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 师 椅
刘玉行

在太行山的褶子里， 藏着一座叫秀水湾的
古镇。 秀水湾因一股清清的溪水穿镇而过， 又
在镇子的尾巴尖处拐了一个弯而得名。

秀水湾老街的西头 ， 有一处半亩大的老
宅， 那是穆老秋的家。 院落不是很大， 北屋三
间， 都是石头砌成的。 另有三间厢房， 那是穆
老秋的工作间。 穆老秋是位木匠， 厢房里摆满
了斧头、 刨子、 锯、 凿、 钻等木工工具。

最显赫的还是那座门楼。 石雕石刻， 雕梁
画栋， 飞檐斗拱， 蔚为壮观。 单从那斑驳的门
板上， 也足见当年的辉煌。

穆老秋的祖上是木匠， 传到他这一辈， 已
是第五代了。 最炉火纯青、 最璀璨耀眼当属他
这前半辈子了 。 那时三里五乡的 ， 东家娶媳
妇， 西家嫁闺女， 都来请穆老秋做几件家具，
人们以拥有穆老秋做的家具为荣。 想让穆老秋
做活计， 至少得提前半年预约。 只是这些年，
年轻人都时尚现代了， 并且陆陆续续搬进了城
里， 穆老秋这行当渐渐冷落起来， 厢房里的工
具都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灰尘。 平日里， 穆老秋
就靠祖传的手艺做些小木凳、 小马扎， 背到集
市上换些银两， 惨淡度日。 老伴早已作古， 一

双儿女把家安在了城里， 只有穆老秋守着这座
老宅， 守着他的手艺， 把日子过成了门前这静
静流淌的溪水， 四平八穏， 波澜不惊。

儿女们早就劝穆老秋去城里住 。 穆老秋
说， 金窝银窝全都不如我这老窝。 前些年， 京
城有家仿古家具厂高薪聘请他， 穆老秋也不为
所动。 穆老秋有自己的主意， 一大把年岁了，
哪也不去了， 眼下最当紧的就是把剩下的日子
过得悠闲、 静谧、 恬淡。

闲暇的时候， 穆老秋喜欢坐在他家的那把
太师椅上， 怡然自得地喝茶、 观云、 假寐、 养
神。 夏日在院子里的树荫下， 冬日在北屋前的
暖阳里， 日子平平淡淡， 岁月静好。

平静的日子是在一个冬日的午后被打破
的 。 那天 ， 穆老秋的院子里来了一位不速之
客。 穆老秋的院门一年四季洞开， 那位不速之
客就是经过穆老秋家门时， 不经意间瞥见院里
那一幕风景的。

不速之客有一搭没一搭地与穆老秋搭讪
着， 却紧紧地盯着穆老秋坐的那把太师椅。 太
师椅是个老物件， 靠背板上浮雕着如意纹， 如
意纹里是一条栩栩如生的鲤鱼， 两个扶手上各

雕一条飞龙， 太师椅古朴典雅， 包浆满满。 不
速之客递过一根软中华， 说： “老伯， 您这把
椅子有些年岁了吧？”

穆老秋不假思索地答道： “这是我爷爷的
爷爷留下来的。”

不速之客紧接着又说 ： “您老有意转让
吗？ 我会给您一个满意的价钱。”

穆老秋漫不经心地回道： “祖上传下的东
西， 留着， 也好有个念想。”

不速之客怏怏地走了。
不速之客走了 ， 穆老秋的烦恼却接踵而

至， 日子不再平静了， 犹如静静的潭水丢进无
数石子， 荡出阵阵涟漪。

那天赶集回来， 厢房里的刨子和凿不翼而
飞。 转天又丢了一只小凳子。 有时睡到半夜，
猛然被撬动门栓声惊醒。 那天走夜路， 耳边竟
有一块砖头呼啸而过， 把穆老秋吓了个半死。
穆老秋如坐针毡， 不胜其烦， 每天过着提心吊
胆、 担惊受怕的日子。

再一天， 那位不速之客又来了。 这次掂着
一个黑提包， 里面鼓鼓囊囊的。 不速之客开门
见山地说： “老伯， 上次我给您说的那事儿，

您老考虑好了没有， 您瞧， 我把钱都带来了，
是诚心实意的呀。”

穆老秋也不搭话， 悄悄从密室里搬出那把
太师椅， 抄起一把利斧， 三下两下就把那把太
师椅砸得稀烂。 不速之客被惊得目瞪口呆。

似乎还不解气， 穆老秋又找来一桶油漆，
泼浇在那破碎的椅板上， 掏出打火机。 瞬间，
宅院就燃起了一团烈火 ， 引来众多邻人瞧热
闹。 不速之客扼腕长叹， “可惜啦， 真是太可
惜啦！”

自从穆老秋焚烧了那把祖传的太师椅之后，
日子又风平浪静波澜不惊了， 穆老秋又可以悠
闲地坐在新做的那把太师椅上喝茶晒太阳了。

穆老秋逢人就说： “这祖上留下的老物件
真是害人不浅呀， 把人的心都搅乱了， 幸亏我
把它烧掉了。 这不， 我又重新做了一把， 坐着
照样挺舒坦呀。”

只有穆老秋自己知道， 被他烧掉的那把太
师椅才是新做的， 而穆老秋现在坐的这把太师
椅才是他们家祖上传下来的， 只不过是把它仔
细地擦拭了一番 ， 乍一看 ， 就像是新做出来
的。

五彩地絮语

世间万象

岁月留痕

凡人心迹

本版责编/鲍 宏五彩地2025年 1月 23日 星期四 3
心香一瓣

往事随想

hnrbwcd7726@163.com

过 年
储著谦

半夜了， 睡不着， 因为我想回家
过年， 但是年味儿离我越来越远了。

小时候最喜欢吃奶奶做的炸圆子，
炸虾片， 炸芋头条， 还有咸咸的糯米
锅巴； 还有爹爹最拿手的豆腐煲， 把
炸好的糯米圆子一煮， 软糯咸香， 比
吃肉还香。

除夕上午回到家， 先是爹爹奶奶
高兴迎接 ， 然后就是各种嘘寒问暖 。
两个姑姑一边带着堂姐堂弟跟我打招
呼塞压岁钱， 一边忙活着午饭。 下午，
姑姑们带着姐姐弟弟回家， 爸爸就带
着我贴对联。 这个时候奶奶就已经在
准备晚饭， 贴完对联新炸好的第一锅
圆子就出锅了， 焦香酥脆的圆子满屋
飘香。

年 夜 饭 后 就 是 我 最 害 怕 的 环
节———到邻居家拜年。 一村子要一家
一家跑， 要对不认识的亲戚邻居说新
年好。 好不容易拜完年， 回来就可以
看春晚了。 等到 12 点， 家家户户都会
准时在门口放一挂鞭炮， 爆竹声、 烟
花声会响彻一夜。

在奶奶家 ， 初一是不能出门的 ，
这可把我闷坏了， 堂姐堂弟们都不来，
在家里父母也不让玩手机， 只能一边
吃着爷爷种的橘子 ， 一边嗑着瓜子 ，
或者是缠着奶奶玩小猫钓鱼 （一种特
别简单的打牌玩法）， 为了赢， 有时候
还会偷偷在手里调换牌的顺序， 但是
不出两把就必定会觉得无聊。 好不容
易熬到晚饭时分， 奶奶就会拿出每年
的经典菜式———鸡汤泡炒米。 奶奶用
自己散养的鸡熬鸡汤， 给我一根大鸡
腿， 一个鸡胗， 一点鸡肠子， 倒点鸡
汤再来几大勺炒米， 趁着炒米半脆半
糯的时候来一口 ， 那真叫一个得劲 ，
再喝一口鸡汤， 嘶———好烫！ 烫得舌
头疼， 急得直叫唤， 把一屋子大人弄
得哭笑不得。

在奶奶家过完了初三， 妈妈就会
带着我回姥姥家过接下来的年。

姥姥家也很好玩， 姥姥家的大院

里有柿子树， 树上只剩下红灯笼似的
柿子挂在枝头， 看着就诱人。 舅舅看
见我们回来就会高兴地笑着要抱我 ，
或者去摘挂在枝梢的柿子， 熟透的柿
子好甜。

妈妈舅妈还有姥姥会一起包饺子，
两个表哥特别喜欢逗我玩。 我常常也
会跑到邻居家玩， 和姐姐翻花绳， 看
谁能翻更多花样； 吃姐姐家的泡泡糖，
比谁吹的泡泡更大； 运气好还能吃到
姐姐买的平时根本没见过的东西， 比
如炒螺蛳， 小小的塑料杯子里满满的
螺蛳五六个人分着吃， 拿牙签戳半天
才能吃一个， 却感觉好美味。

除了邻家的姐姐， 小时候最喜欢
的就是表弟了 。 让表弟坐在两轮车
上， 我推着车子满院子乱转， 或者带
堂弟跑到储藏东西的楼梯下面掏罐装
的八宝粥喝， 或者跑到姥姥姥爷的小
屋里拿姥姥买的各色零食———有米花
糖、 桃酥、 麻花和各种小面包小饼干，
甚至还可以找妈妈要五块钱去小店买
辣条和果冻， 再买一盒摔炮， 在回家
的路上边吃边玩， 到家的时候零食吃
完了炮也摔完了。

带吃带玩的到了晚上， 大人在大
桌子上喝酒， 小孩子在院里乱跳， 是
我最兴奋的时候， 因为晚上烟花最好。
这时候表哥就会拿出来各种烟花， 点
燃引信， 噼里啪啦！ 你且看———彩蝶
飞舞 ， 铁树银花 ， 最好玩的莫过于
“电焊条”， 点着了一通乱甩， 想象自
己是戏台上舞枪弄剑的小生， 画个圈
再甩两甩， 眼花缭乱， 红红绿绿的好
不过瘾。

时光飞逝， 如今我长大了， 大学
毕业在即， 除夕夜因为临床实习要待
在医院里同老师和病人们一同度过 。
这一年里姥爷和爹爹先后去世， 父母
都悲痛万分。 我一边心疼父母一边也
很想念两位亲人， 想念爹爹种的橘子
树和姥爷种的柿子树， 也很想念我那
无忧无虑、 一去不返的童年……

过年，生命最美的诗篇
李亚男

过年，于中国人而言，是一场盛大
的仪式，是镌刻在生命长河中的最美诗
篇， 每一个字符都跳跃着温暖与希望，
每一行诗句都流淌着传承与眷恋。

当腊月初八的腊八粥香弥漫在街
巷，这首诗便拉开了序幕。 那一碗碗由
红枣 、核桃 、糯米等熬制的粥 ，浓稠绵
密，甜香交织。 儿时，母亲在灶前忙碌，
揭开锅盖， 热气裹挟着粥香扑面而来，
我迫不及待地盛上一碗，在氤氲热气中
感受年的脚步渐近。 这粥，不仅是味蕾
的享受，更蕴含着先辈对丰收的感恩与
对来年的祈愿， 是岁月沉淀的诗意开
篇。

随着小年的临近， 年味愈发浓郁，
诗篇也渐入佳境。 扫尘，便是这诗篇中
的细腻笔触。全家总动员，扫帚扬起，尘
土簌簌落下，仿佛要将一年的疲惫与烦
恼一并清扫。 阳光透过洁净的窗户洒
下，照亮焕然一新的房间，也照亮了家
人对新年的憧憬。 每一个角落的擦拭，
都是对生活的热爱， 每一次弯腰起身，
都在书写着对未来的期许。

写春联、贴福字，宛如诗中灵动的
韵律。爷爷铺开宣纸，饱蘸浓墨，笔锋游
走间，吉祥话语跃然纸上。 “天增岁月人
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对仗工整，平
仄协调，墨香与年味相融。 我学着爷爷
的样子，有模有样地书写，虽笔法稚嫩，

却满心虔诚。 当春联贴上大门，福字倒
贴于门心，喜庆的氛围瞬间满溢。 那一
抹鲜艳的红， 是生命中最热烈的色彩，
传递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年夜饭，无疑是这首诗的高潮。 一
家人围坐桌旁， 桌上摆满丰盛的佳肴。
红烧鱼寓意年年有余，饺子形似元宝象
征招财进宝，每一道菜都饱含着对生活
的美好寓意。 长辈们讲述着家族的故
事，传承着先辈的教诲。 欢声笑语中，
亲情如醇厚的美酒，越品越香。在这团
圆的时刻， 我们感受着生命的延续与
家族的凝聚力， 品味着生活的甜蜜与
幸福。

守岁，是诗中静谧而深沉的篇章。
当新年的钟声敲响， 鞭炮声震耳欲聋，
烟花在夜空中绚丽绽放。我们在这新旧
交替的时刻， 回首过去一年的点点滴
滴，有欢笑、有泪水、有收获、有成长。而
新的一年，如同一本崭新的诗集，等待
我们去书写精彩。 在这漫长的守岁之
夜，我们与家人相伴，畅谈理想，憧憬未
来，让心灵在宁静中得到滋养。

过年， 这首生命中最美的诗篇，以
传统习俗为文字，以亲情为韵律，以岁
月为纸张，书写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
与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它将永远在
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温暖着每一个
中华儿女的心灵。

从 南 走 到 北
三月河

南方的温润与北方的豪迈，就像是
两个性格迥异的挚友，各自散发着独特
的魅力。 而我，有幸踏上了从南走到北
的旅途，亲身去感受这片广袤大地上的
无尽变化与魅力。

我的起点是南方的一个小镇 。 那
里，青山绿水相依，温润的空气仿佛能
掐出水来。 小镇的街道蜿蜒曲折，青石
板路在岁月的打磨下显得光滑而又宁
静。 路旁的老屋，白墙黑瓦，飞檐翘角，
错落有致地排列着。 门楣上的雕花，窗
棂上的剪纸，无不诉说着南方的灵气和
被岁月打磨的痕迹。

北方绵亘的气息中，透着一种粗犷
与豪放。 传统建筑四合院，布局严谨，稳
重敦实，彰显着家族的团结和尊严。 北
方的宫殿和庙宇，规模宏大，气势磅礴，
红墙黄瓦，呈现出威严和尊贵。 民间艺
术剪纸、秧歌，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那鲜艳的色彩、夸张的造型，无不表达
着北方人民的热情与豪爽。

江南水乡总是给人以温婉、灵秀的
印象。 那细密的雨丝，常常洒落在青砖
黛瓦之间，润泽着粉墙，勾勒出一幅幅

如梦如幻的水墨画。 雨巷中的油纸伞，
似诗人笔下的浪漫符号，在蒙蒙细雨中
摇曳生姿。 南方河道纵横交错，小船悠
悠地穿梭其中， 船夫熟练地摇着橹，唱
着悠扬的水乡歌谣。 碧绿的河水倒映着
岸边的古桥、绿树和白墙，仿佛时间都
在这里停滞。 而南方的园林更是巧夺天
工，亭台楼阁、假山池沼、幽静曲径，每
一处景致都尽显精致与细腻，蕴含着南
方人对于美的独特理解与追求。

一路向北，踏入草原的怀抱。 望不
到边的绿色草地延伸天际，仿佛与蓝天
对接通话。 洁白的羊群如云朵飘荡草
原， 悠扬的马头琴声在风中悠扬回荡。
草原上的人们，热情豪爽。 他们大口吃
肉、大碗喝酒，用歌声、舞蹈表达个性的
张扬和心中的喜悦。 北方的风，带着一
股粗犷的气息。 狂风吹过，扬起漫天黄
沙，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那千沟
万壑的黄土高原， 像是大地的皱纹，记
录着历史变迁和时光流转。 也正是这份
北方的粗犷，赋予了地域的独特魅力和
品味无尽的人文气象。

秀美南方，小桥流水，河柳摇曳。 水

乡的人们，生活悠然自得。 一艘艘小船
自在地摇晃在河面上，不时传来悠扬的
船歌。 沿着南下的路途，能感受到海洋
的气息越来越浓。 海岸线绵延不绝，金
色的沙滩，碧蓝的大海 ，构成一幅绝美
的画卷。 海浪一波接着一波地拍打着岸
边，溅起白色的浪花。 海边的渔民们，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 他们的辛勤劳动，带
来了生活的富足。 北方，则是广袤无垠
的平原。 金黄色的谷浪在风中翻滚，丰
收的喜悦在大地上蔓延。 田边的农舍错
落有致，烟囱中冒出的袅袅炊烟，让人
感受到家的温暖。 走进北方的大城市，
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车水马龙的街道展
示着现代文明的繁荣。

南方的美食也是一绝，那精致的小
笼包，皮薄馅大，汤汁鲜美，轻轻咬上一
口，便能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 还有那
香甜可口的桂花糖藕，软糯的藕片夹着
香甜的糯米， 淋上浓郁的桂花糖浆，每
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大满足。 那精致的
糕点，鲜美的汤品，讲究的是食材的原
汁原味和烹饪手法的细腻 。 粤菜的鲜
香，淮扬菜的淡雅，都在舌尖上留下了

难以磨灭的记忆。 那一碗香气扑鼻的靓
汤，不仅滋养了身体，更是温暖了心灵。
南方的饮食文化， 真是令人津津乐道。
而北方的美食，同样令人难忘。 那热气
腾腾的饺子 ，里面满满的馅料，咬上一
口， 唇齿留香。 还有那香气四溢的烤
肉，在炭火上发出“滋滋”的响声，怎不
让人垂涎欲滴。 北方人以面食为主，大
饼、馒头、饺子等，分量十足。 大碗酒、
大块肉的习俗， 让人感受到北方人的
豁达。 烤全羊的鲜香，火锅中的热辣，
也是北方美食的代表。 在大快朵颐的品
尝之中，足以领略到北方人民的豪爽大
气。

无论是南方的小桥流水，还是北方
的大漠孤烟，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
遗产。 它们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书
写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辉煌篇章。 这次
旅程，只是我的一窥，寥寥几笔，远不足
以概其全貌。 但我从中切身体验到了祖
国多元文化的绚丽绽放，我也深刻明白
了，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地域的差异
不是隔阂 ，从南走到北，每一处每一步
都是我心中最美的风景。

人间烟火前锋街
陈 远

有一种温暖， 叫人间烟火， 有一种宁谧， 叫闹
市有你， 有一种力量， 叫岁月静好。

雪未落， 却依然感受到来自北方的寒， 寒冷，
总是在岁末打消人们的各种想法， 或者不再愿意出
门， 或者不再期望美好。 然后， 在淮南的某些市井
街区， 却依然能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感受到严寒
气候下的温暖。

美食， 总能够在寒冷中给人满足， 一碗热汤，
为远行人驱走身上的寒气， 一面卷饼， 撑起对生活
的无限遐想。 前锋美食街， 二十多年前， 给我的童
年画满满足和美好， 也让我在每次考试失利后， 寻
觅到一丝慰藉。 而今， 科技飞速发展， 前锋美食街
依然如老僧坐禅一般， 淡定地看着这世间变化， 却
又笑而不语。

每到华灯初上， 站在街口， 一眼望去， 摇曳的
灯光高低不齐， 齐排的是每家每户的招牌， “王记
猪蹄” “老吴土豆片” “曹家牛肉汤” ……一个个
熟悉的名字， 每一个店招在风中站立， 倾诉着过往
的岁月， 静静看着一位位食客， 从一个个无忧的孩
子， 渐渐情窦初开， 慢慢眉间多了愁绪， 淡淡忧伤
蓄眸， 倏忽间， 身边多了一双双牵起的手……

今年的雪， 仍然未落， 而我， 却愈发想念大雪
漫漫的前锋街， 攒动的人头， 随着一片片雪花的落
下， 扫清整个世界， 那一刻， 蒸腾的热气与风雪相
遇， 一瞬间， 融化了我的心。

我爱行走在前锋街， 走在街中， 迎面吹来的不
是各种香气， 而是对生活的热爱。 每位摊主的热
情， 背后都是一段故事， 一个时代的印记。 父辈的
努力、 成长的痛苦、 失去后的悔悟 、 努力后的觉
悟， 都在代代相传中， 走过一段段至暗岁月后， 重
新迎来光明， 而自始至终陪伴我们的， 少不了困苦
后的美食犒劳。 美食既填补了苦难日子的口腹， 更
让人在怀念起那段艰苦岁月时， 嘴角还能些许上
扬。

纵横交错的前锋街， 迎来一批批的食客， 有天
真可爱的儿童， 失恋的男女， 失意的文人， 不得志
的故人……却不冷落任何一个准备归家的人。 前锋
街总能给每一位落寞的人所需要的暖意， 一杯酒，
或是一份劝慰， 在这凄寒的冬夜， 重新点起希望，
照亮独行者未来的路。 这一夜， 在前锋， 可以卸下
所有的重负， 在酣畅淋漓后， 再度远航， 去寻找属
于自己的美好。

不是所有的美好， 都需要灯红酒绿作陪， 不是
一切幸福， 都依靠名利堆砌。 一切风平浪静后， 再
看走过的路， 那份纯真美好， 往往就在最宁静的街
角某处， 一碗风雪， 盛不下金银万两， 却载得动，
满腔的热情和雄心。

人间烟火前锋街， 无畏人生芳华路。

慢 生 年 味
郭华悦

如今， 年是越过越快了。
感觉上， 似乎还没进入状态， 年就噌地一声， 从

耳边飞驰而过。 还没来得及体验年的快乐， 还没有好
好和年来一番拥抱， 就已经过完了年。

似乎， 年和交通一样， 也进入了“高铁” 时代。
可随之而来的， 还有另一个词儿： 没意思。
过年没意思， 这是如今走到哪儿， 都能听到的一

句话。 不这么抱怨两句， 似乎就落了潮流， 跟不上时
代。 与年的速度成反比的， 是急速缩减的快乐。

再想想以前， 过一回年， 得多慢呀？
进入腊月， 离着过年还有着一个月的时间， 家家

户户就忙开了。 一到腊月， 各种传统节日， 一个接一
个， 令人手忙脚乱。 腊八， 得准备熬粥； 祭灶， 得提
前做糖稀。 还有各种年货， 无不让人忙得团团转。

不便利的年代， 什么都得靠一双手。 于是， 双手
如繁花般忙乱， 在笑声中送走了一个个重要的日子，

迎来了姗姗来迟的年。 这样的年， 过得挺慢， 但却充
实。

而这样的充实， 才是滋生快乐的土壤。
如今过年， 自然是方便得多了。 很多习俗， 年轻

人嫌麻烦， 能免则免。 免不了， 就去买现成的。 以
往， 要花上三五天才能做出来的应节美食， 如今只要
一分钟， 就能让人送货上门。 这样的年， 省了时间，
却也省了快乐。

你不曾将心思， 慢慢倾注在一件事上； 来匆匆，
去匆匆， 多了忙碌， 少了娓娓闲话的家长里短； 你甚
至都没有静下心来， 去呼吸过年温暖的空气。 如今的
年， 对你来说， 只是一道快餐。 既然疏于耕耘， 又怎
能指望从中获得丰收的快乐？

别再抱怨年的无趣了。 有时， 不妨想想， 是不是
自己步伐太快， 错过了太多的快乐？ 放慢脚步， 让年
成为时光里的小酌， 也许才能体会其中的快乐。

后继有人 焦增强 摄

热闹的海鲜市场 傅岱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