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管）主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出版：人民代表报社 地址：太原市迎泽大街 319号 邮编：030073 逢星期二、四、六出版 排版：本报照排中心 印刷：江苏鸿兴达邮政印刷有限公司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1400004000054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所） 每期定价：1.60元 全年定价：249.60元

2023年12月7日 星期四 责编：于 庚 电话：0351-8228622 邮箱：rmdbbfk@163.com 版式：石瑞强

8民间·文化

■ 刘志洲（甘肃）

炒 面 ，据 传 由 秦 汉 时 的“ 汤 饼 ”和
“索饼”演变而来。刘熙《释名》记载：
“饼，并也，溲面使合并也。”古人称面条
为“饼”，也就是将水与面粉混合做出的
食物，然后用水煮熟，所以叫“汤饼”。
唐宋时流行于宫廷内外的有“炒鸡面”

“炒鳝面”“素炒面”等许多种。据清代
《素食说略》中记述：“炒面条：面条煮
出，浸以冷水，匀摊筛上，晾干水气，入
油锅同笋丝或白菜丝、豆腐干丝炒之，
腴脆不腻。”

炒面，又被称为炒面食、素荤炒面、
炒面条、炒面节等，分为荤炒和素炒两
大类，母亲最拿手的洋芋炒面属于素
炒。洋芋是家乡人对马铃薯的叫法，用
途很广，既是百吃不厌的蔬菜，也是能
填饱肚子的粗粮，更是一些地方的主要
经济作物。不管在南方还是北方，它都
是个好东西。不挑土地，耐寒、耐瘠、易
种、高产，过去庄稼歉收的年月，多少人

靠它才得以活命 ；无论是大人还是小
孩，都能吃，而且顿顿吃，也吃不烦。切
片 、切 条 、切 丝 、切 块 都 行 ，或 者 直 接

“焪”一锅，或者干脆丢进火堆里烧着
吃，其吃法可根据需要灵活确定。洋芋
开花时好看，白色的、紫色的、粉色的遍
地都是，形如五角星，香气怡人，花开败
了还会结出樱桃般大小青色的豆豆，这
预示着洋芋又要丰收了。洋芋花不能
吃，最重要的洋芋隐藏在泥土里，大、
小、中等都看不见，只有挖出来，才能知
道形状和大小。当然，人们总希望挖出
来的洋芋越大越好。

洋芋炒面做法比较简单，基本食材
只有两样：洋芋和面粉。先取几个洋
芋，洗干净削皮，切成指头粗细的短节，
把锅烧热，倒点油，等油煎时，按照先葱
花后洋芋的顺序稍微炒一下，放适量

盐，加水没过洋芋，小火炖 30 分钟左右，
等汤汁即将烧干，洋芋彻底变得绵软，
再从另一只锅里捞出煮熟的面节，下锅
与洋芋一起翻炒，直到洋芋和面节粘连
在一块，出锅时面节上贴着洋芋，洋芋
又夹在面节中间，这样一锅热乎的洋芋
炒面就做好了，锅底甚至还会形成一层
焦黄的锅巴。我最爱吃从锅底铲下的
锅巴，它既有洋芋炒面的香味，口感又
嘎嘣脆。

做 洋 芋 炒 面 ，除 了 洋 芋 要 特 别 绵
软，面节也要软硬适中。面食的制作过
程不同，做出来的形状也不尽相同，可
以根据喜好，把面节换成面片、剪刀面、
揪面等各种不同花样。母亲做洋芋炒
面，诀窍就是和面通常用淡盐水，从来
不用碱水，这样的面团软和、筋道，吃了
易消化。

“原汤化原食”，吃洋芋炒面时，要
喝点煮了面节的面汤。原汤在吃“原
食”前后都可以喝，甚至在饭前喝更好，
因为饭前少量喝汤，既能促进消化液分
泌，又能使人产生一定饱腹感，不至于
因饥饿而吃得过量。

“试问面食怎样做，唯有炒面最可
口。”这些年我走南闯北，几乎把各种风味
的炒面都吃了个遍，牛肉的、羊肉的、猪肉
的，西红柿鸡蛋的、菠菜香菇的、白菜豆腐
的……揪的、擀的、削的、扯的，但不管怎
么吃，都吃不出过去那个味道了。

洋芋炒面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也算
不上什么美味佳肴，它只是过去那个年
月，母亲为了弥补食材短缺，想方设法
地变着花样做出的一种普通饭食。但
就是这样一种饭食，却成了独特的味
道，萦绕我一生。

母亲的炒面

■ 刘 舜（江苏）

因了梁朝文学家吴均“奇山异水，
天下独绝”的盛赞，更因黄公望的《富
春山居图》将山势之险峻，烟波之浩渺
展现得淋漓尽致，于是，富春江的山水
走进了我的悠闲时光。

桐庐县区的富春江畔高楼林立雕
琢过度，充斥着现代文明的气息，早已
没有了古人翰墨丹青里古朴自然的诗
意情怀。背后才是一脉墨蓝色的群山，
连同湛蓝的天空一起倒映在江水里，静
影沉璧的味道扑面而来。对岸的桐君
山上，中华医药鼻祖桐君的祠堂掩映在
秋林中，与西天血色的残阳对视，静默
无语。七里扬帆早已湮没在历史的烟
尘之中，江畔只留下了一块石碑，见证
着昔日的波澜壮阔气势恢宏。

夜泊芦茨村的民宿中，远比住在城
市的酒店有趣味。凌晨醒来，迫不及待
地行走在山水间，感受自然的鬼斧神
工。四周群山环绕，云蒸霞蔚；村前河
道东流，水声潺潺。浮桥之上，串串足
迹踏碎露痕；绿潭之中，条条小鱼嬉戏
其间。晨光熹微，朝露日升。早起的人
们或临水垂钓，或缘溪缓行。水面上雾
气弥漫，静谧、安宁，恍若仙境。

马 岭 古 道 ，是 此 行 意 外 的 发 现 。
古道缠绕在山腰上，顺着山势蜿蜒，一
眼望不到头。右边是山崖，遮天蔽日；
左边是绝壁，草木葱茏。一路上寻野
桃，采野柿，充满了野趣。一会儿山间
流下一眼清泉，苦于被水渠所隔；一会
儿 崖 壁 发 现 一 株 仙 草 ，怎 奈 只 可 远
观。踏着青石板路面，吮吸着混着青

草味的空气，恍惚间，古人打马走过及
空谷中达达的马蹄声近在眼前、近在
耳畔，此时，是谁饱蘸浓墨，一提笔，轻
而易举地便可闯入这盈盈山水间？

穿过一道石门，往前走一两里，渐
闻水声潺潺，继而淙淙作响。踏上一
座廊桥，走到尽头，忽见右边桥下一潭
清泉。沿石阶而下，只见一汪清泉顺
着山涧奔涌而来，蜿蜒曲折，仿佛一道
微型瀑布，在廊桥下方形成一方天然
的小潭，继而又顺着山势流进峡谷。跳
入潭中，于巨石下，取一壶清冽无比的
山泉，一饮而尽，是何等况味？情不自
禁攀着巨石，向清泉更深处漫溯。头
顶，日光松间照；脚下，清泉石上流。我
想，千百年前的商旅、行人，也定然在这
山涧廊桥喝水、饮马，这里也定然回荡
着他们的笑声、喊声，我一一仔细找寻，
一一侧耳倾听，一一品析回味。

廊桥的尽头，古道顺着山势继续蜿
蜒。下面是大峡谷，天高云淡的秋季正
是枯水期，谷底的河床露了出来，怪石
嶙峋，低处是一个个大小不同、形态各
异或断或连的水洼。水洼呈现出深浅
不同的蓝色，像大地的眼睛。绕过一段
路，下到谷底。这峡谷之水，越是深水
处越是碧绿，如同一块块巨大的翡翠。
把全身浸入其中，鱼儿围着嬉戏，亲吻
肌肤，非常舒爽。真想就这么一直躺在
这清泉之中，颐养千年、万年。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无论多么
美妙的东西，都难抵挡光阴的流逝。
虽已返回红尘，但徜徉山水盈盈处的
情景不断跃入脑海，浮于眼前。我想，
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呢？

山水盈盈处

■ 王建峰（河南）

节气一站一站往下走。小雪一过，
冬天就一路小跑入了大雪的门槛。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上说：“大雪，
十一月节，至此而雪盛也。”意为大雪节
气之后，天气会越来越冷，下雪的日子
会越来越多。

大雪是冬季的第三个节气。此时，
斗指壬，太阳到达黄经 255 度。大雪节
气，标志着仲冬的开始。这时，万木凋
敝，百草衰枯，北风长鸣，天地苍黄，到
处一片酷寒肃杀。“日暮苍山远，天寒白
屋贫”“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
纷”是此时传神的写照。山坡、旷野之
中，落尽黄叶的林木裸露出苍劲枯褐的
筋骨，直指苍穹。唯有那苍松翠柏依然
丰姿绰约地傲然挺立，给大地点缀着少
许的生机。这时，你才会深切地感受到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大雪三候，一候鹖鴠不鸣；二候虎

始交；三候荔挺出。此时，因天气寒冷，
连那寒号鸟也不再鸣叫了；这个时候，
阴气最盛，而“盛极而衰”，阳气已有所

萌动，老虎开始求偶；荔者，马兰草也。
依古人的观察，此时的马兰草也感受到
了阳气萌动而抽出新芽。古人体察万
物的触角敏锐得实在令人感叹。

夏日令人生畏的阳光，此时变得最
讨人亲近 和 怜 喜 。 半 早 上 ，金 色 的 阳
光溢满土墙土地面的老院儿，老院儿
就像一个盛满阳光的金钵子。几只锦
衣红冠的大公鸡领着母鸡们“叽叽咕
咕”脖子一伸一缩正在啄玉米。太阳
下的庭院里，就开了一片花。大朵的
红 ，大 朵 的 白 ，大 朵 的 紫 ，大 朵 的 芦
花。呆萌的小黑猪拱在西墙根儿蹬腿
伸腰，晒暖儿假寐。现在是冬闲之月，
阿婆坐在铺着阳光的门口，从身旁的
笸 箩 里 取 出 针 线 ，拈 针 拉 线“ 哧 啦 哧
啦”纳鞋底。阿爹在墙角劈柴，阿妈在
院边洗衣。阿爷靠在暖阳下老屋的门
框上边“吧嗒吧嗒”抽旱烟，边眯着细
眼看着老院儿里的这一切……大雪节
气里的农家小院总是透着一派安泰祥
和之气。

寂静的树林里，阳光瀑布一样毫无
遮拦地倾泻而下。天空高远瓦蓝，林间

疏朗明媚。树林里，少了夏日树叶繁茂
葱茏而遮蔽出的幽暗阴翳，多了辽阔的
光明与通透。一如阅尽人生的老人，脱
尽生命年华的叶子，呈现出博大的明澈
和无边的安宁。

天地间，木叶落尽，万物褪去繁华，
正为一个更为辽阔的盛大花事预留空
间。大雪节气，雪是天地间的常客。

天空阴沉，早早地在酝酿着饱胀的
情绪。西北风殷勤地跑来开路，把千里
万里的落叶收拾干净。暮色苍茫中，雪
下了起来。刚开始是雪粒，繁多而细
密，仿佛天上有面大筛子在高空不停地
筛动。“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声
音繁密，如夜里雨打枯荷的细密雨脚。
继而，雪变成大片大片轻盈的雪花纷纷
扬扬从空中飘落下来。雪花飞舞，如白
蝴蝶扇动着洁白的翅膀，如梅花穿枝掠
院。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
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是读书人的雅
趣。庄稼人虽处冬闲时节，却并不闲
着。上灯时分，雪在屋外静静地下，屋
内一家老小围炉而坐剥玉米。火炉上

烧着一壶水，壶嘴儿“嗞嗞嗞”吐着白
气。火炉边烤着一圈白薯，袅袅散发着
诱人的甜香。玉米从玉米穂上剥下来
落在大笸箩里，“哗啦啦”响成一片。“嗵
嗵嗵”“扑扑扑”，门口响起跺脚声、拍打
声。“吱扭”，门开了，是邻居大叔大婶冒
雪来串门。入门坐下，聊着聊着，就讲
起了古……屋外，天寒地冻，大雪纷飞；
屋内，笑语声声，温暖如春。

一夜大雪。清晨，推开门，院子里
一片白。抬头仰望，树木的枝枝杈杈都
积满了晶莹的雪，像是大海里的白珊
瑚，加上蓝天明澈如水，上上下下整个
都是海洋，而人在海底。走出院子，放
眼望去，田野、河流、远山、房屋都被白
雪覆盖。四下里，寂静无声，白茫茫一
片真干净。太阳出来了，大地山川红装
素裹，分外妖娆。小孩子们滑雪，打雪
仗，堆雪人……到处是孩子们的欢声笑
语，到处是孩子们的乐园。

在接连的两三场大雪中，大雪节气
渐 渐 落 下 帷 幕 。 冬 天 迈 着 坚 实 的 脚
步，一步步走向时光的深处，走向下一
个节气。

大雪的意象

■ 国明珍（山东）

电影《白日梦想家》中有一个名叫
肖恩的摄影师，他整日游走在世界各
地，或高山名川，或峡谷激流，只为拍到
一张精妙绝伦的照片。

这一天，他穿着防风大衣，蹲在雪
山之巅的一处岩石旁，缩着身子，等待
雪豹的身影。可当雪豹终于出现时，他
竟没有按下相机的快门，而是直了直身
子，陶醉在雪豹慵懒而又优雅的姿态
中。旁边的朋友催促他，可肖恩看着雪

豹的方向，嘴角露出
不易察觉的微笑，轻
声 说 ：“ 有 时 候 我 并
不照。”说话间，雪豹

没了踪影。看到这里，我有些不解又无
比惋惜，一个摄影师，趴伏在几千米的
高山之上，耗费了无数精力，最后却没
有留下一张有价值的照片，岂不是徒劳
无功。

后来，我读到一首诗，才有些明白，
作为一名摄影师，肖恩为什么能放弃唾
手可得的照片，而去坦然欣赏美景。诗
的名字是《船子和尚偈》，作者是唐代中
晚期的高僧德诚大师，他平时喜欢纶
钓，一日垂钓至深夜，竟一无所获，他为
鱼而来，却空手而归，换作旁人，早就满
腹牢骚或者悻悻而归了，而他却说，“夜
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夜
晚清冷，连鱼儿都不想吃食，船虽然空
空如也，却载着满满的一船月光回去，

这算是一大幸事，不得不佩服高僧豁达
的心态。

原来，虽没有拍到照片，但却用眼
睛捕捉到了美景；虽钓不到鱼，却也能
用船满载月光归家；走了许多路，爬了
很高的山，虽没有到达目的地，但这一
路上，我们并不是两手空空一无所获，
因为沿途我们欣赏了绚丽的风景，听到
了鸟儿的啁啾，更收获了意想不到的生
命体验。

这 让 我 想 起 第 一 次“ 赶 海 ”的 经
历。那时候，我刚搬到这座海边小城没
多久，朋友相约，几人满怀期待。到了
海边，有人拿小铲子翻找，有人拿抽沙
枪抽沙，我则跑到一处岩石旁边，借着
微光，发现一只蟹子在水里游来游去，

按下激动的心情，我慢慢将手伸到水
里，双手小心翼翼地围拢，本以为十拿
九稳，可这蟹子就像一条泥鳅一样灵
活，很快在我的围追堵截中逃脱。就这
样，忙活了大半天，大家基本上都收获
无几，正在一众垂头丧气准备回家时，
朋友喊道：“快看那边！”我们顺着朋友
手指的方向看去，一轮圆月正慢慢从海
边升起，它氤氲着光芒，就像一颗璀璨
的明珠镶嵌在一面墨色的绸缎上。于
是，我们顺势坐在海边的沙滩上，沉浸
在这苍穹的无比馈赠中，再也没人想起

“赶海”的不快。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赶海者，在

一望无际的沙滩上，有时会收获虾蟹无
数，有时可能空手而归，但我们依然可
以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因为在天地间
可以掬一轮明月归家，这比拎着沉甸甸
的篮子更有诗意，更有韵味，更能在长
河般的生命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掬一轮明月归家

■ 谢 英（湖南）

我 在 乡 村 一 所 学 校 教
书，校园跑道一侧栽了一排
香樟树，每棵树十多米高，枝
繁叶茂，四季葱郁。这里生
活着一大群鸟，每天天一亮，
无数只鸟在香樟树上欢呼雀
跃，衬托得校园生机勃勃。

我最喜欢清早到香樟树
下散步，听听清亮的鸟鸣，闻
香 樟 树 散 发 出 的 独 特 的 木
香，感觉特清爽。

去年入冬不久，我照常
漫步在香樟树下，忽然头顶
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然后
掉落在树下。我低头一看，
是一截枯树枝，大小跟一根
竹筷子差不多。我下意识抬
头一望，眼前这棵香樟树顶
端枝杈处，竟然有几根短短
的枯树枝搭在那里。我顿时
明白了，这是一个正在搭建
中的鸟巢。

我从没见过鸟儿搭巢的
过程，眼前所见，我颇感惊
奇，再次审视这个鸟巢。确切地说，这
只是一个鸟巢的雏形，一些大拇指粗
的枯树枝，约莫十寸长，横七竖八地交
织在一起，交织得不紧凑，又有一根枯
树枝从刚搭建的鸟巢处掉落，我侧身
躲过，枯树枝径直掉在地上，我数了数
掉在地上的枯树枝，有四五根。

见此情形，我不禁怀疑起来，这个
鸟巢能搭成功吗？就在我疑惑间，一
只鸟飞了过来，落在鸟巢处。我看清
楚了，这是一只大喜鹊，嘴里衔着一根
半米长枯树枝，它头、颈、背至尾部黑
黝黝的，腹部前黑后白，有着楔形的长
尾巴。

只见喜鹊看准位置，把枯树枝放
入鸟巢，它在巢里跳来跳去，几分钟
后，又一根枯枝落地。不知道喜鹊有
什么感受，只听见它在枝杈处叽叽喳
喳地叫，几分钟后，它展开翅膀，飞到
远处去了，白色的翼尖特别醒目。

自 此 ，我 每 次 经 过 这 里 ，都 会 留
意。最初那些天，树上的鸟巢几乎不
见增大，但是喜鹊依然衔着细小的树

枝飞进鸟巢，树下依旧有枯树
枝掉落。凭我的感觉判断，喜
鹊应该不是同一只，一只体型
稍大，一只体型稍小，它们大概
是一对夫妻。

才关注喜鹊搭巢十来天，
我就去外地学习了，离开的日
子有一月之久。只要一闲下
来，我就牵挂着那对喜鹊搭巢
的进展，气温越来越寒冷，它们
那么瘦小，还能坚持修建自己
的房子吗？

学习结束，我带着急切的
心情飞奔到香樟树下。难以置
信，一个大大的鸟巢稳稳当当
地坐在枝杈处，多得数不清的
枯树枝，密密麻麻挨挨挤挤搭
在一起，繁杂却有序，紧密交织
成巢，足足有半米高，直径有三
十到四十厘米，看上去就像个
大篮球牢牢地卡在树杈处，纹
丝不动。

就在我惊奇间，两只喜鹊
一前一后飞回来了，它们嘴里
衔着的竟然是软泥，它们在鸟
巢顶端稍作歇息，又飞进巢里，

我明白了，它们在用泥涂抹鸟巢的内
侧，这样风霜雨雪都不怕了。

我被这两只喜鹊感动了，有梦想，
即使力量微弱，只要坚定执着，脚踏实
地，一丝不苟，持之以恒，理想就能实
现。

从此，我每次经过这里，都会虔诚
地仰望这个鸟巢，有时候看到喜鹊衔
着棉花、干草叶或者动物毛回巢。喜
鹊的巢搭在树的顶端，虽然我看不见
巢里面的情形，但是我能想象出巢内
的样子，里面应该有一个厚厚的泥盘，
草茎、细树枝做成一个内垫放在泥盘
上，铺着保暖性能好的动物毛。每一
个夜晚，喜鹊卧在软绵绵的草甸上，头
顶星空，酣然入梦。

一场大雪降临，校园里的香樟树
被 厚 厚 的 白 雪 笼 罩 ，树 上 不 见 一 只
鸟。巢外冰寒，巢内温暖，付出与获
得，是此时喜鹊感受最深的吧。

喜鹊搭巢，返璞归真，虽朴拙，却
安宁。自然界的繁衍生息，如日月般
唯美动人。

喜
鹊
搭
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