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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孔庄村的夜是静谧的。
初冬的夜晚，半个月亮早早

地挂在了天空，屋里暖意融融。
92岁的尚凤英老人家里笑声不
断，这是我和海玲、卢菊香三人
在跟老人聊天。

尚凤英老人已是鲐背之年，
耳不聋、眼不花、背不驼，说话清
清楚楚。老人留着银白的短发，
个子不低，身材匀称，脸上始终
含着笑意。聊天中我得知，每天
早晨起来她做的第一件事是扫
地。老人拿着笤帚，慢慢走到街
上，将家门外大街上的地扫得干
干净净，这让我想到古人所说的

“自扫门前雪”。
尚凤英老人共养育八个孩

子，其中五个男孩、三个女孩。
在村子里，她的年龄不是最长，
但她的家已是五世同堂，第五世
的玄孙现在已经1岁了。

在这样一个五世同堂的大
家庭里，充满温暖与和谐，讲究
团结和理解，这从尚凤英老人的
儿媳卢菊香身上可见一斑。

卢菊香有50多岁，是尚凤英
老人的五儿媳妇。她中等身材，
是一个标准的农村家庭妇女。但
她打扮时髦，快人快语，精明能
干，一个人兼顾家庭、老人、孩子
和自己。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谁
也不能耽误，谁也耽误不起。

从卢菊香和尚凤英老人的小
儿子杨联合结婚开始，他们就和
尚凤英老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直至他们生育一个儿子、一个闺
女，直至他们的儿子又有了自己
的儿子和女儿，直至十几年前他
们的老父亲去世，直至今天。三
十多年如一日，身为儿媳的卢菊
香和婆婆关系融洽；十几年如一
日，身为婆婆的卢菊香和儿媳关
系融洽。

在村里，卢菊香和杨联合夫
妇热心左邻右舍的日常杂事，热
心村里的公益服务事业。卢菊香
不仅是北孔庄文化合作社《诗经》
合唱班的积极分子，而且还在村
文化合作社学会了吹葫芦丝。

卢菊香是快乐的，她把快乐
更多地传递给了家庭。

可是，卢菊香也有犯难的时
候，每年尚凤英老人生日，八个
孩子家里几十口人聚到这里，几
桌的饭菜全靠卢菊香操持，买买
做做，洗洗涮涮，忙前忙后。这
是一家人难得的团聚时间，她怕

招待不周。
平时，卢菊香像对待自己的

亲妈一样照顾着婆婆，洗衣、做
饭、洗澡、洗脚、理发，样样操心，
精心打理。

按说尚凤英老人共有八个孩
子，养老应该相对轻松，可是卢菊
香夫妇不让轮换。杨联合说：“轮
啥哩，一轮，老人就没有稳定的生
活环境了。生活几十年，她对这
里熟了，不轮，谁想来看谁就来，
忙了不来也中。老人想谁了，我
就打电话叫他们来。平常他们都
安心干自己的事就行了。”

卢菊香说：“几十年时间，我
也习惯了。家里有老人好，回到
家看到老人感觉更像一个家。
再说了，能叫一声妈说明咱还是
小孩哩。”笑过之后她接着说：

“老人可忧她的儿子、孙子了，孙
子不回来，老人就不吃饭。所
以，不用我管，他们没事就都早
早地回来了。”

俗话说“言传身教”，当我见
到卢菊香的儿媳时，我知道，卢
菊香的榜样力量是多么强大。
一家人相亲相爱，好家风代代传
承，受益的是家里的每一个人。

他们家里的墙上挂有焦作
市妇联颁发的“和睦家庭示范
户”牌子和北孔庄村评选的“最
美家庭”牌子，颁发给他们的荣
誉还有很多。这些荣誉是对这
个家庭的肯定，是对这个家庭里
每一位成员的褒奖。

尚凤英老人一边和我们聊
天，一边拉起海玲的手，让我们
到她的卧室看看。这是一间不
小的卧室，目测有十几平方米。
屋里干干净净，宽大的床上有两
床柔软的棉花被子，门后还放有
一张临时床。海玲说：“这被子
暖和不暖和？”老人高兴地说：

“暖和，可暖和了。”幸福洋溢在
老人的脸上。

我和海玲走的时候，尚凤英
老人送我们到大门外，卢菊香一
只手紧紧抓着老人的一只手，寒
风中的她们像一对母女。

人生本是一场轮回，返老还
童是人生的一段至高境界。眼
前的尚凤英老人笑得开心、快
乐，我知道，她的懵懵懂懂的“童
年”生活开始了。有家人陪伴，
老人何其幸福；能够陪伴老人，
何尝不是人生一大善事。因为，
百善孝为先，而孝能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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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雪节气：

北孔庄人腌菜腌肉忙
本报记者 赵改玲

迎冬小雪至，应节晚虹藏。北
京时间11月22日22时03分迎来小
雪节气。这个节气，城里人可能是
围炉煮茶待雪来；而在农村，很多家
庭保持着冬日情怀——腌菜、腌
肉。这两天，记者在马村区武王街
道北孔庄村看到，村民们腌菜、腌肉
忙，空气里都有着咸菜香、腊肉香，
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俗语道：小雪腌菜。许多人记
忆中冬天的味道往往是从腌菜开始
的。韭菜花、白菜、萝卜等稍加清洗
晾晒，加盐腌入缸中。缸里装满了
味蕾的记忆，有腌菜的冬天可以说
是有咸有淡、有滋有味。

寻常人家，烟火气十足。记者
来到村民刘凤琴家，看到锅中正炖
着猪肉皮，准备做贡肉用；院子里一
个大盆里，放着切好的萝卜条。刘
风琴说，她正在腌菜。香喷喷的腌
菜需要好几个步骤，需要先用盐把
萝卜条里的水气“杀”出来，将萝卜
条控干后，需要用酱油、醋、姜、蒜、
味精、十三香、酒、白糖调味，这样才
能做出道地的腌萝卜条。而在同村
的史菊意老人家里，腌好的萝卜条
已是满院飘香。“我今年70岁了，每
年都腌萝卜条，我腌的萝卜条辣辣
的、甜甜的、香香的、酸酸的、脆脆
的，特别好吃。来，尝一个。”热情、
爽朗的史菊意老人说。

北孔庄人的腌菜，和糊涂是绝
配，也会配大面叶、糊涂面条吃，这
都是北孔庄人难忘的冬日滋味。在
腌菜中，北孔庄人也留住了冬天的
味道。

都说“大雪腌肉”，可对于北孔
庄“美食家”杨朋来说，现在已经开
始腌肉了。

杨朋今年39岁，生活健康向上，
喜欢骑行、健身，还有一大爱好，喜
欢给家人做饭，是大家口口相传的

“美食家”。冬天，杨朋经常义务给
朋友做腊肠。杨朋说，每年冬天，他
都给家人、亲友做腊肠，他喜欢和亲
友分享美食，冬天腌肉对他来说就
是一大赏心乐事，快乐自己，快乐别
人。

图① 美丽的北孔庄村。
图② 村民在腌制萝卜咸菜。
图③ 村民在品尝咸菜。
图④ 村民在加工腌肉。
图⑤ 灌肠制作完成后进行晾晒风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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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千年奔流不息，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
明。

在黄河岸边的孟州市化工镇横山村，一捧黄
河泥经过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伟的

“点泥成金”，成为一个个散发着独特魅力的艺术
瑰宝——黄河澄泥砚。

11月23日，记者跟随李伟，到黄河边，进创
作室，体验澄泥砚的制作过程，感悟李伟的匠心
与坚守。

“在中国历史上，澄泥砚与端砚、歙砚、洮砚
齐名，并称中国四大名砚。其中，澄泥砚始于汉，
盛于唐宋，迄今已有千余年历史。而它最特殊之
处，就是它是唯一以泥土为原料制作而成，其所
用原料全部取自黄河沉积而成的深层淤泥。”谈
起澄泥砚，李伟如数家珍。

为啥用黄河泥做砚台？李伟介绍，一是这种
泥年代长，经过黄河大浪淘沙，沉淀以后质地细
腻，里边的矿物质也比较丰富，做出来的砚台质
地如石。二是这种泥可塑性强，是自古以来被推
崇做澄泥砚的优质原料。

作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伟是
黄河澄泥砚的第六代传人。几十年来，他一直致
力于挖掘、推广黄河澄泥砚文化与制作技艺。在
他的创作展厅内，陈列着形色各异的黄河澄泥
砚，这些砚台制作精美、造型生动。

“黄河澄泥砚的制作工艺极其繁杂，有着很
高的技术要求。其主要制作流程有选泥、采泥、
澄泥、制坯、雕刻、烧制、打磨抛光等20多道工
序。仅在选泥、采泥这两个过程，就要到黄河边
上细细甄选、用心采集，不仅是个技术活儿，更是
体力活儿。”在黄河边，李伟挥动着铁锹，边选泥
边说。

“制作澄泥砚时，对雕刻技术也有很高的要
求，常见雕刻手法有：线刻、浅浮雕、高浮雕、园
雕、立体镂空雕等，造型古朴典雅；澄泥砚的泥料
因经过严格配方和炮制，使砚质细润如玉，抚若
童肌，坚如磐石，扣若金声，储墨不涸，积墨不腐，
冬不冻，夏不枯，发墨润毫。”对于黄河澄泥砚的
制作工艺和特色，李伟娓娓道来。

经过多年的潜心钻研，李伟相继创作了“犀
牛望月”“太白醉酒”“枯竹砚”“荷塘情趣”“太极
神韵”“弥勒献宝”“富贵吉祥”“凤凰牡丹”“国色
天香”“韩愈系列”“中华瑞龙系列”等黄河澄泥砚
珍品。他创作的“2008和谐中华迎奥运”大型横
幅画卷式黄河澄泥砚，被北京奥组委永久收藏。

“花开富贵”等三件黄河澄泥砚作品被选进了全
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小学美术教材中。他的黄
河澄泥砚产品还走出国门，销售到了日本、韩国、
新加坡等国家。日前，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
旅游厅等单位主办的第十届中原（鹤壁）文化产
业博览会落幕，李伟的作品“黄河澄泥砚”荣获本
次博览会展览展示金奖。

千年的黄河泥历经了水与火的洗礼，焕发出
了独特的艺术魅力。点“泥”成金、化腐朽为神奇
的黄河澄泥砚，也承载着博大精深的黄河文化，
在新时代熠熠生辉。如今，李伟最大的心愿就是
通过自己的努力，把黄河澄泥砚发扬光大，让更
多人通过黄河澄泥砚了解博大精深的黄河文化、
中国文化。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凝聚着中
华优秀文化的核心要素，沉淀着中华民族深层的
文化基因。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我要进
一步开拓思路，充分利用黄河澄泥砚这一文化遗
产，讲好黄河故事，推进黄河文化的系统保护，深
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创作更多人们
喜爱的黄河文化系列作品，延续历史文脉，坚定
文化自信，让我们的黄河文化焕发新的光彩。”李
伟说。

刀笔耕砚刀笔耕砚田田
黄河岸黄河岸边边传非遗传非遗

本报记者 李英俊 董 蕾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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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李伟在制作黄河澄泥砚。
图② 李伟在进行澄泥工序。
图③ 李伟在黄河滩边找泥。
图④ 李伟将选好的黄河泥进行搅拌。
图⑤ 李伟在介绍自己的作品。
图⑥ 李伟（左）向记者介绍黄河澄泥砚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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