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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冬日日暗暗香香
徐光惠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工作上
的忙碌和生活中的繁琐，情绪变
得有些低落。清晨，天刚蒙蒙亮
就醒了，再没了睡意，于是穿衣
出门，向近郊的山上走去。

早晨的气温很低，有淡淡
的雾霭。路上的人很少，偶尔
可见几个晨练的老人。沿石梯
拾级而上，不一会儿就浑身发
热，额头冒出虚汗。到了半山腰，
停下来稍作歇息。突然不知从什
么地方飘来一股香气，四处寻
觅，周围只有不再葱绿的树木。
循着香气而去，在一处偏僻的树
林中，我赫然发现一株盛开的腊
梅。这株腊梅并不大，长在一处
悬崖边上，倾斜着，但疏瘦清秀
的褐色枝条却显得苍劲、坚韧，
光秃秃的枝干上缀满了一朵
朵嫩黄的花儿。

小时候，邻居张大爷家的
院子里种着一株腊梅，每到冬
天腊梅就会开出黄色的花儿
来，散发出醉人的香气。当腊
梅花开时，小伙伴们顾不得
冷，跑到张大爷家的腊梅树
下，仰起一个个小脑袋看那满
树的腊梅花，闻着一阵阵花
香，在树下游戏、玩耍。张大爷
笑吟吟地看着我们，望着腊梅
树，嘴里喃喃道：“腊梅花开
了，春天要到啰！”

那时候，看到光秃秃的树
在冬天也能开花，觉得不可思
议。也是从那时起，对冬天的
腊梅花情有独钟，知道腊梅花
开后不久就要到春天了。真正
了解梅花、懂得梅花，还是长
大之后。在我读过咏梅的诗
中，尤其喜爱王安石的“墙角
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
是雪，为有暗香来。”还有耳熟

能详的伟人那首《咏梅》。“已
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让人品咂出无穷的滋味，无不
为她冰肌玉骨的高贵和圣洁
所倾倒。我慢慢地懂得了，冰
天雪地里傲然开放的腊梅，其
实是一种品格，是一种骨气，
是一种境界，是做人需要追求
的一种精神。

腊梅在秋季开始掉叶，到
了初冬，黄叶落尽，光秃秃的
枝条上冒出小小的花蕾，无遮
无拦地在凛冽的寒风中摇曳。
花蕾小小的，嫩嫩的，一副弱
不禁风的模样，好像随时可能
被寒风吹落枝头。然而，它不
但没被吹落，反而在冷风中一
点点鼓起来，圆起来，最后在
寒冬腊月的某一天骤然绽放，
散发出独有的一缕暗香。

没有玉兰花的高贵，也没
有玫瑰的绚丽，但腊梅却无需

任何铺垫和绿叶的陪衬，傲霜
斗雪，一枝独秀，默默地在最
寒冷的冬季绽放，用自己最精
彩的瞬间，洗濯着一冬的阴
霾，为萧瑟的冬季增添一份色
彩，为人们送来醉人的清香，
带来几分温暖。

一朵腊梅花瓣随风轻轻
划过我的发梢，我小心地拾起
它，温柔地放于掌心，晶莹剔
透的花瓣是那么美，闪动着光
芒，充满浓浓的诗意。

“疏影横斜，暗香浮动”。
美丽虽然短暂，生命却亘古悠
长。静静凝望着那一剪寒影，
在飒飒寒风里，从容而洒脱，
彰显出一股凛然傲骨。阵阵梅
香在空气中弥漫，深深地呼吸
一口，霎时沁润心田，心变得
柔软而静谧，那些烦躁不安和
尘世的喧嚣都已离我远去，我
仿佛已经听到春天的脚步声。

难忘儿时麦芽糖

董国宾

小时候生活艰苦，同村的小朋友
和我一样，都没零食吃，但为了让我解
馋，每隔上一段时间，母亲就会给我做
麦芽糖吃。麦芽糖吃起来不是特别甜，
我却异常高兴和快乐，心里就像喝了
蜜。

母亲开始给我做麦芽糖了，我把
这个消息告诉了同村的小朋友。他们
相约来我家，我们高兴得又是蹦又是
跳，在院子里跑过来跑过去，都期待着
母亲做的麦芽糖。

母亲先将小麦浸泡，待发芽三四
厘米长，把麦芽切碎，然后将糯米洗净
倒进锅里焖熟，与切碎的麦芽搅拌均
匀，发酵几个小时，直至冒出汁液，再
将汁液滤出，用大火煎熬成糊状，冷却
后即成琥珀状糖块，麦芽糖便做好了。
乍一说好像简单，真正操作起来要繁
琐得多。母亲却不厌其烦，像做一件快
乐的事。做麦芽糖时麦子发芽要等上
几天，这段时间里，我总是充满期待和
向往，在美好的等待中过去一天又一
天。等母亲亲手做麦芽糖了，我就凑过
去看热闹，心里自然是一阵狂喜。邻家
的孩子也会跑过来，我们不会像往常
那样玩耍和逗笑了，只顾聚精会神地
看母亲用灵巧的手做麦芽糖。做好了
麦芽糖，母亲指定要送一些给邻家的
孩子一起分享。我忍不住直流口水，母
亲就切出一块，将其加热，再用木棒搅
出，如拉面般将融化的糖块拉至银白
色，鲜亮亮的。我迫不及待地接过来，
一点点含进嘴里，心窝里泛起一阵甜
蜜的浪花。母亲每次做麦芽糖，我都能
吃上一阵子，麦芽糖给我的童年增添
了无穷的乐趣和味道。

母亲做麦芽糖是出了名的，七里
八村都知道母亲会做麦芽糖。常有外
乡人来我家买麦芽糖，母亲会拿出来
白送给他们一块吃。母亲的手艺是祖
传的，外祖父做麦芽糖就很有名，做出
的麦芽糖味道很纯正，特好吃。外祖父
在选料上很讲究，每个环节都把握得
很精准。母亲继承了外祖父的手艺，每
次给我做麦芽糖都细致入微地把每个
步骤做到位。那时我常有麦芽糖吃，同
村的小朋友也会来我家吃麦芽糖。

村里其他人没一个会做麦芽糖
的，母亲还把这手艺传授给村里人。开
始好多人认为容易操作，结果只得其
形，没悟其道，做出的麦芽糖不是很好
吃。母亲就登门手把手教他们，让他们
在每个环节上都把好关。越来越多的
人掌握了这门手艺，村里的小孩子尤
其在过年过节时都能吃上麦芽糖，生
活过得快乐而甜蜜。有的人家还把自
己做的麦芽糖拿出去卖，用换回的钱
补贴家用，还给孩子们买新衣服。

我是吃着母亲做的麦芽糖长大
的，小时候的日子虽艰苦，但我的童年
却过得快乐而有趣。现在商店里各种
吃食和习俗什物应有尽有，没谁再像
以前那样去做麦芽糖了，麦芽糖也就
成了我一段难忘和美好的记忆。

冬降澄波之山水。 杨朔 摄

舞舞者者风风采采
李玉华

县文化局通知，选派曲堤
镇广场舞队参加济南市广场
舞大赛，作为一名广场舞爱好
者,作为一名音乐老师，我好像
要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个训
练任务。

舞队的队员来自全镇各
个单位，有镇上的工作人员，
有教育部门的一线老师，虽然
是临时组建的一个团队，但都
是广场舞爱好者，有着共同的
爱好和兴趣。

我们准备参赛的这个舞蹈
是自己编排创意的，前部分为现
代舞动作，后部分为啦啦操表
演，中间穿插专业老师的武术展
示，紧凑的编排，动感的音乐，高
潮迭起，衔接连贯。

每天忙完千头万绪的工
作，队员们就利用空闲时间进
行练习。这次的比赛是和全市

各个市直、县区的舞蹈队进行
竞技，参赛队伍里面不乏训练
有素的艺术团队，任务是有难
度的，但队员们却是信心满
满，排练耽误了休息时间，没
有人有意见，占用了周末的空
闲，也没有人有怨言……

11月21日是比赛的日子，
早上9点我们集合出发，10点
半左右到达了比赛场地———
济南市群众艺术馆，新建的场
馆漂亮壮观，银色的外观极具
梦幻感。这时群艺馆的明星剧
场内，市直单位的20支代表队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比赛，
我们熟悉了一下比赛的场地
和环境，简单地吃了饭，就开
始了紧张忙碌的化妆。

下午进行角逐的是县区
16支广场舞队，队员们都穿着
漂亮的演出服，画上了靓丽的
妆容。我们上场了，舞台灯光
打亮，音乐响起,队员们个个精

神抖擞、斗志昂扬，拿出最佳
的精神风貌和良好的神情气
质，随着音乐的节拍尽情舞
动，耳边叫好声不时传来，热
烈掌声更是持续不断……

评委老师们为我们亮出
了分数，我们以整齐划一的舞
步、变化多样的队形、专业水
准的展示以及精彩到位的编
排，获得了县区组表演的最高
分，曲堤镇广场舞队获得了大
赛一等奖的好成绩。

主持人说：“这是一支多
么年轻的队伍啊！她们青春靓
丽，充满活力，看来，广场舞不
仅仅是老年人的专利，也是年
轻人的喜爱。”我们不禁笑了，
年轻吗？舞队里面的队员多数

已经四十岁有余，俗话说女人
四十豆腐渣，虽然我们还在追
寻靓丽，但却已不再青春。

舞蹈带给我们快乐，舞蹈让
我们年轻，在舞蹈中释放自己，
愉悦自己，放松自己，升华自己，
不管是否半老徐娘，只要有阳光
的心态和追求健康的态度，我们
同样可以去跳年轻人的舞蹈，同
样可以舞出二十岁的风采。

返回的路上，队员们兴高
采烈，觉得这段时间的付出没
有白费。其实，人生的一切体
验都是丰富的生活财富，生命
中有很多很多的尝试、有很多
很多的回忆 ,只有不断地去体
验，不断地去实践，才会有多
姿多彩的美丽人生！

征集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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