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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青山滑雪
■ 胡乐浩

寒假里的一个周末，我们一
家三口来到位于滕州市东北部的
莲青山滑雪场滑雪。

当天清晨，约定的时间一
到，我们就出发了。“山上花草遍
布，林木茂密，奇石交错，壑深沟
险，景色优美壮观且文化内涵丰
富，是旅游的好去处”。“该景区夏
天能漂流，冬季可滑雪。”“这里一
年中最美丽的，还是它的冬
季。”细听着导游的讲解，虽是
第一次前往，但对它神奇而瑰丽
的冬日美景，我已心驰神往了。

消停片刻，车子驶上高速公
路，我变换角色，当起了儿子的导
游：“遵章守法，珍爱生命”、车距
确认“0m-50m-100m”、“上下坡
道，谨防追尾”、“严禁上下乘
客，不准随意停车”、“谨慎驾
驶，一路平安”的电子提示不时
从车身旁快速闪过……我引导孩
子观察，必要时给予解释……

车子继续前行，窗外一派萧
瑟的冬日景象。猛抬头，“寻梦
台儿庄，休闲到山亭”的巨幅路
牌吸引了我的目光。

天气不错，天空没有一丝云
朵。透过车窗看到，冬日的阳光
下，不远处座座小山清晰可辨、
清新诱人。

“结冰了！”车窗外的湖泊水
面结着厚厚的冰层，在阳光的照
射下，发出道道光芒，儿子看到
后惊喜地叫道。

说话间，车子拐向一条干净
整洁的道路，路口线杆上“莲青
山风景区”几个大字赫然入目。

车子在颠簸中起伏交替，我
们离目的地越来越近。放眼窗
外，刚才一马平川的地貌，现在
变得地势起伏不平，山头越来越
多了。到达景区停车场后，登上
前往山顶雪场的盘山公路。坐在
敞篷的游览车里，感觉就像过山

车，惊险而刺激，游客不分年龄
大小，个个人欢马叫。

准备间内，在工作人员的帮
助下，穿上雪鞋，领取雪仗、雪
板等滑雪装备后，兴冲冲跑到室
外雪场。俨然一个“冰雪乐
园”，热闹非凡。众多滑客的滑
稽“表演”使整个雪场回荡着欢
声笑语。学习滑雪，首先要掌握
技巧，身体要前倾，重心要放
低，其次还要有勇气，不怕跌倒
摔伤。只见雪场游客们，个个跃
跃欲试……我发现，真正的勇者
大都是孩子，其中年龄最小的是
一个只有五岁的小男孩，独自手
持雪杖，踩着雪板，一路向下，
让我这个成年人看得目瞪口呆、
羡慕不已。儿子也没用多长时
间，就学会了，基本没挨摔，而
经过一上午的努力，我最终掌握
了技巧，但付出的代价比较大
——膝盖伤了，胳膊肘起了淤

块，脖子转动也不灵活了……
周围群山连绵，眼前白雪成

片。我们来自于大自然，最终要
回归大自然。于我，收获最大
的，是心灵的彻底释放——置身
自然，一场滑雪，与在自己身体
激烈对抗的过程中，生活的疲
惫、家庭的琐事、工作的重压而
顿消全无……

此前，我这个北方人，从未
体验过冰雪运动，只在电视和图
片中看到过滑雪的场景。随着
（北）京张（家口）申办2022年
冬奥会的顺利推进，冰雪运动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也带热了这
一运动。

对缺乏运动的现代人来说，
此次滑雪，让我们走进了自然，
活动了筋骨，锻炼了身体。当
然，让孩子掌握滑雪的技巧，培
养其坚韧的品格是这次寒假出游
选择莲青山的最大理由。

虽生安泰世，
秉气不绝高。
岂可轻文事，
狂抒恰利刀。
相知情若海，
共吐志凌霄。
把酒尘寰计，
诗中怎却豪！

归途醉吟
■ 侯铭

春节回眸
■■ 戴忠群戴忠群

华夏儿女普天同庆，欢天
喜地的度过了新春佳节，在那
温馨的时刻，合家团园、亲朋
聚会、走亲访友、开开心心、
吃喝玩乐，其乐融融，让人回
味无穷。

“ 民 以 食 为 天 ”， 春 节
“秀”美食可谓“浓墨重彩”、
“妙笔生花”，中华饮食文化博
大精深，春节里“表现”得淋
漓尽致，充满无限遐想，舌尖
上的享受让人们在节日里大饱
口福，琳琅满目的丰盛菜肴、
名目繁多的各式面点，伴随着
亲人的祝福，聆听着花香鸟
语，陶醉在幸福之中，酒不醉
人人自醉，那情那景，让人难
以忘怀。

在这幸福时刻，让笔者浮
想联翩，回忆曾经的青春年
华。五十年代末，在困难时
期，那一年春节前，为了能过
一个说得过去的传统佳节，普
通人家手中拿着，不可多得
的，每人定量半斤的“猪肉
票”、“副食品卷”和人均斤把
的“白面票”，到国营专卖商店
起早摸黑排队，眼巴眼望持票
买来平时往往要寻寻觅觅，终
不可得的“年货”，兴致勃勃拿
回家，精心制作出让人馋涎欲
滴的猪肉大葱水饺，除夕初一
各饱餐一顿，吃完水饺，嘴角
都能流出油来，多拉馋啊！过
了年，亲朋好友一见面，第一
句话就问：“吃白面肉饺子了
吗？”

六十年代末，知识青年响

应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
农再教育，那年，笔者随大批
在校大学生赴鲁西北偏远乡
村，参加与社员同吃、同住、
同劳动的“三同”再教育活
动。那年春节前，我们参加生
产队组织的修筑水利工程，当
时提出的口号是：“干活干到二
十九，吃完包子就动手”，初一
早上，平时吃惯了玉米窝窝头
的人们，当一大碗香气扑鼻的
猪肉肉蛋水饺端上桌时，未进
口眼己饱，如此美味佳肴是望
眼欲穿的一顿“大餐”，在“酒
足饭饱”后，学生们和社员扛
起铁锨，推着独轮车，高唱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
难，去争取胜利。”的战歌，奔
赴水利工地。晚上在村头场院
里召开全村男女老少参加的

“忆苦思甜”大会，高音喇叭播
放着：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
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
把冤申，万恶的旧社会，穷人
的血泪恨”，随着歌声，人们高
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
仇！”接着，每人二个“免费，
不用粮票”的菜饼子，这菜饼
子是生产队食堂用玉米、麦麸
子、白菜帮子做成的，队长

“先入为主”大口大口吃下这象
征“不忘本”的“忆苦饭”，其
他社员和学生手中拿着“忆苦
饭”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虽
难以下咽，也都坚持吃下去，
这是“阶级感情”问题，不可
儿戏。大年初一早晨大肉水
饺，晚上“忆苦饭”，二顿饭反

差如此之大，目的在于让人刻
骨铭心。

七十年代末，百姓生活一
天比一天好，过春节食品虽仍
凭票供应，但基本满足过节需
求，节日餐桌较为丰富充裕，
春节那几日，吃上大肉水饺不
再是奢望的事了。然而还有一
件与众不同的趣闻，发生在笔
者身边，值得回味。当年，我
所居住的家属院，座落在单位
办公区后边，家属院中有十二
户人家，那年从春节初三开
始，不知谁别出心裁“创意”：
每天到一户人家里去品味“该
府家宴”，此举“一呼百应”，
十二位同事一天一家，“轮流坐
庄”，吃着吃着，各家“相敬如
宾，相映成趣”，纷纷拿出“看
家本领”，“大显神通”，“就地
取材”，制作出“五花八门”的
菜肴，“面白糖和醋凉伴红萝卜
丝”，那是“酸酸甜甜”；“西红
柿炒青椒”，称之为“大红大
绿”；“小葱伴豆腐”，美其名曰

“一清二白”，虽是“粗茶淡
饭”，但别样的“千家饭”，一
户一个样，在每一家都吃得很
开心、过瘾，在祥和的氛围
中，吃出年味，吃出友情，吃
出和谐。

现如今，国泰民安，丰衣
足食，天天好似过年，春节美
食不再追求“大鱼大肉”，“山
珍海味”，平民百夝对“绿色食
品”、“清谈菜肴”更是“一往
情深”，大年初一吃素水饺，象
征着一年“素素净净，平平安

安”，初一早上吃不
了的水饺剩着，下
午不再吃剩的，意
味着“年年有余”
此类讲究还有很多
很多，过年这些花
样饮食，就是图个
吉利，借着饮食文
化的喜气给春节增
添春的元素、春的
气息、春的氛围，
时光流逝，舌尖上
的文化有所变化，
但总给人以新的感
悟，沾着喜气去
迎 接 春 光 明
媚、万紫千
红盛景的
到来。

归途的风景
■ 刘洪静

正月初七，我们要告别父母
回家了。一大早，父母出了门，
回来时手里拎满了草原特产——
牛肉干和奶酪。我埋怨他们瞎花
钱，说哪里都能买到。父母不理
会我的话，笑着说，这里有家的
味道，既解饿，又解乡愁。

“唉，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母亲叹了口气，浑浊的双
眼透着几分不舍，我避开她的眼
睛，故作轻松地说：“你和爸都
回吧，我们有时间再回来看你
们。”说这话时，我很心虚。父
母对我的话却深信不疑，关上车
门，挥起苍老的手与我们告别，
大声叮嘱着：“路上小心慢行，
注意安全。”车缓缓驶出小区，

远远望去，父母站在寒风中朝我
们挥着手，心中不由涌起阵阵酸
涩。

如果说近乡情更怯，那么离
乡情更难舍。车驶出市区，驶上宽
阔平坦的高速路，心才渐渐趋于
平静。拿起手机，拍下沿途的风
景，我的故乡—美丽的科尔沁草
原，天高云淡，长尾巴喜鹊把温馨
的小巢建在高高的杨树上，叽叽
喳喳地叫个不停，似在高声挽留。

车驶出两小时，老公提议在
前方的服务区休息。下了车，瞧
见许多车辆停在这里，人们陆续
走出来，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伸
展着筋骨。一个二十多岁的帅
哥，取出一支烟，点上，美美地

深吸了一口，然后吐出一个大大
的烟圈，笑着对临车位的人说：

“我是好孩子吧，即使烟瘾犯
了，也得坚持到服务区再抽。”
那人朝他竖起了大拇指，赞他是
个遵守交通法规的好司机。小伙
子递上一支烟，和他边抽边聊
着，成了一对‘忘年交’。

前边马自达车里走出来一家
三口，小宝宝萌得可爱，见人就
拜年，说着喜庆的话：“叔叔阿
姨，过年好，祝你们羊年大吉大
利，恭喜发财，红包拿来。”大
家纷纷围过来，掏出小礼物送
他，还问他过年去了哪，现在要
回哪？“过年去了奶奶家，现在
要回自己家。”小家伙一点都不

怕生，对答如流。临行前，我掏
出一袋牛肉干，送给他，他朝我
行了一个礼，大声说谢谢，并跑
回车里捧出两瓶沙棘汁饮料，回
赠给我。他父母执意要我收下，
并自豪地说这是家乡敖汉的特
产。家乡的味道总是最美的，最
浓的，我怎能不收？

告别了小萌宝，驶上回家的
路。不久，看到写有辽宁界的收
费口，竖立着大大的提醒牌：七
座以下的小型车辆免费通过。车
辆陆续通过收费口，司机们还不
忘和坚守在工作岗位的收费人员
鸣声笛，道声“过年好”，“过年
好，小心慢行，一路平安！”过
年好，汇成了归途最美的风景。

当亲情的浓度
覆盖了季风的冷暖

当春风再一次撞响时钟的呼唤
一年一度

承袭的古老盛典里
一种壮观的景象

在重复上演

春节总是联结着返乡的字眼
于是十几亿 二十几亿人次

在春运的大潮中
候鸟般往返

高速路 飞机场 火车站
行色匆匆的人群里
回归的情结在弥漫

幸福伴着乡音
在疲惫的旅程中流淌扩散

热血中涌动的亲情
像升腾的火焰

将残存的寒冷驱散
迁徙的脚步

和着烟花的绚烂
叩启一个轮回新的开端

■ 龚安明

节日里的候鸟

谁的相思
跌进二月里

吻白梨花喊绿柳条

水仙含苞心事
一朵挤一朵

相互间欢乐嬉闹

寒梅微醉
被游人逗笑

满园春色跑出墙外

我打初春走过
深情等待

温暖春天快快到来

■ 杨恋

早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