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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走近，青灰的砖瓦，古朴的
雕梁，作为南京人，我记忆里的大
板巷静静地躺在南京城南三山街
西。这是一条南北走向长约三百米
的千年古巷，勾连着南捕厅历史文
化街区和评事街历史风貌区，历经
长久的岁月，这里仿佛已经落了
灰，搁置在历史的一角。

再往里，闹中取静的地理位
置，让每一个时代的建筑师都忍不
住在这里留下自己的手笔，散落在
时间里的沙最终积成了连绵的河
堤，斑驳起伏的马头墙连接起大地
与天空的高度，细工精琢的花格门
窗架起代代相传的工匠精神，鳞次
栉比的深宅大院，一进一进再一
进，慢慢品味，听它诉说时间的深
度。再抬眼，当年锦衣玉帛的权贵
不见身影，大院里回荡的，是孩子
的嬉笑，游人的玩闹。功在发展的
广度，这里不再是个人的行宫，而

是所有人都可拥有的回忆。当年的
贵妇人回眸一笑，青翠的华胜，成
了过眼云烟，但她秋水明眸依旧铭
记心间，沧桑了，却仍旧美丽且更
富韵味。

升起的炊烟，将自己当作晨间
的腾云，飘飘然而直上云霄，欲要
到那仙宫里去。旁人会笑它的自
负，可在食客眼里，在我的眼里，
它或许真的是仙人留下的指引。一
排的小吃摊亮出自己最鲜亮的招
牌，伸出长长的香气之手，勾住来
往的行人。我毫不犹豫地来到一
旁，可临近了却又徘徊，那里是酥
脆金黄的烧饼，这儿又有热气腾腾
的牛肉汤，那里一连排的烤串也很
吸引人。我犹犹豫豫，只感叹，离
这儿近的人，能天天换着花样，是
真的幸福呀。说到底，大板巷是有
了烟火气，更有了人气。

即使新的日子里，有了新的发

展，可自己的前世，它或许是不肯
放下的。大板巷的前身为“板
巷”，相传为交易板材的地方，俗
称土街、习艺坊，那是聚得能匠才
艺于一堂的地方。现在，那些“老
友”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这里，而大
板巷看出了，他们都有些不一样，
是巧匠设计出了更风尚的物件，是
艺人有了更精彩的绝技。在一段时
间里，被认为陈旧无趣的东西，现
在，却让老巷“活”了起来。传统
的戏曲表演、书画大师工作室、各
色非遗技艺展示、老字号品牌、特
色餐饮、艺术文创，交错在大板巷
中，处处都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喜
见百业齐兴，千秋雅韵是不用专门
的展柜，而藏在巷子各处的。云霞
般的油纸伞，五彩的一片，从远方
飘来头顶，风来时，轻轻转动，好
像真有云的变化莫测。更精致的，
是雕花窗格，无人不为之驻足停

留，配上窗格中兜售的各色饮品，
走走停停，抬头想想，真会感叹现
代设计师的思考，可又惊叹，原是
有曾经历史的厚重，才有今朝设计
的出挑。

大板巷犹如城市的呼吸，曾经
的人看曾经的雨帘云栋，羡慕当年
的火树银花。现在的人看此刻的寻
常巷陌，享热闹非凡，爱人间烟
火。大板巷还是回眸，又低眉细
语，轻轻诉说普通人的普通生活。

大板巷也如南京这座城市的气
质，古朴包容，多少年来，她也匆
匆赶着，跟上时代的变化，满足人
们的需求。或许也曾乱了脚步，但
从未气急败坏，有盛，有衰，有复
兴，她总是默默不语，不急不躁，
受得起遗忘冷遇，也接得住赞美与
荣光。
南京中华中学高一11班 阙一然

指导老师 赵 碧

寒冬来，腊月到。春节的脚步渐渐
临近，马上就要迎来蛇年，也是首个世
界非遗版的春节。星期天，奶奶带我到
社区“写福字送春联”迎新春活动的现
场，让我感受喜庆氛围，了解和体验春
节传统文化的魅力。

活动现场，为社区居民写春联的爷
爷们挥笔泼墨，将美好的新春祝福送于
笔端，一副副笔酣墨饱的春联和一个个
笔走龙蛇的“福”字都跃然于红纸之上，
真诚的祝福溢于字里行间，引来周围居
民的鼓掌叫好。

对联写下了对幸福生活的生动描
绘，更是每个人心中那份共鸣的真实写
照。如：“三阳开泰从地起，五福临门自
天来”“福禄寿三星拱照，天地人一体同
春”……万物美好，福在其中，记录了人
们对社会的观察和对生活的体悟。“福”
字如同花儿，笑盈盈地盛开绽放在庭院
门户，瑞气荡满了整个天空，愉悦与吉祥
漾在了每一个人的脸上。“福”为“年”的
意境带来了悠扬的神韵，阳光下的庭院，
一派祥和，放眼望去，红红的福字映照着

红红的日子，映红了即将来临的年。
“福星高照，福佑中华”对联蕴含着

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积淀着
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感。人们怀着憧憬
和美好的心愿，祝福祖国的明天更加繁
荣昌盛，祝福人民的生活更加喜乐安
宁，祝福我们的未来更加光明灿烂！

河山添锦绣，星光映万家。“福”字
在此时分外耀眼夺目，放在对“年”的祝
愿里，成为一种新民俗的精神内核，增
添节日的光彩与魅力。金蛇狂舞迎新
年，天降祥瑞满人间。福贺新春不仅体
现了时序更迭、除旧布新，预示新的一
年好运和繁荣将如约而至，更是庆祝春
天到来的仪式。东方风来满眼春，春天
总是和春节一起来到人间，充满生机与
活力，大地微笑着交织成一幅绚丽多彩
的画卷。

春天就要来了！让我们满怀希望，
迎接新的一年。

南通师范学校第一附属小学
五（6）班 施舒轩
指导老师 邵沙沙

冬天弟弟是一个十分淘气、
欺软怕硬的孩子，而春天姐姐是
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不管春
天姐姐怎样教育冬天弟弟，但他
还是改不掉那些毛病。

一天晚上，春天姐姐准备去
买一些丝绸和星星装点夜空，让
动物们更好入眠。可是春天姐姐
一走，冬天弟弟就一下从云朵上
跳下来，去森林捣乱了。他吹了
三口寒风，把河水变成了冰，把
水果冻坏，把小动物们吹感冒
了。兔妈妈放了热水，让小兔子
洗澡暖和暖和，可没一会儿就停
了，原来水管冻住了。兔妈妈抱
着小兔子，用心地照顾着他，她

望着天，期盼着春天姐姐。
第二天，每个动物都穿上保

暖的衣服出来开会，他们交流着
如何改善环境问题。母鸡妈妈
说：“冬天这孩子，哎！太淘气
了！这么冷的天，我都没法孵蛋
了。”狐狸妈妈说：“我和我儿子
小狸走路都不大方便哩！在来的
路上都不知道摔了几个跤呢！地
面上的冰太滑了！”兔子妈妈
说：“我们家小兔子小白都烧到
38度呢！我都要担心死了！”大
家你一言，我一语……

不久，春天姐姐回来了，她
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她丢下买
回来的东西去询问动物们，大家

一见春天姐姐来了，都兴奋地叫
着。春天姐姐担心地问：“大家
都怎么了？愁眉苦脸的，发生什
么事了？”动物们诉说着各自的
遭遇和困难，春天姐姐一听完，
脑袋都给气炸了。她找到冬天弟
弟，给了他一记大耳光，又把河
水和水果解冻，治好小兔子和别
人的感冒……

大地又恢复了温暖如春的景
象，小动物们个个开心极了。

从那以后，动物们都尊称春
天姐姐为“保护神”。

连云港东海县牛山小学
五年级（7）班 王怡然

指导老师 杨运洲

今天晚上，我去“萌话筒”上
课。上“萌话筒”课既新鲜又有
趣，每次都深深地吸引着我们，
我总是迫不及待地冲进教室，享
受快乐的时光。我太喜欢上“萌
话筒”课了！

上课时，莹莹老师给我一对
一辅导主持人的参赛作品。老
师亲切地指导我，教我怎么讲
话、怎么做动作、怎么吸引观众
等一些台风。老师不厌其烦地
教我，认真的态度让我佩服。在
老师的引导下，我学得既开心又
愉快，现在一些简单的动作都难
不倒我了。

今年这将是我第二次参加
少儿春晚，希望我好好练习，去
更大的舞台上锻炼自己！

盐城滨海县永宁路实验学校
一（12）班 顾宸瑜
指导老师 周 雅

外婆从重庆老家寄来了一大袋
过年礼物，笋子、腊肠、腊肉。腊
肉是自己做的，竹笋则是老人家专
门去村子里淘选的有机蔬菜。腊肠
一根约六两重，有十二根；腊肉一
块约一斤重，有十七块；雷竹笋是
处理好的，个个像洗干净澡的小娃
娃。冬笋腊肉炒菜，炖大骨头，餐
餐吃。入冬后的竹笋，充分吸收
了腊肉的油脂，脆爽而娇嫩。

母亲疑惑：这么早就有雷竹
笋了？春雷还没响呢。外婆说：
霜降之后，乡里人在竹山盖上三
十多厘米厚的砻糠（谷壳），砻糠
发酵，地泥就热了，笋就冒出来。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
香。竹笋在中国人的餐桌上，一直
占据着特殊的位置。笋大致可分为
春笋和冬笋，霜降以后所冒的笋，
当然就可以划入冬笋的范围了。外
婆去淘笋的地方叫永嘉镇，位于重
庆毓青山国家森林公园内，又被人
们称为“笋竹之乡”。冬笋上市的
时节，忙碌的不仅有采笋的笋农，

还有观光的游客与品笋的美食家，
甚至四面八方的生意人都汇集而
来。寻几天清闲，约上好友，三五
成群上山采笋，沸腾了竹林，热闹
了冬天。

清晨，随着晨曦的温柔洒
落，笋农们便踏入了无垠的竹
海。在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上，尖
尖的、毛茸茸的笋子犹如孩童般
稚嫩，伸出小脑袋向人们招手。
笋农们对于采摘竹笋有着独特的
技巧，他们用脚跟稳稳地抵住笋
的基部，脚掌轻轻一弯，只听

“咔嚓”一声，竹笋便清脆地从根
部断开。随后，采笋人优雅地弯
下腰，左手轻轻一抽，竹笋便拔
地而起，笋尖紧握在手中。右手
顺势一挥，弯刀精准地从笋尖向
下削去，半边的笋壳如丝般滑
落，却未伤及一丝笋肉。接着，
左手食指巧妙地卷起另半边的笋
壳，竹笋在指尖轻盈地旋转几
圈，剩下的笋壳便轻盈地弹飞出
去，一根白嫩鲜活的方竹笋便完

整地呈现在眼前。剥去笋壳的方
竹笋在空中划出一道优雅的弧
线，稳稳地落入大背篼中。

山里人不仅卖笋，也乐于教授
烧笋的方法，不同的烧法有不同的
美味。山里人烧竹笋，可以用来小
炒、红烧、油焖、清炖。小炒是竹
笋与肉片、毛豆或青椒及其它蔬菜
搭配，在大火、快速的烹制下，鲜
嫩可口。红烧是竹笋与猪肉、蘑菇
及腌制咸菜共同红烧，经过文火烹
制，猪肉鲜嫩，蘑菇营养，咸菜鲜
美，是下酒下饭的绝美菜肴，于是
便有了“冬笋烧肉天下鲜，一人
吃饭三人添”的说法。

冬笋做法颇多，但我们家独
爱冬笋炒腊肉。割了二两腊肉下
来切片，煸油。肉熬得深黄，笋
丝、青蒜苗和鲜辣椒一起下锅翻
炒，锅气一下子烘出来。大蒜
丝、姜丝、粗盐，下锅，翻炒。
翻炒了再摊锅，摊锅了再翻炒。
摊锅三分钟，起锅，便是满满一
大碗。配上一碟炒青菜，一盆白

萝卜炖排骨，便可大快朵颐。夹
起炒笋吃进嘴中，笋的鲜味被肉
香渗透，肉的熏香被笋的鲜汁稀
释，笋有肉味，肉有笋鲜，相得
益彰，灵魂各自得到升华，仿佛
涅槃重生，滋养这道寻常菜肴。
难怪一向沉郁的杜甫，遇到笋，
完全顾不上往昔的抑扬顿挫，“青
青竹笋迎船出，日日江鱼入馔
来”，诗兴无端清灵激荡。

午饭后，我们坐在门前的小
院子里，咂摸着冬笋的滋味，有
一搭没一搭地聊着。阳光挺不
错，明亮而和煦，给人一种模糊
的混乱的错觉，仿佛春天已然来
临。笋香四溢，难掩冬韵，一碗
笋菜迎新春。竹笋做菜，热食温
胃，冷食亦爽口，佐饭则味浓，
配粥则情长。配上一壶温热的冬
酒，静观南山雪舞，枝头银装素
裹，苍山隐于白茫。生活是一段
漫长又短暂的旅途，所幸冬日中
还有一口鲜笋相伴。
山东临沂大学文学院本科 潘佑振

我的大街小巷

春天姐姐和冬天弟弟

小年的诗意情怀

包饺子

福贺新春

我喜欢上“萌话筒”

冬日食笋记

傍晚，天空中飘着一缕缕轻纱似的
云彩，小麻雀在树上“啾啾”地叫着，一会
又飞走了。一切都充满了快乐的味道，
因为奶奶让我到她家包饺子。

我一路上都在想：奶奶是不是已经
开始包了？还是在等我呢？

走进小小的屋子，奶奶果然已经包
好了几个饺子。见到我，她笑眯眯地站
起来，走到我身边，用她那饱经风霜的
手抚摸我的头顶，慈爱地说：“来的速度
不慢哦！”接着，她牵起我的手，来到餐
厅包饺子。

“西西，包饺子比包馄饨简单些，你
看……”只见奶奶微微一笑，伸出食指，
沾了点水，在饺子皮周边抹上一圈，而
后，她夹了满满一筷子肉馅，放进皮里，
最后，她把饺子皮对折，捏牢捏紧，又在
饺子边缘捏出几个好看的褶子，放进盘
中。我看着胖嘟嘟的饺子，又看着奶奶
行云流水的动作，心中羡慕，抢着说：

“我来，我来。”
我也学着她的样子，伸手指，抹点

水，夹点馅。可是，筷子过于调皮，夹在
筷尖上的肉馅一再滑落，我一试再试，
但筷子就是不听使唤，总是逼我重新再
来。奶奶在一旁呵呵笑着，笑靥如花。

“别急，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来，看着！”奶奶慢慢夹起，轻轻一抹，
“慢着点，再试试。”

我重振旗鼓，慢慢地夹起一坨馅
料，筷子果然听话了许多。接着，我将
饺子皮对折，在上面捏出几个褶子。“完
成啦！”我高高托起饺子，将它放入盘
中。“西西真棒！”奶奶夸道。

大功告成了，我拍着满是面粉的
手，松了口气。盘子里的饺子一个个胖
嘟嘟，真可爱。“下饺子喽！”我跟着奶奶
将一大盘饺子端进厨房，水已经烧开，正

“咕嘟咕嘟”地冒泡，好像在欢迎我来下
厨。我像捧着稀世珍宝似的，将饺子下
入锅中。过了几分钟，饺子好了，赶紧将
它们捞出来，放在盘子里。每个都热气
腾腾，香喷喷，令人食欲大振。

“来，西西，吃这个。”奶奶夹了一个饺
子放进我的嘴里。饺子皮格外软糯，玉米
的汁水在嘴里爆开，还散发着肉香。忽
然，我的牙齿被一个东西咯了一下，拿出
来一看，是一枚硬币。奶奶慈祥地笑起
来，说：“呀！西西吃到幸运硬币啦！明年
一定万事如意，顺顺利利！”我陶醉在这祝
福中，突然想起奶奶刚才仔细挑饺子的动
作，明白了什么，眼睛不由得温热起来。

江阴市中山小学六（5） 奚妙珂
指导老师 张洪业

腊月间，风声萧索，小年悄然而至，
仿佛时光之手轻轻挽住了岁月的衣袂，
让我们在这纷扰尘世中得以片刻停
歇。此刻，何不效仿古贤，品味那份深
藏心底的宁静与安然？

元稹曾有“小年为写游梁赋，最说
汉江闻笛愁”，此句描绘出一个远离喧
嚣、寄情山水的小年光景。那是一个明
月皎洁之夜，在西县驿南楼上传来的笛
声，带着几分哀愁，又蕴含着无尽的思
念。这样的夜晚，特别适合沉思与追
忆，不禁让人想起那些流逝的光阴和未
竟的梦想。

宋代诗人唐庚在《醉眠》中写道：
“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寥寥数
语，便勾勒出了一幅恬淡、悠闲的生活
画卷。在他的诗中，世间的喧嚣被隔
绝在外，只有自然的声音和内心的平
静相伴。这样的生活态度，正是现代
社会中许多人所向往的。

文天祥的《小年》则更多地表达了
对故乡的深深眷恋。“燕朔逢穷腊，江
南拜小年”，无论身处何方，心中总挂
念着那个远方的家。特别是在这样一
个特殊的节日里，望着漫天飞雪，听着
鸦雀的鸣叫，心中的孤寂与惆怅油然

而生。正是这些情感交织，使得这个
节日更加富有意义和温暖。

范梈在《小年日，仍宿北山》中细腻
地描绘了雨夜中小年的景象：“儿童把
酒传明烛，远想慈亲尚未眠。”尽管天气
不佳，但家中温馨的场景给人以无限慰
藉。这份亲情的温暖，不仅驱散了寒
冷，也让这个节日变得更加难忘。

明代吴与弼的《小年夜》更是将家庭
团聚的美好时刻刻画得淋漓尽致：“虚堂
明烛小年时，子弄瑶琴父咏诗。”在这个
充满诗意的夜晚，家人围坐在一起，共同
迎接新一年的到来。这样的情景，无疑
是每个人心中最珍贵的记忆之一。

李之世的《舟次小年》描写了旅人
在异乡过小年的感受：“晚泊清江思悄
然，风沙石濑咽涓涓。”面对陌生环境和
即将到来的新年，内心难免有些许惆
怅。然而，正是这些经历，教会我们珍
惜眼前的一切。小年的存在提醒我们
停下脚步，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个
瞬间。无论是与家人团聚的温馨时刻，
还是独自一人静静思考的时光，都值得
我们去珍惜与回味。如此，便能在平凡
的日子里寻得一份诗意与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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