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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国宾

（一）

雾霭氤氲的尘世一隅，城市的阑珊

初绽。街角处，霓虹灯闪烁着谜一般的

光彩，像远古神祇眼中的流光。沥青路

面上，涟漪般的车辙印迹交织，似乎在讲

述着夜的不朽传说。

人潮涌动，嘈杂的市井之音汇聚成

一首韵律独特的交响曲。在这纷扰的旋

律中，每个过客都是音符，他们的步履或

轻盈或沉重，为这城市乐章增添色彩。

不远处，一家古色古香的茶肆散发出淡

淡的茶香，与街头的烟火气息交织，构成

一幅独特的画面。

夜幕下的街灯散发出柔和的光芒，

光线穿过薄薄的雾霭，显得异常柔和而

朦胧。偶尔，一阵凉风吹过，街边的树叶

簌簌作响，宛如低语。在这梦幻般的氛

围中，一切都变得朦胧神秘。

偶尔，一声悠扬的笛音划破天际，像

是从远古传来的呼唤，让人心中涌起一

股莫名的情愫。在这声音的引导下，人

们仿佛能看见街角深处的老树，它静静

地守护着这片土地，见证了无数的兴衰

变迁。

此刻的街景，宛如一幅流动的古画，

充满了诗意和韵律。每一个细节都充满

了生活的痕迹和岁月的沧桑，让人在这

熟悉而又陌生的都市中，找到一丝温暖

的慰藉。

（二）

那连绵的灯火，如星辰陨落凡尘，朦

胧又温暖，仿佛天宫之中的银河被打翻，

星星点点的光辉流淌于街道之间，给这

座繁华都市披上了一层梦幻的面纱。每

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静

静等待着有缘人的倾听。

沿着街道蜿蜒的是一辆辆公交车轨

迹，宛如铁笔画下的韵律线条。公交车

载着夜晚的热闹和疲惫，悠悠地在城中

驶过，发出低沉而有力的声音，仿佛在诉

说着都市的繁华与寂寞。

街边的店铺里，各式各样的商品琳

琅满目，从精致的古董到世俗的日常用

品，展现着市井百味的人间情态。而有

些店门上的繁体字对联则富有古人骚

韵，告诉我们在这个疾走如风的现代化

潮流下，文化底蕴不曾遗失。

偶尔，一阵儿童的欢笑声打破夜的

宁静，他们追逐嬉戏于街头巷尾，仿佛是

这个城市中最纯真的音符。他们的笑声

如同天籁之音，透过雾霭传到远处，唤起

了每个人心中的童真和对未来的期许。

在这样的夜晚，每一个细微的瞬间都

仿佛被凝固成永恒。街景如同一幅流动

的画卷，展现着城市的繁华与宁静，诉说

着生活的酸甜苦辣，而在这繁华喧嚣的都

市中，人们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地，与这座城市共同呼吸，共同成长。

（三）

夜色渐渐拉上幕布，街景又展现出

另一番韵味。城市的轮廓在夜色中逐渐

模糊，而街头的灯光却愈发璀璨夺目，像

是点点繁星降落人间，为归家的旅人照

亮前路。

小贩们纷纷出动，在街角摆摊设点，

香气四溢的食物诱人味蕾。那烤鱼的香

气、煎饼的焦香、糖炒栗子的甜香交织在

一起，构成了一曲独特的夜市交响曲。人

们围坐在摊位旁，品味着美食，畅谈着生

活的点滴，享受着这难得的宁静与惬意。

远处的摩天大楼在夜色中闪烁着光

泽，仿佛是一座座未来的城堡，闪烁着科

技与梦想的火花。而近处的小巷里，则

弥漫着古朴的气息，古老的砖墙、斑驳的

石板路都在诉说着过往的历史。

在这繁华与古朴交织的夜晚，街景

展现出了多元而富有层次的美，无论是

璀璨夺目的霓虹灯，还是香气四溢的夜

市小吃，都成为了这座城市独特的风

景。而人们也在这夜色中找到了自己的

归宿，与这座城市共同编织着一个个温

暖而美好的故事。

面对这样的街景，我们不禁感叹岁

月的流转与都市的变迁。但无论时光如

何流转，这座城市的繁华与宁静、古老与

现代，都将在街景中得以保留与传承，成

为这座城市永恒的记忆与回望。

街景夜色如幻

□ 信鸽

冬腊风腌，蓄以御冬，每当餐桌上的

腊味飘来，年的脚步就近了。

记忆里，腊味的美食有很多，腊肉、

腊肠、腊鱼，还有腊排骨、腊鸭子、腊羊

腿，这些腊货是川渝地区的特色，北方少

见，即使有，因地域文化差异，它们也只

是风干的，缺少柴火熏制，腊的味道不算

浓厚。

母亲会选择在腊月的清晨，邀约左

邻右舍前往菜市场制作腊货。“老板，来

十公斤肥而不腻的五花肉。”母亲将原材

料备齐后来到腊货加工处，灌制香肠、熏

制腊肉，储备整年的腊味。

菜市场里灌肠的地方相当拥挤，看

似简单的工序，也要耗费半天的时间。

母亲说：“等不要紧，美味值得等待，腊味

是岁月的见证，蕴藏时间的味道。”

母亲一边排队，一边和同龄的大妈

们聊得热火朝天。“你家做了几斤腊肠

呀，都什么味道的。”“麻辣、五香、甜味，

都有呢。”“你家娃成家没呀？我远方表

亲还有个单身青年，非常优秀。”大家欢

欢喜喜，聊的话题自然是围绕着家长里

短，主打一个轻松愉快。

不知不觉中，灌肠完成。腊货加工

处会把灌好的腊肠送往集中熏制点，等

熏好后商家还会送货上门。

“你家的腊肠熏好了哦，麻烦你们下

楼领一下，检查一下成色。”听到消息，母

亲急匆匆地下楼取货，随后将腊肠挂在

阳台上，等待享用。取货后，母亲为了尝

鲜，会煮上两节腊肠，请家人们预先试

吃，尝一尝味道。那是年的味道，也是幸

福的味道。

“现在制作腊肠真的方便多了。”母

亲感慨，以往在老家还要手工灌肠，添柴

加火，慢慢熏制，现在好了，菜市场里机

器灌装，集中无烟熏制，既环保又便捷，

城里人也能尝到正宗腊味。

回忆起往事，母亲说：“以前去你外

婆家，灶房后面的腊肉、腊肠用柴火熏

着，时不时几颗火星子冒出来，飘落在过

年的羽绒新衣里，羽绒一朵一朵飞扬，像

飘起了雪花。外婆总说，来到农村，脚踩

水田干农活，洗衣做饭烧柴火，就要穿劳

保服，经磨耐用。”

制作腊肉的工序虽然少了灌肉这一

步，没有灌制腊肠那么复杂，但基本的步骤

不可省略，比如抹白酒、码盐、码花椒、码香

料等，这样熏出来的腊肉才香气四溢。

对于腊肉，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吃

法，同一个地方也有不同的吃法。梁实秋

曾在《雅舍谈吃》里提及腊肉的吃法——

“腊肉刷洗干净之后，整块地蒸。蒸过再

切薄片，再炒一次最好，加青蒜炒，青蒜绿

叶可以用，但不宜太多。”美食家汪曾祺则

言：“切成颇大的整齐的方片，蒸得极烂，

入口香糯，真是难得。”母亲最喜欢将腊肉

切成腊肉丁，放在家乡特色美食油茶和麦

耳朵中，成为一道独特的美味。

过去生活拮据，家里缺油荤，老人会

将煮腊肉的水用来炖豆子，腊香四溢，豆

子耙软，比一般的清水汤味道丰富得

多。现在一些餐馆怀旧，也将腊肉水利

用起来，烹饪出好喝的汤品，其中最出名

的就是腊肉米豆汤，里面添一些应季的

绿色蔬菜加以点缀，既好看又好喝。

前些年，外婆身体还算硬朗，每当春

节的时候，外婆会将熏好的腊货带到城

里来让我们尝鲜，但现在外婆年纪大了，

母亲便决定亲自将腊肉腊肠带回老家，

让外婆也品尝一番。

迎着寒风，空气中流淌着浓浓的腊

香。除了腊肉腊肠，老家泥鳅养殖基地

的院坝里挂满了腊泥鳅，工作人员正在

打包密封，准备寄往全国各地。这不仅

是家乡美食的传承，也是腊货产品的升

级，更是亲情之间的温暖传递。

那年腊月腊味香

天至寒时开玉阙，每临冬岁化瑶台。

千峰素裹披银装，万树琼花次第开。

雪落幽林传雅韵，风吹崇岭响天籁。

遥寄冰心期共赏，欲叙霜华入梦来。

金佛山冰雪
鹰空非舞

□ 马健

傍晚时分，去看乡下的二叔。走过

几条乡间小道，跨过几条河流，再穿过层

层麦浪，走进绿荫掩映的村庄，我看到乡

村人家的屋顶，那烟囱上一缕炊烟轻展

飘起，如丝如雾，美了那抹朝阳，醉了秀

美村庄。

这是一幅久违的乡村美景图，霎时

间儿时的乡村美景如梦般晃动在眼前。

那小河湾湾、流水潺潺、炊烟袅袅，还有

那牧童短笛、鸟语虫鸣，勾起了我深深的

眷恋和回忆。

我出生在江南水乡一个风景优美的

小山村，那里有连绵不绝的青山，还有清

澈见底的河流。一日三餐，炊烟四起，生

活在厨房中演绎：锅碗瓢盆，甜酸苦辣。

炊烟散尽后，饭菜好香甜。

每当清晨的第一抹朝光从东方冉冉

升起时，炊烟便开始在乡村的上空袅袅

升起。大人们忙着烧水做饭，孩子们在

炊烟下玩耍嬉戏。当一些锅碗瓢盆响

起，也就意味着饭菜可以上桌了。大人

们带着孩子在饭桌前坐下，品尝着朝阳

中的美味。

中午的炊烟和早晨的是不一样的，

忙碌了半天的农村人，急急忙忙赶着回

家做午饭，炊烟如同一个急性子的年轻

人。突然，一股浓烟冒起，很快又散去，

时间短得让人不够回味。当然，中午吃

饭时间也比较短，大家闲谈聊天，也是有

一会儿功夫，有的人要去午休，有的人要

去赶路……

夕阳西下，一抹晚霞远挂天际，撒网

的渔翁，断续的号子，绘就一幅天然的渔

舟唱晚的水墨画卷。炊烟是收工的号

子，不用招呼，炊烟升起，汉子们就开始

卸了牲口，扛着犁具，说说笑笑地回来

了。柴火映照着大人的脸庞，柔情依依，

烟雾缭绕融化了人们白天的疲劳，荡漾

着河畔两岸温馨的故事，叙说着古老的

如水般动人的美丽传说。

炊烟让故乡大屋场充满了灵动与生

气。炊烟与柴禾是密不可分的，晒禾场

上的周沿，堆码着一架架柴片。土坯房

的左右和屋后的檐下，堆满芦茅，只留下

大门两边檐下来晾晒衣服。有条件的人

家，在房前屋后的空闲地上盖个堆放芦

茅的棚子。乡村的女人比的是谁家的柴

火多，柴把捆扎得最大，正所谓“有柴煮

饭，心中不乱”。而男人担当是粮食，“家

中有粮，心中不慌”，谁家男人就最有出

息。

我喜欢少年时炊烟的味道，因为炊

烟在过年时候记忆最为深刻，家里的伙

食在那段时间变得格外茂盛丰富。母亲

熏制的腊肉，切开，里面的肉泛出干净透

明的金黄色，有一种好闻的炊烟味道。

母亲会取下一块煮给我们吃。我们扶着

灶头，几双馋猫般的眼睛盯着锅里嘟嘟

翻动的腊肉。母亲一边添柴，一边怜爱

地说：“出去，出去，好了会叫你们。”煮腊

肉的日子，腊肉香，炊烟也香。在炊烟氤

氲里，流淌的是温暖和幸福。

长大后在城市里生活，看似风光却

是颠沛流离。不过我每每经过一个村

庄，总是喜欢看村里的风景，暮归的牛、

觅食的鸡、吠叫的狗，有一家家屋顶升起

的炊烟，在炊烟袅绕里，也一定有一位母

亲在灶前锅后忙碌着吧。那里有饭菜的

香味，有母爱殷殷的目光，炊烟是游子心

中最后的慰藉。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又见炊

烟给人一种安心、归家的感觉。守住了

一缕香喷喷的炊烟，也就守住了一个温

暖幸福的家！

乡村的炊烟

天空纷纷扬扬飘雪

回荡无声的序曲

片片飘落的精灵

用洁白温柔了时光

寒风里香气弥漫

像暖阳洒下激发的音符

屋檐下火苗跳跃

柏丫熏染着时光的色

悬挂的岁月愈加醇厚

故乡的味道

穿越寒冷而来

那是冬日里最温暖的念想

你说日子悠长

这是必要的仪式

老人围坐

谈论世代的神祇

孩子欢笑

瞳孔回旋 未来的光

晾萝卜干

冬阳下白萝卜染上金黄

竹竿上丝缕迎风轻扬

篾框里铺陈着希望

寒风带走了稚嫩的水汽

晾晒揭晓着风干的秘密

等待中沉淀了甘甜与坚韧

高远蓝天间云朵在微笑

夜幕降临下的星光点点

月光之下，萝卜干泛着柔光

宛如小小的守护者站岗

守护着家的温暖

守护着冬日宁静的时光

每一丝纹理，都是故事的篇章

在岁月里，悠悠飘香

楼下的猫

楼下的院子

是三只猫的世界

麻尾白猫是胖胖女生

爱卖弄磁性的嗓子

大黑猫常常伏地

在窃听琴房传来的旋律

狸花猫似调皮的男童

总爱缠绕人脚踝

我不得不变成小偷

偷偷上楼

它们是亲密的玩伴

也是竞争的敌手

常常是嬉闹声

突然变得尖锐

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多年以后

我对面的邻居换了好几拨

然从未记下他们的姓氏

而楼下的三个邻居，嬉戏正欢

熏腊肉（外二首）

付令

它把整条隆渡河闸住

把高峡中的湖光山色

拦在那里，占为己有

人们只能在岸边

用镜头一片一片地捡

金山湖大坝
陈放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