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 气 霜 华
尚丽娥

立春刚过， 古城寿州的石板路上仍裹着薄霜， 我
循着西大街的晨光， 踏入二十四节气馆的门庭 。 这
座由千年古城博物馆蜕变的展馆 ， 仿佛一册徐徐展
开的 《淮南子》， 将四时轮转的韵律凝缩成一场时空
对话。

初入一层， 巨幅电子屏如天地初开的卷轴， 裸眼
7D 的流光中， 寿州古城三千年风烟扑面而来。 春分
时安丰塘的粼粼波光， 秋分时淝水之战的鼓角铮鸣，
皆在光影交错中复活。 触摸屏上， 指尖轻点 “惊蛰”，
雷声隐隐， 蛰虫振翅的诗句浮现在水墨山河间。 此地
名曰 “观时知序”， 是古人仰望星空的哲思， 亦是今
人解码自然的密钥。

拾级而上， 二楼的 “依时而耕” 竟是满室人间烟
火。 泥塑的老农扶犁而立， 投影的麦浪随脚步起伏，
仿若一脚踏入 《诗经》 中的 “十月获稻 ”。 转角处 ，
孩童们正用黏土捏制 “谷雨” 的蚕匾， 老匠人演示着
芒种时节的打连枷， 木槌击打新麦的脆响与电子屏中
蝉鸣相和。 最妙的是那面 “节气镜” ———站定片刻，
镜中便幻化出对应节令的古装身影， 寒露披蓑戴笠，
大雪裹裘围炉， 引得游人争相留影， 恍然分不清是今
人扮古， 还是古人入梦。

三层的穹顶似倒悬的星盘， 二十四道光束对应节
气方位。 在 “循时矩行” 展区， 汉白玉雕琢的日晷与
全息投影的原子钟并立， 甲骨文的 “冬至” 与气象卫
星云图同框。 最震撼莫过于飞行影院———座椅腾空的
刹那， 大暑的荷风裹着热浪掠过面颊， 转眼又随大寒
的雪絮坠入梅林。 当荧幕映出 《淮南子》 竹简上 “日
行一度， 十五日为一节” 的篆字时， 突然懂得： 原来
三千年前刘安门客观测的星辰， 正与我们凝望同一片
苍穹。

暮色初临， 孔庙飞檐下的节气馆已点亮三千盏灯
笼。 主题广场的地砖化作二十四方琉璃 ， 踏过 “清
明” 见杏花微雨， 踩亮 “白露” 现蒹葭苍苍。 文创店
里， 年轻人争购 “节气盲盒” ———惊蛰的陶埙， 小满
的桑蚕丝巾， 霜降的柿染布包， 每件器物都藏着四时
密码。 倚门回望， 但见电子屏上那句 “天地有大美而
不言”， 竟与门前真实吹拂的立春微风悄然重合。

离馆时， 管理员笑言： “这馆是活的， 七十二候
轮展， 四季景致不同。” 忽然惊觉， 二十四节气何曾
囿于展柜？ 它本是古城墙头的一缕春风， 是瓦当霜纹
的一次呼吸， 更是每个寿州人血脉里流淌的、 与天地
共舞的古老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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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姊妹》中的油滋啦说起……
郭 杰

当《六姊妹》的镜头扫过田家庵码
头斑驳的砖墙， 何家丽偷吃油滋啦的
童年记忆， 瞬间勾起了几代淮南人对
供销时代的集体回望。 无论是母亲刘
美心为全家采购的玉兔香皂、 春燕酱
油， 还是街坊邻里排队凭票购买农副
特产的场景， 都让老一辈淮南人倍感
亲切———那是属于供销社的“黄金年
代”。

淮南因煤而兴。 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 天南海北的移民带着乡音与手艺
扎根于此， 扬州修脚刀与淮河码头的
汽笛声在此碰撞， 供销社的“三尺柜
台”成了连接城乡的纽带。酱油、肥皂、
奶粉……供销社的货架上堆着百姓生
活的必需品， 也堆积着工业城市的集
体记忆。 那时的供销社，是“万能服务
站”。 农资专营让化肥农药直达田间，
土特产和农副产品票证在柜台流转，
连针头线脑都要凭票“拽钩”（排队）。
何家老宅旁的供销社门市部， 既是市
井生活的枢纽， 也是时代洪流的见证
者。

当《六姊妹》里何家丽偷吃的油滋
啦， 变成供销优选折扣仓里扫码即得
的怀旧零食，淮南供销的“变身术”早
已超越剧情。

2022 年底， 市供销集团成立，如
同破茧的蝴蝶，在新时代振翅高飞。他
们让淮南牛肉汤的香飘上海外滩———

通过“中央厨房 + 预制菜”模式，50 家
标准化门店正在黄浦江畔书写“淮南
味道”的新传奇。在老北头《六姊妹》拍
摄地不远处，“供销优选城市折扣仓”
成了新晋地标。 这个由老旧仓库改造
的仓储式卖场， 日均 3 万元的销售额
背后， 是供销人用互联网思维重构流
通体系的智慧。

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的供销社是
物资分配的“大管家”，新时代的供销
人更像是乡村振兴的“全能助手”。 遍
布城乡的 38 个为农服务中心构筑起

“3-5 公里服务圈”，土地托管、无人机
植保、 智能育秧等现代农业服务，让

“谁来种地”的难题迎刃而解。
这座城市正上演现实版“六姊妹

突围记”。 一边用“采煤沉陷区治理模
式”把老矿区变成春申湖公园，一边
借《六姊妹》 的热度打造楚汉文旅
IP。 未来的淮南，既要当新能源产业
的“优等生”，也要做淮河文化的“代
言人”。

当《六姊妹》的片尾曲响起，镜头
里的供销社门市部渐行渐远。 但在现
实中， 那些印着供销标识的农资配送
车正奔驰在乡间公路， 为农服务中心
的无人机群迎着朝阳起飞……变的是
服务形态，不变的是扎根土地的初心，
这正是供销社与这座城的默契———永
远扎根土地，永远向阳生长。

给幸福一点时间
耿琳璞

十多年前， 我将房子买在了靠近
老城区的城乡接合部。周围的脏乱、破
败一度让我后悔不迭。 甚至几次想将
它换掉。

母亲劝我说，先这么住着，等以后
有合适的机会再说。 后来住的时间久
了，我也随之习惯。

相比繁华市区的喧闹， 这里更安
静，生活成本更低。 不知不觉中，我打
消了逃离的念头。甚至，慢慢开始喜欢
上了这里。

如今， 随着城市定位及规划的发
展，我家门前的环境已今非昔比。道路
变得四通八达，绿化、基础设施逐步到
位。更令人欣喜的是，城市的地标性建
筑———全国首家以汽车为主题的购物
中心也落户于此。

记得开业那天是个周末。 下午三
点钟，我照例出门散步。走在环堤行道
上， 陡然生出了场景挪移的感觉。 因
为， 以往散步的人群全然消失不见，满
眼皆是急匆匆的骑行人。骑行方向大都
指向了那个吸引人眼球的购物之所。

年轻时的我， 是个十足的逛街达
人。 不只为消费，那种与前沿和时尚共
舞的心灵悸动，都足够吸引我。 后来，
随着年龄增长及网购的繁荣， 逛街购
物已很难激发我的情绪和欲望。因此，
它的开业并未进入我的视野。

不经意间， 埋在心底的好奇心被
激活了。我加快脚步，不由自主地朝着
路尽头的购物中心走去，越来越近。

眼前的它，身披盛装，犹如一艘巨
轮矗立在广场中央，巍峨高大，气势恢
宏。 广场四周，庆典正酣，各种展示精
彩纷呈。 乐活街区的长椅上绽放着张
张笑脸。 迎面扑来的既有充满工业基
因的高贵之气， 又不失现代都市的烟
火气。

绕行十多分钟， 我找到了它的八
道大开的主门，涌入人潮。继而在人流
簇拥下，进入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的卖
场。置身其中，不显嘈杂，只觉欢腾；没
有压抑，全心释放。 瞬间，我收获了满
满的松弛感和欣喜感。

我决意留下来，来一次别样的“观
光旅游”。 它的流畅动感、明暗相融的
设计给了人层叠、阔大的空间体验。它
亲和而人性化的布局， 尽情展现在每
一处细节里。 它是名副其实的购物天
堂，我被它牵引着，它让我一饱眼福。

我的味蕾更是失控似的跃跃欲
试。 它打造了三个各具特色的饮食区
域，全天候供不同需求的人享用。这里
更是汽车观展盛宴，各种名车、豪车一
应俱全。

每一次驻足，都喜不自胜，又回味
无穷。 我忘掉了时间，走出了烦恼。

一层、 两层， 第三层是爱儿专属
区。我感兴趣的是，新型消费怎样将父
母与孩子捆绑在一起。 顺着中道的扶
梯往上乘， 眼睛被定格在一幅幅天伦
之乐的温馨画面中。与其他处不同，这
儿没有游乐设施， 全是亲子主题的体
验馆。 因此，和谐而充满生机、热闹而
不失秩序是这里的主旋律。 我在巨大
的“怀旧小卖部”前徘徊着，同远在上
海的女儿打电话叙聊起我和她小时候
的故事。

挂断电话，拐向直梯口，瞬间被一
种静谧、轻曼的气息吞噬，我猜想，准
是一处修身之所。 走近一看，果然，挂
着“瑜伽和茶”的烫金木质匾额。 一侧
身，“愈欣书店”更是让我大喜过望。

“天啊，这是哪路神仙偷窥了我的
心思”，我几乎叫出声来。迫不及待地，
我绕过人流，穿过茶室，一个极富现代
科技感的阅读、购书环境跃入眼帘。在
书香与光影交织下， 我仿佛被莫比乌
斯环带到了盗梦空间的魔幻世界。 我
的心无时无刻不被震撼着， 我眼里淌
出泪来。 博尔赫斯说:“如果有天堂,那
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

原来，我是在天堂。 二十年多前，
我还在县城工作，为了省钱，每天下班
都要等两个小时，乘火车回家。我特别
渴望能在书店打发时间。然而，整个县
城除了新华书店外， 只有几个个体小
店。 而且，那个时段，几乎都已闭店。

多年过去，我放弃了很多梦想，唯
对读书念念不忘。而且，我越来越喜欢
逛书店， 将时间浪费在阅读上。 而这
里，满足了我所有的向往。

激动之余，我深感庆幸。 我想，如
果当年搬走， 或许就没有机会感受到
这些便捷与美好。 也会错过一场珍贵
的邂逅。

有时生活会跟我们开玩笑， 总以
为眼前所经历的都是苦日子， 以后也
不会好。回忆起母亲对我的安慰，原来
幸福真的需要时间，或许等一等，或许
再努力，一切都会更美好。

盛开在小吃店的“墨香花”
肖日东

出了家门往右拐，越过铁道，就在公
交站台附近， 六七家风格迥异的小吃店
鳞次栉比，老杨小吃店悄然隐匿其间。它
那块褪色的门店招牌， 在周边熠熠生辉
的崭新门头映衬下，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每天等公交的人熙熙攘攘， 好像谁也没
有特意去看两眼， 更别说停下匆匆的脚
步，进店去吃个便餐。

那天中午过了饭点， 饥肠辘辘的我
在公交站旁寻觅吃食。 信步走进了老杨
小吃店，却见店内是典型的夫妻店布局。
几张陈旧的桌椅擦拭得几乎能照出人影
来，墙面的白色涂料有些剥落斑驳，裸露
出砖墙的原本颜色。 然而， 引人注目的
是， 四周墙壁上一幅幅未装裱的书法作
品。 它们长短不一、横竖交错，就像路边
长出的野花，在这白墙上肆意地绽放着。

店主老杨见我进了小店， 便躬身迎
过来。这时我才注意到，老杨身形略显单
薄，脸型有些消瘦，两撇浓密的胡须黑得
发亮，恰似用饱蘸浓墨的毛笔，挥就出的
斗大的隶书“八”字。 有些微胖的妻子也
急忙起身，顺手拿起点菜单，微笑地招呼
着我。 不一会儿， 老杨接过菜单走进厨

房， 顷刻间， 锅碗瓢盆碰撞出清脆的声
音，食材在烈火中的“滋啦”响，一股脑地
从厨房里奔涌而出， 肆无忌惮地撩拨着
我的味蕾。

等待餐食之际，我再端详，只见那些
宣纸已经微微泛黄，被小图钉钉在墙上，
边缘也微微卷了起来，似在轻轻喘息，努
力舒展着自己承载的墨韵。那些字体，魏
碑刚劲有力， 如壮士拔山； 小楷婉转柔
美，似佳人起舞；草书飞鸟惊蛇，像醉侠
挥剑。虽无精致的装裱，却有着一种质朴
而率真的生命力， 在这充满烟火气息的
空间里，氤氲出一片别样的天地，为这普
通的小店披上了一层墨香的薄纱。

也许这时，小店的生意有些清淡。忙
完我这一单， 老杨麻利地擦拭着没有客
人的桌椅， 然后解下身上油光发亮的围
裙，小心翼翼地将两张饭桌拼在一起，铺
上毛毡。这时我才惊觉，这些装点墙面的
书法作品， 竟是老杨闲暇之余的倾心之
作。

老杨从一旁的笔筒中抽出一支毛
笔，笔尖稍蘸墨汁，手腕轻转，笔锋游走
龙蛇。 那笔画或顿或扬，或急或缓，墨色

在宣纸上晕染开来， 宛如一朵朵盛开的
墨莲。 潺潺流水般的古筝声从一旁的电
脑里流淌出来， 那如歌如诉的琴声与笔
尖摩挲纸张的沙沙声交织在一起， 构成
了一曲独特的生活乐章。写到酣畅处，他
脸上泛起的阵阵红晕， 仿若情窦初开的
羞涩姑娘；若稍有不满，他那紧锁的眉头
如一朵饱经风霜的菊花。那一刻，外界的
车水马龙、喧嚣嘈杂，都与他无关，他就
在自己的墨香天地里自由奔腾、 沉醉不
已。

当他收拾笔墨时，我忍不住夸奖道：
“写得真漂亮。 ”老杨腼腆地一笑，脸上飞
起的两朵红晕染透了他原本酱紫色的
脸。在攀谈中了解到，上小学时一次偶然
的书法课， 他被那行云流水般的字帖深
深吸引住了。此后，他便如痴如醉地沉浸
在颜筋柳骨的书法世界里， 四处寻找废
旧的纸张临摹练习。

然而， 命运并未眷顾这个热爱书法
的孩子。家里拮据的经济条件，再加上兄
弟姊妹众多， 让他不得不中断学业外出
务工，帮父母养家。 老杨说，上学的梦想
不再有了， 但喜欢书法的嗜好却一直坚

持着。 在建筑工地上搬砖、扛水泥时，随
手折根树枝在满是尘土的地上练习；在
饭店当学徒时，他把蔬菜根束成笔，在洗
碗池里写得风生水起； 辗转到了废品收
购站，闲暇之余，他就坐在堆积如山的废
品堆里，用别人扔掉的毛笔，蘸着过期的
墨水，在废旧纸张上书写心中的诗意。再
后来，省吃俭用多年的他，盘下了这家小
饭店。烟火散尽后，老杨就在店里肆意铺
开宣纸，那横竖撇捺的墨韵，既是他对诗
意生活的追求， 也是惬意生活给予他苦
难后的馈赠。

一边是柴米油盐的烟火生计， 一边
是笔走龙蛇的书法世界。 当锅碗瓢盆碰
撞出生活的交响乐后， 他是后厨中颠勺
的大师，美味在烟熏火燎中芳香四溢；解
下围裙的那一刻， 翰墨飘香在泛黄的宣
纸上肆意挥洒、渲染成花。在烟火与墨香
之间， 老杨寻得了属于自己的心灵平衡
与精神慰藉。 那一幅幅钉在墙上的书法
作品， 仿若一束束照进灵魂深处炽热的
光。这份源于热爱的光芒，点亮了生活中
每一个平凡且珍贵的日常， 让这毫不起
眼的小吃店，满溢温暖、熠熠生辉。

豆香飘来
丁 一

刘安炼丹炉，豆乳凝琼酥。 千年传技艺，百味入庖
厨。

还记得小时候街角随处可见的飘着豆香的小店
吗？ 还记得龙湖公园对面街道里买的一碗热气腾腾的
豆腐脑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寿县八公山豆腐主
题小镇，开启一场关于豆腐的奇妙之旅。

我们跟随讲解员的脚步， 来到了豆腐历史文化陈
列馆,详细了解淮南豆腐背后蕴藏的千年佳话。 陈列馆
正对大门摆放着淮南王刘安的雕像。据李时珍《本草纲
目》载：“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 ”传说，两千多
年前，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炼丹时，意外发明了豆腐。
之后，豆腐技法流入民间，传播到海内外。 我们仿佛穿
越到千年之前，见证了豆腐的诞生。从淮南王刘安炼丹
的偶然发现，到如今成为家家户户餐桌上的美味，豆腐
的历史文化渊源让人惊叹不已。 讲解员又向我们详细
介绍了古典豆腐制作的步骤，大豆筛选、清洗、浸泡、点
卤、压榨成型至锅烧豆腐。 令人感到惊叹的是，一块小
小的豆腐，竟可以制作成一百零八道精美的菜品，呈现
给食客一桌琳琅满目的豆腐宴。 由于豆腐食品的广受
欢迎， 目前世界已有许多地区形成了制作和食用豆腐
的聚集地， 古今中外亦有许多名人与豆腐结下了不解
之缘。 原来，这一块小小的豆腐，竟承载着如此深厚的
文化底蕴。

走进豆腐工坊，浓郁的豆香扑面而来。 在这里，我
们亲眼见证了黄豆如何经过浸泡、磨浆、煮浆、点卤等
一道道工序，最终变成嫩滑的豆腐。讲解员还为我们演
示了豆腐、豆干、豆皮、腐竹等豆制品的制作过程，原来
豆腐的百变魔法，都藏在匠人们的巧手之中。

来到豆腐小镇，怎能不品尝地道的豆腐宴？香煎豆
腐、麻婆豆腐、豆腐丸子、豆腐脑……一道道豆腐美食
轮番上阵，让人垂涎三尺。 每一口都是满满的豆香，每
一道菜都让人回味无穷。

在新时代，为了提高豆腐制作工业化生产的效率，
现在的工厂采用了流水化生产线的方式， 保证豆腐产
品的大规模供应。在豆腐小镇的现代化生产车间，我们
亲眼目睹了豆腐的流水线生产过程。 从黄豆的筛选到
成品的包装，全部由机器自动化完成，既保证了豆腐的
品质， 又提高了生产效率， 让人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力
量。

最后，我们有幸接触到了豆腐小镇的讲解员，一位
致力于传承和发扬豆腐文化的优秀青年。她告诉我们，
豆腐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 在
新时代， 豆腐的传承和发展离不开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江淮豆腐可以与更多菜系的经典菜品相结合，
满足更多食客对美食的追求， 同时为家乡淮南带来更
大的经济效益，促进家乡发展。她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
解豆腐，爱上豆腐，让这份传统美味代代相传。

淮南寿县八公山豆腐小镇，一个充满豆香的地方，
一个值得你细细品味的地方。在这里，让我充分感受到
了豆腐的魅力，体验传统文化的精髓，带走一份属于我
的豆腐记忆。

拜 年
聂 浩

小时候拜年，规矩很多。 嫁出去的女儿，须
过了年初四才能回娘家。 姥姥家在一河之隔的
霍邱县三赵郢村。 母亲回去拜年 ,须带上几斤
红糖 ,外加一个生鸡蛋。 几斤红糖是给姥姥姥
爷准备的礼品 ,生鸡蛋则是给摆渡人准备的过
河费。 拜年回来，母亲临走时,从姥姥家再捎回
一个鸡蛋，备作过河用。

后来我们兄弟三人逐渐长大， 父母忙，拜
年的事就由我们三兄弟代劳了。

记忆中，有时是我和哥哥一起去，有时是
兄弟三人一起去。

起初是步行。 我家离姥姥家有二十几里
路 ,这对小时候的我们来说是不近的路程。 除
了拜年,我们很少能走那么远的路。

过了河，去姥姥家还要翻过几道山岗。 我
们过了河 ,就以这山岗为标记 ，走一段 ，跑一
段，过一道山岗就停下来歇歇脚。 一路又累又
饿。 快到中午 ,等我们气喘吁吁翻过最后一道
山岗，远远望见姥姥家东南大堤上两棵挂满红

条的 “神树”， 我们才确信姥姥家是真的快到
了，跑得也欢跃起来。

后来有了自行车。 开始三人骑一辆。 大哥
骑车，我和弟弟前面坐一个，后面坐一个。 再后
来，三人骑两辆。 直到最后，一人骑一辆。 那几
辆旧的自行车，一路骑起来，咣咣唧唧响。 好在
比地走快多了,也轻松得多。 有时遇到大雪,路
面湿滑难行 ,无法骑车 ,我们只有步行，等我们
兄弟三人带着满身泥水漩到姥姥家门口 ,已是
晌午时分。

到了姥姥家，和姥爷打过招呼，我们顺次
走进姥姥住的里屋，给她拜年。 姥姥中年时因

为眼疾，没钱治疗，双眼被硬生生疼瞎了。 她听
着声音，早知道是我们来了。 我们走到近前,大
声喊着“姥姥！ ”姥姥一边笑眯眯地答应，一边
从被窝里伸出双手 ，先摸摸我们的手 ,再用手
掖掖我们的衣角,“看看”我们穿得暖不暖,接着
用双手顺着我们的上衣直摸到脸,再到头顶,然
后才满脸慈祥地夸赞 : “二外孙都长这么高
了！ ”这时的我们都把胸脯挺得笔直,霎时感觉
浑身有一股温暖的亲情在涌动 ,仿佛一瞬间真
的长高长大了许多。 这仪式感持续多年，只是
它的“主角”除了姥姥之外 ,后来换成了我们的
孩子。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姥姥住的小屋 :在古
老的赵氏祠堂的西边一角 ,堂屋正面墙上挂着
一幅中堂，中堂上画的是一个一手持拐杖一手
托着一个大蟠桃的鹤发老人 ,两边悬着那副老
旧的对联 :“福如东海长流水 ， 寿比南山不老
松”。 堂屋南北两面的墙壁上则对应贴着古代
四大美女的条幅画。

屋子的南边放着火炉 ， 姥爷忙着在上面
温酒 ,舅舅和小姨在厨房做饭烧菜 ,小屋里烟
雾缭绕 ,热气腾腾。中午 ,我们围聚在堂屋正中
简陋的四方桌边 ,一边吃饭喝酒 ，一边聊着家
常。

如今已过几十年 ,回姥姥家的河道搭起了
浮桥 ,几辆汽车可以同行。 过河后通往姥姥家
的土路也修成了水泥大道 ,儿时那条需要半天
步行才能到达的路程如今开车只需要十几分
钟。 拜年的行程方便了,时间缩短了,但姥姥姥
爷都已作古,只有每到正月,那支拜年的队伍和
不变的亲情还在延续中。

一驼当先 李建声 摄

人间烟火 徐进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