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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赞吴天一

高原医学先行者，防病攻坚五十年。
救治黎民千万户，藏胞生命大灵仙。

赞辛育龄

胸外学科开拓者，攻坚克难奉贤良。
肺移手术先行士，卓越功名留世芳。

赞张桂梅

点亮山区女孩愿，高中免费壮心崇。
圆成大学两千户，美德育人常念功。

赞陆元九

奠基学术最前沿，回收卫星攻克关。
贯性陀螺原理妙，航天事业永登攀。

赞陈红军

坚守高原边境线，扶危急任自承肩。
忠贞作战英雄献，捍卫主权青史篇。

赞林丹

奉献基层四秩忠，社区治理最成功。
心怀百姓不忘本，当好党群传话筒。

赞卓嘎

守护西藏玉麦情，巡边放牧国旗荣。
誓言牢记女豪杰，雪域高原见赤诚。

赞周永开

地下战场功隐臣，赤诚为党历艰辛。
离休不息植林茂，山碧祥云造福民。

赞柴云振

入朝抗美冲前阵，九死一生多战功。
隐姓埋名为民奉，英豪故事永歌忠。

组诗
致敬“七一勋章”获得者

□ 张坤清

冬至阳生春又来

□ 韩可胜
冬至，第二十二个节气，

全年最重要的节气，没有之
一。冬至、夏至，不是冬天、
夏天到来的意思，是“最冬
天”“最夏天”的意思。《月令
七十二候集解》说，“终藏之
气至此而极也”，就是冬天潜
伏的阴气到了极点。

冬至、夏至是中国人最
早测定的两个节气，尤其是
冬至。冬至，无论是从自然
角度，还是从精神角度来看，
都最重要。所以，我们一直

说“冬至大如年”。
冬至最阴，夏至最阳，物

极必反，循环往复。《国语·越
语下》说：“阳至而阴，阴至而
阳。”中国人的阴阳思想，阴
阳辩证统一、阴阳相互转化
的观念，都与此有关。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
吗？唐代诗人杜甫《小至》
曰：“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
阳生春又来。”冬至，是转
折，是起点，是阳的新生，春
的开始。寒来暑往、秋收冬
藏，冬至最让人感慨永恒的

时间交替和人事更新。很
多地方，冬至要吃饺子。“饺
子”谐音“交子”，子月是冬
至所在的农历十一月，阴阳
在这里交替、交换。冬至太
阳最少，阳气最弱，阴气最
重，所以与祖先最为接近，
冬至也成了祭祀的节日。
所以父母总是告诉孩子，这
天要早点回家。

太阳是温暖的终极提供
者。冬至，太阳最少，所以最
需要温暖，而能抵抗个体孤
独、寒冷的莫过于家庭。公

元804年的冬至，时任秘书
省校书郎的白居易，上岗不
到两年的一个职场新人，出
差住在邯郸驿馆里，孤苦伶
仃，写下了《邯郸冬至夜思
家》：“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
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
坐，还应说着远行人。”怀乡
之情、思亲之意，一千多年后
依然感动着我们。

冬至，是回家的路，不管
短，还是长。说到底，外面有
什么东西值得奔波、留恋
的呢？

集市里的烟火人生
□ 张军霞

小城有集，每月逢农历
初一和初六，老街从南到北
聚集了做各种生意的商贩，
他们多数是在固定的时间出
现，在固定的老地方摆上自
己要出售的商品，在此起彼
伏的叫卖声中，热闹的集市
就拉开了序幕。

闲暇时，我喜欢到集市
上去走一走，每次来到这里，
我的嗅觉首先会被一股奇特
的香味所吸引，追着香味的
来源，就看到路边一辆三轮
车上放着一台小型磨香油的
机器。摊主是位年近六十的
老人，他也不吆喝，只是不断
给机器里添加芝麻。随着那
转盘转啊转，香味幽幽飘远，
这就是最好的广告了。老人

已经在这里卖了近十年香
油，我早已成为他的老顾客，
香油、芝麻酱都是到这里来
买，图的是味道纯正、浓郁
醇厚。

再往前走，路的两边都
是卖咸菜、调味品的，可谓应
有尽有，我特别钟爱那种自
家腌的咸菜。在他们眼中，
似乎百菜皆可腌，芥菜、辣
椒、黄瓜、白菜、芹菜、豆角，
就连我们平常买了要弃之的
萝卜缨子，也能变成一种美
味的咸菜。放到早餐桌上，
就着小米粥和馒头，我吃得
津津有味。

集市上当然也卖新鲜的
蔬菜，还有在水里活蹦乱跳
的鱼、虾，整车拉来的水果，
都是集市上必有的风景。比

起在超市买东西，集市上更
热闹一些，因为这里可以讨
价还价。这里的菜新鲜又便
宜，所以才吸引了这么多人
愿意赶集买菜。

不过，我来赶集，也是为
了顺便看花。因为每逢这一
天，卖花人总是带来品种不
同、颜色各异的花，有的是从
花卉种植基地拉来的，有的
是花店的员工临时在这里出
个摊位。因为常来看花，我
就连这些卖花人的面孔都看
熟了。我最喜欢去一位大姐
的摊位买花，她平时也是个
上班族，下班之后喜欢侍弄
花草，尤其是养了好多的多
肉，家里放不下了，就出来卖
几盆，价格都比别家便宜。
你买得多了，她时常还会再

顺带多送一盆。也许爱花的
人心灵总是相通的，我们总
是相聊甚欢。

集市上还有人卖衣服、
鞋子、袜子，还有床单、被
罩，大部分东西都卖得很
便宜。

小城的集市不大，从南
到北走一趟，被热闹的烟火
气包围熏染一番，就算没买
东西也是一种收获。毕竟，
谁的生活里也不能只有琴
棋书画诗酒花，而那些凡俗
生活所需要的柴米油盐酱
醋茶，集市上都能找得到。
喧哗的集市会让人觉得日
子充满了生气。抽出空闲，
偶然到这里来“偷食一碗人
间烟火”，也是一种别样的
乐趣。

用耳朵“阅读”
□ 积雪草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听书、
听新闻、听资讯，不少APP也
推出“读”的服务，为“听”提供
便利，而我，依然喜欢纸质阅
读，喜欢翻书时“沙沙”有声
的响动，喜欢书页散发出来
的纸墨芬芳，喜欢纸质书拿
在手里时踏实厚重的手感，
喜欢睡前就着一盏小灯读几
页书助眠。偶尔兴起，还会
找到纸和笔，做几页笔记。
我喜欢那些读过的书，像老朋
友一般陪伴在我的身边。

最近，视力忽然下降，眼
睛需要节约着用，不能随心
阅读，难免有点沮丧。一日
闲逛，偶然听到一家电台在
播我的文章，便用心听了一
会儿。女主播字正腔圆、温

暖贴心，充沛的情感，配上优
美的背景音乐，清雅悦耳，简
直是一种享受。我呆住了，
我写的文章有这么美？

于是，独辟蹊径，我尝试
用耳朵“阅读”，每晚睡前听
一点点，许多古文晦涩难懂，
没有眼缘，我都会选择用耳
朵“阅读”，在清越、干净、恬
淡的声音中穿行，不求懂得，
但求遇见。

用耳朵“阅读”是一件很
奇妙的事情，伸手不见五指
的夜里，手忙脚乱做家务的
空当，被焦虑失眠折磨得烦
躁不安的时刻，还有走路、乘
车、候机、等人这些零星散碎
的时间，都是用耳朵“阅读”
的好时光。

回想起来，我小时候也听

过书，不过不是在茶馆里，而
是守着收音机听刘兰芳讲评
书。那年头，我最大的娱乐就
是每天放学后迫不及待地跑
回家，打开收音机，一边吃饭，
一边听书。一人、一扇、一醒
木、利索的嘴皮子、吸引人的
故事，随着情节的推进，听者
仿佛身临其境。也许，就是少
时的听书给了我喜欢阅读的
习惯，并从此让生活有了更多
的诗意和情趣。

听书与看书的感觉不一
样，听书是一个被动接收的
过程，浮光掠影，思考少了。
如果心情不好，听书是一个
治愈的过程，从聆听中获取
快乐的感受。看书则不同，
能在细节描绘上领略到文字
之美，遇到不认识的字词还

会去查字典，遇到不懂的意
思会多读几遍，反复咀嚼，细
细品味，从而学会主动思考。
有时候，遇到晦涩难懂的文
章，几乎是很艰难地“啃”下
来的，而“啃”的过程会让人
收获颇丰。

看书，愉悦的是眼睛；听
书，慰藉的是耳朵。有声阅
读与纸质阅读并不冲突，我
现在以看书为主，以听书为
辅。一个人选择适合自己的
方式，又或者是自己喜欢的
方式，不断储备知识，丰盈人
生，把自己的快乐安放在文
字中，建立自己的知识储备
体系，并融会贯通，这便是阅
读的乐趣。别耿耿于怀哪种
途径更好，知识的获取，只要
用心，可以是任何形式。

记忆深处的羊肉汤

□ 廖华玲
对我来说，提起冬至，便会想

起那碗飘香的羊肉汤。
冬至进补，羊肉为佳。冬至的

羊肉汤就像一条暖和的羊毛毯，将
严寒里空荡荡、冷冰冰的胃给包裹
起来。安心地“窝”在家中，熬上一
锅鲜美的羊肉汤，把冷飕飕的冬天
熬成暖洋洋的春天。

当房间充溢的羊肉汤味渐渐
鲜活起来，浓郁起来，美味的物质
彻底战胜精神的食粮，于是腹中开
始“咕咕”作响，揭开锅盖，雪白的
羊肉汤热气腾腾，香气四溢。

一碗配上各种调料的羊肉汤
端上来，不仅闻起来香，而且颇有
点诗意，雪白如凝脂的汤是冬天的
色彩，汤面上点缀的碧绿葱花是春
天的意象，这不就是“冬天来了，春
天还远吗？”的美食版表述。

喝一口鲜浓的汤，不带一点膻
腥，没有羹汤凝稠的厚重，又比稀
薄的高汤温厚；嚼一块羊肉，肉质
柔和细嫩，爽口不腻。饱餐后，你
是否会发出苏东坡的盛赞“秦烹惟
羊羹”？

热汤下肚，就像盖上一条厚实
的羊毛毯，温胃暖心，使冬日的心
情变得阳光明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