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星报电子版www.scxb.com.cn
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20222022年年22月月1212日日星期六 编辑星期六 编辑//江亚萍江亚萍 组版组版//李 静李 静 校对校对//刘 洁刘 洁

扫
一
扫
更
精
彩

02副刊副刊

出 版 单 位 ：市 场 星 报 社 地 址 ：合 肥 市 黄 山 路 599 号 时 代 数 码 港 24 楼 新闻热线：62620110 广告垂询：62815807 发行热线：62813115 总 编 办 ：62636366
采 编 中 心 ： 62623752 新 闻 传 真 ： 62615582 市 场 星 报 电 子 版 www.scxb.com.cn 安 徽 财 经 网 www.ahcaijing.com Email ： admin@scxb.com.cn
零 售 价：1 元/份 全年定价：240 元 法律顾问：安徽美林律师事务所杨静律师 承印单位：合肥安博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合肥市新站区物流路以南板桥河以东 电话：0551-64278186

讨口彩
■ 安徽合肥 程局新

随着年的脚步轻轻地走来，不知不觉间，元宵节

临近。我路过一商家，商家在现场推销元宵。商家在

销售区摆出了制元宵的机器。一边现场制作各式味

的元宵，一边促销。而此时，我却想起了儿时奶奶亲

手做的元宵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还小，又不到上学的年

龄。父亲在城市国营工厂上班，母亲则在附近打工。

为了让父母亲安心工作，奶奶便主动承担了照顾我生

活起居的责任。可以说，我的童年是与奶奶在农村乡

下度过的。

对于童年元宵节的记忆中，最难忘的就是只有奶

奶和我一起过元宵节，那时元宵节，我都能品尝到奶

奶亲手做的元宵。而奶奶更习惯叫作汤圆坨坨。

元宵节一大早，奶奶就开始忙活起来。准备好做

汤圆的准备工作。只见奶奶先将早就准备好的糯米从

盆中取出。放置木头案板上。用她那长满老茧的手轻

轻揉起来，再将白色的面粉洒在案板上，制成一个个小

汤圆。做好半成品的小汤圆后，奶奶便开始在土灶台

里生柴火，并将缸里的井水舀到灶台的铁锅里。完成

了这一工序后，奶奶便等待铁锅里的水烧开。

一会儿功夫，随着灶堂内的火焰越来越大。铁锅

内的水开始沸腾。奶奶便将制成的半成品汤圆慢慢

地放在水中，为了防止汤圆粘在一起，奶奶时不时用

筷子将其分开。但是先沉入锅底的汤圆似乎不那么

听话，时不时有汤圆滚入水中时，不约而同地粘到一

起。等汤圆渐渐地从锅底上浮到水面。奶奶就知道，

汤圆已经熟了，可以起锅了。当奶奶将汤圆起锅放到

我的碗里时，顺便还加了水，并且加了几勺白糖。这

时的我早已等不及了，用筷子夹起来放置口中。奶奶

见状，被火光映红的面容上露出慈祥的笑容。忙说:

“细孙，等凉了再吃，小心烫口……”

我忙将烫口的汤圆吐了出来，那个谗相，自己都觉

得好笑。奶奶亲手做的汤圆坨坨，从今天审美角度来

看，也都是大小不一，甚至有几个粘在一起，变了形，根

本不是圆圆的汤圆。而且单纯从味道上讲，它是糯米

做的，又没有加什么调味的馅。只是加了些白糖，味道

入口感觉是软软的，汤稍微有些甜味。但童年的我，总

是将一碗汤圆吃的干干净净，连汤也不剩。奶奶总是

问我，吃饱了没有，如果没吃饱，锅里还有。那时的我，

当然不会客气，肯定是要吃得饱饱的。

后来，到了上学的年纪，我便离开了奶奶，跟父母

亲住进了城里。每到元宵节，我们家吃的汤圆都是母

亲从商店里买的，汤圆里有各种各样的馅。比较多的

是黑芝麻和花生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吃过奶奶

亲手做的汤圆。

岁月流转间，近三十年过去。这期间，物是人非，

变的是，奶奶早已离开了我们。不变的是，元宵节吃

汤圆这一习俗成为我们一家的习惯。在元宵之夜，我

们一大家子坐在一起吃着各种馅的汤圆，感受到月圆

人圆、家庭幸福美满。而我，会时常想起奶奶，想起奶

奶亲手做的原味汤圆，想起与奶奶一起度过的短暂而

又温暖的亲情时光……

回忆间，思绪又回到现实中，于我而言，我深知，

曾经生活中的一些场景无法再复制，曾经生活中的一

些美好的东西，不会再有。元宵节对于人们而言，只

是中华民族众多节日之一，其文化寓意是团圆、和谐

和追求自由。而对于我而言，那却是一种祖孙之间浓

浓亲情的回顾和眷恋……

今年立春刚过，合肥一夜之间普降瑞雪！厚

厚的积雪覆盖着这个城市的每一寸土地，雪花纷

纷扬扬又默默无语，它深知自己是春天的帷幕！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

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每一个节气，都值得我们

去看一看、品一品。

节气不仅准确反映自然更替的规律，还暗示了

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去安排农事、顺应四时，

更重要的是，它还让我们清清楚楚地活在当下，我

们可以根据节气合理安排生活。随着生活阅历的

增加，我总觉得节气好像也在反映人生的历程。

立春到了，意味着春天的开始，幼嫩的小苗从

泥土里探出一点新绿，宣告二十四节气从这里开

始。这正如人生的起点——鲜活的小生命呱呱坠

地，开始欣喜、好奇地看着这个世界，精彩的人生

也从这一刻开始。春分时节，经过了雨水、惊蛰，

经过了父母严爱有加的呵护和教育，婴儿已经成

长为一个跌跌撞撞的会走路的孩童，他开始试着

用语言来表达自己所思所想。每个调皮、无知的

孩童一定会有因做错事儿被父母训斥的时候，这

就像刚出土的小苗一边享受阳光雨露的滋润，一

边要接受风吹雨打的锻炼，从而茁壮成长。

立夏在清明、谷雨之后到来，嫩苗转眼间已经

长出可以抵御风雨的枝桠，孩子也转眼长成了少

年，叛逆和轻狂毫不掩饰地写在他的脸上。觉得

自己的翅膀好像硬了，就“心比天高”，事事都想独

挡一面，但能力其实还不够，常常被迫接受“身为

下贱”、挫折不断的残酷现实。理想与现实的距

离，把少年成长的烦恼拉进了“悠长、悠长又寂寥

的雨巷”“冷漠、凄清，又惆怅”。立夏过后，小苗在

排除万难，不顾一切地疯狂成长，少年也会在这个

特殊的“人生的立夏时节”迅速成长。在奋斗与挫

折中，在师长的关爱和管教中，渐渐意识到自己的

责任，与此同时，叛逆和轻狂也会被“谷雨”冲刷

去，取而代之的是“志与学”，人生的道路，奋斗的

目标也渐渐明确……

从小满到芒种，是一个渐渐成熟的过程。小

树苗长势很旺，枝繁叶茂，已经和身边的大树一般

高了。少年也成长为青年，已经步入社会。身边

的长辈也都渐渐老去，远去，离去，不能再为他担

待些什么了。雨季再次来临时，青年已经能从容

面对，并且尽情挥洒青春的汗水，三十而立，青年

在为实现梦想而奋斗拼搏着！秋分到了，“知天

命”的年纪到了，当身体开始老去时，人才开始明

白，事业总无涯，人生却有限。于是，开始放慢步

子，让出位子，让年轻人继续去打拼和奋斗，自己

则开始享受慢生活。

立冬，草木开始枯黄衰落，老人的白发渐渐增

多，到了“耳顺”之年，不再为其他事情担忧、烦恼，

只是病痛的困扰，让老人开始觉得生命正在走向

尾声，开始担忧生命的乐章会在某一天戛然而止，

他像一个小孩一样需要人照顾、安慰，需要一双有

力的大手把他牢牢握住……冬至后的一场大雪，

既是某些生命结束的前奏，也是新生命开始的序

曲，在离开世界之前，是后悔，亦或是满足，都无法

改变生命的轨迹，当看见身边那些闪着泪光关切

的眼睛时，看到辛苦一生的事业有所成就、后续有

人时，或许也就能感觉到不枉此生了。忽然想起

冰心散文中的名句——“然而我不敢说来生，也不

敢信来生”。

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的年夜饭都有一道菜，就

是一条或两条鲢鱼，煮熟了盛在盆子里摆上桌，这碗

鱼叫看鱼，无论孩子怎样想吃，但大人都不允许动筷

子。两条鲢鱼放一起，寓意“年年有余”。口彩就是通

过词汇和语言的巧妙组合、处理，展现人们美好的愿

望和思想，用现代的观点来说，就是语言表达出的是

满满正能量。谁愿意在美好的日子里遇上“触霉头”

的一番语。讨口彩的事在过年还有很多，比如，将福

字贴在窗户上，有人有意识将“福”字贴倒了，行人高

声说：福倒了，人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何止是这些

呢，窗花中有五只蝙蝠的剪纸，其寓意为：五福临门、

五福捧寿、福禄寿禧等等。过年间，东西被打碎了，人

们并不指责，自圆其说为“打发”或“岁岁平安”。还有

家家户户在腊月做糯米圆子、粉丝圆子，叫团团圆

圆。沿江一带将豆腐放在油锅里炸，炸出来的东西叫

“生富”，不称它为豆腐果子。还有一道菜很特别，就

是豆腐和香菜搅在一起，饭店里叫凉拌菜，家里人在

春节间叫它“和气菜”……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寓一份

未来的希望。

小时候快临近年边，大人都要告诫孩子，“嘴上要

有把门的，别骂人，别说不吉利的话，多说让人高兴的

话，比如事事如意，长命百岁、年年发财等”。其实就是

说好话，对听的人来说也就是讨个好口彩，就算一顽劣

懵懂的少儿，也要说他将来要做大官发大财，过年就为

了图个乐吧。大人们也是如此，比如春节间，大人在一

起吃饭猜拳，其表达绝不是“三、四、五、六”这么简单，

而是三星高照、四季发财、五福临门、六六大顺那样的

祝福语，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就是醉了酒，心里也是如

沐春风。中国人见面要说几句好话，让对方心里十分

的高兴，这叫讨口彩，过去有专门“说好”的人，在人家

办喜事的时候说得众人心花怒放，比如造屋上梁，木匠

会处于高处，一边将糖果、花生、欢团（也就是米花糖）

等抛下来让众人去抢，一边大声说“鲁班师傅来上梁，

华屋坚固万年长”之类行话，称之“说好”。之于添丁娶

儿媳，更有专门的人来“说好”，他们伶牙俐齿、妙口生

花，将未来的日子如画一样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讨口彩是中国文化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是创作

的一个重要法则，且渗透到每个行业中，可以说每个

行业的术语都有弦外之音，人们的创作中，诗中有

画，画中有诗，其旨意的表现都不是一目了然的，而

是让你思考一阵。

好友徐兵是省收藏协会的一位专业书画藏家，

对书画的研究很有功底，他告诉我一件事，在拍买会

上，有一幅画作没有人过问，画的是一棵虬枝远伸的

青松上，有十二只喜鹊。人们习惯于喜鹊登梅，却忽

略了这幅画的弦外之意，青松之松的谐音“送”，而十

二只喜鹊则对应每年有十二个月，每月有一只喜鹊，

也就是月月有喜，与青松呼应则是画之意境——月

月送喜，这是多好的意境。徐兵说，那幅画长久没有

人青睐，他则收在手中，说破之后，多人扼腕。如此

说来，诗画之“彩”，也是在神不在貌。可能其寓意的

破解需要专业的训练，但中国画也正是让人充分的

联想后才“识得庐山真面目”。

现代生活处处好，我们还是说出来吧，“说好”是

一种表达，口彩也是一种享受，有话好好说，更是一

种智慧。

奶奶的元宵
■ 湖南长沙 魏亮

观雪
■ 安徽合肥 方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