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是一条线，一条

无限蔓延的曲折的线；我们每一个

人，都是这条线上一个个相对独立
的点。

而串联起这一个个点，使之变
为一条前后关联的红线的，不仅仅

是血脉，更有文化。或者说，文化是
串起整个历史长河中的每一个人的

精神血脉。

我们从先辈们那里继承的，不
光是 DNA，更有道德规范、民族精
神、社会经验、生活常识、

宗教禁忌、做人处世的原

则以及各种经世致用的知
识⋯⋯这些，我们从“纸面

上”已经领教得太多太多。
从小到大，我们读过的那

些先人留传下来的经史子
集，有多少不是在这些方面做到了极致？

但是，读遍了这些语调铿锵高昂的圣贤
书之后，我蓦然觉得，还有一个和蔼的、温润

的声音在我们的耳畔响起，它告诉我们生活
的常识、社会的经验甚至饮食起居的注意事

项、识人看天的各种技巧、教儿育女的方法点
滴⋯⋯

这便是上不得圣贤书却千百年来在民间

口口相传的“民谚”！
上不了圣贤书，因为它俗，千百年来，不

脱尘世，口口相传。就因为它深植民间，扎根
沃土，营养丰沛，故而枝繁叶茂；更因为它有

着广阔的受众市场———从古至今，文盲居多
的中国人中没有读过四书五经的不计其数，

可谁敢说他一生中没听过一句民谚，没受到
过民谚的影响？所以说，濡养中国人精神的，

绝不仅仅是那些圣贤之书、文学典籍，民俗民
谚的谆谆教诲，更让每个中国人精神丰盈，言

行得体，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当你年少时，一句“一年之计在于春，一

日之计在于晨”会让你懂得珍惜时光，计划未
来，发奋努力；当你年老时，一句“失之东隅，

收之桑榆”会让你明白生命无关老少，时时充
满生机；当你择友时，一句“水至清则无鱼，人

至察则无徒”会让你明白与人相处要学会忍
让，懂得包容；当你择业时，一句“三百六十

行，行行出状元”明确告诉你职业无高低之
分，技艺有优劣之别；当你处于顺境时，一句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让你明白顺境难
以永恒，乐极可能生悲；当你遭遇厄运时，一

句“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会让
你鼓起生活的勇气，平添前进的信心⋯⋯

民谚是民俗的一部分，唯其“俗”，才更显

亲近；唯其草根，才更具生命力；唯其口口相
传，才更像一位长者的耳提面命⋯⋯不仅是

我，还有你，还有他，乃至每位炎黄子孙，都得
感激那些饱含先辈经验智慧和无限深情的殷

切教诲⋯⋯
民谚，让我们成人，成才。

    冬天长胖了是春天。

酒酿圆子是初春的元宵节每个家庭必
备的美味，然而有谁知道这些酒酿其实是前

一年遗留下来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如果在
这个冬天现酿酒酿，那么酒酿既不会香也不

会甜，没有米自己的甜味与香味，只有酒曲

并醇正的甜与腻，闻起来还有一股馊了的味
道，用它做出来的圆子软叽叽的，还十分粘

牙。但如果是用那种放了一年的酒酿的话，
味道可就大相径庭了，一个有嚼劲一个软叽

叽；一个嫩滑一个粘牙；一个清香四溢一个
腐腻齁人。为什么这两种酒酿做出来的酒酿

圆子相差甚远？这是因为一个经历了时间的

沉淀，一个并未经历沉淀就如辛辣的小伙子
冲得很！这还有一个原因：开春之后的米不

会像冬天的米那样僵硬，还有那么一丝丝的
甜味。酿出来的酒酿自然也就增添了一些米

的甜味，说它是米的甜味，其实还不如说是
春天那丰满的味道。

这或许就是春与冬的不同，在味道上那

一点点不易让人察觉。
其实也有一些味道的不同是十分明显

的，在冬天我的外公外婆每年都会腌制一些
咸货，像咸鸡咸肉香肠这类让人在冬天百吃

不厌的食品，但是一到春天就不怎么吊人胃

口了，这或许是因为春

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
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吃

到很多食物，并不用局限于那简单的一两

种。在冬天我们吃得最多的是羊肉，大快
朵颐，一口一两肉，管够，其实我们并不会

重视它的烹调方法，重视的只不过是能吃，
稍稍有些味道足矣。但是到春天就不一样

了，你是怎么吃肉的呢？夹一块细细品尝，
在这块肉中仿佛含有人间百味。如果我再

让你像冬天吃羊肉那样子去吃，你肯定会

认为我是不是傻，这么好的肉质，这么鲜
嫩，这么多汁，你居然想一口吞？你莫非

不是个傻子呦！

从食物的花样上来看冬天长胖了，的确
是春天。
冬天变瘦了其实也是春天。

“贴秋膘”是上海人的一种特有习惯，意
思是在秋天要吃好多好吃的来囤积脂肪以

御寒过冬，所以每逢佳节胖三斤真的不是编

的。你看春节那一周有哪一天的饭菜不是肉
多于蔬菜的？又有哪一天是鱼多于肉的？但

是你再看在春天，又有哪一周是天天有肉

的？没有吧。又有哪一周是不吃鱼的？很少
吧。肉是什么？肉是用来涨脂肪的，鱼是用来

减脂肪的，蔬菜更是用来减脂肪的。这不就

是“减秋膘”么？从体型上来看不是每个人都
瘦了一圈么？

你再看紫藤吧，已褪下它那华丽雪白的
冬装，换上了一身紫颜色的小清新式的服

装。由雍容华贵的贵妇人转变成为了一个活
泼可爱的少女。就连严肃的杉树也在棕色的

职场工作装上添了一些绿，来装作他是一枚

小鲜肉。
油腻的中年大叔，也换上了运动装，开

始运动，小青年们同样如此，努力练出八块
腹肌，可以十分轻松地撩妹，女生们为了夏

天能穿上漂亮的裙子也在积极锻炼。像我们
这样的胖子，则在新的一年里立一个不可能

实现的小目标———减掉 20斤，但是我们还
是会对自己说：万事开头难，坚持一下就可

以了。
慵懒的冬天过去了，就连鱼儿们，也开

始了活动，肉食性鱼类鳜鱼，从冬天的沉睡
中醒来，开春的鳜鱼一条有斤半多重，仔细

鉴赏你会发现这样斤半多的鳜鱼全身上下

都是鲜甜的鱼油。但是休养生息过后总要工
作，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鱼儿们也深知

这个道理，它们索性一破冰就开始工作。在
春天它们的体型会比之前修长很多，体重也

由原来的斤半多，瘦到只有七八两了。
春天是冬天在减肥。
春，是瘦了的冬；冬，也是瘦了的春。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终身

的伴侣，最诚挚的朋友。”我就是一个特

别爱看书的孩子，一有空就与书形影不
离。阅读不仅开阔了我的视野，也给我的

生活带来了乐趣。
一次上卫生间，我像往常一样抓起一

本《半小时漫画中国史》塞进衣服里，快速
走向卫生间。在转身把门关上后，我便安

心地一屁股坐在马桶上，迫不及待地翻开

书看起来。门外几度传来敲门声，我应付
了几声，便继续沉浸在书的海洋里，丝毫

没有意识到“危险”正悄悄降临。
“吱呀”一声，门被拉开了，我一下子急

得手忙脚乱，赶紧把书藏到一大包纸下。抬
起头看见妈妈早已瞪圆了双眼，严肃地

问：“你怎么在卫生间待了这么长时间？”
“我⋯⋯马上就好了。”我一边笑着回答，

一边低下头。一向不擅长撒谎的我紧张得
连自己的呼吸声和心跳声也能清楚地听

见。“那你快点。”妈妈稍稍皱了
皱眉，便转身出去了。太惊险了，

我长舒了一口气，最终敌不过书
的诱惑力，继续看了起来。

“刘邦⋯⋯项羽⋯⋯嗯⋯⋯
项羽这么多兵，怎么还败给了

刘邦呢？”我十分为项羽感到遗

憾，恨不得穿越到秦末时期帮项羽指挥战斗，为他

出谋划策。
突然，“乒”的一声，门一下被拉开了。我这才

回过神来，没有想到妈妈竟然又折了回来。可惜太
迟了！妈妈一把抢过我的书，把我狠狠地教训了一

顿，还声色俱厉地告诫我，再在卫生间看书就没收
我所有的书。我只好长叹一声，懊悔地喊道：“为什

么偏偏这次就被发现了，都怪这本书太精彩了！”

从那以后，我“转战”饭桌、沙发、书桌，甚至地铁

上看书。书是我最好的朋友，它是成为我终身的朋
友，将来我要努力成为“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人。

    一杯酒下肚，眼眶辣

辣的，又一杯倒好，手一歪，淅淅

沥沥点在了脚下的土中，渗了下
去。回首，明明山下热闹一片，可

心里，冷清清的。
我的爷爷，从小就和我分开

住。除了过年过节，很少聚，基本
连电话都不打。但是唯一来往的

春节和清明，爷爷待我是极好的，

从来不做家务的他，会为我亲自
烧一桌的菜，不喜欢出门的他，会
骑上他老旧的自行车，“咯咔

咯咔”地带我踏青⋯⋯

而且爷爷会酿酒，

很好喝的酒。
其实我的外公也喝

酒，但我外公的酒呢，很
呛。而我爷爷的酒，不
呛，是辣的，是辛的，可更是甜甜的，不涩，

不熏。
我的爷爷以前在某个报社当主编，但

他在上海的院里就是一个个大酒缸，听我
爸说，爷爷以前就在院里，打一勺酒，用碗

就着清风朗日，写下了一篇篇文章。

第一次喝爷爷的酒，两年前，我十岁。那
也是我第一次喝酒。想来自己也是挺可爱

的，那时候不愿喝，说自己未成年人不得饮
酒。爷爷啥也没说，笑了笑。晚上的时候，自

己偷偷跑去盛了一碗，又匆匆忙忙洗掉。第
二天爷爷一见我，在那说：“丫头啊，想喝和爷

爷说，别自己偷偷摸摸像啥样子？不能多喝，

两口没问题。”当时脸红得如焖了一时辰一
样。后来想来，怕是太急晃悠到地上了。

可这一次喝酒，就不知下次是何许了。

我的爷爷，在 2018年底，把那最后半

缸晃晃悠悠的那些酒成了最后的酒。再也
不会更多，不会被满上了。

于是今年春节过后的一星期，我去了
爷爷的老家———安徽宁国。那最后留给他

的地方挺好的，在山上，后依山，左右又是
本来的山。他的碑就是在这山腰的那么一

个“大坑”里。正面对着的，是那个他出生的

宁国，再远些又是山，替他挡下了冷风，把
寒意留给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

一杯酒下肚，眼眶辣辣的，又一杯倒
好，手一歪，淅淅沥沥地点在脚下的土中，

渗了下去。
爷爷啊，想喝和丫头说，别自己孤孤单

单像啥样子？不能多喝，两口没问题。但你
要想，你丫头陪你喝，多少没问题。

辛辣的酒一杯，流过的喉咙，胃，暖暖；
又冲上头，脸也红了。想起那个偷酒的姑

娘，叫她丫头的老人⋯⋯
可惜这一次，心是凉的。

爷爷的酒，他做的酒，被我手一歪，淅
淅沥沥点在了土上，我敬的酒，也不知他喝

得香不香⋯⋯

    周末，到处阳光明媚、

万里无云，正是采茶的好天
气。妈妈带我去采茶叶了！一路上，

小鸟在枝头唱歌，柳树在河里梳理
头发，小鱼在河里捉迷藏，路旁的

花儿在跳舞！
一进茶园，大片大片的茶树映

入眼帘，一排排的十分整齐，像是
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绿色的地毯。一

阵小风吹来，一片片茶叶

散发出淡淡的清香，令人
陶醉。

开始采茶了! 妈妈手
指着一片嫩绿的茶叶地，

对我说：“我们摘这里吧！
你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

问妈妈。”摘茶叶这么简单的事，我难道还不

会吗？我走到茶树面前，如发现了金银珠宝似
的，拼命地摘。过了 20分钟左右，妈妈过来，

看了看我的篮子，说：“你这样摘不对。”我疑
惑地回答：“为什么？”妈妈耐心地告诉我怎么

摘茶叶：“摘茶叶要轻轻地弯下腰来，用大拇
指和食指摘。”

接下来，妈妈教我摘哪些茶好。妈妈从我

的篮子顺手拿出一片茶叶，说：“你看这片茶
叶，又大又黄，已经是老叶子了。要一叶一芽

地摘，这样做出来的茶叶才香。”我原本以为
摘茶叶就是随便摘，原来还有这么多学问啊！

我要好好了解一下。
我和妈妈一边摘还一边唱着采茶歌。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很快日落了，

我和妈妈满载而归，我们的笑声像银玲般飘
远。

    六年前，我上小学了。牵着爸

爸的手走进校园，一年级开学第一课，

老师就告诉我们，庄市中心校是百年
老校，走出了许多有名的校友。我们学

校的校文化是“善”———要有善心，做
善事。我记住了。时光荏苒，如今我已

在庄市中心学校生活、学习了六年，六
年里老师常常教育我们要学习乐善好

施、勇于为善的精神。我们学校有一个

大队部“失物招领站”，很小但很有用。
经常有粗心的同学遗失物品，很多都

能在这里重新找回。有一次，我的校牌
掉了，我找遍了去过的地方，都没有找

到。校牌里面还有我的饭卡，要是找不
到，可怎么办？我去大队部碰碰运气，

当我走进办公室，只见失物被细心地
分类：钥匙、校牌、书籍、卡片、学习用

品等，它们就像一个个等待认领的孩
子，被整齐地放在一个个箱子里。我一

眼就看到了我的校牌。每当领回自己
的失物，我想很多同学也会和我一样，

对那些互不相识的、捡到的同学们充
满了感激之情，他们的善心深深地打

动着我们。
每一天，校门口总会有一群穿着

红色马甲的护苗队志愿者，
无论春夏秋冬、阴晴雨雪，他

们都雷打不动地出现在校门
口。护苗队成员由每个班级

的家长自愿者组成，每当上
学、放学时间，他们就如一个

个“马路天使”，悉心地守护
着同学们安全进出校园。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

⋯⋯他们默默地奉献着他们的爱心，滋润着每一
位同学的心田。

我想起了最近学校为一对患有恶性疾病的姐
妹募捐的事。病魔无情人有情，看到爱心捐款倡议书

后，我回家敲开了储蓄罐，倒出了我存了几年的压岁
钱，要拿到学校去捐掉。妈妈说，留一点吧，说不定你

要用。我想了又想，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还是
捐掉了。全校师生都积极响应，纷纷拿出自己的零花

钱捐款，很快就筹集到 20多万善款。全校师生帮助

生病的同学渡过难关、走出困境，其中也有我的一
份心意。我们用善心点亮了生命之火。

每天上学、放学，我都记着我们学校的校
风———博爱和善举。庄校学子继续将“善文化”发扬

光大，从小事做起，尽力去帮人，做个好人，真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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