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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一到年将至
□ 管淑平

父爱如山

父亲的生日是每年的腊月初七，这一天在
我心中的分量远远超过所有节日。总想着送什
么特别的礼物能让父亲开心快乐，可最后依然
只能用拙劣的文笔，表达女儿对父亲的那份真
挚情感。

人生七十古来稀，每每看到父亲沧桑的背
影、稀疏的发量和眉毛间那几根白色的毛发，尤
其是看到他那破旧掉皮却仍在使用的手机壳，
我的泪水就忍不住在眼眶中打转。脑海中老是
浮现出我儿时尚且年轻的父亲，英姿挺拔、意气
风发。

记忆中，每次父亲出差，我总是翘首盼望，
希望他能给我带回漂亮的童装或者稀罕的零
食。下班早时，父亲就会骑上自行车带我去老
焦化厂买我特别爱吃的油条。只要父亲在院子
里看见放学回家的我，总要来一句“我家的大学
生回来了”。每次去邻村赶会，父亲给我的零花
钱总比小伙伴们多得多。儿时和哥哥打架，父
亲出差走时总要叮嘱我“记住他打了你几下，我
回来还他”……

父爱如山。儿时虽在农村，却是那么幸福
快乐。父亲在长北工作时每日总是比别人早到
半小时，现在才明白叫醒他的不是闹钟，而是生
活的压力和责任。如今，已为人母的我才懂得，
是父亲用他那宽厚的臂膀为儿女遮风挡雨，是
他肩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让儿女过上了幸福的
生活。

父亲说，人要有犀利的眼光、非凡的智慧、
准确的判断、坚定的意志和执着的追求。人的
一生中，只要拥有面对困难的勇气，就一定能看
到阳光。虽然容颜会随着时光的消逝而变老，
但父亲笑对生活的坚强与智慧，会随着岁月流
逝而日渐丰盈，成为指引我们勇敢前行、热爱生
活的强大力量。

亲爱的父亲，时光荏苒，愿您一如当年的英
俊潇洒。岁月不居，愿您晚年平安幸福。

□ 高金平

家乡的腊八美食

腊八一大早，朋友圈里就多了祝福的
话，而且最后都归结到“腊八吃什么”这个老
生常谈的话题上来。有说煮腊八粥的，有说
买腊八粥的。大家的讨论，把我的思绪带回
了童年。

我的老家在潞州区南寨村，腊八是不吃
粥的，而是吃一种用玉米面做的面条，当地
人叫“拨的”。

在长治当地的方言里，“拨”的发音短促
响亮。老话说：“冬至饺子夏至面，腊八‘拨
的’加腌蒜”，这是我们老家传承千年的习
俗。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拨的”才成为腊八
节的标志性食品。

但爷爷还告诉过我另外一个原因。腊
八节在古代又叫“腊八祭”，是古人在年末新
旧交替之际，祭祀祖先、祈求丰年和吉祥的
日子。杜甫的“古庙杉松巢水鹤，岁时伏腊
走村翁”中的“伏腊”就是指伏祭和腊祭这两
种祭祀仪式。因此，先民们选用“拨的”面作
为腊八的祭祀主食，还赋予祈福来年“风调
雨顺、蓬勃向上”的寓意。所以，这碗原本普
普通通的玉米面“拨的”，在腊八节这天便颇
受尊崇又极具仪式感。

就像我的爷爷，在饭前必定要把已经打
扫过的家里庭院再仔细打扫一遍，然后便按
照“扔三旧”的老规矩，将无法再使用的旧筷
子、破碗、旧抹布一一扔掉，最后是净手、整
装、敬香。究其原因，可能是在那个生活条
件长期窘困的年代里，一碗“拨的”面也不是

常能吃到的美食。更主要的是，这碗“拨的”
面还与过大年息息相关，吃了这碗面就标志
着正式拉开了春节的序幕。而那首流传甚
广的“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的
古老童谣就是一个最鲜明的佐证。因此，无
论是辞旧迎新准备春节，还是祈祷祝福来年
光景，都凝结着广大劳动人民内心那种淳朴
虔诚的浓浓期盼。

做“拨的”面非常讲究。奶奶头几天就
要把秋天选好的老玉米拿出来簸净，放在大
锅里煮，再捞出来晾干。老辈人把这道基础
工序称作“粉玉茭”，它的功效是让玉米面细
腻绵软。接下来拿到碾子上先蜕皮后再碾
成细面，细面不仅仅是碾出来的，而是用粗
箩、中箩、细箩分三次筛出来的。平常吃的
玉米面只用到中箩，很少用这种细如布状的
顶级密箩，可想而知这碗“拨的”面的细腻程
度及口感了。

即便是这样细密的玉米面，要想擀成面
条煮熟后不化，它的粘黏性还是远远不够，
必须在和面的时候往里面添加适量的榆皮

面，比例大概是十比一。它的作用不仅仅是
强化面条的粘黏性、韧性，还有增强光滑柔
韧的口感作用。长治人都知道，榆皮面就是
将榆树皮剥下来晒干后去掉黑硬的外皮，放
在碾子上碾成的粉面。现在长治街头巷尾
的一些小饭店，依然随处可见专门卖这种
榆皮面饸饹的，柔韧细滑别有风味，食者络
绎不绝。

但这些还不是“拨的”面的全部精华，真
正决定它品位档次的，是“臊子”，现在大多
数人都叫“卤子”。爷爷常说“吃面主要是吃
臊子哩！”

臊子里面有肉丁、土豆丁、豆腐丁、红萝
卜丁和豆芽，末了还要撒上些芫荽或蒜苗，
从色彩到味道都极为诱人。在我们老家还
有“荤年素腊八”的说法。所以，腊八大部分
人家吃的都是这种用果蔬做成的素臊子“拨
的”面。我从小就不喜欢吃肉，所以，每年腊
八必定是吃奶奶精心炒制的素臊子“拨的”面。

在那一个个寒冷的腊日里，捧一碗热气
腾腾、色泽金黄、晶莹剔透、柔韧细滑的“拨
的”面，浇一勺香味扑鼻、营养丰富的素臊
子，再点上几滴芝麻小磨香油，那浓浓的年
味儿便会伴随着美妙悦耳的歌谣，顺着你的
舌尖满口生香。此时此刻，别说我们这些贪
吃的小孩儿，就连大人们都馋得瞪直了眼睛
啧啧咂嘴。而弥漫在唇齿之间的不仅仅是
奶奶精湛的厨艺，还有浸透在里面的那份慈
爱浓情，让你回味无穷、终生难忘！

□ 樊文艳

戏 曲 之 声 唱 响 文 旅 融 合 曲
——市上党梆子剧团新编历史剧《二贤庄》观后感

腊月，这两个字有着一种强大的亲切与
厚重之感，似乎只要一说出口，瞬间就能体
会到那种浓郁的情愫。在一年的尾端，在冬
天的尽头，也在我们对过年的种种期待中，
这就是腊月。

有谁不爱腊月，有谁不爱过年呢？腊月
与过年，最能体现我们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
力。大红灯笼高高挂，大街小巷喜洋洋。万
家灯火团圆时，欢欢喜喜就是年。团圆，这
是过年永恒的主题，既朴素，又热闹。一个
小家，能够团圆是欢喜；千家万家，举国上
下，都在春节奔赴自己的家庭，既带着浓浓
的仪式感，也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国
才有家，有家才有归属，上下一心，才是一根
拧不断的绳。

采购年货，是腊月里的一大忙碌。衣食
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几乎有关生活大大
小小的所需之物，都得在腊月的“忙年”中
准备妥当。记得小时候，刚进入腊月这几
天，父母便背大篓拎小包，前往山下的集镇
购置年货。有时，担心忘记或者漏掉，干脆
就准备了一个小本子，凡是家庭所需要的东
西，都仔仔细细地写在本子上，然后小心翼

翼放在衣服兜里。赶集的时候，将小本子拿
出来，按照所记下的文字依次购买。集镇，
在远远的山下，大人们通常天刚亮就得出
发。回来时，天色将黑，背篓里已经是满满
当当的年货了。看到长辈们回来，我们这些
小孩的脸上便露出了欣喜的笑容，一番嘘寒
问暖后，眼睛就摸索着那些好吃的。母亲每
每看到我这样，就会给我拿出一些糖果来，
并 打 趣 地 说 ：“ 家 里 怎 么 养 了 你 这 样 一 个

‘馋猫’，嘴巴不要那么馋！”我拿着糖果，笑
嘻嘻地向母亲做一个鬼脸，然后只管大口吃
糖。糖果甜甜的，不知不觉，小肚子也鼓鼓
的。惬意！

打扫房间，是迎接过年的另一大忙碌。
母亲常说：“人要勤快，屋子要常打扫，屋子
干净了，人的心情自然大好。”的确是这样，
过年是隆重的，倘若屋子乱糟糟的，肯定也
没有什么好心情来过年。懒惰是人们常有
的毛病，如果连自己的家都打扫不干净，那
么 小 至 家 庭 ，大 到 人 生 ，肯 定 也 是 乱 糟 糟
的。这样的年，过起来也就没有什么意义
了。想想我们年初立下的目标，外出拼搏一
年，只有通过种种行动与忙碌，才是对过年
的不辜负。小时候，只要母亲一吩咐，我们
不敢有丝毫懈怠，拿着扫帚与抹布就纷纷行

动起来。窗户的里里外外、房间的犄角旮
旯、墙上的蜘蛛网，就连房子周围小路上的
树叶，我们也会拿着扫帚扫干净。看着整洁
的房屋和干净的院子，心情大好，这时，来一
两颗地瓜丸或者花生酥，是对努力的自己最
大的犒赏。

过年，当然会有很多期待，好的生活谁
不向往呢？新衣服、新裤子、新书包，各种美
味的零食，满满当当地占据了我们小小的心
灵。过年就要图个热闹。鞭炮声声迎新春，
妙联横生贴门前；走街串巷问邻里，欢歌笑
语过大年。大年三十，一大桌美味的年夜
饭，是对这一年的回馈。年夜饭过后大家围
坐在火炉边，一起守岁。这时，长辈们便会
给我们压岁钱，过年的热闹与美满的祝福，
全在那小小的红包里了。

过年，并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丰富，还在
于文化上的丰盛。就像腊八节要喝腊八粥、
小年要吃糖瓜，诸多年俗一同涌入腊月里，
扫房子、磨豆腐、蒸馒头、祭灶神、贴春联、贴
窗花……迎接过年的多种习俗，其实都透露
着一种民族的文化美。这些朴素的年俗，就
是一道道亮丽的中国红。这些喜庆的中国
红，蕴含着人们合家团圆、幸福美满的朴素
愿望。

过年，也让我们的精神和心灵更加丰
盈。年初的外出，只是为了年底更好的相
聚。亲情与团圆，离别与奔赴，只有到了过
年，才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家庭和睦、国泰
民安，就是一股强大的民族自信力和凝聚
力。过年，就是图个喜庆和吉利。家家户户
张灯结彩，大街小巷人头攒动，在鞭炮声中，
在璀璨的烟花绽放中，在祥和的太平盛世
中，人的心情怎能不美呢！

有很多人说，如今的年味儿变淡了，或
者过年没年味儿了。不过，我并不这样觉
得。年味儿，其实一直存在着。只是我们如
今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善，过
年的方式也丰富起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
年味儿就淡了。逛古街、逛古巷、在短视频
里迎新年、拍个抖音过大年……相反，这些
种类繁多的过年形式，不正好展现了新时
代的新潮流吗？就像宋朝时，市民阶层兴
起，打破了唐代的宵禁制度，时间与空间也
不再有限制，人们才有了追求火树银花不夜
天的热闹。

过了年，就是来年的万象更新。人不能
总活在过去，要向前看、向前走，正如新年要
有新气象。让我们带着期待，带着努力，走
在迎接过年的腊月里。

戏曲作为非遗项目的重要类别，在推进
文旅康养深度融合中占有独特地位，发挥着
重要作用。

作为 2024 年长治市“迎新春”优秀剧目
展演活动的首场演出，市上党梆子剧团新编
排的历史剧《二贤庄》于 1 月 5 日在市潞州剧
院和观众见面。当天，剧场座无虚席，该剧
传奇的故事、深刻的主题、精湛的表演，赢得
观众阵阵叫好声。

二贤庄位于潞州区堠北庄镇湛上、暴
马、蒋村三村之间的高岗上，是隋末唐初瓦
岗农民起义军重要领袖单雄信的故居。近
年来，潞州区立足二贤庄隋唐英雄单雄信的
传奇人生和文化积淀，以国家 4A 级景区建设

为标准，通过建设游客服务中心、隋唐二贤
核心文化活动区、隋唐民宿体验区、5G 网络
停车场等基础硬件设施，努力将二贤庄打造
成集亲子研学、文化体验、城市休闲、精品民
宿等于一体的文旅康养融合新名片。

上党梆子是第一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市
上党梆子剧团推出大型历史剧《二贤庄》可
谓正当其时。这是继戏曲进景区后，我市推
进文旅康养深度融合的有益尝试和大胆创
新，找准了非遗与旅游康养融合发展的最佳
结合点。

《二贤庄》以潞州区二贤庄旅游景区为
创作背景，以传统文学作品《隋唐演义》《说
唐》内容为基础，结合秦琼卖马、李密避难等
广为流传的历史故事，旨在通过深度发掘地
域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尊重历史本源和突

破历史局限的基础上，再现了单雄信扶危救
弱、惩恶扬善和慷慨赴死的感人情景，对于
新时代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
创造性转化具有重要意义。该剧由何小平统
筹文本，曹运福担任导演，市上党梆子剧团国
家二级演员、杏花奖得主郭栋杰和国家一级
演员、杏花奖得主索伟琴领衔主演。

《二贤庄》承载着丰富的时代精神，写的
是人生主题，讲的是长治故事，抒的是家国
情怀。艺术形象所展现出来的人性之美、勇
气之坚，使观众从内心深处与之共情，心灵
受到了净化和洗礼。

戏曲和文旅如何双向奔赴？《二贤庄》无
疑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该剧的上演，必
将为打造我市文化旅游品牌，提升景区吸引
力，促进文旅康养深度融合发挥积极作用。

□ 焦新育

诗林 漫步

踏着隆冬的节拍

寂静的街道向晚

北风裹挟飞雪呼啸而来

寒冷抖索着身子

想象中阳光热烈，花朵灿烂

橘色的阳光自高楼倾泻

温暖在城市的旷野游弋

扑棱着翅膀的灰喜鹊

掠过苍茫的天空

如一幅印象派的画作

点缀着深冬的美丽

连绵群山如波涛汹涌

幽冷的夜空逐渐深邃

凛冽寒风如利刃般锋利

由远及近，扑面而来

窗外的积雪悄然消融

梅花伺机开放

春天迈着猫步慢慢走来

一些美好的事物正在潜滋暗长

唱着冬天的赞歌

几颗星星在天边闪烁

人世间的所有浪漫与美好

都浸润了唐诗宋词的风韵

时光的潮汛如诗如画

弹奏一曲深冬的韵律，迢迢而来

雪的赞歌（外一首）

□ 尚庆海

腊月的午后

阳光温暖而不热烈

自云层里倾泻如注

明媚溢彩舞于天空

古老的河流光滑如锦缎

轻淌过无声的岁月

北风抱紧枯枝

光阴摇摇晃晃

它叹息着

将最后一片树叶收入囊中

小巷幽深，光影斑驳

冷风带走呼啸而过的残片

大寒将至，春意渐浓

谁带来梅花盛开的消息

那幽幽的芬芳

似乎在诉说着晚冬的诗情

带着音乐的节奏和冬的韵律

轻而易举地俘虏了我

在这温暖的午后

我沉浸在诗意的海洋中

欢喜与忧愁交织

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冬天的回眸

（外一首）

□ 孙宏伟

这最后的冬天

北风呼呼地拉着风匣

冰冷的镜子在脚下飞快地

旋转在时间的桥上

这把季节的锁

冲动地将第二十四孔封冻

此刻，大寒、除夕、新年和我

将陆续排队迎接中国红

聆听春的序曲

就像攀登

自己人生那座山一样

只有征服了生命中的大寒之后

才会看到顶峰的日出

北风像锋利的刀

把日子割得一瘦再瘦

瘦到只剩一页纸片

光阴似乎马上就要从云端滑落

飘进一首歌的尾音

折一根寒枝

写满腊月的相思

雪在风中飞舞

把时间涂抹得白了又白

大地苍茫而辽阔

远方炊烟，点亮了老屋的心事

清瘦的月光

向着故乡奔跑

我的思绪

在斑驳的旧影间浅吟低唱

雪地上铺了一层又一层

泛黄的乡愁

此时，年味渐浓

我像快要化掉的雪孩子

迫不及待地奔往故乡

而母亲正在用爱和光阴

熬煮春天

太行 笔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