐、柳篮、背筐还有冬天常用的
烘篮，这些农村家常编织用品，
父亲样样精通。编笊篱虽为一
件小制作，父亲总是投入极大的
用心和热情，一把把嫩白的柳条
经父亲的巧手一摆弄，一个个小
巧的笊篱都是耐用又可观赏的
精品。这些讨人喜欢的小笊篱，
父亲还会送一些给亲戚和邻居，
剩余的就拿到集市上换一些零
钱维持生计。父亲是个庄稼汉，
除了播种秧苗，期盼秋收，其余
时间便埋头在民间编织的情缘
中了。

编笊篱乃乡间物事，又是久
住乡下的父亲质朴的乡间生
活。这简单的手编，是父亲的不
弃不舍，一如爬满篱笆墙的牵牛
花，微笑着根植泥土，简简单单
地绽放着自我和朴实的乡村生
活。

乡间笊篱
董国宾

滋味悠长腊八粥
彭海玲

好的书，可以暖心。这
是我在一个大学的读书会上
说的。

所幸，那些年轻人能够
理解我的意思，没有反驳我，
而是顺着我的话题，分享了
他们自己的体会，那种热烈
劲，让我明白，好的书是可以
慰籍心灵的。

星期天，去图书馆看书，
座位坐得满满的，好多人只
顾埋头读书，大厅里却很安
静，几乎没有声响，原来，翻
书也是悄然地打开和收割，
收割知识，收割理想，这些悄
无声息的掘进和收割，会收
获更多，也散发着知识的光
芒。

还没有供暖，似乎有点
冷，可都只顾读书了，没有人
觉得冷。是呀！对于埋头汲
取营养的人来说，外界地一
切都是多余的，这个时候，孜
孜以求的是急迫的，温暖的，
谁会觉得冷？本来就是，这
样开放的图书馆，没有兴致，
大冷天的，没人能呆的住。

其实，沉浸在书里，一切
都是美好的。

想起古人的十年寒窗，
万千寒门子弟，心中的暖，就
是出人头地，为的就是求取
功名，从而心怀天下，用自己
的满腹经纶，修身齐家平天
下，更要怀揣报复，报效国
家，惠及黎民。

没事的时候，我喜欢到
新华书店转悠，时常被那群
如饥似渴的阅读者感动，他
们不为买书，到那里就是为
了找到心仪的书使劲阅读，
不管天多冷，索性坐在冰冷
的地上，用横排的汉字取暖，
滋养求索的内心。

上学的路上，时常可以
看见以一位老学究，坐在藤
椅上一边饮茶，一边看书。
出于好奇，总是停下脚步远
远驻足观察他，久了，也习惯
了，也知道这人的来龙去脉，
内心不由得徒生许多尊敬
来。老先生姓冯，民国时的
文人，旧时师范的老师，县里
好多好多有名望的，没名望
的人都是他的学生，来看他
的人，都是冲他的学问，是读
书温暖了他的人生。

再次透过雪窗，看他掩
卷而躺，那么的中意文字，我

的内心也不由得掠过一丝温
暖……可能受他的影响，我
也喜欢上了书。我父亲爱
说，读书可以改变人的命运，
他讲的是大道理，我也明白
他的苦心，就由着自己的爱
好喜欢上了书本，这也是机
缘，我们的语文老师，后来是
我们县的教育局长，他在很
多场合都要讲，语文课本里
文章都是最好的文章，都是
教育专家和文学家们倾心奉
献的精品，是每一个接受学
龄教育的青少年最好的读
物，值得我们用一生铭记。

想想也是，从小学到大
学，我们又学习了多少文学
经典作品，也因此让我们受
惠终身。教会了我们多少做
人的道理，积累了多少深厚
的学识，书本，温暖了我们一
生。

一路走来，回首身边，那
些学习尖子，高考状元，哪一
个不是用书取暖，取得了骄
人的成绩。书，就是通往成
功之路的桥梁，且浑身上下
阳光四射，光彩照人。

不 说 古 人 头 悬 梁 锥 刺
股，但就现在而言，谁选择了
书本，谁就是人生的赢家，上
至国家元首，下至普通百姓
皆以如此，学库五车的人，往
那一站，气场和风度就会风
光无限，这是必然，内秀也是
文气，有光芒的。

坐高铁或乘飞机出差，
总会遇到一两位抛开手机，
孜孜读书的人，他们的举动
时常会让我的心头一热的，
快餐时代，仍还有这么执着
书香的人，用偶有的闲暇啃
大部头书籍，他们的心里有
多阳光，连周边的人都会投
去赞许的眼光，内心悄然融
化一丝丝冰冷的愧意。

有时候，掩卷而读是一
种光彩。

仔细想想，也是，时代摒
弃了许多落后的东西，进而
被电子产品和科技产品取
代，唯一取代不了的，就是阅
读。读书暖，不是温度的暖，
是知识的暖，这种暖，在思想
里，在心里。

活着，还是忍不住要读
书，书里，除了是知识的海
洋，还有庄稼和阳光……

读书暖
潘新日

▲

父亲在乡
间 暖 阳 下 风
雨 中 编 笊 篱
的一抬手，一
侧身，都闪烁
着 故 土 的 难
舍与情致。

2 版

您 关 心 的 就 是 我 们 关 注 的

新闻热线：89229110 E-mail：fxxw0001@163.com

2022年 1月

7
星期五

农历十二月初五 微信号：fx962518 邮箱：fx962518@163.com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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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农业农村局召开
执法人员警示教育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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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以像外 得其环中
——书法家史经伟印象

1 月 5 日，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城管局离退休党支部书记周长顺，向来自天津、南京、常州的回乡度寒假
大学生讲述抗美援越的难忘岁月。

今年 81 岁的周长顺，是一名曾经参加过抗美援越的老兵。他退休不离岗，多年来坚持到学校、社区、
军营，向青少年大中小学生进行党史、军史和革命传统教育，寄语青少年奋发有为，报效祖国，成为国家的
栋梁。图为周长顺（左二），向来自天津、南京、常州的回乡度寒假大学生介绍抗美援越获得的纪念章。

高荣光 摄影报道

2020年—2021年帮促工作汇报会
暨丰县“五方挂钩”帮促协调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