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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来，央视节目《中国诗词大
会》火遍中国，带动人们重温诗词。据
说，第三季的《中国诗词大会》将于
2018年春节期间登上荧屏，这势必将
会带动新一轮的诗词热。

在当今生活中，快节奏的生活方
式，多样化的文化消费使得人们常常
会忽略诗词，忽略古典文化。然而诗
词并非“明日黄花”，细细品味诗词，能
让我们如临其境地与文学对话，如同
品一杯咖啡，韵味深长令人神往：失意
时，读一读壮美激昂诗词，昂昂然催人
奋进；失落时，品一品婉约清新诗词，
陶陶然助人解忧。

作为壮美的代表，“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是我最神往的诗句。塞
外奇特壮丽的风光便蕴藏在这 10个
字之中，诗中有画，画面开阔，意境雄
浑。诗人不仅实写了大漠景象，还把
自己的孤寂情绪巧妙地融入广阔的自
然环境之中。正如王国维的评论“千
古壮观”，可谓名副其实。

如果把壮美诗词比作伏特加，酒
烈豪放；那么与之相对，婉约诗词更像
一杯清茗，细微悠长。那幽香的兰花、
碧绿的垂柳、欢淌的小溪、凉爽的微
风，往往隐藏在个别字词中。这便是
诗词的魅力，这便是婉约所在。

柳永作为婉约派的代表诗人，其
笔下的《雨霖铃》更是千古名篇 ，骤雨
初歇，天近黄昏；残败的余晖，哀叫的
寒蝉 ，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凄楚
画卷。气氛之凄清，容情之冷落，风景
之清幽，离愁之绵邈完全凝聚在画面
之中。读到此处，仿佛身临其境，有谁
能不觉凄伤呢？

这便是诗词的魅力，无论壮美还
是婉约，都能寥寥几笔，勾勒出动人的
画面；两句三句，足以表达出感人的情
思。如今的我们依然需要细细地品读
这些文化的精华。

品味诗词的魅力
□闫泽宇（河南平顶山）

在印象中，刻骨铭心。
1996 年 8 月，我大学毕业

后，在城郊一所中学做了一名普
通教师。第二年，经朋友介绍认
识了现在的妻子。相处了两年，
便开始谈婚论嫁。妻子是地道
的城里人，她的爸妈让我必须在
城里买套房子，小点无所谓。单
论这个要求，其实并不过分，结
婚得有个自己的窝，总不能让妻
子跟着我回农村老家吧。然而，
对于我的家庭，确实难于上青
天。20多年前，一小套60平方
米的商品房，后期还要装修，再
怎么说，至少也要十来万，绝对
不是一个小数目，因为我的爸妈
只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躬耕一
年，也就那么几千元钱的收入，
况且前些年还要供我上大学，根
本谈不上有啥积蓄。

一个礼拜天，我闷闷不乐地
回到家，把妻子爸妈提的条件说
了。出乎意料，爸妈闻言，没有太
大吃惊，好像早已预知。爸猛喝
了一口大麦烧，说你一个农村孩
子，找个城里媳妇，人家跟你要套
房子，理所当然，肯定推托不了。
妈禁不住面露难色，夹了一块菜
给我，说哪来那么多钱，到哪儿去
弄啊！我低声说要不算了吧，找
个农村媳妇，也蛮不错。爸见状，
忽然对我吼起来：“说的什么话，
没出息，钱的事你甭管了，我和你
妈想办法，你就负责去看房。”

第二天，我回到了学校，心
里煎熬万般。一个月后，爸来了
电话，让我回家取钱。我震惊得
脑中一片空白。可能吗？这么

短的时间，竟能筹集如此一大笔
钱。我匆匆赶了回去。爸笑着
递给我一个鼓鼓的包裹，我打开
一看，全是钱，一数，整整十
万。我着急地追问，哪来的？
爸支支吾吾，说是跟亲戚朋友
邻居们凑的。我根本不信，因
为那个时候，亲戚朋友邻居们
算得上有钱的几乎没有。我再
三追问，一旁的妈才告诉我，说
是跟好几个人借的高利贷。我
顿时傻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为了我，爸妈真的啥也不顾了，
居然想到了借要命的高利贷。
我把钱丢给了爸，死活不接受，
让赶紧退了。

后来，爸妈还是坚持要我带
着钱先去城里买房。拗不过去，
1998年7月，我在城里买了一套
60平方米多点的两居室。万事
俱备，只欠东风。经过一段时
间的简单准备，1999年春节，我
和妻子终成眷属，迈进了婚姻
的殿堂，成立了新家，开始了幸
福的二人世界。但从此，老家
的爸妈为了偿还高利贷，却开
始了有生以来最最艰辛的困苦
生活，而我微薄的工资收入只
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几乎帮不
上一点忙，能做到的也仅有牵
肠挂肚而已。

原先，家里有责任田7亩，
本来 50 多岁的爸妈两个人耕
种已经吃力，这时又把别人丢
弃的 5 亩田拿来耕种。此外，
农闲时还四处奔走打散工。就
这样，起初几年，带早摸黑，基
本一年忙到头，脚不停手不住，

所挣来的收入却绝大部分还了
利息。因为不能连利息带本金
偿还，于是在连续的三四年里，
爸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拿着利息
按时去那些贷主家里，道歉打
招呼，恳请只还利息，接着续
贷。有好心人曾给爸妈出主
意，说看你们欠了这么多的高
利贷，凭你们老两口能还清
吗？不如偷偷一走了之。爸爸
直摇头，一个劲摆手，斩钉截铁
地说不行，就算累死，也要把高
利贷给还了，虽然利息很高，但
当初我答应好的，一定会全额
偿还，毕竟人家帮我解了燃眉
之急。还有，我现在抬腿跑了，
儿子媳妇怎么办，父债子还的
道理我还懂，岂不是害了我儿
子媳妇，如果这样，又何必当初
呢。有一次我回去看爸妈，那
个好心人把这件事一五一十说
给我听时，我心如刀割，恨自己
无能为力，眼巴巴地望着爸妈
吃苦受累。

可能爸妈感到这样下去，还
清高利贷遥遥无期。2003年5
月，爸妈便瞒着我到一家造船
厂专门给船做油漆，工资很高，
一年下来好几万。但要知道，
那可是许多人都很不愿意干的
事，因为做油漆对身体伤害很
大，尤其在高温的夏天钻到船
肚子里，那种几乎密封的环境
里，呛人的油漆味让人窒息，据
说还十分容易导致患上血液
病，一年下来，爸妈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负面反应，爸经常头晕，
妈的皮肤出现了许多黑斑点。

有人劝爸妈，要钱不要命了，快
别干了。这个时候，爸妈总是
笑着回应，没事，习惯了就好
了。我知道后，立即回家阻止，
但爸妈根本不予理睬，反而责
怪我说：“家里的事你不要操
心，一切有我们担着，你回去只
顾好好工作，把日子给过好了，
比什么都强，我们也值了。至
于身体，我和你妈以后注意就
是了。”

春 秋 轮 回 ，寒 来 暑 往 。
2009年年底，高利贷终于彻底
还清，代价是爸妈疲惫不堪，
脸上皱纹深了，头发白了，腰
杆儿弯了，腿脚也不那么利索
了，好在幸运的是爸妈的身体
没出现什么大的问题。还了
最后一笔高利贷之后，爸妈十
分开心，说熬过来了，挺过来
了，以后日子便会越来越好了，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是吧。那
一刻，我百感交集。可怜天下
父母心，对儿女，一辈子任劳任
怨，不管什么都心甘情愿付出，
包括健康，乃至生命。

如 今 ，爸 妈 都 过 古 稀 之
年，我也已人到中年，生活也
富裕了。每每提起欠高利贷
的那些日子，爸妈总显得极为
坦然，一笑了之。在他们眼
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况且
那 是 为 了 儿 子 的 幸 福 与 将
来。天大地大，我无法忘记父
母的恩大；岁月如梭，没有一丝
停下之意，记忆却如潮水般层
层激起。

致敬爸妈，叩谢爸妈！

我的老家在农村，记得我小
的时候，每到快过年时，农家都要
杀上一头猪，然后家家户户忙着
腌制腊肉。上个周末我回农村老
家，坐在母亲的小院子里，阳光一
朵朵落在我的身上，感觉暖入心
扉。忽而，我闻到一股沁人心脾
的香味，抬头望去，原来是母亲腌
制的腊肉，正在阳光下吐放着诱
人的香味。

这腊肉的香味，一下把我带
进了饥饿的童年。小时候，我就
特别喜欢吃母亲做的腊肉。因
为母亲用腊肉做出来的菜肴，不
仅香飘十里，而且色彩红润鲜
嫩，尝一尝感觉香绵津长。可那
个年代，家里很穷，常常一年只

能杀一头猪。为了能常年吃到
猪肉，从春季开始，父亲就要从
集市上买回来一头猪崽，待到冬
月、腊月，快过年了，猪长大了，
父亲就会请来杀猪手，然后母亲
就忙着腌制腊肉等着过年了。

母亲腌制腊肉的方法很简
单，首先将新鲜的猪肉切成长条
形的大块，然后用盐均匀地搽在
猪肉表面上，盐量不宜过多，过多
就不能入口，少了又会造成肉质
损坏，香味不够。所以母亲在腌
肉时，对盐的用量是极其精确
的。将肉涂上盐后，母亲就把腊
肉装在一只大缸里，再用一块大
石头压上，严严实实地封好。肉
放在缸里腌制两三天后，母亲再

将腌肉取出，挂在阳光下晾晒，经
阳光一照，腊肉就变得油光鲜亮，
我们见了，不由得顿生馋欲。

孩提时代，我家的生活很
苦，即使是腊肉，常常也是一个
星期才能吃上一次。要等到吃
腊肉，往往只有家里有客人来
了，母亲才用刀切下半块或者更
多一点的腊肉，把腊肉切成片后
放进碗里，待到饭快好时，再放进
锅里进行熏蒸。吃饭时，母亲就
会将蒸的腊肉端端正正地摆在饭
桌中央。一家人闻着诱人的香
味，我们这些孩子早就眼冒绿光，
垂涎三尺了。

上了大学后，我家的日子已
越来越好。但因为腊肉香甜可

口，母亲仍然不忘要腌制很多。
这个时候，母亲开始用腊肉做出
好多种菜肴。什么腊肉蒸鸡蛋、
腊肉炒竹笋、腊肉烧黄鳝、腊肉烧
河蚌，这一盘盘妙不可言的佳肴，
感觉真是肥而不腻、瘦不塞牙。
因此我常常吃得口舌生津，胃口
大开，欲罢不能。

有人说，岁月中的有些东西，
我们可能会忘却，但有些东西，会
永远陪伴着我们，直到我们老
去。正如这腊肉，尽管日子长长
短短，流年暗换，但只要我闻到腊
肉香味，就会想起往事，并口舌生
津。也许，腊肉的香味早已像血
液一样，融入了我的身体，让我永
难忘却，并在我心中芳香四溢。

刚刚过去的小寒，一路肆虐南下的
寒潮，让我们对寒冷有了刻骨铭心的体
验。然而，凛冽的寒风犹如一把不肯歇
息下来的利剑，继续一路狂劈乱砍，直
至二十四节气的最后一个驿站——大
寒。

其实，大寒是个概念。《授时通考·
天时》引《三礼义宗》云：“大寒为中者，
上形于小寒，故谓之大……寒气之逆
极，故谓大寒。”农历丁酉年的岁末，冬
阳的生命之火被调到了最小的极限。
当然，对于大寒最经典的描述，当属孟
郊的《苦寒吟》——“天寒色青苍，北风
叫枯桑。厚冰无裂文，短日有冷光。敲
石不得火，壮阴正夺阳。苦调竟何言，
冻吟成此章。”

时光穿梭，岁月荏苒。小寒大寒，
又是一年。在任何时候，最无情的是时
间，最公平的也是时间。在城市，或欣
喜或焦急的年之韵，已经开始写上每个
人的脸。民工们开始盘算起回乡的时
间，准备拿着用辛勤换来的薪水过个好
年；各类商家则使出浑身解数，力争在
岁末也捞个肚大腰圆……

在乡下，年的气息更是浓酽。别的
不说，单单瞅瞅那些各种形状的门楣，
可见一斑——勤快的农人，早早就贴好
了年味十足的对联。最妙的是，其间还
有腊八节、祭灶日进行装点，于是乎，
年，便成了一个指日可待的字眼。尽管
寒冷仍是不肯轻易退出的代言，但这种
寒冷不会久远，因为羞涩的春姑娘正在
南国紧闭门窗梳妆打扮，焦急地等待着
远嫁北国的那天……

是啊，“大寒到顶点，日后天渐
暖”。进入大寒，春，是一个愈来愈亲切
的字眼；暖，是幅愈来愈清晰的画面。

小寒大寒又一年
□邓荣河（山东临邑）

爸妈与高利贷

年近腊肉香 □钱永广（安徽天长）

□许扣锁（江苏兴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