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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民间·文化

■■ 何何 俊俊（（湖南湖南））

焦圻镇古称焦泗镇古称焦泗圻。据《中国古今地名大
辞典》载：“有起于湖南华容的焦圻水流往此地，
故名。”它位于湖南省安乡县西北部，东、北与湖
北省公安县相邻，西与湖南省澧县一衣带水，南
与安乡县安福乡接壤；远有幕阜山高千仞，近有
黄山、太阳山及药山葱翠妖娆，南望洞庭湖碧波
万顷，身边有焦泗水波光荡漾，低吟浅唱，平畴
绿野。

焦圻镇是一块无数次“写”进史诗的宝地，
是令家乡人引以为荣的“乳娘”……

被誉为“中华诗祖”“辞赋之祖”的诗人屈
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
内政外交大事。在楚国国势日弱之际，他提倡

“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
主联齐抗秦。因遭贵族排挤毁谤，被先后流放
至汉北和沅湘流域。

楚顷襄王十八年（公元前 281 年），遣使诸
侯欲伐秦，已在江南流放六年之久的屈原闻风
而动，急忙顺澧水东行，欲回郢都，效力楚国。
快到焦泗圻涔阳古渡，便听到河面上传来嘈杂
人声和阵阵号歌。他似乎在渺茫中看到了一线
希望，于是催促船夫加快速度。登上河岸，见远
处有一个不小的村落，绿树掩映，房舍俨然，酒

旗招展，时鲜果蔬与洞庭风味小吃，惹人馋涎欲
滴。再俯视脚下，两岸芦荻随风摇摆，好像是宫
廷风情万种的舞女。再看那湖中飘动的荷叶，
散发着高雅香气的荷花，鱼儿嬉戏玩耍，像一幅
流光溢彩的图画。登上绿洲，但见天上白云悠
悠，雄鹰翱翔。水边苇叶青青，垂柳轻摇。道旁
有白芷、兰花、薄荷、野菊、石菖。屈原很快和绿
洲上的主人交上了朋友，他们谈家事、国事，谈
人间的悲欢离合，人生的酸甜苦辣，夜间与友人
抵足而眠。早晨起来，尽情地欣赏田园风光。
屈原行吟于涔阳城，留下了《湘君》这首瑰丽诗
篇，诗里有“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的名
句。先贤已千古，焦圻镇至今仍留有古涔阳的
遗址，向世人诉说历史的风云和爱国诗人屈原
在涔阳城的美丽传说。

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 48 年），伏波将军
马援征五溪时曾屯兵在焦圻镇军牧村（今长兴
村）及马波湖。

唐朝进士司空图，曾到过焦圻涔阳古城，作
诗《涔阳渡》：“楚田人立带残晖，驿迥村幽客路
微。两岸芦花正萧飒，渚烟深处白牛归。”

北宋时，此镇小成。《清同治直隶澧州志》
载：明朝焦泗圻“县北六十里，三百余户，上属澧
州，下属安乡”。

明洪武六年（公元 1373 年），史称“有文才，

多善政，循行阡陌，作歌劝劝农农，，深得民心深得民心””的知的知
县吴申巡视过此地县吴申巡视过此地。。这天这天，，他带着随从他带着随从，，头顶头顶
丽日丽日，，勒马缓行勒马缓行，，一路所见是一路所见是““绿柳熏风咏醉绿柳熏风咏醉
蝉蝉”“”“忽睹晴光百草晖忽睹晴光百草晖””的田园风光的田园风光，，是新妇老是新妇老
翁忙插田的农事场景翁忙插田的农事场景，，不禁心花怒放不禁心花怒放。。行至焦行至焦
泗圻庵堂下马泗圻庵堂下马，，主人主人搬来藤床搬来藤床，，他躺在树荫里他躺在树荫里
歇息品茗歇息品茗，，兴之所至兴之所至，，吟吟《《憩焦泗圻精舍憩焦泗圻精舍》》诗一诗一
首首：：““焦泗圻头新水深焦泗圻头新水深，，清晖环映小丛林清晖环映小丛林。。我来我来
下马日当午下马日当午，，暂且藤床坐绿荫暂且藤床坐绿荫。。””字里行间透出字里行间透出
了舒适和惬意了舒适和惬意。。吴知县在焦圻镇等地视察后回吴知县在焦圻镇等地视察后回
到县衙到县衙，，意犹未尽意犹未尽，，又写了一首又写了一首《《栽秧歌栽秧歌》：》：““咏也咏也
呵呵，，咏也呵咏也呵，，楚人竞唱栽秧歌楚人竞唱栽秧歌。。栽秧歌栽秧歌，，时已及时已及，，
闻得村村鼓声急闻得村村鼓声急。。田夫使牛扶犁耙田夫使牛扶犁耙，，田妇栽秧田妇栽秧
戴凉笠戴凉笠。。今日东家栽今日东家栽，，明日西家植明日西家植，，轮工皆得相轮工皆得相
资力资力。。主翁满劝醉子醪主翁满劝醉子醪，，主媪就座分鲊包主媪就座分鲊包。。一一
年生计在今朝年生计在今朝，，叮嘱儿女休辞劳……叮嘱儿女休辞劳……””好一幅和好一幅和
谐的农耕图谐的农耕图！！

明崇祯十六年明崇祯十六年（（公元公元 16431643 年年），），农民起义领农民起义领
袖李自成派遣知县吴绍先驻焦圻镇袖李自成派遣知县吴绍先驻焦圻镇。。

安乡县前清进士安乡县前清进士、、曾任康熙皇帝侍读曾任康熙皇帝侍读、、翰林院翰林院
编修张明先编修张明先，，在在《《焦圻螺黛焦圻螺黛》》一诗里对此有过精妙一诗里对此有过精妙
的描述的描述：：““山隈村落晓风轻山隈村落晓风轻，，四望焦圻未了青四望焦圻未了青。。分分
得湘君新黛髻得湘君新黛髻，，拟来虔郡旧螺亭拟来虔郡旧螺亭。。千寻幕阜岚和千寻幕阜岚和
接接，，数点梁峰翠欲停数点梁峰翠欲停。。山水眼前一都会山水眼前一都会，，胜游蓬岛胜游蓬岛
戏穷溟戏穷溟。。””康熙年间康熙年间，，清政府设焦圻驿站清政府设焦圻驿站，，并置塘汛并置塘汛

（（明清时驻军警备的两种大小不同的关卡明清时驻军警备的两种大小不同的关卡）。）。清嘉清嘉
庆庆、、道光年间兴旺至极道光年间兴旺至极：：上街上街、、中街中街、、下街及西街总下街及西街总
长长3535公里公里，，仅商户就达仅商户就达300300余家余家。。

有有““洞庭峭壁洞庭峭壁””美称的湘鄂交界的黄山与焦美称的湘鄂交界的黄山与焦
圻镇直线距离仅圻镇直线距离仅 1010 来里来里，，其山顶上的云井是焦其山顶上的云井是焦
圻镇人看气象的圻镇人看气象的““预报台预报台””：：光耀紫烟为光耀紫烟为““黄山瑞黄山瑞
霭霭””，，兆晴兆晴；；轻云出岫如轻云出岫如““玉女披纱玉女披纱””，，兆雨兆雨。。焦圻焦圻
镇人凭此安排农事镇人凭此安排农事，，““较雨量晴农不爽较雨量晴农不爽，，未曾祷未曾祷
祝已成霖祝已成霖””。。清代文人刘明顺的清代文人刘明顺的《《孱陵竹枝词孱陵竹枝词》》
云云：：““赛社归来酒半醺赛社归来酒半醺，，路旁游子说纷纷路旁游子说纷纷。。昨日昨日
焦圻街上过焦圻街上过，，闻道黄山井出云闻道黄山井出云。。””正是最真实的正是最真实的
写照写照。。

神奇的焦圻古镇从典籍里走出来神奇的焦圻古镇从典籍里走出来，，又一头又一头
扎进了现代浓墨重彩的画屏里扎进了现代浓墨重彩的画屏里。。

拥有丰厚的人文底蕴和历史风貌的焦圻古拥有丰厚的人文底蕴和历史风貌的焦圻古
镇镇，，如今成了湘鄂边界的明珠小镇如今成了湘鄂边界的明珠小镇。。这里民风这里民风
古朴古朴，，市场繁荣市场繁荣，，是南来北往商贾汇聚之地是南来北往商贾汇聚之地。。四四
面环水的焦圻古镇像是浮在香荷面环水的焦圻古镇像是浮在香荷、、绿水之上的绿水之上的
一叶船舫一叶船舫。。古时渔人拴船的石桩依旧排列在湖古时渔人拴船的石桩依旧排列在湖
边边。。古镇由此产生的堤垸文化孕育了硪歌古镇由此产生的堤垸文化孕育了硪歌、、跳跳
三鼓三鼓、、虾灯舞虾灯舞、、蚌舞蚌舞、、狮子狮子、、龙灯龙灯、、竹马等闻名遐竹马等闻名遐
迩迩。。入夜入夜，，古镇夜市又是另一番韵味古镇夜市又是另一番韵味。。华灯初华灯初
上上，，街心广场上便是一派花团锦簇街心广场上便是一派花团锦簇、、歌舞升平的歌舞升平的
景象……景象……

焦圻，“诗路”里走出的千年古镇！

“诗路”里走出的千年古镇

■ 陈宏宇（黑龙江）

“冰糖葫芦……”一声吆喝从远
处传来。有多久没有听到过这声吆
喝，已经记不清了，但这声吆喝，瞬
间把我带回到儿时的记忆中……

小时候，我家虽然只有两间平
房，却有一个院子，父亲在院子角落
里又盖了一间小房，面积很小，但有
大锅也有炕。每到过年前后，二叔
就会来到我家，在这间小房里做冰
糖葫芦，卖了，贴补家用。每当凛冽
的 北 风 吹 过 ，夹 杂 着 熬 煮 糖 浆 的
甜味，小房子就成了我最喜欢待的
地方。

做冰糖葫芦，首先就是选择山
楂。山楂选又红又大的为好，清洗
干净后把山楂籽挖出来，用竹签穿
起来，穿成一串。

接下来就是熬糖，熬制糖浆是
最讲究火候的。要慢慢地熬制，不
能 急 。 当 糖 粒 全 部 融 化 ，就 不 能
再 搅 动 ，要 用 最 小 的 火 等 待 着 糖
浆 慢 慢 变 成 透 着 光 亮 的 琥 珀 色，
此时就熬好了。二叔拿着山楂串，
让它们在糖浆里滚动一圈，甩在旁
边早已经洗净的铁板上，山楂瞬间
就穿上了一件透明的糖衣，变得更
加晶莹透亮。当然，第一串糖葫芦
一定是我的。

冰糖葫芦的口感是甜甜的、酸
酸的。山楂红艳艳的，惹人喜爱，糖
衣是淡黄色透明的，咬一口又甜又
脆，就着冰天雪地的寒，令人回味无穷。在我小小的
心里，冬日里的糖葫芦就是最美丽的色彩，是最好吃
的零食。

二叔长得高大英俊，可是北方的冬天真的是太
冷了，在重重穿戴的包裹下已看不清眉眼，只能看到
圆滚滚的身子和一根用稻草捆扎得圆滚滚的糖葫芦
垛子，插满了圆滚滚的糖葫芦。

二叔做的糖葫芦有大有小。好看的、饱满的山
楂做出的大串糖葫芦，就插在最显眼的地方，会最先
被买家挑走。个头中等的山楂做的糖葫芦，价格就
相对便宜一些，而那些小小的山楂，二叔也舍不得丢
弃，一样裹上糖浆做成糖葫芦，插在垛子的最底下，
而这些糖葫芦是不卖的，一般是当作赠品送给老主
顾，或者免费送给眼巴巴围着糖葫芦垛子转却又没
钱买的小孩子。每当这时，我都忍住不想拦住二叔，
二叔却笑嘻嘻地说：“二叔卖的是糖葫芦，也是幸福
的甜蜜，让大家都甜一甜、乐一乐。”二叔笑着递来专
门给我留的那支最大的糖葫芦。舔着甜甜的糖衣，
我立时转嗔为喜。

如今的冰糖葫芦，花样百出琳琅满目，有香蕉
的、菠萝的、橘子的、猕猴桃的……各式各样令人目
不暇接，味道更是五花八门、推陈出新。尝遍百味，
最喜欢的还是二叔做的山楂冰糖葫芦。

时光匆匆，时光已然过了很多年，二叔也已经离
开了我们，但每次听到“冰糖葫芦……”这声吆，我就
会想起那个卖着甜蜜和快乐的二叔。

冰
糖
葫
芦
酸
又
甜

■ 徐 静（陕西）

我居住的小区地处城乡
接合之处，农历每逢“三和
八”，门口街道的集市便熙熙
攘攘起来。那是一幅充满生
活气息的画卷，而其中最让
我心动的，便是那些带着冬
寒印记的美食，在这寒冷的
季节共舞，构成了独属于陕
西的“冬味和冻味”。

踏入集市，目光总会被
路边一溜质朴的小摊牢牢吸
引。简陋的竹筐随意摆放，
里面满满当当盛着各类经冬
寒冻的吃食，仿佛是冬季馈
赠的宝藏。我虽生于斯长于
斯，可面对这些陕西冬日独
有的美食盛景，心中的热忱
与新奇从未消减。

我逐个竹筐细细打量：
率先映入眼帘的当数冻柿
子，这是陕西冬日里极具标
志性的时令佳果。冻柿子多
是本地的火晶柿子制成，熟
透后色泽艳红似火，经寒冬
一冻，表皮微微起皱，颜色愈
发深沉浓郁，仿佛被岁月沉
淀了一般。正如古人云：“色

胜金衣美，甘逾玉液清。”吃的时候，将冻柿子
置于冷水中浸泡片刻，待柿子慢慢软化，轻轻
撕开一点皮，便能尽情吸食那如蜜般甘甜浓
稠的柿汁，口感软糯香甜，在舌尖上化开一抹
浓郁的醇厚。

与冻柿子相伴的，还有冻软枣。小小的
枣儿黑紫发亮，犹如一颗颗袖珍的紫宝石。
别看它个头不大，滋味却极为独特，既有枣的
香甜，又因冰冻而增添了几分清凉，咬一口，
那股子甜意就在口中散开，带着淡淡的自然
果香。

此外，冻红薯也是常见的美味，红薯被切
成大小均匀的块状，经过冷冻，内部的糖分仿
佛被进一步凝练。放在锅里蒸熟后，香甜的
味道能弥漫整个屋子，口感绵密，甜而不腻，
每一口都是在享受大地馈赠的甜蜜宝藏。

在这寒冷的冬日，街头售卖的凉皮又是
别样的风情。虽说凉皮四季皆有，可冬日里
的凉皮却别有一番风味。

陕西的凉皮种类繁多，有秦镇米皮、宝鸡
擀面皮、汉中热米皮等等。“秦中自古帝王
州”，这凉皮亦在岁月中传承着古老的韵味。
在冬天，凉皮摊上会支起一个小煤炉，用来保
持温度，防止凉皮过快冻硬。调制好的凉皮，
放上豆芽、黄瓜丝、面筋等配菜，再浇上辣椒
油、醋、蒜水等调料，搅拌均匀。在寒冷的天
气里，吃上一口，凉皮的劲道、配菜的清爽与
调料的浓郁完美融合，那酸辣可口的滋味瞬
间就能驱散周身的寒意，让人吃得酣畅淋漓。

而陕西冬日最具特色的街头美食，非羊
肉泡馍莫属。

“陇馔有熊腊，秦烹唯羊羹。”在寒冷的街
头，羊肉泡馍的店铺总是热气腾腾。馍要自
己亲手掰碎，大小均匀的馍粒浸满了羊肉汤
的醇厚鲜香。羊肉炖煮得极为软烂，入口即
化，鲜嫩的羊肉与筋道的馍粒相互交织，再加
上粉丝的爽滑、葱花与香菜的点缀，每一口
都是满满的幸福感。尤其是在大雪纷飞的
日子里，走进一家泡馍店，看着那氤氲的热
气在眼前升腾，听着周围食客们的欢声笑语，
感受着那份独属于陕西冬日的热闹与温暖，
仿佛整个身心都被这一碗泡馍所慰藉。

陕西的冬日，室外气温常常在零度以
下，寒冷的天气如同一位神奇的魔法师，赋
予了食物独特的口感与韵味。这种寒冷不
仅没有让街头巷尾变得冷清，反而催生了更
多充满烟火气的美食角落。这些冬日里的
特色冻食与冬味，是陕西这片土地独有的味
蕾记忆，是别处难以复刻的美食文化瑰宝。
冬日来到陕西，便能深切体会到这种冷暖交
替间的独特魅力，冷的是天气，热的是美食，
暖的是人心。

冬
味
·
冻
味

■ 刘传福（四川）

在记忆的深处，老家总有一盏煤油灯的
光，宛如一朵盛开在暗夜中的花，璀璨绚烂，
暖透了整个儿时时光。光阴似箭，几十年过
去了，时至今日，灯花在我的脑海里仍旧盛开
如昨，熠熠生辉。

老家，在川南农村，是一间斑驳土墙与青
瓦的四合小院，每一面土墙和青瓦都似一位
年迈的长者，在长长的岁月中承载了数不清
的故事，宛如一部部无声的史书。每当夜幕
轻垂，光亮被黑暗悄然吞噬，煤油灯便在昏暗
的屋子里亮了起来，一户户农家在一束束亮
光里若隐若现。

我清楚地记得，那盏煤油灯，是爷爷用废
旧的方形墨水瓶做成的。爷爷在墨水瓶盖上
用烧红的铁丝钻个孔，然后垂直插入铁片做
成的灯管，再用棉线搓成灯芯连通灯管和底
部的煤油，就大功告成了。

当天黑得如一块黑色的布，奶奶伸出那
布满老茧却又无比灵巧的手，轻轻拿起火柴，

“嗤”的一声，火柴燃起，那跳跃的小火苗便如
一个欢快的精灵凑近灯芯。刹那间，灯芯被
点燃，火焰先是微微颤动，似一位初临世间的
舞者，带着几分羞涩与懵懂，试探着这个陌生
的世界。随后，它便稳稳地燃烧起来，变得明
亮而柔和，如一轮袖珍的暖阳。全家人围坐
在周围，灯光在墙上投下我们一家人的影子，
演绎着生活的温馨与欢乐。

小时候的我，总是钟情于静静坐在煤油
灯旁，凝视着那跳跃的火焰，或看书或发呆，
直至很久。火焰里面，有时候会长出来一些
小小的灯花，毫不拘谨地在灯芯之上绚烂绽
放。灯花的形态各异，有的如盛开的牡丹，层
层叠叠的花瓣在光的映照下，似在微风中轻
轻摇曳，散发着雍容华贵的气息；有的似小巧
的雏菊，简约而纯粹，洋溢着一种质朴纯真的
美，宛如邻家少女般清新自然。奶奶说，灯花
是吉祥的象征，每当看到灯花，就像看到了希
望的曙光，好事定会悄然而至。在那个懵懂
天真的年龄，我对这小小的灯花便充满了敬
畏与期待，视为上天赐予我们的神秘礼物。

奶奶和我一样，在煤油灯光的笼罩下，她
会端来针线筐，安详地坐在一旁做针线活。
她微微眯着眼睛，手中的针线在布片间轻盈
地穿梭，那细细的线在灯光的照耀下，恰似一
条灵动的银蛇，游走在布的世界里。而我则
沉浸在小人书的奇妙世界里，那黑白的画面
在灯光的映照下，仿若被赋予了神奇的魔力，
每一个字，每一幅画，都变成了一把神奇的钥
匙，引领我走进一个个如梦似幻的场景。

冬天的雨淅淅沥沥地下着，雨滴宛如晶
莹的珍珠，打在窗户的玻璃上，流淌成一道道
如梦如幻的水痕。屋内，煤油灯的光愈发显
得温暖而祥和，光芒映照在窗户上的水汽上，
形成一片朦胧而迷离的光晕，仿若一幅天然
的水墨画。我忍不住伸出小手，在水汽上画
出山峰、湖泊、花草等各种形状，尽情释放着

孩提时代天生的淘气。
夏日的夜晚，蚊虫如同一群追光的精灵，

在灯光周围欢快地飞舞。它们好像从不惧怕
灯花的热度，为了一种爱好或者是信仰，常常
执着地演绎飞蛾扑火，纵然拿着扇子驱赶，
也总是徒劳无功。看着它们伤的伤，死的
死，我总是无法理解也心生怜爱，最后，只有
在灯花的周围，用透明的纸做了一个大大的
灯罩阻隔起来，不希望再看到这样危险的事
情发生。

后来，不知是什么时候，家里竟然有了一
个新的玩意儿——马灯。马灯造型优美，身
姿威武，还有专用的提手。它的灯光大小可
以用按钮调节，赋予了人掌控光明的力量，还
有那专用的灯罩，宛如忠诚的卫士，时刻守
护着它的光芒。它可以被提在手中，自由漫
步在室内外，不惧风的挑衅。而马灯里的灯
花，就像是水晶球里的自由舞者，在光明的
舞台上欢快地跳跃。它绽放着自己的美丽，
用那又大又绚烂的火花，占据着我幼小的心
灵，成为记忆中永不落幕的璀璨之星。

随着时光的流逝，上世纪 80 年代，电灯
宛如一位现 代 的 光 明 使 者 ，逐 渐 走 进 了 乡
村 。 曾 经 的 煤 油 灯 ，早 已 被 尘 封 遗 忘 在
了不起眼的角落，成为一段无法返回的历
史。但是，那些曾照亮了我整个童年的最
美灯花，却成为我心中的永恒定格，偶尔回
味，依旧散发着浓浓的诗意，闪耀着迷人的
光辉。

最美的灯花

■ 庄艺瑾（广东）

冬日的夜晚，寒风在窗外呼啸，屋内却
是一片温馨宁静。柔和的台灯洒下温暖的
光芒，书页轻轻翻动，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如同冬日里细雪覆盖大地的轻柔。我裹在
温暖的毛毯中，手中捧着一本沉甸甸的书，
沉浸在文字构建的世界里，任心灵在字里
行间自由翱翔。

夜读之际，我总喜欢喝点什么，这似乎成
了一种仪式感，让阅读的时光变得更加丰盈
和美好。

宋代文人苏舜钦有这样一段佳话。他在
岳父杜衍的府上，夜夜读书必佐以一斗酒。
杜衍好奇探查，发现佳婿正在读《汉书》，每逢
佳句，便击节赞叹，举杯畅饮。杜衍见状，不
禁笑言：“有这样的下酒物，饮一斗实在不算
多啊！”这样的豪情与浪漫，即使穿越千年，仍
能触动人心。然而，我自知酒量浅薄，无法效
仿古人的洒脱，便选择了另一种适合我的方

式——品茶。
身为潮汕人，茶，早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

分。在寒冷的冬夜，我习惯泡上一壶热气腾
腾的上好单枞茶，轻轻啜饮一口，那温热顺着
喉咙直达心底，驱散了外界的寒意，暖手暖
心。热茶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与书香交织，
营造出一种独特的冬夜氛围，让人仿佛置身
于宋代翁森《四时读书乐》中所描述的情形：

“地炉茶鼎烹活火，一清足称读书者。读书之
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这份围炉读
书、对梅饮茶的清欢与宁静，让人沉醉不已。

当然，也不单单喝单枞。茶的种类繁多，
各具风味。红茶，温暖而醇厚，与经典文学作
品的厚重感相得益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与
哲思。绿茶，清新而淡雅，与用细腻笔触描绘
生活点滴的散文集适配度极高。而花茶，则
以其芬芳的香气和甜美的口感，与浪漫小说
相映成趣。茶香缭绕中，我沉浸于书海，时而
沉思，时而感叹。仿佛时而穿越时空与古人
对话，探讨人生的真谛；时而与诗人同行，领

略山川的秀美；时而与哲学家争辩，探寻宇宙
的奥秘。我不急于翻页，不急着匆匆喝完一
杯茶，因为越是引人入胜的情节，越是要放慢
节奏，细细品味，让茶香与书中的韵味交织、
升华，享受这份难得的宁静与美好。

久读品茗，腹内渐空，我便效仿《红楼梦》
中的雅趣，烹制一碗热气腾腾的酸笋鸡皮汤
或是熬煮一碗建莲红枣汤，在美食的温润滋
养中，继续沉浸于书海。有时，也会煮上一碗
汤圆，想象李碧华笔下那“馅儿心是麻蓉加上
玫瑰露酒，泡在姜汁糖水中的”酒心姜汁汤
圆，该是多么美妙的滋味。这样的美食，不仅
满足了味蕾，也为冬夜的读书时光增添了几
分生活的乐趣。

冬夜漫漫，书为知己，茶为良伴，美食添
趣。在这一方小天地里，我沉醉于知识的浩
瀚，享受着茶与美食带来的慰藉，感受着时光
的缓缓流淌，心中满是惬意与满足，愿此夜长
留，让书香、茶香、食香交织的温暖，如冬日里
的灯火，照亮心灵，温暖岁月，永不熄灭。

夜读之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