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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辞旧迎新

蛇行天下又新年，户户门开贴对联。
拂面春风掸旧疾，诗花伴着雪花翩。

初一二人世界

儿女成人各有年，南飞北去乐嗨天。
半生琴瑟老来靠，大享新婚小别筵。

初二娘家气象

年年祭祖叩归时，携女娘家团聚诗。
皆学老人频晃脑，举杯邀月唤清词。

初三出访网红

问道太原古县城，聆听老葛舞台声。
丫头一曲应时景，方觉前知有失衡。

初四为母贺寿

岁岁今朝团聚日，杯歌碟舞祝绵绵。
母亲白发童颜里，啧怨声声是少年。

初五送穷接财

扫尽门厅送五穷，杖朝夫妇又高空。
文峰塔顶拾阶下，祈愿搀扶步步躬。

初六六六大顺

送光送运送晴天，新岁新人新万千。
你敬我恭皆愿景，安心遂意饮甘泉。

为了写这两个主人公，大清早
从单位负一楼食堂出门，直奔地铁
出站口左侧的商场通道口买寿司，
像刻意配合我似的，姑娘把寿司小
摊从通道口转到了食堂对面。下
午下班，回到小区，专门绕到一号
门左拐尽头的街口，可剪着学生头
的冰粉丫头不在。

这两个女孩分别在成都北边
一个地铁站内通道口和成都东边
一个小区的街口做小生意，一个脸
上每个毛孔都溢出阳光，一个无论
哪个角度都映着对生活的美好向
往；一个站在寿司摊边，热情解说；
一个坐在冰粉车旁静迎来客。她
们互不相识，却因为我——一个好
吃的顾客同时出现在这里。

以前曾路过很多寿司店，出于
经济原因和历史原因，就是不想进

去。一如当年，我躺在福州学校宿
舍的床上发誓：“今年过年，我一定
要去东北看冰灯。”另一个来宿舍
玩的同学顺口接一句：“我们没看
冰灯，不也长这么大了？”寿司总吃
不到嘴里，我在电话里和闺蜜自
我安慰：“不吃寿司不也长这么大
了？”电话那头毒嘴毒牙：“何止长
这么大了，都快长成棺材瓤子
了。”我也毫不客气：“从出生那天
就注定是棺材瓤子。”然后，两个
人在电话里异口同声，“老说实
话，哈哈哈！”

那是一个冬天的傍晚，到楼
下赶地铁，快要走过商场通道口
时，不经意向右偏了一下头，一个
红衣姑娘站在墙边，面前的竹筐
上放着 80 厘米见方的木托盘，托
盘里整整齐齐摆了很多便当盒。

我好奇地走过去，姑娘笑着说：
“买盒寿司当晚饭吧？有肉松的、
三文鱼的、鳗鱼的、蔬菜的、芒果
的、全家福的。”话音落了，笑容不
落，我买了一盒可以尝各种味道
的全家福。此后，我迷上这个商
场通道口方托盘里寿司的味道，
迷上了姑娘脸上冬日的阳光，夏
日的灿烂，不带精明的纯朴，淡定
沉着的期盼。

不知道是我不耐热，还是那
年的夏天过热，但又不想吹空
调。一个周六的下午，在南北通
透的客厅里感受不到丝毫的穿堂
风，走出小区，二号门右侧有一辆
冰粉车，稍胖的阿姨招揽生意：

“吃碗冰粉？”父亲说，生意人有一
种聊天能力，能把陌生人瞬间谈成
至亲，感受到了。没要冰，只在粉

上铺了山楂片、葡萄干、冬瓜糖、炒
花生粒、芝麻、玫瑰蜜、糍粑，吃完
后看大太阳都顺眼许多。再想吃
冰粉的时候，始终找不到那个阿
姨，从二号门垂头丧气地走向一号
门，心想不如到超市买洗发水。

眼光在小街的空间里漫游，看
到一辆蓝色小推车，侧面斜写了五
个大字“小姐姐冰粉”，车后坐了
一个小丫头。我以为小丫头上高
三，她边调冰粉边说：“我是幼儿园
老师，下班顺便卖冰粉。”她侧脸含
笑的样子，让我想起高中时一个女
同学，宛如天地间一朵白莲，无论
冬夏，翩翩而来，至清至纯。慢悠
悠地吃完多加了红豆和醪糟的冰
粉，感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晚风，
心满意足地回了小区，买洗发水的
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我在想，哪天我把两个姑娘的
小吃都买了，坐在一个清风徐来的
地方，想着她们的样子慢悠悠地吃
完，应该是一种享受。她们具有天
然的亲和力，似乎可以安然、平静
地面对生活的每一个坡坎，只需买
她们的小吃就会让自己觉得很受
感染。

寿司姑娘 冰粉丫头
吉春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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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余华的《活着》时，有这样一个场景
令我印象深刻。在那间破旧却充满烟火气的
屋子里，福贵一家人围坐，家珍用满是老茧的
手，小心翼翼地将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粥端到
福贵面前，孩子们眼巴巴地望着，虽然清苦，
可一家人的眼神里却透着满足与温暖。那一
刻，家的味道透过书页扑面而来。

看到这一幕，我不禁想起许久未回的东
北老家。记忆里，小村庄里也是这样一间屋
子，屋檐下挂着长长的玉米棒子，房顶铺上了
厚厚的鹅毛大雪，刺骨的寒风和白色的雪絮
织成一幅绵延不绝的白帆。它们不等待村民
诉说着什么？就越过田野，冲向村庄，走在街
道的人们鼻子和两颊冻得如同刀割一样厉
害，裹得严严实实的棉大衣里常常被灌进一
股股寒气，真是步履艰难。

昏黄的灯光下，一家人围坐在小火炉旁
烤土豆片，吃着瓜子、花生。炉火烧得通
红，红红的火苗跳动着，将炉盖抚摸得红了
脸，我的心也仿佛被火光中闪烁的光阴捂
热。母亲会从厨房端来几盘热气腾腾的饺
子，父亲打开那瓶舍不得喝的老白干酒，我
们几个孩子则在一旁嬉笑打闹。这种团聚
的氛围和欢乐的时光，多年以后依然在我

心底漫流成温暖的海。每当夜深人静，我
常常独自坐在窗前，望着远方的星空，泪水
无声地滑落。

小时候总是盼望着过年，因为过年能吃
上好东西，虽说那时穷，但有肉味年味。它
不仅仅是一个年，更是一段终身难忘的记
忆，而老家曾经的温暖场景此时只能在回忆
里找寻。

时间带走了我们的童年，带走了纯真。
如今，为了学业和工作，我远离家乡，像一只
岁月漂泊的风筝，摇摇摆摆难以一一尽述，好
像只是刹那，送走光阴。炊烟升起的岁初夜，
那是平凡却温暖的人间烟火。

人生恰似一场没有返程票的旅途，沿途
风景各异，有繁花似锦，也有疾风骤雨。回
首过往，那些自以为跨不过的坎，都已化作
身后的点点星光。此刻，趁着假期，我踏上归
乡的路。

一路上，那书中一家人团聚的画面与我
记忆中的老家场景不断交织。我期待着推开
家门的那一刻，再次感受那份久违的温暖，就
像福贵守着他那虽历经沧桑却无比珍贵的家
一样，我也渴望着与家人围坐，重拾那些岁初
夜的温暖片段。

岁 初 夜
徐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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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历史交流

穿越时空的隧道，
回望岁月的变迁。
你是否听到，这片土地的传奇回响？
大禹治水，打开灵石口，晋阳湖波光粼粼，
五千多平方公里的汪洋，化为孕育丰收的沃土。
祁分七县，展开晋中壮阔版图，
汾河谷地，绽放出五千年农耕文明之花。

你是否感到，这里是民族融合的辽阔舞台？
近边临狄，四省通衢，京陕大道贯通南北；
魏绛和戎，谱写民族和美的壮丽篇章；
石勒崛起，演绎从奴隶到帝王的传奇跌宕；
刘知远披甲出征，定格士卒逆袭皇帝的无比辉煌。

你是否想到，这里是改变历史的神奇土地？
潇河岸边，韩赵魏三家擒智伯，
战国历史的壮丽帷幕绚丽拉开；
阏与之战，秦赵争锋，
一统华夏的伟业宏基烽烟激荡。
石拐会议用持久战、根据地搭起中流砥柱的伟岸。
左权将军血染十字岭，
昔阳广阳伏击战捷报飞扬，

《在太行山上》的嘹亮乐章
至今回荡民族独立的豪迈情怀。

你是否欣赏到，这里经久不息的商业传奇？
称雄商界五百年，纵横欧亚九千里，
引燃了“万里茶道”的燎原之势，
开创了“日昇昌”中国银行业鼻祖，
创造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商界奇迹，
铸就了穿越历史、光照未来的晋商传奇，
成为晋中人破古今、行天下的力量之源。

（二）与文化对话

历史是文化生生不息的根脉，
文化是历史绵延不绝的传承。
敬畏历史，是敬畏文化的积淀；
守护文化，是守护晋中的精神家园。

我们无比感叹，
百万年的人类历史，
一万年的文化孕育，
五千年的文明交响，
晋中从未缺席。
昔阳钟村夏商墓地，
携三千多年前文明之光，
历经岁月流转，

铭刻下中华文明又一方厚重实证。

我们无比自豪，
隋唐时代，王维、王勃、白居易等诗坛巨擎，
塑造着时代的文化气质，穿越千年，历久弥新；
宋代文彦博，出将入相五十年，彪炳史册；
清末“三代帝师”祁寯藻，
以智慧和风范书写历史华章。
寿星故里，探寻南极仙翁的长寿之道；
介休绵山，细品清明寒食文化的深厚内涵；
和顺南天门，牛郎织女的爱情传说，
在星河之间流布千年。

我们无比骄傲，
晋商五百年留下的不仅是财富，
还有一座座古城与大院的文化瑰宝。
看平遥古城，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专家感叹，
这是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
石砖青瓦展示了非凡的历史画卷；
瞧乔家大院，
远眺山水迷茫，
情通天下一路奔放，
成就了“没有复盛公、就没有包头城”的佳话。
平遥、祁县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四城六院、古村古堡，
无不是晋中文化沃土的生动呈现。

文化不止镌刻在古迹之中，
更深嵌在寻常日子里。
平遥牛肉，鲜美醇厚；
太谷饼香，酥软宜人；
祁县酥梨，甜润如蜜；
红枣、核桃、豆腐干，
东山的杂粮，平川的面食……
每一口，都是黄土旱垣农耕文明的馈赠，
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正如人们常说：
中国面食看山西，山西面食在晋中。

（三）与山水相拥

有一首歌，叫《人说山西好风光》，
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
你看，那汾河的水呀，
哗啦啦地绕过我的小村旁，
唱响林风天籁的晋中诗章，
流淌与金合奏的晋中交响。

站在高高的太行山巅，
百里画廊雄伟壮丽，气势磅礴。
和顺的华北豹斑点闪耀，
活跃着大自然的精灵气韵；
左权北方国际写生基地，
青春的身影点亮艺术的光芒，
太行山断裂带，
雕琢出鬼斧神工的奇景；
百里长城在山间蜿蜒，
让人不禁穿越时空，
回想那狼烟四起的岁月。
云竹湖镶嵌太行，
秀美堪比西湖；
如凤凰展翅，直取云霓，
荡漾着天地间的灵气。

徜徉在汾河岸边，
倾听河水的潺潺低语，
感悟内心的静谧与惬意。
绵山蜿蜒如龙，云雾缭绕如纱；
石膏山层林尽染，百瀑奔流，
红崖谷直冲云霄，冬夏交替如梦。
王维故里，诗画小镇，
每一寸土地都在跃动诗与远方的精彩；
阳邑小镇，杜老故里，
闪烁着农村改革的薪火，
燃起了乡村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希冀。

（四）与现代相续

五千年的文商积淀，
造就了新时代晋中的坚韧与光辉。
今天，我们回望历史，
为的是与时代的脉动同频共振。
那万里驰骋的商旅传奇，
收敛于一处处古朴的宅院，
托举起别样的现代风景。

“双百工程”穿越历史的烟尘，
在当下绽放出夺目的光彩。

我们的文化血脉从未间断：
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永不落幕，
漆器刺绣走向世界；
星辰般璀璨的诗词文赋，
百种面食散发人间烟火的温暖；

古老建筑的瑰宝，非遗传承的不息，
还有那“今日昔阳”处处网红打卡，
无不彰显“文旅+”产业的生机勃发，
无不诉说现代文明与古文化的对话与交融。

我们的乡愁如丝如缕：
这里依旧是心灵的栖息地。
山高水长，漫野青绿，
一城芬芳，唤起生命的诗意；
古村老街，炊烟袅袅，
时光轻语，将乡愁低吟浅唱。
21℃的夏天清爽怡人，
深深庭院里梦中闻莺；
冰雪经济释放冬日激情，
青春肆意地飞扬在雪道之上。
农文旅融合的天作之合，
山花烂漫，街巷欢腾，
让岁月盈满诗情，日子焕发热度。

我们的憧憬从未止步：
在广袤的大地上奔跑，
发现动人的风采无处不在。
青春与梦想交融，
活力在晋中涌动。
假如我是一株小草，
我愿为这里的大学生蓬勃梦想而四季常绿；
假如我是一朵无名花，
我愿为这里处处涌动的创新活力而增光添彩；
假如我是一只高飞的鸟，
我愿为“一城两区”焕发的生机业态而放声高歌；
假如我是一首歌，
我会谱写出“156”战略的动人旋律，
奏响打好“五张牌”的时代凯歌，
让中国式现代化的晋中篇章光彩夺目。

今天，我们迈着矫健的步伐，
走进晋商故里，欣赏大美风光。
与历史对话，感受其底蕴厚重；
与文化交流，体念其文脉延续；
与山水相拥，领略其独特风姿；
与现代共舞，感受其时代华章。

三晋之中，壮哉！
晋商文化，伟哉！
怡然晋中，美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