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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 耿艳菊
冬日暖阳可爱。午后阳

光极佳。这时候风也很相宜，
淡淡的，轻手轻脚的，像老祖
母的那只白猫。天短，不宜午
睡，好像一闭眼一睁眼，天就
黑了。若有闲情，不妨午饭
后，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静静
地坐一会儿，晒晒太阳。

晒太阳，文雅的说法是负
暄，而更形象的说法是晒暖
儿，贴切有趣。阳光照在背
上，整个人暖烘烘的。如此时
刻，心情总会很好，内心安闲
放松。

白乐天有一首五言古诗
《负冬日》，可谓替我们说出了
晒太阳的心里话，字字贴切，
句句入心。就像千年的时光
不过一瞬，诗人从他的院落里
走出来，笑眯眯地和我们并肩
坐在冬日午后的暖阳里，伸伸
懒腰，惬意地慢吟着：“杲杲冬
日出，照我屋南隅。负暄闭目
坐，和气生肌肤。初似饮醇
醪，又如蛰者苏。外融百骸
畅，中适一念无。旷然忘所
在，心与虚空俱。”

最得午后静坐晒暖儿神
味的是像祖母那样满头银发
脚步蹒跚的老人，一生的大事
基本上都已完成，该看淡的不
该看淡的都淡远了。冬天的

阳光看似悠闲，其实转眼就淡
了、凉了。祖母他们这些老人
似乎把每一天晒暖儿的事看
得蛮重要，只要有阳光，必然
要在阳光下坐一会儿，觉得这
一天才算完整。

好像很多地方都有相似
的几处风景，十字路口、墙边、
光秃秃的老树下……满脸沧
桑、皱纹如花的老人静静地坐
在午后的阳光里，也不说话，
仿佛在专注地回忆往事，又似
乎在倾听着时间的声音，他们
静好温厚，神情如冬天的大地
一般安宁，面容如阳光一样温
暖舒适。看到他们，就会不由
得踏实安心，觉得幸福。好像
这一生的奔波辛苦，终于在这
一刻得到诠释。

曾有一段时间，我在老家
住。每天午饭后，都会跟着祖
母祖父在大门口的树桩上坐
一会儿，晒晒太阳。来这里坐
一会儿的还有对门的老人、西
边住的两个老人，他们每天都
像商量好了似的，吃完午饭就
来坐一会儿。刚开始，大家还
说些家长里短，后来天天说，
也没啥说的，就彼此笑笑，专
心地晒太阳。

当时，我觉得祖母他们挺
无聊的。可是，当我到城市生
活后，快节奏的调子里慌慌张
张，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再回
味起那段安静的时光，才蓦然
发现它的可贵。

因此，每到周末的时候，
就告诉自己，别一味忙这忙那

的，事情永远在后面赶着，人
有时候得学着且停停，到阳光
下走走、坐坐，放空一下满腹
的心事，明日愁来明日愁，这
一刻，就停下来，好好感受一
下阳光的暖意吧。

生活呀，不能总是慌里慌
张的，总得有些安静的时刻，
沉淀一下，心才会清澈。

少时，祖母见我坐在餐
桌前吃饭也着急忙慌的，有
时甚至愁眉苦脸，她总要说，
你这是端着一碗水在赶路
呢，累不累呀，你能不能把这
碗水先放下，安安稳稳地吃
饭，有什么大事比吃饭还重
要吗？

淡淡的几句话如厚朴的
青石，在岁月的淘洗和打磨
下，越来越呈现出温润如玉
的光泽。很多时候，很多情
境里，可不就是端着一碗水
在赶路吗，那般小心翼翼，也
难免要泼泼洒洒、晃晃荡荡、
混混沌沌。这碗水不是别
的，是人的心灵之水。那些
迷失迷茫、困顿苦恼、忧伤惆
怅……种种情绪，种种失意，
不就是这碗水被外物的力量
晃得不清澈了吗？累了就坐
下来，歇一会儿吧，冬日的阳
光那么好，清清静静地晒晒
暖儿。

晒暖儿

家乡的泉
□ 魏发堂

家乡是一小小村落，似铁
凝笔下的文字：一心一意掩藏
在大山那深深的皱褶里。

家乡多山，山中也便有好
多山泉，诸多大大小小的山泉
里，双龙泉首屈一指。在村子
东边，黑山脚下，悬崖峭壁上
树藤葱郁，浓绿中有两处泉
眼，自丛绿中泉水汩汩奔涌而
出，故名双龙泉。这是小村几
百人口赖以生存的水源。数
百年来，她滋养了这个村落和
众乡亲。

村中有一古老的石碑，
记载了关于双龙泉的故事：
玉匣村之东，悬崖叠翠，泉水
滴滴，流入池塘，名曰双龙泉
也……

泉池倚着黑山脚下山壁
而建，由方形石块砌成，经工
匠仔细打制，雕琢得规规矩
矩，池长约10米，宽约4米，深
不足5米。蓄满水的池子，水
深得发蓝，当年小小的我只能
远观而不敢靠得太近。

双龙泉水，清凉甘醇，庄
户每逢有客人来家，主人便取
了新鲜的泉水，用柴草土炉将
水烧开，沏茶煮饭，茶饭再差
再次，也被这泉水的甘甜掩饰
得无可挑剔了。

双龙泉水，逢风调雨顺年
景，汩汩流淌，将池子灌得满
满当当，水花涌出池子，汇入
石臼河里。村里的婶婶大娘
们，常聚在水边洗菜的洗菜，
浣衣的浣衣，空气中洋溢着野
菜和肥皂的清香，嘻嘻哈哈放
任无羁的欢声笑语不断。

若逢久旱，泉眼水流甚
小，便会出现碑文上描述的

“滴滴”状况，池水见底。池子
底部，泉眼下方，有一个圆弧
形的凹槽，光滑得很，是人们
用葫芦瓢刮水所致。儿时我
也下去刮过，刮了第一瓢，得
间隔一会儿，等水蓄满小槽，
才能刮上第二瓢，往往刮满一
担水费时不短。碑文上也有
关于刮水的刻字：庄人无论谁
家，盛水之器刮满为止，不许
再刮，如有不尊者，一庄人公
议……可见，从池子建成，庄
人便立下规矩，不允许多吃多
占，共同享用，共渡难关。

村北的大山谷，由石臼河
的河漫滩始，一层层石堰垒成
的梯田，顺着山势，层层叠叠，
一直垒到山尖的崖边。离山
尖不远，也有一处泉眼，无论
天气多旱，水流不断，前辈们
垒地堰时还特意为这泉砌了
一个拱形石棚，又在泉边栽一
柳树。树长得粗壮旺盛，泉边
水草丰茂，因此这山谷被命名
为水泉峪。人们耕种梯田，渴
了便常常取此泉水解渴。孩

提时，采药、抓蝎子、砍柴渴
了，小伙伴们便也去此泉饮
水。后来，不知是谁爆出一个
惊人的信息，说在泉边看到一
条大蛇，有冠，爬行还能分草。
我们便害怕去那，但有时实在
渴极了，附近又没有水源，无
奈还是互相壮壮胆，硬着头皮
去喝水，总是在稍远的高处的
地堰边，向那泉边草丛猛扔一
阵石头，见无异常动静，才如
行雷区一般轻手轻脚走到泉
边，心怀忐忑，脊梁发凉，胆战
心 惊 ，匆 匆 喝 完 ，匆 匆 离
去……

翻过黑山，有一道深深的
山谷，也是层层石堰垒起的梯
田，数不胜数，形态各异。这
幽深的山谷里，有两处泉眼，
一处在山谷中间的一个悬崖
边，有个大大的石头台，我们
叫光崖，一股很小的泉水贴着
石壁流出细细的漂亮的水纹，
那水纹就像小女孩小小的辫
花似的，在阳光下闪动着，甚
是好看！人们为了饮水方便，

也用凿子凿出一个瓢形凹坑，
用以蓄水，方便农忙时渴了
应急。

这处泉眼喝水很爽，小伙
伴们走到这里，等先到的拥挤
的鸟雀们喝完飞走，我们便将
凹槽中的余水用青草揩净，等
那透亮的小辫似的水花蓄满
了凹槽，我们便争先恐后地畅
饮一番，不亚于现在喝牛奶冰
啤的豪爽，然后美滋滋地往石
板上一躺，惬意极了，完全不
惧下面是悬崖峭壁。

梯田的最高处有一座石
屋，石屋呈圆形，矗立在崖岩
边上，用石板砌成，圆形的顶
子，留有窗口门口，很别致。
石屋后边的山石嶙峋间，也有
一处山泉，水从一棵野丁香下
的岩层淋漓而出，水不大，有
心人为了饮用方便，用好多的
小薄石片和了黄泥砌成三指
高的小坝，还用心地留一小闸
门，以方便将旧水放出，取用
新鲜的泉水。炎夏里，翻山越
岭掀蝎子，口干舌燥的我们飞
奔过去，跪下腿去，用空心的
蓖麻叶梗做的吸管，像羊羔跪
乳一般，发出美美的贪婪的吮
吸声，那份感恩那份甘甜那份
馨香，让所有劳作的苦累消失
得无影无踪……

在家乡，类似的山泉几乎
每条山沟谷地都有，似乎是大
山馈赠山民劳动之苦的恩惠。
当锄禾日当午的渴望难以忍
受时，这处处山泉比乳汁更
甜。曾被无数次滋润过的我，
想起一首诗来：“野壑繁荫碧
涧幽，一弯清浅自闲流。不知
林下源何处，草木深深水尽
头。”

年画

□ 德喜
小时候，临近过年，村里每家每

户都会到镇上去买几张年画。
年画摊子设在乡村大集的一

角，横拉着绳子，长长的几大溜，上
面悬挂着五颜六色的年画，还有的
在墙上挂着，或者在地上用石块压
着，色彩缤纷，琳琅满目，令人目不
暇接。那时的年画设计简单但主题
突出，常见的有“五谷丰登”，两个农
民头扎毛巾，簇拥着一大筐金灿灿
的稻谷和麦穗，笑逐颜开；有“年年
有余”，白白胖胖的娃娃，抱着极尽
夸张的红鲤鱼；也有《沙家浜》《花木
兰》《智取威虎山》等彩色剧照，后来
又有了《少林寺》《霍元甲》等武侠电
影剧照；还有寓意“招财进宝”“福禄
寿喜”“松鹤延年”“迎春纳福”之类
的年画。年画的制作工艺越来越精
湛，内容越来越丰富，名山大川、梅
兰竹菊、影视名星、卡通人物等，无
不入画。

年画买回家，一家人先要欣赏
品评一番，然后妥善保管好。到了
小年那天，母亲便围上旧头巾，高举
着掸帚，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
净。接着，母亲打糨糊，我和哥哥则
摊开年画，谋划着张贴的位置。我
家的年画每年都是由父亲贴的。父
亲贴的时候，我端着一小盆糨糊跟
在他屁股后面，哥哥和母亲站在下
面现场指挥，高了低了，偏了正了，
反复调整几次，年画的位置终于得
到大家的认可。父亲在年画的四角
和中间涂上糨糊，用手轻轻抹平，年
画就贴好了。这还不算完，父亲还
要把我的“三好学生”奖状挨着年画
贴到墙上，说获得的荣誉同样是年
画。父亲贴得很认真，好像把全家
来年的希望全部寄托在那一张张不
大不小的年画上，以求来年平安祥
和。年画贴好了，简陋的小屋在花
花绿绿的年画映衬下，变得满屋生
辉，年的味道也被渲染得醇厚香甜。
父亲和母亲的笑容像山泉水一般自
皱纹密布的眉间汩汩地流淌出来。

贴上年画，屋里焕然一新，喜气
洋洋。我美美地趴在炕头瞅了老半
天；忙进忙出的父母也忘不了高兴
地瞄上几眼；爷爷则会坐在屋里那
张老式木椅上，袖着手看画，即兴哼
唱几句山东梆子。

年画不仅贴出了喜庆，也贴出
了亲情。有些年画就像那个时代的
小人书，是有故事情节的。闲时，我
们坐在爷爷身边，听他给我们讲画
中的故事，什么《红楼梦》《西厢记》
《杜十娘》《杨家将》……年画贴了一
年，赏了一年，我们也听了一年的故
事。又到新桃换旧符的时候，我们
才小心翼翼地把旧年画揭下来，保
存好，新学期开学的时候，这些年画
就成了我们的包书纸。

过年，有了年画的装饰与烘托，
才有了浓得化不开的年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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