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备箱的鞋子
不久前，坐朋友的车回家。路过友

家，友要下车。司机打开后备箱，我原以
为友要拿东西，但没想到友是要换一双
更为舒适的鞋子去散步。 我惊讶的是，

后备箱放了一排整齐干净的鞋子，友
说：“我每天都散步……”

友说什么我倒没听清楚，因为我被
那一排的鞋子震住了，没想到也没看过
谁在后备箱放几双鞋子？ 是惊讶也好，

是震住也罢，除了我的孤陋寡闻和傻乎
乎外，对朋友，我充满了好奇和佩服。

鞋子是健康在行动。社会的发展让
我们越来越重视健康，曾流传在我们中
间的“健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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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财富等其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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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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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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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什么都是空零”这
句话几乎成为了大家的健康自醒语录。

然而用行动来体现的又有几人呢？其中
我就是空话中的一员。然朋友后备箱的
鞋子就说明了他对要拥有健康的行动。

想起友那阳光自信的笑脸和热情激越

的活力，不正是在传递着一份健康的正
能量吗？健康是活力是精神也是一种大
爱。一个不爱自己身体的人又怎能管理
好团队，又怎么会用心地去爱事业爱家
庭爱员工呢？健康的身体，充沛的精力
应该是他事业成功的根本吧。

鞋子是准备得充分。 朋友交际广
泛，事业有成。随时会出席不同的场所，

形象更是尤为的重要。就如他所说“形
象是第一生产力”一样。不同的场合，不
同的人群，不同的服装，自然要有不同

的鞋子来搭配。 后备箱随时等待的鞋
子，体现出朋友做事的严谨细致和充分
准备的干事态度。因为有充分全面的准
备，所以他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不打
无准备之仗”， 也应该是他事业成功的
必备吧。鞋子是细节的体现，朋友后备
箱的一排鞋子也是一种细节的体现。很
多朋友也会在后备箱放些鞋子等其他
物品，大多都有些凌乱。然朋友的每一
双鞋子都是整整齐齐地摆放且干干净
净。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这种细节也
应该是朋友成功的必须吧。从朋友后备
箱一排整齐的鞋子，让我觉得成功除了
拼搏、坚持、顽强等品质外，还应是健康
是准备是细节。

□

曾庆棠

□

阿简

冬日茶乡 黄颖摄

低头看风景

踏着满径的黄叶，裹着醉人的菊香，秋天已渐
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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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信阳，脱去了斑斓，洗去了光华，天
地苍茫，风冰气寒。惊回首，冬已在眼前。

闲来无事，参加信阳户外，攀登、跋涉、穿越。

初登时，众人意气风发，奋勇争先。及至山腰，皆气
喘吁吁，双腿灌铅，进退两难。待到凌绝顶，则又群
情激昂，啧啧赞叹。看远处，群山起伏，天地相连，

看山底，阡陌纵横，溪流绕山，人如蚁房似点，好一
派风光田园。 忽然明白， 美好的风景需要低头发
现！

人生不会一帆风顺，道路不会一马平川。低头
是一种谦逊和宽容的为人品质， 是一种踏实而实
在的人生态度，是一种博大的生存智慧和本钱。得
意时，指点江山，挥斥方遒；挫折时，咬紧牙关，自
强自立；平庸时，低下头来，真诚显现。

生活亦如此。阳光明媚，皓月当空抬头可见；

溪水潺潺，绿草茵茵随处可寻；信任、善良、热情处
处都在彰显，亲情、爱情、友情时时都在温暖。人只
要少些冷眼，人生其实并不暗淡。

别让高不可攀的东西冰冷了你的心，珍惜生命
中的每个瞬间，放飞快乐的心情，把人世间的一切
看淡看淡。低下头来，身边的一切依然美丽灿烂。

□

高文静

山水桂林出文采

适逢桂林培训之缘， 虽是盛夏之旅，

而印象尽收眼底， 留下了美好的山水记
忆。我最早对桂林的印象来自于“桂林山
水甲天下”的诗句。后来读到贺敬之的《桂
林山水歌》，对桂林的山水有了更深印象，

可谓是“水几重呵，山几重？水绕山环桂林
城……”“是梦境呵，是仙境？此时身在独
秀峰……”这也是桂林山水的印象。

桂林山水甲天下， 不论闻名还是见
面，很多文人墨客描写过她。唐朝诗人李商
隐写的《桂林》有一名句：“城窄山将压，江
宽地共浮。”更有《桂林路中作》写桂林“地
暖无秋色，江晴有暮晖。”有的是“村小犬相
护，沙平僧独归”的景象，是一个世外桃源。

桂林山水有四绝：山清、水秀、洞奇、

石美。在阳朔游漓江，见证了山清、水秀
之美； 游银子岩的溶洞， 见证了洞奇之
美；石美，则是处处可见。一路上的山是
峰回路转，千姿百态，像笔架，像老人，像
雄鸡，数不胜数。桂林的标志性风景象鼻
山更是惟妙惟肖。从阳朔到桂林城，一路
上即便是不高的小山，也是悬崖峭壁，鬼
斧神工，让人惊叹不已。

当然，桂林山水的绝妙，不是这匆匆
的两天便能看得尽的， 所闻所见也远非
我笨拙的文字所能描写。 对桂林山水的
向往，更是对自然的向往。我最初对桂林

山水游玩时的憧憬， 便是能和三两培训
班的好友，坐在竹筏上，喝着桂花酒，品
着漓江的鱼，在漓江上缓缓地飘着，两岸
青山相对而来。江山几处闲舟，舟上渔翁
吸着旱烟，戴斗笠披蓑衣，慢慢撑船，船
头船尾站着几只鹭鸶。 漓江清澈的水就
在身旁流着， 让人不禁想起那首诗：“桂
林山水甲天下，玉碧罗青意可参。”

桂林的山水美妙，多的是人与自然的
和谐。游历之处还能看到有些地方是土砖
矮房，是比较贫穷落后的。虽然导游告诉
我们， 这里的居民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但是可以看得到，旅游业的发展，村民拿
着系在棍子上的鱼鹰到处叫卖，供游客照
相； 在江边洗衣服的村姑守着岸边的筏，

为站在上面照相的游客服务。这里已经不
再是与世无争了，而是走向世界了。

我不由得想起在桂林居住过的诗人
李商隐，虽然身处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但
是仍旧不能逃离朝野的争斗，比起陶潜的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和杜牧合称
“小李杜”的李商隐，还是少了几分飘逸。

桂林山水甲天下。游过了桂林，虽然
是有些匆匆， 但也了却了昔日的一番心
愿。 到了看了印象之后颇有些激动的感
触。张艺谋在漓江构筑《刘三姐印象》是
对桂林山水最美好的诠释。 印象是什么
呢？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人在画中游得
惬意不是文字所能传达的。

□

曹树武

函谷关下谁骑牛

癸巳深秋我到洛阳参加河南省杂文
学会笔会，看到会议日程表上有参观汉函
谷关的活动，颇感意外。函谷关是我国历史
上著名的关塞，本位于三门峡以西、潼关以
东的灵宝境内。鸡鸣狗盗、紫气东来、刘邦
入关等成语和历史故事都发生在这里。而
如今没想到洛阳也有座函谷关？那么，是此
关即彼关呢，还是两关彼此不相关？这样一
想，既困惑又自觉孤陋寡闻。

翌日上午，带着新奇与悬念我和文友
们乘车来到新安县东的汉函谷关遗址。走
过涧河上的小桥，沿河西行不远，就看到秋
阳中一座高高的关楼横亘在前方。关前空
地上芳草萋萋，一条黄土路贯穿关门东西。

路两侧各有一座残缺的黄土高台。导游员
介绍说，北侧是鸡鸣台，南侧是望气台。

鸡鸣台、望气台，顾名思义它们分别
源自“鸡鸣狗盗”和“紫气东来”两个成
语。前者说的是孟尝君靠门客装鸡叫，骗
开函谷关城门逃离秦国的故事； 后者则
说的是老子骑青牛西出函谷关的故事。

可让我不解的是， 函谷关可以有秦函谷
关，也可以有汉函谷关，但是这两个故事
的发生地毕竟只能有一处。 莫非汉关是
秦关的“山寨版”？

我把疑问说给导游听， 不等导游开
口， 洛阳的一位文友向我解释了汉函谷
关的来龙去脉。

汉武帝时有位功名显赫的楼船将军，

名叫杨仆，他是新安县人。当时秦函谷关
以西的关中地区是都城长安所在地，物产
丰富，商贾云集，皇室贵族也多集中于此。

而新安县则在秦函谷关以东， 属关外地
区。杨仆为了使自己和家乡父老也能成为
优越的关中人，就上奏朝廷，而后尽捐家
资，在汉元鼎三年（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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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将函谷
关东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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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至新安。后人称之为新关，又
叫汉函谷关。如今关门东侧的楹联：“胜迹
漫询周柱史，雄关重睹汉楼船。”其中“汉
楼船”即指西汉楼船将军杨仆。

杨仆徙关的故事听上去似乎不可思
议。 为了当上关中人， 杨仆不惜如此折
腾。可是再想想，当时关内关外的差别也
许就如现在城乡之别。 杨仆徙关而让众
百姓“农转非”，岂不是为民办了件大好
事。

穿过深长的关门洞，拾级登上关楼。

楼上仅见一座荒芜的敌楼，四门洞开，青
砖包砌， 砖缝中长着丛丛野草， 显得凄
凉。函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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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曾多次重修。现有
的关楼曾于

1923

年重修，距今已近百年。

坍塌的敌楼算不上什么好景致， 却引得
文友们纷纷拍照留影。

站在敌楼前放眼东望，南侧青龙山，

北侧凤凰山。两山对峙的峡谷中，涧河闪
着鳞鳞波光由南而来，又折向东流。如同
“深险如函”的秦关一样，可以想见，当年
的汉关恐怕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的险要关塞。

此时我多么希望能看到青衫冠巾、

须髯飘飘的老子骑头青牛沿河徐徐而
来。当年老子虽然不是从此入关西行，但
他做过周朝管理图书的史官， 洛阳也是

他工作和生活之地。 至今洛阳城里还有
一座“孔子入周问礼”的石碑。

骑青牛的老子自然是不会穿越时空
而来。但是此时此地吟咏老子《道德经》

中的名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
常名……”却是别有一番心境。相传老子
的《道德经》就是在函谷关所写。当时的
关令是尹喜。尹喜博览群书且善观天象。

一天他登关远望， 看见东方天际紫气缭
绕，犹如飞龙，料定有贵人过关。果然，不
久仙风道骨、 气度不凡的老子便骑头青
牛款款而来。尹喜挽留他住下，老子就在
此写下了千古不朽的《道德经》。

《道德经》仅有
5000

多字，但它言简
意赅，博大精深。我读这部伟大的哲学著
作，常常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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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那还是个在
竹片上写字的年代， 周朝的一个史官就
发现了事物对立统一的关系，提出了“有
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

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命题，讲出了“祸
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道理，这
该有多么无与伦比的智慧啊！ 今天人类
已进入互联网时代了， 可是老子的这些
道理仍然值得我们细细咀嚼、消化。

老子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思想闪耀
着辩证法的光辉，还在于他的批判精神。老
子虽然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主张顺应自
然、虚静不争、无为而治，但他并未脱离现
实。他同情百姓疾苦，主张社会公平分配，

反对剥削和战争。老百姓终日劳作，却食不
果腹。老子说，这是因为奴隶主和贵族残酷
的剥削和掠夺啊（“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
多，是以饥”）！奴隶主和贵族不稼不穑，不
狩不猎，却过着奢华的生活。老子抨击他们
说，这不合“天道”啊！“天之道损有余补不
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补有余。”

老子的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主张社
会要公平分配。不能让穷人愈穷、富人愈
富， 更不能把穷人原本就不足的利益再
拿来供给富人。 这在当时有很大的进步
意义，就是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我们今
天进行的经济、政治改革，说到底不也是
要“损有余而补不足”，缩小贫富差距，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吗？

“功始将梁今附骥， 我为尹喜谁骑
牛。”从关楼下来，我在关门前的这副楹
联前驻足细看。 脑海里突然蹦出活剥的
几句唐诗：“老子已乘青牛去， 此地空余
函谷楼。青牛一去不复返，紫云千载空悠
悠……”当年老子写下《道德经》后又去
了哪里， 历来史家说法不一。 司马迁在
《史记》中说，“莫知其所终。”我倒是更愿
意相信太史公这种说法。其实，无论老子
归宿如何，他留下的《道德经》永远是人
类天空中的一颗光芒四射的智慧之星。

告别函谷关，我特意在望气台下留影
纪念。我很想登上台去遥望一番，可惜无
台阶可上。 现在的函谷关还正在开发，没
什么旅游设施， 也不像其他很多旅游景
区，有楼阁亭榭、喧闹车马。可是看着眼前
这些坍塌的敌楼、光秃的黄土台、野草丛
生的汉城墙，你仿佛可以听到它们在诉说
先民的故事、岁月的沧桑……心中会泛起
一种历史的真实、粗犷和厚重的感觉。

我喜欢这种感觉。

□

卞声

听课听出来的不同

去年
12

月中旬，寒风萧萧，背上简
单的行囊，没来得及整理好心情就匆匆
踏上行程，赶赴一场盼望已久的精神盛
宴。而对于一位从未听过新闻课的媒体
人，激动、兴奋和期待，苍白的语言难以
表达在离开校园

5

年后再次拥有这样的
机会：和同行交流，分享大家真刀真枪
的经验。

为此同行骄傲
“我和别的老师不同， 上我的课可

以睡觉，可以出去抽烟，不同观点的还
可以朝我扔鞋子， 扔鸡蛋都没关系，看
看老眼昏花的我到底反应如何。”杜超，

《大河报》首席记者。她的开场白让大家
由安静转为喧闹，披肩长发却掩盖不住
她那女汉子的风味。在讲述今年网络流
行语时，她还声情并茂朗诵了网上流行
的甄体“臣妾做不到”，让课堂气氛变
得轻松而欢快。

作为媒体人，她曾经采访过美国前
总统克林顿， 联合国副秘书长皮特·皮
奥特等，这些让所有在座的同仁艳羡不
已。 杜超讲述为吸引皮奥特的一个细
节： 新闻发布会时我坐在他的对面，我
的手上拿着

2005

年采访克林顿的那份
报纸，同时把《大河报》的报头向外反
折，等于在这样的重要会议上给自己的
报纸做个免费的宣传。杜超果然如愿地

引起了皮奥特的兴趣，在紧张的活动中
加演了一个临时节目———她坐进皮
特·皮奥特的奔驰轿车， 在飞驰前往机
场的高速公路上， 对他进行了独家专
访。《我们肩头责任很重》这篇报道很成
功，让世界的目光投向了河南，也投向
了我们的媒体。我骄傲，为这样的同行。

不佩服没理由
瘦弱且衣着朴实的刘国明老师，更

是让我在震撼中内疚、反思。他讲述自
己当初和《光明日报》的资深记者一起
采访郸城县医院中年医师周礼荣时，非
常兴奋。可过程却让他有些疑惑。采访
中他受到暗示和明示， 不让再跟随了，

在云淡风轻的叙述中，刘国明加重了语
气说：“这个时候要排除干扰，坚持自己
认为对的事情。”他的报道《郸城县医院
中年医师周礼荣精心攻克技术难关，断
指再植手术

23

例均获成功》， 不仅发在
《光明日报》之前，更被选做河南省首届
好新闻奖的首篇。

课间休息时聊天，他询问了我的情
况后， 微笑说：“你不搞翻译可惜了，你
有外语基础又有古代汉语的功底，比我
的条件好多了。” 我知道我们都是为梦
想而活的，静静的心里，都有一道最美
的风景。尽管世事繁杂，心依然，梦依
然。在他面前，我只有惭愧。看到我的激
动和感慨，他欣然赠送以他的博士毕业
论文改编的《新闻舆论监督探新》并附

上签名，给我鼓劲。同行的陈姐获赠他
翻译的《美国历届总统传》。台上，他娓
娓而谈；台下，掌声四起。时间飞快，

3

个
小时的课程竟然不知不觉走到了终
点。结束时大家争相向他索要签名，合
影，络绎不绝。如果光看外表，有谁会
想到他就是省委宣传部网络宣传处处
长。

归来后， 再读他的博文《新地
王———资本，披上“央企”外衣也改变
不了资本的本性》，“我在文章中说：上
海新地王的一声狂叫， 把房价抬到了
天上，

1

平方米
19

万！请问上海市长，您
的工资是多少？靠您的工资，不吃不喝
多长时间才能买到这样一套房？ 如果
连上海市市长靠工资都买不起这样的
房，敢问上海新地王，你这样的房子要
卖给谁？我看上海新地王，真实目的不
是要卖房！他是在向中央示威！他是在
向人民宣战！ 事情的实质是资本向劳
动宣战，向人民政权发起挑衅性进攻！

人民政府有勇气应战吗？ 劳动有能力
战胜资本吗？”让我等草根读得热血沸
腾，真是大快人心啊！

Teamwork

（团队合作）真重要
作为一位踏入新闻行业时间不长

的媒体人，我不仅钦佩杜超独到的新闻
策划意识， 也更欣赏她的团队意识。她
在《大河报》关于郑欧班列的系列报道
中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细节，特别让我感

动。 系列报道记者组中有一位刚上班
6

年的女记者王灿，她被分派随车到俄罗
斯采访，并且不懂俄语。杜老师说：“王
灿临行前几晚都在我家，我们一起讨论
要注意的事项及想采访的事项。我告诉
她， 作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我
们这代人对俄罗斯感情很深，俄罗斯的
音乐曾是我们的最爱。我们一起讨论了
不同群体的人们对俄罗斯感兴趣的
事。”

课后我特地细读了王灿的《郑欧班
列驶入俄罗斯俄罗斯娃娃从小免费学
芭蕾》，《郑欧班列再进俄罗斯在历史
和艺术中品味莫斯科》 等系列报道，感
受到每一篇报道中凝聚的团体的智慧
和力量，也真切地感受了俄罗斯浓郁而
富有特色的文化气息，“品味莫斯科，你
会感受到，原来，行走在历史和艺术中
间，人是渺小的。莫斯科城，一面是历
史，一面是艺术。历史在艺术中绚烂绽
放，艺术因历史而历久弥香。这就是，文
化之于一座城市的力量。” 让河南大众
领略郑欧班列承载的文化意义。“每当
华灯初上，郑州各大饭店门口排起长龙
等待就餐的时候，俄罗斯人头攒动的地
方，则是歌舞剧院、文学大师的故居和
博物馆周围。”对比让人警醒，对比也让
人深思，但愿在警醒和深思中凝聚民族
的力量向前再向前。

七天的培训伴随着郑州飘飘洒洒
的雪花画上了句号， 草木萧疏却也神清
气明。听到，看到，更感悟到真切的不同。

我知道以后的路还很长， 也许只有岳飞
“三十功名尘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莫
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词句，可以
表达我此时此刻内心深处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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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麟

别梦韶山，一代伟人，瞻之在前。作游学独步，雷声滚滚，立言建党，星火抟抟。义
起秋收，井冈辟地，万里长征谈笑还。会遵义，四渡降赤水，倒蒋忽焉。

中华属我家园，哪堪让东瀛鬼犯边。化西安一怒，外驱虎豹，北京大典，国矗云天。

山雨风楼，挥戈反霸，四海八方竞仰观。星斗换，把江山无恙，重振人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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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 暖 的 火 塘

那时入冬之后，乡村人家，户户都
要在边屋或堂屋里烧起火塘。那暖暖的
火塘，自然是乡间人过冬御寒的依偎之
处。

我的老家在山区，一进冬天，父亲
就和二弟上山去挖树蔸子，常常把堂屋
廊檐的两头墙角给堆满。那时候的冬天
似乎很漫长，下雪也多。家家的茅屋结
满长长的冰溜子，池塘和水田里的冰层
一天比一天厚，人可以站上去，有时数
日不开冻。四周的山山岭岭，银装素裹，

一色洁白。那种冰雪天地，仿若童话世
界，令我至今神往。到了傍晚时分，寒气
特重。母亲就在火塘上燃起细柴，而后
架上树蔸。当我放学回到家里，火塘正
烧得暖烘烘的，边上，还煨着一大罐白
萝卜稀饭，刚刚煮开。因那个年代家中
缺粮， 冬闲时大都是一天仅吃两顿饭，

而且是半饱不饱的多。母亲一边用心疼
的口气问我饿不饿，一边拿着筷子往罐
子下面搅搅。我晓得家里人也没吃上第
二顿饭，就摇摇头说“不饿”。其实，这会
儿已是饥肠辘辘， 肚子里早就咕咕响
了。 当一家人都围拢到火塘旁的时候，

那罐子里的白萝卜米粥才煨得稠糊起
来。母亲把备好的一点盐和油，外加一
撮葱姜，一一放入罐子里，屋子里立时
漾起了馋人的香气。母亲把罐子往一旁
移移，等过了约摸一刻钟，就先盛起一
碗递给我。随后，再分别盛给父亲和姐、

弟，后来还有妹妹。轮到母亲自己，也就
只剩了半碗几口的。我接过碗，吃得“吧
嗒吧嗒”的响，那个萝卜粥呀，竟是那么
的香！而有意慢慢吃的父亲，这时又把
他碗里的饭拨给了我一半。多少年过去
了，那萝卜粥的滋味还久久地留存于我
的味觉间。

吃完饭，父亲又往火塘里添加了两
个树蔸。接着，便习惯性地掂起火钳，往
那正燃着的树蔸上戳一戳、 捣一捣，弄
得火苗子蹿起来好高，火星子迸射得四
处都是。热气呢，好像也陡增了几分。这
当儿， 母亲忙完了碗罐洗刷等活计，即
点上一盏煤油灯，放入火塘上方的墙洞
上。父亲便开始了他的“侃古”。记得父
亲给我们讲得较多的是贤士豪杰征战
的故事，这可能是他平素爱听大鼓书的
收获吧，比如诸葛亮七擒孟获啦，薛仁
贵征西、三箭定天山啦，等等。父亲重复
讲过两次的是曾国藩九岁审鸡蛋案一

事，我一直记得很清楚。说是在一个晴
朗的日子，刚刚九岁的曾国藩放学回到
了家里。他父亲有些着急地说：“我明明
煮了五个鸡蛋，怎么只有四个呢？”他把
曾国藩叫到了跟前，对他说：“煮熟的鸡
蛋是打算分给你们吃的，现在却少了一
个，不知是谁偷吃了，你能帮助你母亲
查一查吗？”曾国藩思索一下，就马上答
道：“这个好办， 我有办法查出来。”说
罢，曾国藩端出一个脸盆来，倒了几杯
茶，便把家里的人都喊过来，叫他们每
人都喝一口茶水，再吐到盆里。他站在
旁边观察，结果有一个佣人吐出的茶水
里带有鸡蛋黄粉末。这时，曾国藩的父
亲笑了，他并没有责怪佣人，而是称赞
起儿子的聪明，夸他“将来能够当官审
案子”。

父亲讲到这里，一看干家务活最重
的母亲和姐姐、二弟他们已打起了瞌睡
和鼾声，就指着我和三弟说：“还是你们
俩能上学吃书（意思是读得进书）！”这
就是父亲的一种特别的鼓励。

每每这个时辰里，山村的雪夜格外
静寂。只听得屋外的北风吼起一种哨子
声，那高高的树木和竹林间迅即“喀喀
嚓嚓”地一阵响，竟把寒气从墙缝里吹

进来，让人不免打起冷噤。父亲则把火
塘里燃烧后一团团、一块块红通通的炭
子拨散开来，那火劲儿更强更足，很快
又烤暖了周身。于是，一家人趁着热乎
就早睡了。

特别是到了过年的晚上，父亲早早
地挑选几个大而干的树蔸子，架上火塘
烧起来。吃过年饭，全家人围着火塘团
团而坐，开始守岁。蔸子火越燃越旺，火
色又正，热量倍增，烤得全身暖融融的。

父亲满怀希冀地说：“看来明年的家景
更有望（旺）哪！”这时候，母亲把炒好的
葵花籽和花生端过来，还给每人倒上一
小碗清茶。 这些东西是平时难以见到
的，吃起来真是满口生香。火塘上金灿
灿的火光，给一家人的脸膛映照得红润
润的。大家吃着，说着，笑着，满屋子里
喜气洋洋。待守岁到子时，父亲放响了
迎年喜炮；尔后走过来，先给我们每人
一把油炸麻叶或金果条，然后又给每人
拿上三角或五角压岁钱。 我细品着美
味， 手里反复地抚摸着新崭崭的压岁
钱， 倍加感受到身边火塘的浓浓暖意，

心里就美滋滋地想：过年真好！那种幸
福甜美的感觉，曾让我一次又一次地回
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