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碗汤圆一生情
张颜青

14 岁那年的元宵节，至今让我难以忘
怀。

元宵节前一天，母亲嘱咐我将30斤糯米
送到隔壁村张大伯家，用机器磨成糯米粉
后，再挑回家包汤圆。

回到家，刚走进院子里，邻居就告诉我
母亲到县城做工去了，让我自己动手包汤圆
给弟弟吃。

“好吧！”
不情愿地喊来弟弟，一起走进厨房中。

先在面盆中倒入适量糯米粉，兑少许水放到
面板上使劲揉搓，搓成柔软光滑的面团后，
再用手扯下一小团放在双手掌心中继续揉
搓，不多时，一个个圆溜溜、洁白如玉的汤圆
便逐渐成形，宛如一颗颗闪烁着诱人光芒的
深海珍珠。与此同时，锅里的水“咕噜咕噜”
地冒着泡儿，将汤圆轻轻地投入锅中，一会
儿，汤圆便接二连三地飘出水面。捞起，放
入瓷碗中，撒上白糖后，告诫弟弟刚出锅的
汤圆比较烫，千万不要急着吃，得晾一会儿
才不会烫嘴。

接着走进堂屋，写了一会儿作业。再次

走进厨房时，才发现汤圆已被馋嘴的弟弟吃
了个一干二净！

“我和爸爸妈妈都还没吃呢，你怎么那
么自私？”气愤地向弟弟怒吼着。

弟弟被我愤怒、狰狞的表情吓坏了，眼
睛里泛起泪光，不停地向我辩解道：“姐姐，
别生气，我实在是太饿了，而且我好久都没
吃过汤圆了。”

“自私鬼！”
彼时同样饿着肚子的我，委屈地跑出院

子，独自一人坐到马路边，直至天色渐晚，暮
色低垂，我才慢慢起身走回家。

可我的脚步还未踏进院子，就被厨房里
的柴火烟熏得眼泪直流。烟雾缭绕中，只见
弟弟捧出一只碗，里面有十来个汤圆，个个
白净、饱满。

“姐姐，吃汤圆，我煮的。”
弟弟对着碗轻轻地吹了几口气，然后小

心地端到我面前。接过碗，低头用筷子夹了
一个汤圆放进口中，泪水却一涌而出。那是
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汤圆，软糯、酥滑，
甜腻之中带着一丝酸楚。那是我十一岁的

弟弟双手冻得通红，双眼矄得流泪给姐姐煮
的一碗汤圆。

长大成人后，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传统习
俗却依然如旧，正月十五闹元宵、品尝汤圆
的温馨场景年复一年地上演着。然而，桌上
那碗汤圆，早已悄然换上新颜，不再像往昔
费心劳力地磨米、搓制。现今，超市货架上
各式机械压制的汤圆琳琅满目，口味繁多，
从经典的芝麻、豆沙到创新的水果、奶黄，应
有尽有，满足了不同的味蕾需求。

而我，每当元宵佳节来临，心中总会不
由自主地泛起涟漪，思绪飘回那个纯真无邪
的十四岁，那段被岁月轻轻包裹的年少时
光，以及那些青春里难以言说的酸楚和无
奈。这些经历，如同汤圆中的馅料，虽各有
滋味，却共同构筑我们姐弟间那份不可磨灭
的深厚情感。

多年来，我与弟弟始终相亲相爱，携手
并肩，无论风雨变换，都坚定地守护着那份
血浓于水、历久弥新的亲情，让它在每一个
元宵佳节里，都如同那碗意义非凡的汤圆，
温暖而甜蜜。

诗意元宵
程娟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元夕，作为中国的
传统佳节之一，古往今来，一直都是文人墨
客笔下寄托情思、抒发情怀的诗意源泉。

“满街珠翠游村女，沸地笙歌赛社神。
不展芳尊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元宵佳
节，欢歌载舞，热闹非凡。明代唐寅的这句
诗，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人们在元宵之夜纵享
欢乐的心境。而苏味道的《正月十五夜》：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
月逐人来。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
不禁夜，玉漏莫相催。”更是生动地勾勒出元
宵夜京城灯火辉煌、人潮涌动、热闹喧嚣的
场景。

元宵节，不只热闹，更具浪漫。欧阳修
在《生查子・元夕》中深情写道：“去年元夜
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
后。”华灯初上，月光如水，花灯如山，在这个
充满诗意的夜晚，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在灯
火阑珊处悄然上演。在这个柔情缱绻的佳
节，一对有情人惊喜偶遇，多么浪漫啊！

元宵佳节，又怎能少得了那软糯香甜的
汤圆？清代符曾在《上元竹枝词》中写道：

“桂花香馅裹胡桃，江米如珠井水淘。见说
马家滴粉好，试灯风里卖元宵。”寥寥数语，
便将汤圆的制作原料、香甜味道以及热闹的
售卖场景描绘得细致入微，勾起人们对汤圆
的无限遐想。

元宵之夜，家人温馨地围坐一堂，一边
品味韵律悠扬的古典诗词，一边品尝爽滑甜
蜜的美味汤圆，共享团圆之乐，实乃人间欢
乐、幸福之事也！

慢时光中的老街
黄浩然

前几日，听同事说项目部附近的那条老
街，在元宵节当晚会举行元宵灯会。得知此消
息，很是期待！

同事口中的老街，我很喜欢。
老街的生活节奏很慢，大爷们喜欢坐在梧

桐树下下着象棋，大妈们习惯坐在自家门口的
板凳上择菜，街口小超市的老板娘最爱躺在竹
椅上惬意地打盹，孩子们则三三两两聚集在屋
檐底下读书、玩耍……

这种不慌不忙、从容不迫的慢生活，总会
让我想起多年前的童年时光。

彼时夏天，爷爷坐在大树底下乘凉，我蹲

在一旁兴致勃勃地玩着石子、弹珠。有时候，
妹妹也会过来陪我玩一会儿，简单的小玩意，
带给我们无尽欢乐。有时候还会目不转睛地
盯着脚下来去匆匆的蚂蚁，我想看看它们是怎
么驮运食物的。看着看着，一个下午便不知不
觉地过去了。即便如此，依旧感觉那时候的时
光很慢，亲人陪伴在侧，老树、石子、蚂蚁等，特
别亲切、美好。

只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时间突然变得
快起来。与此同时，心中的浮躁与日俱增，常
常觉得忙，却不知道自己在忙些什么。不禁问
自己：究竟是怎么了？从前那些美好的小时光

都到哪里去了呢？
直到有一次与食堂大厨外出采购，路经老

街时，才恍然顿悟，世间万物依旧，变的，其实
是自己的心境！背负生活的责任与压力，走在
路上脚步匆匆，这样很容易忽视路边的美丽风
景。

从那以后，我尝试着放慢自己的生活、工
作节奏，只要时间允许，我就会一个人骑着单
车周游老街，骑到哪儿算是哪儿，沿途的草木、
花朵，商铺、小店都让我觉得新奇、有趣。偶尔
会在一个老茶馆前停下来，点一壶清茶，坐在
窗边，看窗外人来人往，听茶馆里老人们轻声

细语地聊着往昔。茶香袅袅中，心态平和、宁
静，仿佛时光渐渐地慢下来，像从前一样，欢
乐、美好。

每年休假，坐着高铁回家探亲，也习惯坐
在窗口，极目远眺，美景尽在眼底。连绵起伏
的山脉、随风翻滚的稻浪、奔腾不息的河流等，
见识、感叹世界的多姿多彩。

“莫将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今
年元宵节，我决定带着办公室同事到老街走一
走、逛一逛，观美丽的花灯、猜有趣的谜语、品
甜蜜的元宵，让大家在灯火阑珊的慢时光中品
味、享受生活的乐趣与美好。

羊肉锅里话元宵
张志新

故乡有个习俗，在元宵节当天，到了晚
上饭点时，先到门口放一串鞭炮，再回到屋
内，将羊肉火锅与元宵一起摆上桌。

相比元宵，我更喜食羊肉火锅，既能驱
寒，还能解馋。将切得飞薄的羊肉片放入翻
滚的锅底中，只需十秒便瘦肉嫩、肥肉润，咕
嘟咕嘟地冒出勾魂的香气来。

都说现代人会吃羊肉，古人吃羊肉，其
实花样也不少。如《东京梦华录》里记载的
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所出售的各种
羊肉美食中，就有乳炊羊、羊闹厅、羊角、点
羊头、猪羊荷包等，种类繁多，令人眼花缭
乱。宋末元初的《武林旧事》中提到的羊肉
馒头，包裹着精心调味的羊肉馅料，外皮松
软，内馅鲜美。

至明清时期，羊肉的烹饪技艺更是发展
到了新高度。明代的《本草纲目》亦记载羊
肉的药用价值，认为其能温中补虚、益气养
血，同时也间接反映了羊肉食疗的功效被百
姓广泛熟知。后来，民间又流行起“羊肉泡
馍”，将特制的馍饼掰碎，浸入热腾腾的羊肉
汤中，再佐以葱花、香菜等调料，一碗下肚，
全身暖和。

清代，随着满族人入关，羊肉的吃法又
融入了满族特色，如“烤全羊”，外皮金黄酥
脆，内里肉质鲜嫩多汁，成为宫廷宴席上的
一道重头戏。而在江南水乡，人们则偏爱

“白切羊肉”，选用肉质细腻的山羊肉，经过
长时间文火慢炖，保留了羊肉的原汁原味，
肉质酥烂，清淡中透出浓郁的鲜香。

时至今日，羊肉火锅、烤羊肉串、羊肉汤
等各种羊肉美食遍布大江南北。而我最爱
的仍是故乡的羊肉，在正月十五当晚端坐桌
前，一口甜甜的元宵一口鲜鲜的羊肉，那滋
味甚是美妙，两腮鼓鼓，满口生香，堪称人间
享受！

2025年2月12日
本版编辑/惠晓芸 版式设计/权力 花 簇 7

上元镫·四局建设者元宵感怀
许尧

铁马冰河入梦来，天涯筑路月徘徊。
灯影摇红千里外，谁解，青山深处是情怀。
一纸蓝图连四海，豪迈，风霜雪雨共登台。
今夜元宵工地暖，相伴，万家灯火照心开。

梦回邂逅
李友强

无数次回想
第一次邂逅的场景
你从元宵的灯火中翩然而至
如月下玉兰，沐浴着银辉
在我眼前绽放
此后经年
你在家乡，守护爹娘
我在他乡，脚步匆忙
元宵夜的月光洒满窗棂
思念如潮
涌动在无尽的夜空
一次又一次，在梦里
等春风，候秋雨，待冬雪
盼你从元宵的灯火阑珊处走来
发丝间清雅的兰香
丝丝缕缕弥漫在我的心田

元宵夜最亮的灯
朱烈政

元宵节的月亮
是筑路人用钢筋和水泥
浇筑的灯盏
在荒原深处
在群山之巅
每一寸未通的路基上亮着
他们用铁锹搅动月光
将思念和汗水一起倒入混凝土
铺就一条通向团圆的路
机器的轰鸣是另一种鞭炮
在寂静的夜里
炸开一朵朵希望的花
当最后一车沥青
铺平归途
他们的背影
便成了元宵夜里最亮的灯

《正月十五闹元宵》 梁莹倩作

《筑路人的元宵节》 袁静雯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