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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三味
蔡曉菲

  難得閒來無事，踱步至老街，喜
慶純樸的年味撲面而來，我知道，這是
新春第一味來了。

老人們早早把窗戶、木門上清掃乾
淨，貼上新年福字和春聯，小店門口也
掛起了一串又一串大紅燈籠，濃濃的過
年氣息迎面而來。

  我也趕去超市，買上春聯和福
字，準備張貼起來。去年貼的福字經過
一年的風吹日曬，顏色褪去了，完滿完
成了任務。拿出膠水，兒子已經迫不及
待要參與進來，我握著小小的手，把福
字貼上玻璃，默默許下樸素的新年願
望，希望新的一年一家人身體健康、天
天快樂。

  民以食為天，新春的百種美食味
道也鑽入鼻中，這是新春第二味。屋簷
上曬著的臘肉，飯桌上是自己做的酒糟
和麵筋塞肉，黑灰鍋爐炸著蘿蔔絲餅，
無一不提醒著來往的行人，過年啦！

  我最鍾愛的是母親做的豆沙餡兒
的酒釀餅，那叫一個酸甜、軟糯。袁枚
在《隨園食單》中有寫道：「用酒釀當
酵母發面尤松。」每到過年，母親會做
好酒釀，把糖、溫水、麵粉混合。手就
這麼來回輕輕揉啊揉，一個個白白胖胖
的麵團就揉出來了。在我眼巴巴的等待
中，發釀上大半天，再包入豆沙，小火
慢烤，顧不得滾燙，我一大口咬下去，
就是這個味道！

  新春年味，最不可或缺的一味就
是一家人團圓的幸福味道。年味是離家
的遊子提著行李歸來，嘗一嘗想念的家
鄉味道。

年味是疲于奔波的人們慢下腳步，
品一品久違的恬淡心情。年味是平日裡
冷清的門檻，迎來孩子們一波又一波歡
喜的笑。

  今年過年，我打算把一大家子召
集在一起，吃頓團圓飯。往年都是父母
輩張羅，現在我們自己都有了孩子，是
時候擔起家裡的擔子了。藉著過年，和
平日裡忙著工作生活、感情疏離的親戚
家人們聚一聚，聊一聊家長裡短、說一
說酸甜苦辣、憶一憶兒時趣事。雖然只
是一頓飯，但傳承著家的溫馨、愛的延
續。

  喧騰的煙火氣也好，懷念的美食
也罷，這個新年，總是值得我們從四面
山海歸來，赴全家團圓、赴心中所念！

邂逅一場冬雪
華昌萍

「下雪啦！下雪啦！」一大早就被屋

外興奮的叫聲喚醒了。新年的第一場雪，來

得那麼突然，昨天還是艷陽高照，今早卻是

雪花漫天。

靜靜欣賞這歲末南方的冬雪，它不似

北方的雪那般豪放，卻輕盈、曼妙。一片片

雪花像一隻隻玉蝴蝶在灰濛濛的空中飛舞

著，嬉戲著，撲向大地媽媽的懷抱。遠方連

綿起伏黛色的山早已披上了白色的綢緞，近

處的樹穿上了白紗，猶如亭亭玉立的新娘。

「雪裡已知春信至。寒梅點綴瓊枝膩。」芬

芳的梅花在雪中綻放，柔美動人。大寒深處

已經透露著春的訊息，紅梅點綴其間，梅枝

被懸雪覆蓋，蠟梅猶蓋雪花半遮面，白雪映

襯下的嫩黃色肌膚更加明亮。

「 水 光 瀲 灩 晴 方 好 ， 山 色 空 濛 雨 亦

奇。」用來形容此時的邛池再合適不過了。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她如一位身著素衣的

女子，安靜地佇立在群山之中。雪，這大自

然的精靈在天地間暈染出一幅意境悠遠的水

墨畫。

漸漸地，雪停止了舞蹈，陽光衝破雲

層，天上的白雲慢慢散開，露出了天空蔚藍

的臉兒。

邛池上空，一隻隻可愛的海鷗一會兒

展開靈巧的翅膀，貼著水面飛翔，似翻動的

銀色浪花，一會兒又悠然地蹲在湖邊地圓形

木樁上，欣賞著雪中美景。

一 群 群 黑 色 的 野 鴨 在 水 裡 自 在 地 遊

玩，不時表演一下潛水。雪山、藍天、白

雲、飛鳥在碧波裡蕩漾，又是另一番醉人的

景象。好一幅山水寫意畫！

「哈哈哈……」一片喧鬧聲打破了山

間的寧靜，人們走出家門在廣闊的天地間，

盡享一場雪的狂歡。  

廣場上，孩子們穿上厚厚的棉襖，戴

上風雪帽，在雪中開心地奔跑，時而伸出舌

頭來品嚐一下這冰涼中帶點兒甜味的雪花，

時而仰起笑臉伸出雙手接住靈動的雪花，看

著小雪花在手心裡變成小水珠，眼中閃爍著

光芒。打雪仗對抗賽激烈進行中，擲出的小

雪球在空中快速地飛動著，大人、孩子都在

山間厚厚的雪地上躲閃著，恣意地奔跑著，

留下一串串深深淺淺的足跡。人們有的用力

捧上一大捧雪灑向天空，化作天女散花，有

的在雪地上打幾個滾兒，盡情地歡笑，有的

滾一個大大的雪球，看它順著山坡往下奔

跑，把快樂分享給沿途的每一寸土地。

看著慢慢融化的雪，不禁想到「人生

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生命雖然

短暫，但是每一個生命都可以像雪花一樣在

廣闊的天空綻放屬於自己的光彩，為這個世

界增添一份別樣的美。

水鄉逢簡
張小蘭

　　逢簡是一個小村莊，地處嶺南，這奇特的地名，原是由兩個姓

氏演化而來的。初識逢簡，我是在書中讀到的，以為它只是一個果

林密佈，有著一些百年歷史的村落 ，再加上一些歲月的青苔，就這

麼茸茸的長著。

　　南方的冬天仍有大捧大捧的陽光從天空傾瀉下來，照得整個人

暖暖的。小寒，我們從東莞駕車到順德逢簡，將車停在馬路邊，步

行進入。

　　一路經過菜田，甘蔗林，翠竹林，便到了河埠。撲面而來的是

清涼的，濕潤的香甜味，是河岸的番石榴，楊桃，香蕉，柑橘。果

實纍纍地綴著，無人問津。

　　百年大榕樹，枝葉繁茂，沿河生長。兩岸的樹榕樹相互靠攏，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消融在一起。三角梅熱火朝天的開著，

粉紅的，淡紫的，倒影在水裡，波光瀲灩。桂花也開著，細碎的，

清幽的香，撒播在百年瓦楞間。

　　走到一棵大榕樹下，我們不由得停下了腳步。蒼老蓊鬱的榕

樹，繁茂的樹葉遮蔽著地面，在青磚黛瓦和石拱橋之間搖曳著滿眼

的綠。

　　捲曲飄拂的長鬚在裊裊風中輕輕晃動。我搬了椅子，靠河而

坐，頭頂上有懸掛在榕樹上的紅燈籠。河水細碎的流，岸上的房

屋，拱橋的倒影也是細碎的。買一碗山水豆腐花，加一勺蜂蜜，用

小勺輕輕舀起，在口中細細品味。豆子濃厚的醇香與其溫潤的細膩

相得益彰。

　　拱橋旁，屋簷下，三三兩兩，坐滿了遊客。他們和我一樣，正

感受著一碗豆腐花帶來的舌尖上的夢幻。抬頭，牆上的海報中一位

大明星正端著一碗豆腐花，笑容燦爛著呢！我扯著嗓子大喊：「老

闆，再來一碗豆腐花。」

　　走過一座橋，是宋代的。再到一座橋，上面刻著各式各樣的雕

花，它彎曲如弓，三孔倒映著水波，綠樹繁花的影子隨著微微波瀾

輕輕蕩漾。記載顯示此橋是李仕建于宋代。還有明朝進士梁橋陞官

後背皇上特御賜回鄉修建的進士牌樓矗立在村子中心。逢簡的歷史

可以追溯到西漢時期，這裡人才輩出，官商也不勝枚舉。祠堂，老

屋，石碑，拱橋，腳下的青石板，處處承載著逢簡的輝煌歷史。大

大小小的河埠頭興盛于明末清初。翻開往昔，每一塊石頭上都記載

著這裡曾蠶肥魚美，商賈雲集，經濟繁榮。逢簡的水上絲綢之路從

這裡開始。

　　我端坐在一枚詩詞裡，看一船又一船歡笑的人兒從詩經裡走出

來：「所謂依人，在水一方，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沿河有

窗，窗內的中年婦人露出半截身子，紅絲絨裙上鑲嵌小綠花，她高

挽髮髻，從窗口探出頭對著船頭的水手在說著什麼。

　　此刻，我能想像，她可能就是沈從文筆下的《一個多情的水手

和一個多情的婦人》在相互遙遙傳述種種「後會有期各自珍重」的

話語。

　　烏篷船在河埠頭一路排開。古代的逢簡有「一船蠶絲，一船白

銀」的歷史記載。今天我不為白銀和蠶絲，只為烏篷船而來。木做

的烏篷船，油抹得亮錚錚的，像彎月，像鐮刀。我在船頭淡定地坐

下，隨著悠悠的時光去奔赴一場千年的約會。搖槳的女人臉龐黑黑

的，瘦瘦的，笑容也是黑黑的，讓人沒有距離感。船在綠波中穿

行，綠波在我心中蕩漾。想到沈從文寫給張兆和的信：「為什麼你

不同我坐在一個船上呢？我真希望你夢裡來找尋我，沿河找那黃色

的小船，在一萬船中找那一隻。」簡簡單的話語，沾滿了水，卻變

得柔情似水。

　　外陽已入山，天空只剩下一抹藍紫，兩岸的燈火亮起來了。迎

面有返回的烏篷船，有人在唱歌，唱得餘音裊繞。這樣的畫面美得

有讓人有些窒息。而我們的太陽，才剛剛升到逢簡的烏篷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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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活（組詩）

徐澄泉，1962年12月生。重慶萬州
人，現居四川樂山。出版有《流浪的風》
《純與不純的風景》《寓言》《一地黃金》
《坐看蝴蝶飛》《與影共舞》《誰能佔卜我
的命》《透明的山水》等8部詩集及編著多
部。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樂山市作家協會
副主席。

入世與出世

我在門外逡巡已久
不得其門而入
隨意叩開一道大門
玄關壁立，玄鳥不語
進去問聲主人好，不認識
退出說聲對不起，走錯了
一個門人告訴我
進如隧道之深邃
退如天空之遼闊
進退都是玄學

低處
有書齋的人是幸福的
為書齋命名卻很痛苦
我把書齋叫作「低處」
相當于用左腳把右腳往死裡猛踩
我是一個七線城市的小人物
在金字塔底部當螞蟻
蝸居底層，偷聽樓上深夜的折騰
身長一點六米
在大人高人上人集合的肉林中仰人鼻息
為人低調，偶爾躺平，基本算是佛系中

人

我寫過一首《向低處致敬》的詩向自己
致敬

現在又寫這首《低處》之詩
我要手書裝裱，把它掛在
「低處」的高處

除草記
我的除草機壞了
滿臉野草，和頭髮論短長
怎麼辦啊，親愛的

記不記得那時候
你用手，一根一根拔雜草
只留莊稼在土地裡茁壯
關心生態平衡，關心我們的
秋天和明年
你沒有噴灑除草劑

洗澡記
積垢已久
我決定洗澡
讓自己乾淨一次
沐浴露。手撓，大水沖
刀子刮，鋼絲球擦……
我滿身雪白
像一頭等待解剖的年豬
我白裡透紅
像一隻等待拔起的紅蘿蔔

這一洗頗有心得
黑道奸商貪官們
不也經常洗澡嗎

老同學
他喊我老同學
鬚髮白如石灰，臉皮厚比樹皮
那個比我還老的老頭
他叫我老同學
想起56年前

我被父親拽到他的教室
坐在頭排混日子
一不小心，把4歲小兒混成花甲老者
現在，我坐在黃昏的最後一排
在昏花的老眼裡，尋尋覓覓
我的父親，我們的老師
他正站在塵世的至暗處
焦急地催促學生們
——集合！

送日子
一個即將作廢的人
正數著退休後的小日子
7點起床，送太陽上班
8點準時去江邊報到，送江水走一程
12點，把清淡的午餐送進空腹
下午和晚上，送給電腦或書本
不高興，就把臭臉色送給妻兒
偶遇大疾小恙，送錢給醫院
選幾處好風景，送我去遠方
無聊約幾個老友去茶樓，送點小錢給他

們
23點，送我去夢中，為一天做總結……

我發現：這個計劃問題多
怎麼都在「送」中度日呢
送送送，這送那送什麼都送
還剩一副臭皮囊，送到何處送給誰
什麼時候，把自己送回老家去
這個不在計劃內

等一輛破車退休
轟轟轟轟轟轟轟
一輛破車佔著道
後面新車堵得慌
主人春天去賞花
只見花落無花開
主人夏天去避暑
車內冷氣比車外熱
秋蟬瘖啞，秋水消瘦

蘆葦愁白頭，楓葉急紅臉
它只趕上冬天的雪花
轟轟轟轟轟轟轟
主人同病相憐
等它一同退休

路過豪宅，又路過茅屋
路過一幢豪宅
我好奇地一瞥
只一瞥，就得罪了看門犬
汪汪汪汪撲過來
侯門似海
不見人

路過一垛茅屋
主人大開柴扉
置酒相邀，閒話桑麻
三兩隻雞圍著我
咯咯咯咯
唱不停

山下山上
山下的人，上到山上
又回到山下
山上的人，下到山下
又回到山上

山頂的溪水，流進山底人家
就不再回去了
它親民
山底的炊煙，攀上山頂白雲
就不再回來了

它敬神
誰有病
一把藥片擺在茶几上
瞟我一眼又一眼
它們圓圓的杏眼
像一個賊在惦記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