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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经扶风县作家协会主席唐

志强两年多的编辑整理，《宝塔村史》近

日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村落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人们的精神家园。扶风县法门

镇宝塔村地处关中平原西部，位于法门

镇中心，自古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此书

用 12 章节、40 单元系统描述了该村从

东汉至今的历史变迁及独具特色的地域

文化，全面展示了该村在改革开放浪潮

中，如何发生巨变，成为生态和谐、环境

幽雅、卫生整洁、民风淳朴的乡村乐园。

作品语言朴实，叙事生动，乡音乡愁跃

然纸上。该书的出版，保护了乡村记忆，

对传承村落文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段序培）

每到岁末年初，父亲都会张罗着
全家人吃一顿忆苦思甜饭。父亲的忆
苦思甜饭，取材普通，搭配简单，做法
传统，保留着艰苦岁月的原汁原味。

高粱面窝窝头，这是忆苦思甜饭
的首选。常听父亲说，在那苦难的岁
月里，高粱面是一家人的主食。每年
靠挣工分分粮食，全家十几口人只能
分一小袋高粱。粗粮也得精打细算、
细水长流，老祖母省吃俭用，还时常
在高粱面里和上挖来的荠菜、苜蓿。
粗粮淡饭，填充着全家人的肚子，走
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

老祖母在世时是个持家的好把
式，会变着花样做出好多种高粱面
饭，高粱面节节、高粱发糕、高粱饸

饹、高粱搅团，一瓢一饮，对付着全家
人的饥饿，强健着一代人的筋骨，终
使贫穷、落后远离我们而去。

当一盘盘忆苦思甜饭摆上桌时，
总让我们思绪万千。在父亲眼里，每
道菜都是有故事的。南瓜汤、荞面粑
粑、洋芋面片、萝卜拌汤、洋芋疙瘩
……这些浸染着苦涩味道的粗粮淡
饭，父亲都会讲出一个个催人泪下的
故事。

用父亲的话说，这些粗粮淡饭，
都是小时候的饭食，是记忆中的味
道。父亲乐呵呵地说，这些菜当年都
把他吃怕了。尤其是洋芋疙瘩，吃了
肚子发胀，胀得人走路都困难；还有
玉米面搅团，家乡人又俗称其为“哄
上坡”，其含义不言而喻，当时吃得饱
饱的，还没走到地里，肚子就又饿了。
父亲说他那年去山里割竹子，走时
吃了满满三大碗玉米面搅团，还没爬

上山，肚子早已咕咕叫。当他背着一
大捆竹子摇摇晃晃走回家，已是半夜
时分，等着他的是能照出人影的南瓜
汤。常听父亲说，在那艰难的岁月能
吃一顿白面馍馍，是件奢侈事儿，是
连做梦都想的事儿。一年到头，只有
过年时才能吃上一点肉。

新年里的忆苦思甜饭，是我家多
年来的保留“节目”。父亲此举是为了
让我们知道身在福中要知福，更要珍
惜今天的美好生活，在新的一年里，更
应该奋发图强，牢记老辈人的不易。

新年饭桌上的忆苦思甜饭，
是我家的家风教育课、家史传递
课，更是一堂别开生面的新年励
志课！

本报讯 一部全方位展示新中国成

立 70 年来我市陈仓区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等诸领域的文集《时光印记——图

说陈仓 70 年》，近日由陈仓区政协编印

出版。

《时光印记——图说陈仓70年》是陈

仓区政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

年暨人民政协成立 70周年的献礼之作，

从 3000 多幅资料照片中精选出 300余幅

珍贵影像，真实记录了陈仓 70年来的发

展足迹、沧桑巨变，充分展示了陈仓人 70

年来的奋斗风貌。该书体例合理、内容丰

富、图文并茂，是一部系统反映陈仓区本

地发展变化的文集，对于研究新中国成立

以来的陈仓地方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和指导意义。         本报记者 周勇军

本报讯 凝结广大诗友心血的已

故陇县女诗人小美诗文集《云朵依旧很

美》，近日由西府文学编委会编著集结。

小美真名闫美萍，于去年 9 月底去

世。在与癌症抗争的两年间，她把读诗写

诗作为与顽疾抗争的武器，创作了大量

的诗歌、诗评和随笔，部分发表在《宝鸡

日报》《黄河诗刊》《中国诗歌报》和中诗

报等数十家微信平台。本书由西府文学

微信平台编辑苟筱霞、鲁翔及小美生前

文友收集整理，收录了她 200 多首诗歌，

40 篇散文、文论，并集资内部出版交小

美亲属及部分文友收藏留念。她的诗作，

字里行间流露出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理

想的执着、对友谊的珍重，以及与病魔抗

争的不屈。                （段序培）

本报讯 “无尽的河水在这里震颤/无

尽的生命在这里孕育/这是我无比挚爱的

土地/这是我灵魂深处的陇州。”2019年

12月 29日晚，2020“风从诗经来”迎春诗

会在陇县火热举行，全县五百余名文友齐

聚一堂，在歌颂祖国、赞美生活的篇篇诗歌

中，共迎新年的到来。

本次诗会作为陇县“本土文化进

校园”系列活动之一，由陇县文化馆主

办，陇县实验中学、陇县朗诵协会、陇

州文学沙龙承办。当晚的诗会在优雅

的古筝曲《春江花月夜》中拉开序幕，

并以“桃之夭夭”“关关雎鸠”“甘棠之

爱”三个篇章，演绎古风今韵。朗诵艺

术家身着华服，不仅倾情演绎了白麟、

王宝存、秦舟、范宗科等知名诗人的佳

作，还有本土诗人王立平、米梅等带来

了原创新篇，抒发了诗人们新时代的

家国情怀，也展示了陇县近年来文学

发展的成果。
本报记者 王卉

我国民间，鼠在十二生肖中被
排在第一位，具有非凡的意义。

鼠在陕西方言中与“福”音相
近，老鼠也寓意福。剪纸中就有“老
鼠啃福”“福鼠吉祥”等样式。

人们用“老鼠精”来形容精明人
的机灵，笔者一同学就因机灵被同
学起外号“老鼠影”，说其飘忽来去，
影子一样，有时踪影全无，有时你
不注意，他又突然现身。这都是受了
《七侠五义》中“五鼠”的影响。

老鼠的繁殖力超强，生命力顽
强。在民俗剪纸、年画、刺绣等工艺
品中，表现老鼠繁衍育子的主题处
处皆有，数量不少。例如：老鼠娶亲、
老鼠联姻（吴起陈凤梅剪纸）等。老
鼠娶亲亦称老鼠嫁女，正月初三、正
月初七、正月初十，俗称是“老鼠嫁
女日”，民间多贴民俗剪纸年画类的
“老鼠嫁女”，目的是祈求结婚多生
子。宜君农民画有《老鼠嫁女》，西安
美院收藏有陕北剪纸和安塞剪纸大
师李秀芳的剪纸作品《老鼠嫁女》。
正月二十三为填仓日，陕北志丹县
一带讲究要剪有关老鼠的剪纸窗花
贴在窗户上，老鼠就不会啃咬衣物，
糟蹋粮食。

古人认为多子多福，而“老鼠吃
葡萄”“老鼠吃南瓜”中的“葡萄”“南
瓜”，皆为多籽，用比拟象征手法寓
意祈求子孙满堂。民俗剪纸子鼠多
出现在年节期间的腊月至正月，这
正是除旧布新的象征意义。

我祖母逝世时我才四五岁，我
记忆中最清楚的是，祖母每次给我
好吃的东西，例如：一粒糖豆，一个
大刀糖，或两颗红枣，三个核桃，她
老人家都会说：“是老鼠给你拉来
的！还变换着说昨天来的是红老
鼠，今天变成黄老鼠和白老鼠。”而
我们听到最早的儿歌就有《小老鼠

上灯台》，那时家中点的就是油灯。
鼠文化使鼠变得越来越可爱、越来
越神秘。

安塞韩树爱的剪纸墙花《老鼠
啃南瓜——扣碗》，高陵贾秀珍的剪
纸《扣碗》则是一只老鼠咬破顶开扣

着的碗正朝外窜。妇女们巧妙地剪
了老鼠咬破扣碗或顶开扣碗，这些
剪纸是根据民间传说“鼠咬天开”而
设计的。传说上古天地之初，混沌未
开，是老鼠勇敢地把天地咬破，使光
照大地。因了“鼠咬天开”让鼠在十

二生肖中，被排在第一。
在中国剪纸、木版年画、刺绣、

农民画、布艺、皮影、面花等年节
民俗艺术中，鼠文化是个重要的
主题。尤其在年俗剪纸中，表现老
鼠的形象随处可见。李长卿《松霞
馆赘言》解释：“子何以属鼠也？
曰：天开于子，不耗则其气不开。
鼠，耗虫也。于是夜尚未央，正鼠得
令之候，故子属鼠。”人们将老鼠与
蝙蝠、佛手、梅花鹿、仙鹤、寿桃、石
榴、桂花、鱼等吉祥物组合在一起，
利用谐音和象征手法，为自己和他
人祝福、进禄、增寿、添喜、招财，
出现了瑞鼠祈祥、灵鼠闹春、福鼠
临门等题材。黄陵刘凤英《鼠与娃
娃》，延长刘菁霞《鼠抓南瓜，腹中
孕鼠》，安塞陈莲莲有《鼠与牛》，鼠
骑牛背，牛回首与鼠呼应的窗花。
黄陵文化馆藏的《老鼠吃白菜》，
白菜谐音“百财”，鼠谐音“富”，寓
意财富兴旺。陕北剪纸则有鼠吹唢
呐、鼠敲腰鼓、鼠扭秧歌、鼠提花
灯、鼠文化娱乐剪纸，反映出时代
的新气象。

进入 2020 年，也就进农历的庚
子年了。中国邮政定在 2020 年 1 月
5 日发行《庚子年》特种邮票一套 2
枚，图案分别为《子鼠开天》和《鼠兆
丰年》，全套邮票面值为 2.40 元。

属相为鼠的韩美林老师再度创
作，第一图为“子鼠开天”，一只形象
可爱的老鼠腾空跳起，抬头望天，奋
力咬破混沌，寓意民间传说中的“鼠
咬天开”，同时老鼠跳跃的姿态也寓
意鼠年生活节节高之意；第二图为
“鼠兆丰年”，两只大老鼠带着萌动
可爱的小老鼠侧身远望，身边是寓
意丰收的花生，表情欢喜，预兆 2020
年五谷丰登，人民生活幸福美满，也
包含鼠到福来的吉祥寓意。

“热腾腾的油糕，哎嗨哎嗨哟，
摆上桌，哎嗨哎嗨哟，滚滚的米酒
捧给亲人喝，依儿呀那么依儿哟”，
曾经熟悉的一曲《山丹丹开花红艳
艳》，道出了陕西人民好客的热情，
随着这民歌飘香的，还有那热腾腾
的油糕。

这里说的油糕，是陕北特有的
黄软糜子，经过去壳、清洗、浸泡、
碾磨、发酵、蒸制、油炸等多种复杂
工序烹制而成。因其工艺传统、选料

上乘，所以口感绵软香糯、滋味甘甜
怡人。优质黄糜子经石碾碾压去壳，
用清水泡洗数小时、晾干后，再用石
磨磨成粉，待 50 多小时的发酵，蒸
制加工成糕条，冷却后切片，油炸食
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
在延安战斗生活，与油糕结下不解
之缘，也为这一传统美食增添了革
命文化韵味。

陕北油糕有原味的糜子糕，也
有包了枣泥豆沙馅的，一般是加工
成半成品，吃时再现炸。油糕是陕北
人探亲访友的必备之物。去陕北人
家里做客，好客的陕北人一定会为
你端上刚出锅的热腾腾的油糕——

金黄的油糕上撒上白生生的绵糖，
看着就是一道风景，入口更是一份
甜蜜。

陕西关中一带的油糕则完全
不同于陕北油糕，它是用面粉包了
馅料油炸的。面粉选用的是八百里
秦川上等的小麦面，馅料以白糖、红
糖为主，也可以加入捣碎的核桃仁、
花生仁等。制作时要提早烫好面备
用，包时将面团搓成擀杖粗细的条、
切成鸡蛋大小的剂、擀成巴掌大小
的片，面片包子馅料，团成小球状，
下油锅炸至金黄，用笊篱捞出，盛放
在小瓷盘里。吃时一定不能着急，要
慢慢咬开一个小口，放出一些滚烫

的糖汁热气，当小口徐徐咬嚼那脆
生生的表皮、绵软的内瓤、甜甜的馅
料，一定会带给你满足与惬意。

有句谚语叫“心急吃不了热豆
腐”，吃关中的油糕同样，如果是性
子急的人，囫囵吞枣地一大口下去，
必会烫得哇哇叫。关中制作油糕的
历史悠久，渐渐地还有了另一个谚
语，比如形容某人行动迟缓，会说
“你还等什么，吃完油糕等喝油糕汤
么”，关中人言语实在有趣俏皮。

关中油糕中还有一个好吃又好
看的变种——泡泡油糕，即油糕表面
泛起一簇纱雾般的面泡，煞是好看。
这实际上是在和面的水里加入了猪
油，油炸后的油糕表面起的泡泡，好
似隆起的白色薄纱一般，卖相大好。
这真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如今，城市间各地饮食汇集交
融，我们品尝精心制作的油糕，也感
受着生活的甜美与幸福。

每一次出发，都是一个期待；每
一次归来，都是一个欢喜。在虔诚的
回望与冷静的思考之后，我们满怀着
对生活的炽热之心，又迎来了一个崭
新的时节。

小寒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十
三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
说：“十二月节，月初寒尚小，故云。”
小寒节气一到，预示着冬天已进入了
最寒冷的时节，经常会出现极寒的天
气，人与自然界都迎来终极的考验。

在民风淳朴、烟火气息浓郁的乡
村，冬天是农闲时节，全家人围坐在
一起聊家常的日子，总是那么让人怀
念。在雪地上奔跑的童年，一颗蓬勃
的少年心，从未感觉到什么是寒冷。
依稀看见，于瑟瑟寒风中，村口的那
棵老柿树，站成了一道孤独的风景，
无怨无悔地盼望着远方归来的游子。

城市的面容增添了几分明净与
冷艳。大街上依旧车水马龙，人们永
远行色匆匆。楼房鳞次栉比，让我们
感到了城市强劲的脉搏、海纳百川的
胸怀，以及如火的激情。

在天寒地冻的冬天，即使再恐惧

寒冷的人，也始终期盼着一场大雪的
降临。想象着，于一望无垠的原野，和
一个人执手向前……不知不觉间，白
了双鬓，白了岁月……冬阳照拂下，
草地上一层寒霜愈发显得洁白晶莹。
如果时间足够充裕，不妨就此驻足，
静静地看着，看着那一层洁白慢慢消
融，直至渗入泥土，不着痕迹。大地上
的草木，在冬季里忍受冰雪风霜，历
经枯萎和衰败，在春天回来前寻觅温
暖，迎接复苏与重生。人一生的境遇
与自然界是如此默契。人生旅途充满
了波折，总会有一些时段、一些遭遇
让你不知所措。但是，寒冷中的等待
和煎熬不是没有意义。经受考验、汲
取能量，在绝境中永葆斗志，总能迎
来柳暗花明的转机。

冬天虽然寒冷，但希望的种子
都在孕育中，我们总能感受到自然界

的大美和生机。在这万物凋零的季节
里，我们汲取着光明、快乐、温暖和向
上的力量，用心品味着冬天里的每一
个节气，感受着不同的蕴意和情感，
就能让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本报讯 我市杂文散文家协会太白

采风作品集《太白之光》，近日由太白文

艺出版社出版，成为展示太白县山川人

文之美的又一窗口。

“慢城”太白县地处秦岭腹地，

2016 年市杂文散文家协会应邀来到这

里开展了一次大型采风活动。青峰峡和

黄柏塬的秀美奇景、鹦鸽镇柴胡山村的

美丽乡村建设、桃川镇蹇坡村的移民搬

迁，以及蔬菜观光示范园的田园风光和

淳朴民风等见闻，无不给人们留下深刻

印象。大家写作热情高涨，纷纷将所思

所感行诸笔端。该书 33 万余字，精选了

42 位作者的 85 篇随笔游记，以人文太

白、绿色太白、活力太白和情钟太白四

个方面，生动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太

白县的山水、田野、村镇和人们的精神

面貌所发生的变化，向读者展示了一个

美丽如画、充满希望的太白。
本报记者 王卉 

芳草地
fangcaodi

《时光印记 —— 图说陈仓 70 年》付梓

《太白之光》展慢城风采

陇县举办迎春诗会

小美诗文遗作结集

扶风《宝塔村史》出版

鼠与福
◎朱文杰

热腾腾的油糕迎新年
◎张同武

新年忆苦饭
◎曹雪柏

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 
◎王军贤

国画 陈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