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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食物，是一种

思绪，也是一种情感。

对于远离家乡多年的

游子来说，很多食物不

仅仅是舌尖上的乡愁，

还承载着对家乡的一

份情怀。

正如《舌尖上的中

国》所说：“‘人的胃是

有记忆功能的’，我们

儿时喜欢吃的食物会

伴随着我们的长大深

深的烙在心里，刻在胃

里。那里有盐的味道，

山的味道，风的味道，

阳光的味道，也有时间

的味道，更有亲情的味

道。这些味道，已经在

漫长的时光中和故土、

乡亲、念旧、勤俭、坚

忍等等情感和信念混

合在一起，才下舌尖，

又上心间，让我们几乎

分不清哪一个是滋味，

哪 一 种 是 情 怀 。”饺

子，就是我离家后解不

掉的乡愁和情怀，它时

常打开情感的闸门，拨

动着我最敏感的那根

心弦。

我出生在上世纪

80 年代，当时农作物

的产量不高，在童年吃

得最多的食物就是窝

窝头，只有逢年过节或

家里来了重要客人时，

才能吃一顿饺子。

一听说要吃饺子，我总有一种莫

名的兴奋和激动涌上心头。我会早早

洗干净手来到灶房帮母亲拉风箱，母

亲在案板旁忙着擀面，哥哥蹲在小方

桌前剁馅儿。春天韭菜馅儿，夏天豆

角馅儿，秋冬白菜萝卜馅儿，不一样

的馅儿，不一样的味道，却融进了同

样的感情。饺子，是那个年代人们表

达情感最直接的方式。

面擀好了，接下来就是包饺子。

母亲左手捏着饺子皮，右手执筷，只

见饺子皮在母亲的手中上下翻飞，一

个个滚园浑实的饺子就包成了。哥哥

在一旁制作吃饺子的蘸水，剥几瓣

蒜，放点儿盐，捣碎后倒入蘸水碗，再

放入一勺干辣椒面，倒点儿自家酿的

柿子醋，撒上些葱末，然后将烧热的

半铁勺油浇在蘸水碗中，“滋——”的

一声，一股烟冒起，香味溢满灶房后

顺着烟囱飘了出去，不一会儿，半个

村子都闻到了香味。

当饺子像一只只肥实的白鹅铺

满案板时，就该下锅了。母亲把饺子

倒进翻腾的开水里，用勺子沿着锅边

旋转，一个个饺子鼓着圆滚滚的肚子

在锅里上下沉浮。火候到了，香味渐

渐四溢，便可将饺子捞起出锅。热腾

腾的饺子闪着温润的光，隔着薄薄的

面皮还隐约能看到内馅透出的色泽。

端着碗的我不时地踮起脚尖朝锅里

张望，盼着能早点儿吃上饺子，看着

我迫不及待的样子，母亲在一旁点着

我的头笑着说：“快好了，快好了。”

热腾腾的第一碗饺子通常是给

客人吃的，只有客人动了筷子，我们

才能吃。待饺子盛在碗中，咬上一口，

瞬间，熟悉的味道滑过舌尖、流向喉

咙、沁入心底、温暖全身。我本想敞开

腮帮子猛吃，但由于太烫，饺子含在

嘴里只得“吸吸溜溜”地哈气，看着我

贪吃的模样，母亲笑着叮嘱我：“慢

点、慢点，小心烫着，锅里多着呢！”那

情那景，至今想来仍记忆犹新，仿佛

就发生在昨日。

工作后我到过多个城市，也品尝

过不同风味的饺子。那些饺子虽也

好，可却让我无法再重温童年时吃饺

子的那种味道。工作不忙的时候，我

也会买些菜在家和妻子一起包饺子，

但总也做不出那种熟悉的味道。直到

我也当了父亲，才明白那味道是用光

阴和温情熬煮出来的，我的用心，远

远比不上母亲对我的用心，所以，我

做不出母亲的味道。

近三十年的光阴一晃而过，当年

为我们包饺子的母亲已永远离去了。

如今，逢年过节的时候，年迈的父亲

仍会为我们包饺子。每次咀嚼着这熟

悉的味道，我的心里总是暖融融的。

我知道，父亲包饺子不仅是想为我改

善生活，也是想为浪迹在外的我营造

回家的气氛，更是我们之间一种精神

上的沟通和交流。这小小的饺子所包

裹的，是天下所有父母对子女的期盼

和爱意。

春节将至，我又吃到了饺子。这

舌尖上的乡愁牵引着家的方向，传递

着家的味道，也随时提醒我们感恩父

母，莫忘初心。

苏州的古典园林是举世称道

的，而其中至小至精者，莫过于芥

舟园了。

那年到上海，因仰慕“东方威

尼斯”之神韵，公务之后，匆忙至

苏州。

一到苏州，便访芥舟园。何谓

芥舟，知之甚少，只是从前在邮票

上曾睹其景貌，一抹淡淡的印象

驱使我先往此园。

进园阅览简介方知晓，芥舟

园之名取自《庄子·逍遥游》：“覆

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之为舟，置

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句中

的“芥”“舟”二字，以“芥”来形容

此园之小，以“舟”来形容其可以

“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

把小小的园子和偌大的太湖、洞

庭山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芥舟园，亦称秦家花园，位于

洞庭西山东蔡村秦氏宗祠旁。据

传该园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园内

的建筑及装绘都体现了乾嘉时期

严谨、精细的风格。园门上，保留

着书有“芥舟”二字的匾额，此二

字系乾隆十七年进士顾光旭所

书。顾光旭，江苏无锡人，工书画，

当时江南一带争宝其墨。顾光旭卒

于嘉庆二年，所以该园的修建不会

晚于嘉庆初年，这块匾额为芥舟园

的始建年代提供了有力的明证。

芥舟园小而精致。花园之南，

以黄石假山为主体，天竺、枇杷、

万年青、罗汉松等花木散布其间，

黄石假山堆砌得盘曲错落，奇峰

异石巧布于数尺之间，罗汉松虽

为数百年之木，却英姿勃发，清秀

挺拔，给人以万年不老之感；花园

之东，地下埋有一缸，缸口覆盖怪

石，组成小池一泓，池虽小，却与

假山相映成趣，为小园增添了意

境；花园之西，有石砌琴桌，桌前

灵芝状的太湖石，虽不瘦、皱、漏、

透，但亦十分玲珑，我和同行者试

学古人凭桌抚琴，对石而歌，颇有

几分意趣。

由园南至园东，横穿园西后，

我在花园之北的书房前驻足。书

房雅称“微云小筑”，有三间，单檐

硬山造，采用“花篮厅”的建筑形

式：没有前金柱，梁架全部承于雕

刻精细的花篮状重莲柱之上，显

得十分轻巧；同时，由于书房前半

部无柱，空间显得尤为敞亮。后金

柱一线，用屏门十六扇将书房隔

为前明后暗两部分，如此独具的

匠心与巧妙的设计，更能渲染出

书房的清雅气质。房前出檐很深，

结构亦为“花篮厅”，檐口顶部施

复水弯椽，做工十分道地。前檐部

有落地格扇十六扇，绦环板上饰

有梅、兰、竹、菊等清雅花草纹样，

裙板上的写意山水浮雕也十分精

美，远山近水，各极其态……“‘微

云小筑’之雅称可谓名副其实”，

出了书房，我禁不住感叹起来。

芥舟园的空间不大，景观的

设置都以近距离欣赏为主，所以

对园中各物的布局以及空间利用

的要求很高。在偌小的范围内，要

做到山水兼有，花木并致，互为借

景，实在很不容易。园林的设计者

对一拳之石、一勺之水的营造都

经过了深思熟虑，故园虽为“芥

舟”，却有“咫尺山林”的艺术效

果，其造园的巧妙构思，对于今天

的园林建设者来说也是有诸多借

鉴之处的。

凡游苏州园林者，如不错过

芥舟园，也许便不辜负此行了。

“我们的节日——春节”

征文启事
正月初一是春节。春节这一

天，对全世界的华人来说都是极

为重要的，当丰盛的菜肴摆满桌

子 ，一 家 人 围 坐 桌 旁 共 吃 团 圆

饭，萦绕在人们心头的，是满满的

充实和幸福，这种互敬互爱的温

暖氛围，使一家人的感情更为坚

固更为紧密。除了吃团圆饭之外，

贴春联窗花，看花灯，逛庙会……

人们对新年的美好祝福和祈盼，

在欢欢喜喜过大年中体现得淋

漓尽致。亲爱的读者，关于春节，

您有哪些经历、记忆和体会？新

的一年，您和家人们有什么愿望

和目标？说出你的春节故事，和

我们一起分享吧。

投稿要求：征文体裁不限，

字数 1500 字以内，如有配图请投

JPG 格式。

投稿邮箱：jswmtl@163.com，投

稿请注明“‘我们的节日——春节’

征文稿”，欢迎投稿。

在我之前的认知中，四川广

安的大良城一直以重重迷雾的形

式存在着，就如同我前去参观那

天的天气。我去到大良城，是为了

找寻历史的足迹，去凭吊那些为

追求和平而逝去的人们，还要探

索谋划在文化旅游发展大潮中让

老城发新芽走新路的良策。

城是一座山，山是一座城。故

事里的大良城比现实中的大良城

更有想象空间，更富于浪漫主义色

彩。故事里的大良城，神奇、霸气、

沧桑、悲壮、嬗变等复杂元素和情

感交织，剪不断理还乱。而现实中

的大良城，却是实实在在的样子。

为我的参观带路的向导是大

良村的村主任蒋兴佳。说起大良

城，他一脸的兴奋和自豪。蒋兴佳

今年 59岁，他说他高中毕业后回

乡扎根农村，当了 20 多年村干

部。他介绍道：“我们大良城是个

好地方，你看这个名字叫‘大良’，

那不是一般的‘良’。其它不说，土

质是清一色的黑土，肥力高，既养

庄稼又养人。大良坪上这样的肥

田沃土有 1000 多亩。”他带着我

一边走，一边为我解说：这是铜元

局旧址，这口山坪塘保证铜元局

的生产用水……大良城里的城

墙、城门、敌台、水门地道、水系、

摩崖题刻、碑刻、龛窟、墓葬、街

道、民居等，他如数家珍。

其实我之前也在史书上探访

过大良城，对它了解颇多：大良城

始筑于唐，成于宋，名于南宋末

年。时元人南下，四川统冶者倡军

（州）、县迁山寨，以抵御元军。在

30多年间，大良城五易其手，成为

宋蒙山城争夺的典型代表。宋朝、

元朝以后，大良城的故事并没有

止步。从明清至民国时期，大良城

得到继续利用。解放前，川军师长

郑启和镇广安，曾在大良城建兵

工厂。华蓥山地下游击队在四方

山、观阁活动期间，大良城是秘密

据点。新中国成立后，大良公社办

公地点设于大良城内，新建了乡

场和小学，供销社、信用社、商铺

等一应俱全，大良城延续了往日

的繁荣。后大良公社和小井公社

撤销，成立小井乡，昔日的大良乡

场遽然衰落。大良城由以前的经

济文化中心退化为一个自然村。

2017 年 4 月，大良村名列四川省

第三批传统村落名录。2019年，四

川省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前锋区

撤销小井乡，大良村所属行政区

域划归观阁镇管辖。

大良城里的故事中，最动人

的情节莫过于“格根救父”。宋咸

淳二年（1266 年）冬天，宋军都统

史炤、王立，监军王世昌等率部攻

打大良城，深夜破城，大良城重新

回到宋军手中，广安军因此改为

宁西军。战斗中元军“钦察先锋

使”首领官郭宁（即大良城守将）

全家被俘，史炤要杀郭宁。郭宁之

子格根告诉史炤：“勿杀我父，当

杀我。”史炤问是谁？郭宁答：“吾

儿。”再问：“几岁呀？”答：“五

岁。”史炤非常感动，说：“五岁儿

能为是言，吾当承全汝家”。于是

用马将郭宁一家送往合州。朝廷

闻知此事，诏旌格根。这个故事暗

合了“大良”的品格。

散尽战争硝烟、褪去军事功

能的大良城，其实就是一尊历史

的活化石，一座历史和现实交互

的博物馆，一种标示社会稳定、百

姓安宁的生动象征。眼下，随着大

良城内和周边基础设施的巨大改

善，前锋区正把握机遇，积极规划

在保护基础上加快大良城文旅发

展，一幕新的大戏即将开启。

大良城，因战而生，因和平而

坚守。当它走出尘封的故事，呼吸

着新时代崭新的空气，接续的故

事必将精彩。“大良，大良，既有沧

桑，更要阳刚！”在回程的路上，一

个炽烈的念头倏忽闪过心际。随

即，我的眼里满含期待。

是大良的期待，是幸福的期待。

咫尺山林芥舟园
晓蔚

故事里的大良城
黎均平（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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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问冬天什么最珍贵，每个

人的答案可能各不相同。我觉得

冬天里最珍贵的就是阳光。因为

它能给你带来温暖，带来身心的

愉悦，带来无尽的享受。

我的家位于多层楼房里，楼

间距很大，所以我家每天的日照

时间很长。每个晴天的早上，还不

到 9点钟，阳光就会从东南方向，

斜着洒在卧室的墙壁上，整个卧

室都暖意融融。哪怕足不出户，我

也能沐浴到柔和温暖的阳光。家

里养的花花草草也全靠这阳光的

滋养，长得枝繁叶茂，花红叶绿。

万物生长靠太阳。在烈日当

头的夏天，人们会躲避阳光的暴

晒，但到了寒冷的冬天，阳光的弥

足珍贵就体现出来了。冬日的阳

光虽然没有春天的明媚，没有夏

天的热情，没有秋天的绚丽，但冬

日的阳光却有它独特的魅力。它

在温暖柔美中略显明亮，悠远绵

长里蕴含着淡泊从容，它有着春

日阳光的神韵、有着夏日阳光的

妩媚、更有秋日阳光的深邃。

冬天的阳光是和蔼可亲的，犹

如兰花幽幽飘散淡雅芳香。冬天的

阳光是无私的，尽管它的温暖有

限，但它总是不遗余力地驱赶着严

寒。冬日阳光就好像一首诗表述的

那样：“冬季风吹去霾天，日出和煦

照田园。暖心温度人惬意，阳炙全

身叹自然。”有了阳光的点缀，这个

冬天过得才算圆满。

其实，冬日的暖阳不但能给人

带来身心愉悦，还能促进身体健

康。冬天里经常晒晒太阳，可以促

进维生素D的合成，提升人体对钙

的吸收，进而强骨健体。同时还能

杀灭细菌病毒，减少疾病的发生。

冬日里的阳光是珍贵的。当

它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倾情地拥

抱每一缕阳光，尽情地享受暖阳

带来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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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浓
浓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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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日的暖阳
李春润（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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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枯的树梢

撑起雾蒙蒙天空

渴望一场雪

像翩翩白鸽

荡涤阴郁和苍凉

眺望中

雪花若隐若现

原本如大地的心境

草木泛潮，泥层裂痕

一条光明的小径

敞开怀抱

接待天国的精灵

雾散了

空寂渐渐远遁

流水疾风千叶过

呼唤在耳

月辉入目

叠起素洁丘峦无数

渴望一双妙手

剪水作花飞

那是干冬的相思

更是万物对明年茁长的

永恒期盼

渴望一场雪
张丽娜（河南）

冬日故乡的风景
丁宇（新疆）

一束温暖的阳光

照射在被季节搁浅的水域

风猎猎作响地掠过

映入眼帘古老而淳朴的山庄

一缕升腾的炊烟

徜徉在被音乐包裹的马蹄中

蓄满希望的瞳仁里

流淌着游子历历往事中的心酸

一只受伤的青鸟

无意间走进魂牵梦萦的诗句

才发现宽大的手掌间

蕴藏的是一种思念故乡的余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