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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是一个美好的字眼，团
圆，圆满，圆梦……似乎有“圆”便
完满美好，人们爱“圆”，更喜欢
制作圆圆的美食，如汤圆、圆子
等。

周必大有诗云：时节三吴重，
圆匀万里同。从古至今，过年过
节，各地都会制作圆子，经久不
衰，人们希望用圆子这种美好的
食物，表达对圆满的殷切渴求。

我的故乡在鄂西，盛产红
薯。在当地，红薯很不起眼，但在
以前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土家人
时常以红薯来充饥果腹。父亲常
常跟我讲，他们小时候念书时，时
常就是带几个红薯和土豆去学
校，蒸一蒸就当一顿饭。到了我
们这一代，生活好了，红薯变身为
健康绿色食品。大家吃腻了烤红
薯、煮红薯、蒸红薯等，开始变着

花样把红薯变成各种美食，红薯
圆子就是其中的一种。

制作红薯圆子费时费力，土
家人一般只有过年过节才做红薯
圆子，与亲朋好友一起共享。

秋收红薯，刚从地里挖回来
的新鲜红薯并不好吃，需在阴凉
处放置一段时日，然后放入地窖
贮藏。土家人家里都有一个地
窖，冬暖夏凉，专门用来贮藏红
薯、土豆、蔬菜等物，长时间储存
不 会 变 坏 ，那 是 最 天 然 的“ 冰
箱”。到了腊月，储存了一冬的红
薯，淀粉悄然转换成糖分，慢慢释
放发酵，红薯变得清甜多汁，此时
是制作红薯圆子的最佳时节。

选取几个饱满圆润的大红
薯，削皮，橘红色的艳丽色泽呈现
眼前，洗净。大铁锅里放入适量
水，红薯放进水里。灶膛里放进

大块干柴，生火，用猛火煮熟红
薯。土家人坚持用大铁锅、柴火
灶煮红薯，这样煮出的红薯更软
更甜。越是原始古老的方法和工
具，越能让食物最大程度释放出
最朴素本真的味道。

红薯煮熟后，放入陶瓷盆冷
却一会儿，轻捣成红薯泥，加入少
许糯米粉，搅拌，让红薯泥和糯米
粉充分融和均匀，用手不断地揉，
直到揉成光滑细腻的面团。

接下来就是搓红薯圆子了。
取来半碗菜籽油，手指沾一点菜
籽油，在面团上揪一小团，让其在
两手中滚动，搓成一个乒乓球大
小的圆球，放在案板上。菜籽油
是天然的润滑剂，手上沾点油籽
油，面团不会粘手，搓出来的圆子
更加圆润光滑。

把面团全部搓成了圆子，就

开始炸圆子了。往热锅里加上半
锅菜籽油，油热后，把灶膛的火改
为小火，小火炸出的圆子不会焦
糊。将圆子一个个放进油锅里，
用锅铲轻轻翻动，让圆子充分炸
熟炸透。土家人喜欢食用菜籽
油，因为菜籽油有独特的草木清
香，还具有消毒去火的妙用，用菜
籽油炸出来的红薯圆子更健康。

琥珀色的菜籽油释放出浓郁
的香气，淡黄色的圆子在滚滚油
锅中慢慢变大变胖，珠圆玉润，金
黄诱人。圆子炸好了，用漏勺把
圆子盛起来，沥干油，放进容器
里，摊上一小会儿，就可以食用
了。

红薯圆子一定要趁热吃，凉
了会变硬，影响口感。轻轻咬一
口红薯圆子，“嘎吱”一声，酥脆
的外皮被咬开，里面蓬松柔软，绵

糯弹滑的质地，入口即化，红薯丝
丝缕缕的粗纤维在舌尖缠绕，蜜
糖一样清甜爽口，一股清新淡雅
的香气在唇齿间弥漫。在吃腻了
大鱼大肉后，吃几个红薯圆子，清
淡解腻，身心怡然。

待红薯圆子摊凉后，存放起
来，宴请亲朋好友时，隔水蒸热便
可食用了。最平凡普通的红薯，
经过繁复的工序和漫长的时间，
变成土家人的心头好。

身在异乡，我时常怀念故土，
回味那片热土孕育出的家乡风
味。有亲友来访，招待宴席上总
少不了我做的红薯圆子，我只能
用这种最简单的方式传承家乡
的美食。岁月静好，亲友相伴，
一起举筷品尝圆圆的、甜甜的红
薯圆子，人生的圆满莫过如此，夫
复何求？

午夜，村东头一座三
层新楼房院子里的东北
角，一阵叽哩咕噜的响声
过后，忽地窜出一公一母
两只老鼠。公的长舒了一
口气，说：“好不容易打通
了个洞进来了。”母的说：

“累死我了。”
紧 接 着 ，两 只 老 鼠

东瞅瞅，西瞄瞄，小心翼
翼 地 在 院 子 里 转 了 两
圈，发现院子大门紧锁，
一楼房门关着，门边躺
着一只大花猫，便悄悄
往前移步，岂料大花猫
猛一翻身，两只老鼠一
惊，慌忙逃进洞里。

两只老鼠叽咕了大半
夜，决定先摸淸情况。于
是，它俩早晚和中午轮流
出洞，仔细观察新楼房的
情况和主人的作息规律。

几天后，两只老鼠终
于弄清楚了，这是座豪
宅，主人住楼上，主人家
的仓库和厨房在一楼，由
于是新楼房，打洞入屋难
度太大。夜间一楼房门和
窗户紧闭，无法潜入屋
内。主人有午休个把小时
的习惯，此刻，一楼房门
开着，只能这时从一楼房
门进入，但有大花猫守
着，这就要跟大花猫斗一
斗了。

公鼠语气笃定地对母
鼠说：“据观察，大花猫跟
主人住进新楼房后，其他
同伴没来造访，大花猫的
日子过得优哉游哉，心宽
体胖，虽无往日的威猛，
但它毕竟是我辈之克星，
对付它只能智取，咱用三
招请它让路。”说到这，又
跟母鼠如此这般地耳语了
一番。母鼠使劲点头。

翌日中午，天空灰蒙
蒙的，两只老鼠爬出洞，
蹑手蹑脚地朝大花猫走
去。大花猫一见，立马怒
目圆睁，猛地一声吼：“大
胆鼠辈，看招！”说完，欲
站起身……

“且慢。”公鼠先开了
腔，“猫大哥快请息怒，我
们往日无仇，今日初来乍
到，只想跟你交个朋友，
多个朋友多条路呀。”

“是呀，是呀。”母鼠
嗲声嗲气地说，“猫哥哥
呀，你如此忠于职守又咋
地？到头来还不是一日三
餐吃残羹剩饭，何苦这么
执着？”

“交朋友？”大花猫猛
然想起当年主人住老屋，
常受老鼠骚扰，食物屡被
盗，夜里难入睡。为治鼠
患，主人从市场买自己回
家，长大后，自己练就捕
鼠绝活，大小老鼠都逃不
过利爪和犬齿。后又帮村
民捕杀老鼠，成为远近闻
名的捕鼠高手。打从跟主
人住进这新楼房后，鼠患
没有了，主人安居乐业，
自己也过上舒心的日子，
岂能容老鼠再来捣乱！

想到这，大花猫正色
道：“想打我家主人食物
的歪主意，没门，滚！”

两只老鼠气喘吁吁地
逃回洞里，公鼠缓过神
来，对母鼠说：“別看它很
凶，却没有动手，有门。
看来，该用第二招了。”

第三天中午，天气又
闷又热，母鼠特意穿了
件连衣裙，并精心打扮一
番，与公鼠不紧不慢地挪
到大花猫面前。大花猫
猛一瞅，没好气地说：“咋
又来啦？”话音未落，正要
发作。公鼠笑容可掬地
说：“猫大哥呀，咱们虽是
世代冤家，可冤家宜解不
宜结呀。久闻你大名，又
为人仗义，咱们交个朋友

如何？”
“好呀，好呀。”母鼠

搔首弄姿地说。
大花猫打了个哈欠，

两眼一滴溜，已站起来的
两只前肢和两只后肢慢慢
地软了下来。

公鼠趁机对大花猫
边点头哈腰，边斟词酌
句地说：“猫大哥呀，你
也累了，我俩帮你松松
筋骨吧。”

见大花猫没有吱声，
公鼠放开手脚，嬉笑着帮
大花猫按按头，捏捏肩
……母鼠也抛了个媚眼，
帮大花猫挠痒痒，捶捶
背，揉揉腿……

大花猫顿时觉着浑
身 酸 酸 的 ，酥 酥 的 ，麻
麻 的 ，慢 慢 地 ，它 闭 上
了双眼……

约摸10多分钟后，公
鼠附着大花猫的耳根，悄
声道，猫大哥呀，咱们再
放松一下，乐呵乐呵。说
完，轻声哼道：“好花不常
开，好景不常在……”母鼠
也扭扭捏捏地跳起了肚皮
舞，不时地朝大花猫挤眉
弄眼……

大花猫高兴得竖起尾
巴，嘴里发出呼噜呼噜的
响声。

见时间差不多了，两
只老鼠匆匆告别大花猫，
返回洞里。母鼠对公鼠
说：“你留意没？分手时，
大花猫的眉宇间流露出一
些不舍。”公鼠嘿嘿直乐，
再加点猛料，把第三招用
好，就0k了。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
风和日丽，两只老鼠一见
到大花猫，公鼠迫不及待
地说：“猫大哥呀，主人家
的大鱼大肉你吃腻了，不
如换换口味，喏，这是你
爱吃的。”说完，给母鼠丢
了个眼色，母鼠迅速将两
只小麻雀献上。大花猫一
瞧，心一热，嘀咕道，也
是，跟主人住新楼房后，
天天山珍海味，好吃好
喝，腻了。每天睡了吃，
吃了睡，胖了，都懒得动
了。过去常抓小鸟解解
馋，如今跳不动了，亏它
俩想得周到。于是张开大
口，大咬大嚼起来……

公鼠趁热打铁说道，
猫大哥呀，都说你是啥高
手，但花无百日红，你年
纪大了，该好好享受一
下，别苦了自己。从今往
后，每天中午主人午休
时，我俩来给你按按摩，
唱唱歌，跳跳舞，解解闷，
不时给你弄点雏鸟。你尽
管睁一只眼，让我们进去
半个钟头，弄点吃的，你
家主人富得流油，我们分
享一点儿，还不是九牛一
毛？话音落地，公鼠试着
抬起一只前肢朝屋里迈了
一步。

大花猫打了个饱嗝，
犹豫了片刻，终于慢慢地
把一只眼睛闭上了。

从此，主人家里便昨
日少了米和油，今日缺了
鱼和肉……

这天一大早，主人拿
大花猫是问。

大花猫不慌不忙地
把主人领到院子里的东
北角，先瞅瞅它早已在围
墙上留下的几行脚印，后
又磨磨蹭蹭地返回墙角，
用自己的身子把草丛中
新挖的洞口挡严实，使劲
地摇了摇尾巴，气乎乎地
说，“啍！这肯定是外来
的野猫干的，不信你看
看，这围墙上的脚印。你
再瞧瞧，咱这新屋里无窟
无洞，哪有老鼠的藏身之
处呀？”

追溯往昔那冬冷情暖、带
着浓浓“中国元素”的年味，心
间 顷 刻 就 氤 氲 在 一 股 暖 流
中。与回忆相逢，往事就像烟
火般在心中“噼里啪啦”璀璨
绽放。在岁月那头，最温馨的
就是新年清晨，在鞭炮齐鸣中
睁开惺忪睡眼，阳光柔柔地洒
在窗棂上，雪白的窗纸上贴着
五颜六色的窗花。它们像寒
冬里绽放的花儿，用一抹靓丽
点缀着新年，也点亮人们对新
年的憧憬和希望。

记得那时一到腊月，母亲
就开始为新年忙碌。她是个
仪式感极强的人，老一辈传下
的规矩一样不落，亲力亲为。
雕刻窗花精细费时，就由我和
姐姐去“精雕细琢”了。依稀
记得，每每讨来漂亮的花样，
我们就把它粘在白纸上用水
浸湿，在点燃的煤油灯上用袅
袅黑烟熏色制样板，有时一不
留神就会让样板蹿起火苗，稍
有不慎连眉毛都会被火燎到。

时常是屋外寒风萧瑟，我
们几个女娃娃围坐在暖暖的炕
头，大家聚精会神低头细剪，颇
有民间艺人范儿。剪刀在指间
轻舞挥动，不一会儿，一个个

“鱼儿泛莲、凤打牡丹、莲里生
子”就翩翩然呈于眼前。那喜
庆靓丽的色彩，像鲜花般带着
古拙灵韵，让整个房子都有了
春的气息。难怪有人说，窗花
是报春迎春的第一个信使。

记得上小学三年级那个寒
假，不知谁提议把窗花拿去集
市卖，我也天不亮就跟随大家
出发，结果还是晚来一步，好的
位置都被抢占了，我们只好把
摊位摆在偏僻处。当阳光洒满
街市，糖糕的香味飘入鼻翼，我
垂涎欲滴，可满地窗花无人问

津，我只好先把味蕾冷落着。
日上三竿，终于有个老爷

爷左挑右拣，看上了我的窗
花。他老人家满脸皱纹却慈
祥和蔼，像极了我亲爱的爷
爷。我好奇问：“老爷爷，你孙
女不给你剪窗花吗？”老人家神
色黯淡道：“唉，我老了，不中用
了，谁还理会我这糟老头子！”一
股酸楚涌上鼻翼，我把满地窗花
麻利收拾好。在爷爷手指颤抖
着拿出仅有的几张毛票时，我把
他的手推了回去，“爷爷，我卖窗
花就是玩的，你喜欢，我都给您，
我不要钱，如果明年遇到我，还
来啊，窗花我给爷爷剪。”老人家
颤颤巍巍把我谢了又谢，边走边
念叨：“好娃娃啊，窗花有了也就
有年味了。”

记忆中，北方经常是“瑞雪
迎新年”。清晨在雪花飞舞中
打开窗户，那时我目光经常停
留在玉兔纳福的窗花上，它让
一种祥瑞喜庆在新年里荡漾。
院子里雪已盈尺，白茫茫一片，
洁白似玉的雪花，映衬着色彩
斑斓的窗花，我透过窗户，望着
雪地上花狗印出的一朵朵梅
花，鸡儿嘎嘎地在雪地上踩出
一片片竹叶，最让人莞尔的是
胖嘟嘟的黑猪，用鼻翼哼拱着
积雪，似乎雪下埋着“美食”，而
足印却似夏日的凤仙花般一簇
簇挨挨挤挤。风寒雪舞中，我
在靓丽的窗花间，也嗅到了春
的气息、年的浓烈。

新年将至，穿过悠悠的时
光隧道，那些尘封在岁月深处
关于新年和窗花的记忆，也像
春天的一棵棵幼苗开始破土
而出。虽然时隔半个多甲子，
那新年里色彩绚烂的窗花，却
在我心中飘着缕缕芳香，也在
心间洇染一缕乡愁。

从美丽的惠州西湖穿过步
行街，便是处于两江合流之处
的合江楼。沿着东江的滨江大
道漫步数百米，便可看到马路
对面仰首远视、衣袂飘飘的苏
东坡雕像了。

沿着一段明清古城墙，走
进景区广场，从白鹤峰山脚
下拾级而上，来到宋代酒家
样 式 布 局 的 林 婆 酒 肆 。 当
年，因为酒酿的好喝，苏轼频
繁光顾，甚至经常赊酒，一来
二 去 便 与 林 婆 结 下 不 解 之
缘，双方关系非常好。后来
苏东坡被贬往海南后，还写
信给当时的惠州太守，托他
给林婆捎去敬佛之香。

酒舍对面是翟夫子舍。翟
逢享当时与苏东坡相邻而居，
常有往来，翟逢享是有学问、
有德行的读书人，群众尊称他
为“翟夫子”。

隐于鹤峰，显之故祠。继
续往石梯上走，山门前古木参
天，可见饶宗颐老先生题字的

“惠州苏东坡祠”石刻牌匾。
绍圣元年（1094 年），57岁

的苏东坡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
使，惠州安置。十月二日，苏
东坡一行从 4000 多里外的定
州抵达惠州，一路上只有幼子
苏过和侍妾王朝云随行。

在合江楼临时住了16天，
苏东坡被安置到归善县治东门
驿渡旁偏僻荒凉、阴暗潮湿的
嘉祐寺居住，旁有岭南私酿酒
万家春。陪伴看房的县令助手
和程乡令携万户酒与苏东坡过
东江到博罗县荔浦渡上岸，在
大云寺游饮。嘉祐寺的环境恶
劣，但苏东坡生性豁达，随遇
而安，写诗作画，研究医药、道
术，打坐炼丹，做美食，酿酸
酒，施医赠药，修桥筑堤，悠然
而自得其乐。“昔我初来时，水
东有幽宅。晨与鸦雀朝，暮与

牛羊夕”，描写的就是当时他
居住在嘉祐寺的情景。

虽然自己缺米少粮，居无
定所，两徙合江楼，两迁嘉祐
寺，但苏东坡却安贫乐道，心
怀天下，济国救民。他把皇帝
赏赐的犀带资助道士邓守安筑
东新桥，还“大义劫亲”，写信
让弟弟动员弟媳将宫里赏赐的
黄金也捐献出来，助和尚希固
筑西新堤、桥，以利交通；他教
农民制造捣谷、舂米用的双轮
五杆水碓，插秧用的秧马，以
减轻繁重的劳动；他为边防军
商建兵营，以免混住民房扰民
作恶。他还打报告为惠州人民
向朝廷争取减税减粮。平日他
与民工为伍，巡察修筑西新
堤、桥的进度，督促施工费用
落到实处，还指导广州太守建
造自来水。

苏东坡《定风波》曾云：
“此心安处是吾乡。”东坡在黄
州有明显的客寓意识，觉得自
己是外人，“拣尽寒枝不肯栖，
寂 寞 沙 洲 冷 ”，道 尽 其 中 苦
楚。在惠州，苏东坡渐渐淡化
了这种客寓意识，并有了归属
感，哪怕数度被贬谪，一生命
运多舛，却始终对生活葆有热
忱和期待，吟唱“日啖荔枝三
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苏轼《迁居》：“前年家水
东，回首夕阳丽。去年家水
西，湿面春雨细。……已买白
鹤峰，规作终老计。”

绍圣三年（1096 年）二月
间，北迁无望的苏东坡找到了
东江江畔白鹤峰上一块数亩大
的空地，并按照白鹤峰的地形
进行规划设计，打算按两进的
格局来建房。前面一进小屋三
间作为门房，中间隔着一个庭
院；第二进为堂三间，有客厅

“德有邻”堂，书房“思无邪
堂”，左侧建造居室、厨房，屋

的四周用廊庑连接起来，共20
间房。他还打算在房屋四周、
庭院及上山道旁种上花木。建
筑图样初定之后，苏东坡派苏
过去河源采购木材。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
圆缺，此事古难全。王朝云随
苏东坡到惠州后，由于水土不
服，经常生病。七月，王朝云
染病身亡，年仅34岁。

绍圣四年（1098 年）二月十
四日，白鹤峰新居落成，苏东
坡正式自嘉祐寺迁入白鹤峰，
因地高水远，便雇人在新居附
近凿井40尺，石尽而得清泉。

这是苏东坡一生中唯一
一处自己出资购地设计营建，
并且至今仍可以确定地址的
住所。

此心安处，便是吾乡！此
心安处，方是吾乡！没想到两
个月后，刚刚想安居下来的苏
东坡再贬海南儋州，年过花甲
却不得不与小儿子苏过仓促
乘船离惠，赴海南贬所，白鹤
峰新居则由长子苏迈携带家
眷留守。

苏东坡谪居惠州两年七个
月，共创作诗187首，词18首，
各类杂文书信散文 363 篇，书
画 20 幅，587 篇（首）。有人
说，苏东坡是天才，依我看来，
却是天道酬勤。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
儋州。”人生暮年，苏轼在《金
山画像》中自题，以半自嘲、半
骄傲的口吻，为自己的一生作
了总结。

苏东坡开创了“大江东
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
豪放诗派，诗中有“十年生死
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深
情，更有“竹杖芒鞋轻胜马，谁
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
达，还有“人有悲欢离合，月有
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

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婉约；
既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
身在此山中”的哲理，还有“休
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
茶。诗酒趁年华”的淡泊超脱
……深受后人的喜爱。

跌宕起伏、四海飘零、颠沛
流离的生活，却被苏东坡将生
活的苦难淬成诗意的潇洒。不
管在朝为官，还是流放在野，
他始终忧国爱民。无论宦海风
波和人生挫折，苏东坡始终达
观豁达。

宋元符三年（1100 年）九
月，远谪海南的东坡遇赦北归
至广州，苏迈带着家眷弃离白
鹤峰新居与苏东坡会合。

苏家离去后，“惠人以先生
之眷眷此邦”，当地官府把白
鹤峰新居变成东坡祠，予以祭
拜、纪念。此后数百年间，这
里成了官宦名流、文人墨客竞
相瞻仰之所，历朝修葺不断。

南宋学者洪迈的《夷坚志》
记载，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
年），虔州（江西赣州）巨寇谢
达攻陷了惠州，不管是百姓人
家还是官府衙门，都被焚烧扫
荡一空，唯独留下了苏东坡的
白鹤故居。谢达还带着手下，
重新修葺整治了六如亭（东坡
遗迹），之后，谢达还烹羊祭奠
了东坡才离开。

第二年，海寇黎盛进犯潮
州（广东），把城墙全部摧毁，
还纵火焚烧城池。火就要烧
到吴子野的住宅了，黎盛正好
登上开元寺塔，看到这情况，
就问左右：“那儿是不是苏内
翰（苏东坡）藏图书的地方？”
得到确定答案后，黎盛马上带
兵救火，又重新修整吴家的岁
寒堂，附近不少百姓的房屋因
此得存。谢达和黎盛两人都
是大盗贼，连他们都知道尊敬
苏东坡。

“一自东坡谪南海，天下不
敢小惠州。”清代诗人江逢辰
的诗生动地体现了苏东坡对整
个惠州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东坡祠毁
于炮火。2018 年，惠州政府
斥巨资在东坡先生故居的原
址，根据史料记载恢复了前
庑、庭 院 及 东 坡 井、思 无 邪
斋、德有邻堂、三贤祠、东坡
居室、正室、迟苏阁等主要建
筑，同时增添了睡美轩、招鹤
亭、娱江楼等新景点，古色古
香 ，简 洁 精 致 ，充 满 诗 情 画
意。登高望远，东江美景尽
收眼底。

复旦大学黄玉峰教授的评
价说得好——与屈原比，苏轼
多了一份自我，少了几分愚
忠；与陶潜比，苏轼多了一份
经历，少了几分寒闲；与韩柳
比，苏轼多了一份豁达，少了
几分悲观；与李白比，苏轼多
了一份责任，少了几分狂漫；
与杜甫比，苏轼多了一份大
度，少了几分怨言；与程朱比，
苏轼多了一份童心，少了几分
刻板。

苏东坡是历史上难得的诗
词书画文全才，是中国文人完
美个性和品格的化身，他才华
横溢，热爱生活，乐观豁达。
他的一生，是一场充满禅意的
修行，是中华文化史上一座独
特的丰碑。谈起苏东坡，人们
总是会心一笑，却又很难用一
个词或一段话来概括其人格品
质和独特魅力。1000年来，几
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在人生
的某个时刻某个境遇与苏轼相
遇。无数的人怀着崇敬的心情
前来拜谒东坡祠，每个人的心
中都有一个苏东坡，每个人的
心中都有一个不一样的苏东
坡，每个人都能从中获得强大
的精神力量。

□
李
仙
云

绿洲 □李昊天 摄

当朔风敲窗
我拢起红泥小火炉
红红的炉火
温柔地起舞
一如欢跃在童年的梦里
大雪迟迟没来
我要等的人
也还在视野之外

隔着窗
我看见大雪纷飞
乐章开启
心也随之起飞
我用温热的脸迎向那

片清凉
一丝甘甜，便融化了
在这雪夜
在我心里

漫天雪花都在起舞
我的心也起舞

老屋外原野茫茫
都朦胧在雪雾里
我透过冰雪
努力眺望故乡的方向

我的心仍在飞
迎着风雪在飞
一直飞回到童年
我看见石碾冻成了冰雕
它蹲在打麦场上
像在静静地等我
欢迎我……

我要等的人还没来
小火炉睡了复又醒来
无论如何
在今夜
我会拢着一炉春暖
温着一壶期待
等你来
你一定会来的

金
陵
雪
夜

□
夏
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