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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瓜甜，南瓜香，白色瓜子肚里
藏。入了秋，南瓜就上市了。但想吃
奶奶做的“黄金满钵”却一定要等到立
冬。

恍惚间，回到小时候，眼巴巴地站
在厨房门口。南瓜是舅爷爷地里收
的，每年送来的都比市场上的大许
多。南瓜不是那种黄灿灿、圆滚滚的，
童话故事里南瓜车的形状，而是接近
泥土的黄褐色，瘦长的瓜蒂带个大
囊。如果“站”起来，每个都能赶上我
的个头。虽然长得不讨喜，但家里的
孩子们十分兴奋。围着瓜转着圈，把
耳朵贴在大肚囊上，像拍西瓜似的拍
几下，煞有介事地摇摇头，“嗯，没熟，
没熟。”

奶奶大笑着说：“没熟就等几天。”
便拿着抹布，擦掉南瓜上的土。

秋深了，叶落了，南瓜皮都被我们
摸得发亮了。再拍拍，还是那种低沉
的砰砰声，这次该熟了吧？

奶奶说：“别急，再等等。”
再等，等到什么时候？等到立冬。
立冬一早，奶奶选出一个囊最大

的，洗得干干净净，从肚子中间一刀下
去，瓜分两半。奶奶从瓜肚子里掏出
瓜子，那是我们饭后的零嘴。

奶奶挑肉最厚实的地方，切去瓜
皮，切成块上锅蒸。长大之后才知道，
其实直接下锅煮也是可以的，但奶奶
执意认为，只有蒸熟后碾成泥再煮成
汤，才能让南瓜的香甜充分溶解在汤
里。

在满屋飘满南瓜香气里，奶奶要
开始搅疙瘩了，这是极考验耐心的活

儿。在堆成满尖的面粉盆里，奶奶开
始凭经验向盆里撒水。撒多了，沾湿
面粉会粘成团，块大不容易煮熟；水少
了，盆底的面粉还未成团，倒在锅里就
成了一锅糊糊。只见奶奶左手向面盆
里撒着水，右手有条不紊地搅动面
粉。一盆面粉变成十颗、百颗、千
颗……大小均匀的面粉团子。“奶奶，
快点呀！”围成一圈的娃儿们，忍不住
将小手沾湿，帮忙洒水。一一被奶奶
轻轻拍回，“急什么！”

当面粉团子们争先恐后地在南瓜
的浓汤里翻滚时，南瓜甜香充满整个
厨房，最后撒一把葱花，葱香和着南瓜
味儿勾得人直流口水。当全家人端上
金灿灿的南瓜疙瘩时，奶奶祈福似地
颂念：“吃一碗黄金满钵，盆满钵满，事
事圆满！大家别急，慢慢来啊……”

年幼时，每次听到这句话都只当
是老人的唠叨，只有那一碗甜到心头、
温暖全身的“黄金满钵”，无声地镌刻
在记忆里。几十年后，一个秋日，看着
街边的南瓜，突然想吃“黄金满钵”，摸
索着奶奶的步骤，却无论如何都做不
出记忆中的味道。

打电话向奶奶询问秘方，奶奶笑
着说，哪有什么秘方，只不过需要时
间。秋天的南瓜搁到立冬，自然会变
甜；蒸出来压成泥，比直接煮更甜。年
轻人，想要尝甜头，不能急，得慢慢来！

冬日，站在寒风的月光里，当我茕
茕孑立无力前行时，当我寻寻觅觅茫
然若失时，都会做碗欠火候的“黄金满
钵”，那种欠缺的香甜，提醒着我——
不要急，慢慢来。

今年这个秋天好像很长，霜降过
去好多天了，依然还有些炽热。风中
既没有初冬的寒气，也没见田野里的
枝叶上小草上结霜。气温也是忽上
忽下，毛衣也是穿了又脱。透过窗
口，远远地还可以看见山上的草在阳
光下泛着碎碎的白光。虽如此，可依
旧能够听见浅冬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就是这样一个清闲的午后，温一
壶绿茶，捧一卷旧书，随意地坐在阳
台上的靠椅上,享受着深秋初冬的闲
静，听听浅冬走来的脚步声。

阳光照射在身上暖暖的，恰如温
暖的恬静生活。手边那一杯清茶将
冷未凉，犹如平静的生活冷热适度。
又是一个暖冬时节，微风吹来，似乎
依然是秋的味道，却依稀有了冬的韵
律。阡陌间，风瘦阳肥，思悠念长，咀
嚼着忙碌中偶尔的闲暇。

淡淡的思绪，在初冬暖暖的阳光
下，晒成一抹浅黄色。于是，铺开生
活的纸卷，用幽幽的淡泊临摹逝去的
光阴，静静地感知那份周而复始的小
幸福。

匆匆而过的岁月，总给人一种无
限的感慨；缤纷斑斓的世界，总给人
一种深深的眷恋；深深浅浅的前行，
令人总有一种坚守的执著。或许这
就是生活，曲折中有美好，平淡中有
波澜，单调中更有隽永。

撷一段闲暇，沏一杯茗茶，掬一
抹冬韵，将对生活的满满惬意与情
怀，书写在生活的素笺上。让每一处
落笔，都能够用尽极致；让每一次感
怀，都能够尽心着色，最后染成一幅
壮丽的人生画卷。

时间如沙漏般在不经意间悄悄
流走，透过岁月的指缝，回首走过的
路，总会忆起那些感动。忙忙碌碌的
日子，或许只顾着低头前行，而错过
了很多美丽的风景。每个人的那方
舞台，尽情演绎着生活的喜怒悲欢，
或感动或悲泣，或空手或满载，都是
生命的馈赠。不论如何，都应坚信美
好就在前行的路上。

蹉跎岁月，如风吹过。吹黄了秋
叶，也吹皱了额头。蓦然回首，才知
道很多事情再坚持一程，或许能够得
到更好的结果。而很多事情，不圆满
只是在舍与弃之间。假若能够有一
种感悟的心境，如冬雪般洁净，一切
当归安然。

不论秋冬，季节都在演绎着自己
的故事。冬韵浅唱，或许那些故事并
不总是精彩，但只要用心聆听，总能
谱写成一曲高山流水。

蓦然间，那个属于冬的声音，冬
的姿态，通过万物，倾入耳间。没有
了以往的那份萧瑟凄凉，那声音是生
命的希望，给予了种子破壳而出的力
量。是活力，是生机，浅冬的物语告
诉那些一直前行的人，历经风雨后终
会为追逐的梦想留下别样精彩，那一
刻，前行的脚步声，才是回荡在心间
最美妙的声音。同时，这浅冬的声音
也在告诉我们，这个冬季，依旧是那
样得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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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晨起，出门走走。
几个晨练的老人，拉着家常，晨光

照在花白的头发上，没有一点颓唐的
样子，声音亮亮的，走步带着风，一会
儿就把我甩到了后面。平时喜静，也
有偷懒的成分，很少早起，今天得以在
这个周末，踏着晨光出门，是一件奢侈
的事情。走过路边的一户人家，几朵
淡紫色的小花从院墙里探出头来，凑
近，细瞧，原来是我再熟悉不过的扁豆
花。记得儿时，母亲常常在菜园的篱
笆旁种满扁豆苗，初夏时节，扁豆苗疯
长，不管不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缠
缠绕绕。一朵朵紫色的花朵开满了篱
笆，蜜蜂飞来，采蜜，忙个不停。花落，
结荚，一个个翠绿翠绿的小扁豆调皮
地钻出来。拿个竹篮，摘半篮子扁豆，
洗净，切成细丝，再切两个青椒，放几
瓣蒜，滴几滴醋，一盘美味的清炒扁豆
丝就上桌了。记得那一年气温气候都
适宜，扁豆疯长，挂满了篱笆，母亲让
我们摘了给邻家送点，实在吃不完的，
摘下来，洗净煮熟，晾干，制作成扁豆
干。待到冬日蔬菜稀缺时，家里改善
伙食，父亲从集市上买二斤肉，母亲把
扁豆干用温水泡开，和肉放在一起煮，
那香气在空中缭绕，逗惹着孩子们心
里的小馋虫。我们盛上满满一大碗
饭，放两块肉和几块干扁豆，那味道，
只一个字，香。今日再见扁豆花，许多
儿时的记忆瞬间鲜活起来。

不自觉地走到菜市了，清晨的菜
市还真是热闹，买菜的，卖菜的，熙熙
攘攘，人间的烟火气都在这里了。菜
蔬碧绿，新鲜，水灵灵的。一堆堆新鲜
的萝卜白菜，紫色的茄子，闪着光，让
人感受到热腾腾的生活。汪曾祺先生
的充满烟火气的美文让我陶醉，他的
生活态度亦让我钦佩。当我情绪低
落，不开心的时候，读读他的文字，就

会慢慢释然。
一位老妇人守着一堆菜蔬，应该

是刚从地里采摘来的，两把韭菜、一把
葱，四五个茄子，一小堆辣椒，新鲜欲
滴。老妇人没有生意人的精明，憨厚
朴实，大概是附近村庄的。看我伸头过
去看，老妇人笑眯眯地说：“菜都是新鲜
的，家里菜地收的，吃不完才拿来卖的。
刚下过露的菜好吃，不打农药的。”……
本来没有打算买菜，看着老妇人的菜新
鲜，人又善良朴实，没有问价钱，就全买
了。老妇人看我这么好说话，就要少收
五角钱，我仍是硬塞给了她。

提着菜，打算到母亲那里，给家人
露一手，做个韭菜炒蛋，肉末茄子，红
辣椒炒酱。

进门，喊一声：老妈，我来了。母
亲笑眯眯出来。桌子上几个鲜红的石
榴，咧着嘴对着我笑。母亲说，是隔壁
的刘阿姨给的。刘阿姨搬过来时间不
长，一个人在这里生活，听说生了很重
的病，一周要透析三次。刘阿姨很随
和，每次看到我们都笑眯眯地打招
呼。母亲是个热心人，时常陪着刘阿
姨聊聊家常，我们带点好吃的好喝的，
母亲也会送点给刘阿姨，一起分享。刘
阿姨虽然日子过得拮据，但老家地里种
有蔬菜瓜果，总会想着拿给母亲一些，
两位老年人建立起了朴素的友谊。

我曾经跟母亲谈起，刘阿姨日子
过得很苦，还生着重病，却能如此乐
观、开朗，对生活热情，着实不易。换
成别人，可能早就熬不下去了。母亲
笑着说，其实每个人一生中总会遇到
一些感觉过不去的沟沟壑壑，咬着牙
挺一挺，就过去了。就像这季节一样，
寒冬过去，春天就来了。

是啊，生活中有太多的不顺，但是
只要心中有爱，眼中有光，就可以驱散
黑暗，走向生命丰盈丰收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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