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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平凡的日子，在一呼一吸
间，在一饭一粥中，悄悄远去。

新的一天，又是烟火生活新的起
点，我想给生活加点糖，慢慢品尝生
活的甜。

新的一天，我寻找生活的美与
欢，珍惜平凡烟火生活的珍贵和暖
心。

周末，我起了个大早，晨跑，迎接
清晨的第一缕朝阳。生活，不但要低
头辛苦用力拉车，更要抬头仰望天
空。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
和远方。天空是诗和远方，天空是理
想与方向。天空的纯净和湛蓝，天空
的广阔与苍穹，让人丰富和博大，让
人充满活力与希望。

趁天气晴朗，太阳正好，我拆洗
床单被子，和老公一起把几床棉被全
部抱到楼顶晾晒，集体接受日光浴，
让孩子们晚上可以闻到太阳的香气，
让他们拥着阳光进入甜甜的梦乡。

每天，我踩着阳光，步行上班，走
进工作中。人到中年，事业虽进入瓶
颈期，进展缓慢，但心中依然努力追

求自己的梦想，随时准备迎接挑
战和机遇。中年就像甜蜜的果
实，肚子里有货了，内心充实了，
已成熟了，谦逊地低下了曾经高
傲的头。学会了谦和，学会了低
调，终于学会了与自己和解，与
周遭和解。闲暇时光，我喜欢独
处，喜欢散步，喜欢与书为伴，丰
富自己，丰盈心灵。只管耕耘，
不问收获；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下班回家，与家人一起围桌
吃饭，一起围炉夜话，陪孩子读
书画画，是我最温暖幸福的时
刻。回到家，放下包，系上围裙，
为一家人洗手做羹汤，让我感到
自己被需要的幸福。一家人，早
上都各自出门出发，都各做各
事，各归其位。晚上，我们就像
归巢的鸟，一个个飞回自己的
家。晚餐，我们一家人围在餐桌
前，一起品尝美食，一起聊各自

一天的开心事，笑声不断，这是我最
开心最放松的时刻。饭后，大家一起
做家务活，分工负责，忙碌有序。我
们一起共赴烟火凡尘，一起共挑生活
责任。虽然有点累，也让我品尝到了
生活中点点甜蜜。家人是我生命的
支柱，是生活的港湾，家人的平安健
康，家人的爱护和支持，让我可以坚
强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

每次回乡下看母亲，母亲会早早
为我们准备一桌丰盛的饭菜，回城
时，母亲还会给我们装满一后备箱的
东西，像是要把整个菜园给我们打包
回家。就像今天，我在湖边散步，打
电话问候母亲，母亲高兴地说，她在
小集市上正在买一个猪头，准备为我
腌制腊肉，听完我的心头一暖，温暖
像阳光一样包裹全身。是的，母亲永
远记着我喜欢吃腊猪头肉，一到冬腊
月，就早早为我准备腌制腊味了。有
母亲在，真好，不管多大、多老，还有
人爱有人疼，有妈的孩子永远像个
宝。

生活中，还有很多的意外之喜，远
方朋友的问候和祝福，一本借来看了
让人心动的新书，路上偶遇到的朋友，
意外发现向阳的梅花都打了花苞……
这些都是生活给我加的糖，有丝丝的
甜。

阳光晴好，我喜欢带着孩子，或
一个人走进大自然，走进阳光里，漫
步在湖畔，与湖对话，与大自然对
话。阳光暖暖的，像洒下了金粉似
的，我整个人被包裹着，这是大自然
给生活加的糖，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
甜。

有时生活一地鸡毛，我就走进大
自然中，让大自然的清风明月吹散那
一地鸡毛，清空生活的“垃圾”。

大自然中，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
博爱的太阳，丰富的大自然，让

我常怀一颗感恩之心，感恩生命的珍
贵，珍惜生活的美好。

给生活加点糖，让我们时时品味
生活的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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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宛如一首悠扬的歌，从时
光的深处袅袅传来，带着浓浓的烟火
气息，奏响了岁末的旋律，让每一个
聆听的人心生温暖，沉醉其中。

腊月的前奏，是渐浓的寒意奏响
的。北风呼呼地吹着，像是在为这场
盛大的岁末之歌拉开序幕。街头巷
尾，人们裹着厚厚的棉衣，脚步匆匆，
而街边的树木早已褪去了一身的繁
华，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在寒风中瑟
瑟发抖，仿佛是在打着节拍，等待着
后续更热烈的曲调。

进入腊月，集市便热闹了起来，
那便是这首歌的主歌部分了。此起
彼伏的吆喝声，讨价还价的欢声笑
语，汇聚成一曲欢快而嘈杂的旋律。
红彤彤的对联、福字摆满了摊位，仿
佛是跳跃的音符，书写着对新年的美
好期盼；一串串金黄的腊肉、香肠高
高挂起，散发着独特的香气，那是腊
月独有的韵味，也是歌中最醇厚的味
道。卖年货的人们脸上洋溢着热情
的笑容，顾客们则在琳琅满目的商品
间穿梭，挑选着心仪的物品，每个人
都沉浸在这浓浓的年味儿里，让腊月
这首歌越发地生动、鲜活。

到了腊月二十三，祭灶的习俗又

为这首歌增添了几分庄重和神秘的
色彩。人们摆上糖果、糕点，送灶王
爷上天，嘴里念叨着祈福的话语，祈
愿一家老小平安顺遂。那缭绕的香
烟，仿佛是歌中的袅袅余音，带着人
们的心愿，飘向高远的天际。

而腊月的高潮，无疑是除夕了。
阖家团圆，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电
视里播放着热闹的春晚，外面鞭炮声
此起彼伏，烟花在夜空中绽放出绚丽
的光彩。这一刻，腊月这首歌达到了
最激昂的部分，欢声笑语、祝福声、鞭
炮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团圆、幸福
的最强音。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写满
了喜悦，过去一年的辛苦、疲惫都在
这热闹的氛围中烟消云散，只剩下对
新的一年的憧憬与期待。

随着正月初一的钟声敲响，腊月这
首歌也渐渐到了尾声，但它留下的余韵
却久久萦绕在人们心间。那是家的温
暖、年的味道，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
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每每回味起来，依
然能感受到那满满的幸福与温馨。

腊月啊，就是这样一首歌，岁岁
年年，在岁月的长河中传唱，承载着
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与情感，永远不
会落幕，永远动人心弦。

舌尖上的美食
东方亦鸣

身居小城，最得意的是时常能吃到
记忆中的美食，比如千张卷油条。

幼时在乡下，油条算是奢侈品。炸
油条费面费油不说，更耽误工夫，没有
哪家大人愿意有事无事炸油条给孩子
吃。但孩子都这样，越是吃不到的东西
越是心里惦记嘴里馋。那时，每每看见
人家拿着一根金黄酥软的油条吃得满
嘴油，我都忍不住咽口水。

记得有一年秋天，父亲摘了一车蔬
菜，让我第二天跟他去集上卖，并承诺
给我买好吃的，我当即就兴奋地答应
了。我知道，每每逢集，乡集上炸油条
的摊位就会摆出来。汽油桶做成的大
炉子上架着一口大黑锅，锅里的油烧得
滚滚冒泡。炸油条的师傅一面在案板
上麻利地忙碌，一面不时地拿长筷子翻
动着锅里的油条。炸好的油条齐刷刷
地立在旁边的竹篮子里，金灿灿一大
片，诱惑着多少孩子的眼睛啊。

第二天一大早，到了集上摆好蔬菜
摊，父亲问我想吃什么，我毫不犹豫地
说：“吃油条！”父亲冲我笑笑，让我看着
摊位，没一会工夫就托着用半张报纸包
着的千张卷油条回来了。

“吃吧，千张卷油条，香着哩！”
那回是我第一次吃千张卷油条。

将炸好的油条对折成两段，抹上西瓜
酱，抹上辣椒油，再夹上一些清炒的绿
豆芽，用一整张千张皮卷起来，两只手
攥着，大口大口地吃，香里带甜，甜里带
咸，哎呀，那真是美食啊。

那年秋天，家里收了不少蔬菜，父
亲隔三差五就带我去集上卖一回菜，千
张卷油条吃了半个秋天，却始终没有吃
够。

时间一晃，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
这期间我竟然再也没吃过一回家乡的
千张卷油条。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不
到。说来奇怪，县城里炸油条的摊位有
很多家，但卖千张卷油条的却一家也找
不到。

去岁入秋不久，一天早晨我下楼给
儿子买早点，在小吃街上竟奇迹般地看
到一家新开的油条店，案板上清晰地摆
着厚厚的一摞千张，我的眼睛顿时就亮
了。依旧是西瓜酱、辣椒油和简单的配
菜，依旧是小时候的味道。那天早上，
我一手提着给孩子买的早点，一手攥着
千张卷油条边吃边往家走，幼时点点滴
滴的往事便一幕接一幕地涌进脑海。

之后，差不多每个礼拜我都要去买
一份千张卷油条。一个千张卷油条吃
进肚，再喝上一杯小米粥，肚子饱了，一
天的心情也异常得好。

又是一天早晨，我对儿子说:“爸爸
今天给你买一份千张卷油条吃，好不
好？”不料儿子一个劲摇头，说：“我才不
吃那油乎乎的东西呢！”

儿子他哪里知道，那看上去略显粗
糙的千张卷油条，却是爸爸心中四十多
年来永不变味的美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