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越时光的糖纸小人
□ 于宾

我在老年大学上课时，班里的同学作

品在杂志上发表了，同学很高兴，给

每人发了三颗糖，让大家分享快乐。那天

我吃了糖，看着玻璃糖纸，思绪一下子回

到了童年。

那时候我们玩玻璃糖纸，吃完糖把糖

纸放在水里泡一会儿，去皱后，贴在玻璃

窗上。待基本干时扯下来，这样，崭新的不

同花纹的玻璃纸就诞生了，放在书本里带

到学校去炫耀，还经常和同学互通有无。

我们还把多余的糖纸折成梅花鹿、跳舞小

人⋯⋯

我的双手情不自禁地叠起了穿裙子

的跳舞小人，一个，两个，三个⋯⋯班长看

到了，马上把糖吃了，递给我糖纸，同桌也

递上了糖纸，我的思绪定格在了童年，手

不停地叠着⋯⋯就像小时候上课时在做

“小动作”。

一群穿着红蓝绿三种颜色条纹连衣

裙子的小人叠好了，排着队高矮一样，很

是整齐，好像安静等待着出场。那天我靠

窗坐，自然垂下的窗帘成了舞台的幕布，

我用手机拍她们在跳舞，她们有的穿着长

裙在跳独舞，有的穿着一样颜色的裙子跳

着双人舞，有的在跳集体舞。从上面往下

拍，她们穿着鼓起的长裙在红色的舞台上

不停地旋转，旋转⋯⋯

回到家，我找出了我买的像小山一样

的几块水晶小矿石，和一个很小的熊猫，

在椅子上又为她们搭起了舞台。在道具的

衬托下，我拍了一张又一张，最后我把这

些相片通过手机剪辑程序，配上轻快的音

乐和我的旁白，制成了一部小电影《找熊

猫》。朋友们看了十分喜欢，纷纷点赞，大

家都回忆起小时候玩糖纸的情景。这些糖

纸小人让我们回到了童年。

几张玻璃纸玩得不亦乐乎，从儿童玩

到了已是祖辈老人的我，想想十分有趣。

手机给予普通的玻璃纸以新的生命活力，

我还想着如何继续玩下去⋯⋯

□ 王洪武

我退休后，没事喜欢到处逛逛。看到不

少“画面”，觉得拍下来很有意味。

有天清晨，我向儿子借了台数码相机

上了路。在社区公园一角，十几位

老人正接龙拍肩，锻炼身体。

欢声笑语，飞得老远老

远。我连忙赶了过去，

老人们见我要拍照，

玩得更欢，有几位

老人还向我挥手打

招呼，极显快乐神

情。我想，这不正

是现代老人幸福生

活的生动写照吗？

于是连连按下相机

快门，把这欢快的场景

拍了下来。

走到一座小桥上，见桥

下河里一环卫工人划着小船在捞

垃圾。一叶扁舟，河水悠悠，环卫工人身

上的工作服鲜艳夺目，岸边还有一棵绿油

油的小树。“这是多么难得的创建文明城

市的好素材啊！”我抓紧对准镜头连按了

三四下。回家后，我以《老趣———排排队，

拍拍肩，练身体，乐晚年》和《垃圾乱扔，

打捞费力》为题，并各写了几十字的说

明，用电脑传给报纸编辑。想不到没几天

就登出来了。

这以后，我干脆自己买了台数码相机，

常常鸭舌帽一戴，电瓶车一骑，走到哪，带

到哪，拍到哪，俨然是个“老顽童摄影师”。

说实话，长期“爬格子”，好歹练就了

一双“新闻眼”。生活中哪些镜头能上报

刊，哪些不能，还是能看出个“八九不离

十”。常与摄影记者接触，对拍照的一些技

术要领，诸如选材、角度、主题等，

心里多少也有些数。随着年

龄的增长，特别是退休不

久，不幸身患癌症，经

手术后虽无大碍，但

毕竟体力有限，再

搜肠刮肚去“写大

作”，还真有点儿

后怕。拍照片，对

我来说既省心爽

神，作为报道又快

又更具真实感和亲

切感，自己还能陶冶

情操、愉悦身心。反正我

是个退休老人，又不是专业

摄影记者，拍到新闻照是“赚”

的，拍不到是玩的。即使拍照，我也从不虚

张声势摆布人家，而完全靠“抓拍”。如此，

拍出来的照片，更生动自如。发去报刊用

了，我心欢畅；用不出，也没有压力。

退休这些年，我相机不离身。夏天裤

子口袋小，便背只小挎包，里面再放些茶

水、干粮，全市的所有旅游景点，先来个

“跑透透”，有的还跑了若干趟。听说附近

哪里有个什么可以拍照的“活动”，乘车、

打的、骑车，甚至步行，也要及时赶去。腿

跑累了，脸晒黑了，心可欢了。

确实，阳光生活处处欢，拍照也有拍

照的乐趣。

譬如：打羽毛球一般总是单手挥拍，

而我看到有一老人却是两手各持一拍，左

右开打。莫说他这打法不正规，老人打球

不为比赛，只是通过打打这“和平球”，练

练身子、甩甩双臂，很好的“创新”嘛！于是

我以《左右开弓》为题，拍了张新闻照发了

出去。经媒体发表后，不少老人竞相模仿。

哈哈，想不到一张随手拍，也能为群众健

身运动推介了新“模式”。

就在人们对房价居高不下甚感焦虑

时，一家房地产开发商竟在市区路口竖起

了“让涨声响起来”的广告牌。真是岂有此

理！我见后当即以《如此鼓涨》为题“立此

存照”。报纸登出第二天，这广告牌即被换

了。嘿嘿，小照片还能起监督的大作用！

就这么玩玩拍拍，如今我电脑里储存

的照片差不多有两三千幅。我把它们分门

别类。自己看书写作累了，或者家人朋友

高兴了，打开来看看，是欣赏、是回味、是

找乐，常常兼而有之。有些照片还可投给

报刊，换来“早点”；写稿子，配照片，也不

再麻烦别人了；更重要的，拍照对我来说，

是一种替换写作的休闲，一种充实，一种

户外活动，对健康极为有利。

星云大师有句名言：人生最有用的不

是金钱，而是欢喜。呵呵，随手拍能收获

“欢喜”，这就是最大的好处！

我这辈子，笔杆子“玩”了五十多载，

往后将主要改“玩”照相机。这人生的最后

路程，我一定要潇潇洒洒走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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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 曹乾石

待“小寒”节气

一过，进入

“三九、四九冰上走”

的严寒季节，走在寒

风凛冽的街头，心里

最渴盼的就是，回到

家里饭桌上有一个

热气腾腾的砂锅了。

记得小时候家里

穷，母亲又是个节俭

的好当家，开荤吃鱼

肉是件稀罕事，萝卜、

白菜是餐桌上的家常

菜。后来家里日子渐

渐好转了，餐桌上的

菜肴也丰盛起来，母

亲也变着法儿显示她

的烹调手技。特别到

了冬天，母亲从街上

买回排骨、肉皮、豆

芽、大白菜等食物，荤

荤素素放进一个大砂

锅里，给我们做砂锅，

尤其是砂锅肉皮排

骨，更是我们一家人

最爱吃的美食。寒冷

的冬天里，几乎每隔

四五天，热腾腾的砂

锅就会出现在我家的餐桌上，让

一家人大快朵颐。

母亲做砂锅有讲究，她先把

放入砂锅的食料洗净加工好，然

后把排骨和鸡肉剁成小块，放上

适量的水，倒入砂锅中用文火慢

慢炖煮，当排骨、鸡块在砂锅里翻

滚时，就可将切成小长条的肉皮

放进锅里，同排骨、鸡块一起慢慢

炖着。待到排骨、鸡块发出香味，

有些酥烂时，再在锅里加入豆芽、

大白菜、香菇等。当排骨、鸡块熟

透，再焖一刻钟，砂锅就可以端上

桌了。

寒冬里，这样一大锅热气腾

腾鲜美可口的砂锅“大杂烩”，实

在令人馋涎欲滴：香菇的清香，豆

芽的鲜嫩，白菜的绵软与排骨鸡

块的醇厚交融在一起，怎能不令

人口舌生津呢？

如今生活富裕了，冬天吃砂

锅成了人们的家常便饭，吃砂锅

不但要讲究营养，还要卫生健康，

讲究合理搭配，品种花色齐全，既

简便，又省功夫。对于鸡、肉、鱼、

蛋这样的大众“花旦”来说，几乎

所有的素菜都可以在砂锅中与之

和谐相处：萝卜、白菜、豆腐、海

带、干丝⋯⋯不管什么，与鸡肉

鱼蛋一锅炖后，滋味都会变得

更加鲜美；而这些蔬菜在吸

收了荤菜的油腻后，鸡肉也

变得更加可口入味了。即使

再挑食的人，也能在砂锅里

找到自己爱吃的美食。

不知是受母亲的影响，还

是贪图省事，我也爱做砂锅。寒

冷的季节里，我喜欢静静地坐

在厨房里，听菜肴在砂锅里发

出“咕嘟咕嘟”的声音，心里感

到特别的舒坦安宁。

当我面对家人的笑脸，将一

锅热气腾腾的砂锅端上餐桌时，

心里更是充满了幸福。是啊，对

一家人来说，鲜美可口的砂锅，

养胃，润肺，暖身，更养心。

□ 盛丽秀

雪莱在《西风颂》中吟诵道：“冬天来

了，春天还会远吗？”忽一日“冬至”

节气来临，才知道数九寒天的冷日子真的

来了。

冬天里，其实也可以营造鸟语花香的

世界，只要你用心，只要你心里充满诗意。

自家朝南的空闲阳台原先存放一些居

家的杂物，后来觉得碍眼，便把凌乱的杂物

清理干净，倒出一个空间种了几盆花，买了

几个鸟笼，养了几只玲珑的鸟儿，于是居家

的一块“世外桃源”，一方自然景致就形成

了。特别在萧索的冬季，家里有这样一个有

生机的地方，不仅养眼，也很养心。

冬天里开放的花儿有蟹爪兰，十二月

左右开花，蟹爪兰也称圣诞仙人掌，绿色

的翠叶中一簇簇粉红，真的无限娇美；还

有怒放的仙客来，纯正的大红，高贵的粉

紫，诱人的白色等，而叶子是迷人的心形

惹人爱怜；我最喜欢春节时开放的香雪

兰，花型清新优雅，香气逼人，沁人心脾，

而花色更是撩人———白的像雪，黄的耀眼，

红的深沉；另外盆栽的长寿花也很鲜艳夺

目，寓意吉祥，也是冬天里的美好点缀。

不过，居家里只有花开总显得有些静

默，当笼子里养上几只小鸟才显得生动有

趣，无论是灵动活泛的白玉鸟，还是叫声婉

转动听的百灵鸟，当它们无限欢唱，和着花

香，真是一派美好景象。前不久，我又买了

一对八哥来家逗趣学舌，听着它们人云亦

云，让人忍俊不禁。

当冬日的暖阳

照进家里那一方鸟

语花香的空间，置身

于那里，好像拥有了

春天，纵使有无限烦

恼，闻闻花香，听听鸟鸣，

仿佛感受天籁之音，神清气

爽，神思澄明。

有时在月光下，我悄悄地隔着玻璃探

望那个迷人空间，看着暗夜中斑驳的花

影，倾听着花蕾绽放的声音，看着那几个

似深睡或假寐的鸟儿，心中无限静谧，觉

得冬夜也是这样美丽。

冬天，窗外是一派冷凝与肃杀，而温

暖的房间里依然花红叶绿、鸟语喃喃，如

此反差更激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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