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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饺子
□马志丁

商道
□山人

《逸文》由本报编辑部
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

　　冬至，宛如一位古老而神秘的使
者，悄然降临。每至此时，凛冽的寒风
似脱缰的野马，肆意奔腾；洁白的雪花
如轻盈的仙子，翩翩起舞，开始将大地
装点成如梦似幻的银白世界。在这冰
天雪地的时节，我总会不由自主地陷
入对往昔冬至的深深追忆之中。那些
与饺子紧密相连的温暖片段，如同璀
璨星辰，在记忆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小时候，生活清苦，饺子并非日常
饮食的常客，唯有逢年过节，尤其是冬
至才会登场。而若能在冬至吃上一顿
肉饺子，那简直是莫大的幸福，足以让
我们这些孩子欢呼雀跃。
　　冬至前夕，家中便开始紧锣密鼓
地筹备包饺子的各项事宜。父亲会迎
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前往熙熙攘攘
的集市，在人头攒动的肉摊前精心挑
选二斤肥瘦相间的猪肉。回到家，父亲
将肉仔细洗净，置于案板上，操起锋利
的菜刀，“叮叮当当”地剁了起来。那富
有韵律的剁肉声，似一首激昂的交响
曲，在小院中回荡，挑拨着我们早已按
捺不住的味蕾，也仿佛在为即将来临
的节日奏响欢快的序曲。
　　母亲则将白菜细细切碎，用盐腌
制片刻，待水分渗出后，再用力挤干。
随后，将父亲剁碎的肉馅与白菜混合
在一起，加入适量的茴香面儿、大料面
儿，再撒上少许盐，然后便开始全神贯
注地搅拌。母亲的双手在馅料中穿梭
自如，仿佛在进行一场神圣的仪式，不
一会儿，那饺子馅儿便散发出令人垂
涎欲滴的香味，那香味如灵动的精灵，

迫不及待地从厨房中溜出，在小院里
弥漫开来。
　　擀饺子皮是母亲的拿手好戏。她
将和好的面团置于案板上，熟练地揉
成一条长长的、粗细均匀的细条，接着
用刀切成一个个如大枣般大小的小
丁。母亲拿起一个小丁，用手掌轻轻一
压，使其变成扁片状，然后一手捏着扁
片的边缘，一手拿起两头细、中间粗的
小擀面杖，如灵动的舞者在面皮上来
回碾压。她的动作轻盈流畅，很快，一
个边缘薄、中间稍厚的饺子皮便完美
呈现。
　　包饺子于我们而言，既是一项技
术活，也是一场欢乐的家庭聚会。一家
人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饺子皮在各
自手中变幻出不同的模样。我总是努
力模仿大人包饺子的动作，可手中的
饺子却总是奇形怪状，不是馅料漏了
出来，就是形状歪扭得不成样子。然
而，大人们总是温和地看着我，嘴角挂
着一抹宠溺的微笑。
　　冬至吃饺子，还有一个庄重而有
趣的仪式。当饺子包好后，母亲会拿着
高粱秆精心编制成的盖帘，小心翼翼
地托起刚包好的饺子，立在大锅边，静
静等待厨房外面鞭炮声响起。在那声
音响起的瞬间，母亲会迅速将饺子精
准地推进翻滚着的开水锅中，随后拿
起勺子，顺着锅底轻轻来回推几下，防
止饺子粘锅。饺子在锅中翻腾，在滚烫
的热水中完成华丽蜕变。
　　吃饺子，蒜汁是必不可少的“灵魂
伴侣”。我们家有一个蒜臼子，却没有

专门捣蒜的蒜锤。打我记事起，家中便
一直用那根略显笨重的大擀面杖来捣
蒜。别看它模样笨重，捣起蒜来却相当
得劲儿。将几瓣蒜放入蒜臼子中，握住
大擀面杖的一端，高高举起，再用力落
下，一下、两下、三下……蒜瓣在蒜臼
子中迅速被捣碎，变成细腻的蒜泥。不
一会儿，浓郁的蒜香便扑鼻而来。将捣
好的蒜泥挖进碗里，加入适量的凉水，
用筷子轻轻搅拌均匀，再滴入几滴香
油和酱油。香油的醇厚与酱油的鲜美
完美融合，瞬间激活了蒜汁的灵魂。当
热气腾腾的饺子从锅中捞出，放入口
中轻轻一咬，再蘸上这美味的蒜汁，那
独特的冬至味道便如电流一般瞬间通
透全身，从舌尖一直蔓延至心底，让人
陶醉其中、欲罢不能。
　　如今，岁月流转，生活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吃饺子成为再平常不过
的事情，超市里琳琅满目的速冻饺子
让人目不暇接，我们只需购买回家，简
单加工即可。然而，不知为何，总觉得如
今的饺子少了些昔日的韵味与温情。那
亲手剁馅、擀皮、包制的过程，以及一家
人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的场景，都成为
心中珍贵的回忆，在每一个冬至来临之
际，悄然涌上心头，让我深深怀念那些
充满烟火气与爱的旧时光。

　　做干海参其实做的是良心。
  先将鲜海参开膛破肚处理干净，这
道程序要雇工人——— 专业人士操作麻
利。然后是下锅，水里放盐煮开，下锅后
拿大笊篱靠锅周不停地转圈，以免糊
锅。时间到了将海参捞出，放在漏水的
筐里撒盐、煞水。
  第二遍换水，烧开水不加盐。再将
海参下锅重复煮，然后捞出，晒半干。这
样做是为了把上一遍放的盐煮出来。如
此反复几次直至没有盐分，这就是淡干
海参，通常三十多斤鲜海参能出一斤干
海参。买干海参的人一般会用舌头舔
舔，味道是海水原味就对了。
　　那些贪利的人第一遍煮完后要放

很多盐，待好几天后捞出来晒干，怕人
尝出来就再挂糖和胶，再处理一下，这
样的二十斤左右鲜海参就能出一斤干
海参。
　　去商店买海参，如果商家从冰柜往
外拿，说明海参不太干，这么贵的东西
差几克就差好多钱。还有一个原因是品
质上有猫腻——— 制作时加东西了，不放
冰箱搁不住。
　　正经做干海参生意的人都是自然
存放干海参，有顾客订购时，包装前还
要用吹风机再吹干一下，保证给人家的
分量够，不欺骗人。
　　都说无奸不商，意指商人唯利是
图。可查阅资料发现，在古代，“无奸不

商”的“奸”是尖利的“尖”，那时这个成
语的含义也与现在大相径庭。
　　在古代，商人卖粮时，会用一个叫

“斗”的工具盛粮。盛满后，将超出斗面
的那部分抹平，以确保粮食分量的精
确。可有的商人为了招揽更多客人，在
盛粮时会在抹平斗上的粮食后，再给客
人加一点粮食形成一个尖。如果是熟
客，那个尖则会更加饱满。因此，“无尖
不商”的初衷，并不是声讨商人的狡诈，
反而是用来形容商人实惠、会做生意、
有经商头脑。
　　所以啊，做买卖无论大小，诚信为
本、道德为先，有良心的人是永远受人
尊重的。

美丽的家乡
□薛斐

　　我的家乡在青岛西海岸新区，这里
山美海阔，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地方。
　　家乡的大海美，美得壮阔。浩瀚的
大海蓝得像一块巨大的蓝水晶。远远望
去，大海与天空相接的地方成为一条闪
亮的直线。沙滩是金色的，像是铺了一
层金子。赤脚走在上面，柔柔的软软的，
如同走在海绵垫子上。站在沙滩上，能
听到海风吹过海面发出的“呼呼”声。放
眼望去，海面被风吹起层层浪花，就像
朵朵盛开的白莲花，漂亮极了！海面上
空飞翔着成群的海鸥，它们有的在汹涌

的海浪上盘旋；有的冲入海中，眨眼间
就叼起一条小鱼。它们欢快地叫着，好
像在说：“我们飞翔，我们快乐！”
　　家乡的大山美，美得壮丽。大珠山
上满是奇峰怪石，非常壮观。春天，满山
的迎春花和杜鹃花开了，红黄相间，争
奇斗艳。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有的粉红，
有的紫红，还有的火红，在春风中热烈
地盛放着。远远望去，一片片、一簇簇，
像花仙子铺下的艳丽丝绸；近看，则像
一只只可爱的彩蝶，随着暖风轻轻摆动
翅膀。夏天，知了声声，在山谷间回响，

像是在开一场盛大的音乐会。秋天，满
地五彩斑斓的落叶，像是给整座山披上
了缤纷的外衣。红红的柿子像小灯笼一
样挂在树枝上，吸引着鸟儿飞上飞下，
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冬天，大雪纷飞，漫
山遍野像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白色棉被。
石门寺的钟声依旧雄浑凝重，祈祷着家
乡的人们平安、健康。
　　这就是我的家乡，山海辉映、风
景优美。我爱美丽的家乡，我爱祖国
壮丽的山河！

（作者系西海岸新区育才小学学生）

雪花
□周家海

大雪
□刘玮

很想大雪这天，下一场大雪
在安静的夜，听着簌簌的落雪声

落在手心里的雪
就和落在故乡的雪一样了

这是我最欢喜的时刻：
灵魂如此清澈

　　
万千雪花聚在一起，风吹不散
阳光一来，滋养着万亩良田

如同一个个干净的文字
风一吹，飞扬成一首滋养灵魂的诗

　　
忙忙碌碌的人间

一个个不停行走的我
终于风尘仆仆归来
不留痕迹地重合

然后，被灶膛的火苗映红脸庞

孩子们
□赵玉霞

我喜欢这些孩子
在湍急的时光河流里

他们是荡漾的波光 细碎的美好
　　

一张纸 他们赋予它无限的风光
北国的雪飘 南海的波涛

有时 他们也让脆弱的纸充满力量
翻转折叠

我会看到有无数的孩子
在一张白色的折纸上站立 奔跑

　　
一粒种子 他们赋予它永远的葱茏

播种 浇水 等待 歌唱
破土而出的都被赞美
迟迟不动的不被厌弃

我看到有那么多的祝福
被一遍一遍耕耘

　　
我喜欢这些孩子

在喧闹的时候 在安静的时候
他们是静谧的云霞 也是热闹的欢腾
我沉醉于喜欢他们 他们是孩子本身

凌空飞舞
轻轻盈盈

从天空到大地
每一朵迎风绽放的雪花

都有一颗晶莹剔透
圣洁无瑕的心

　　
雪花的一生很长
它甚至会长过

整个漫长的冬季
雪花的一生又很短

假如它落在
温热的手掌心

虽然拍照片和小视频
也能留住雪花的姿影

但都不如
我们用眸子将其定格
永永远远珍藏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