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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风和
时间。”

这句话很动人，像一句诗，有
留白，有想象。

此刻，我站在金堂龚家山上，
风吹过肉林，横七竖八的竹竿上，
那些腊肉、腊排、腊猪头、香肠、风
鸡、风鸭、风鹅，甚至还有一串串
绳子捆绑的鸡爪，构成庞大阵势，
是不折不扣的腊味森林。它们被
盐仔细腌过，被手用力揉搓过，被
多种香料灌注过，还有的被柏枝
和柴草熏过，接下来，它们会被时
间加持，被风的舌头反复舔舐，被
阳光的手指一次次温柔抚摸。

汉字极美，而且每个字都是
意义的宫殿。且说这个“腊”字，
作为一个多音字，当它读作 là
时，繁体字写法为臘，指的是阴历
十二月，本义是岁终时合祭众神
的祭祀，后来被简化成了“腊”。
其实古代早有“腊”（读音xī）字，
是指干肉，柳宗元在《捕蛇者说》
里提到，“然得而腊之以为饵”。
因此，腊（là）肉（腊月腌制的肉）
与腊（xī）肉（一般意义的干肉），
并不是同一种事物。不过，普通
老百姓是不管这些的，反正都是
指向好吃和美味，至于它们的能
指与所指，就留给学者去研究吧。

腊 味 的 隽 永 ，需 要 风 的 成
全。冬天总是干冷干冷的，凛冽
的风一日日吹刮，吹透肉食的纹
路肌理，吹去它们的腥膻气，去伪
存真，去芜杂存菁华，渐入佳境，
从而萃取出精华之香。就像经历
发酵的老茶和长年储存的老酒，
滋味更醇和、端正，余味悠长。

小时候，每年冬至过后，照例
是农村宰杀年猪的时候，我记得
父母总是卖掉半边，换些钱贴补
家用，剩余的猪肉、猪下水抬回
家，父母要忙活好几天，熏腊肉、
装香肠、抹酱肉。熏腊肉是件大
事，猪肉先切成一条条，抹上盐，
使劲挼，吹两三天后，用砖搭起一
个简易熏炉，再用甘蔗皮、花生
壳、玉米芯、柏枝慢慢熏烤，直烤
得红澄澄、黄酥酥的。装香肠全
靠人工，削下竹筒便是灌装器，洗
肠衣、剁肉、拌馅儿、灌装，父母合
力也要忙上大半天。拌香肠馅
时，整个院子里都飘荡着白酒的
香气，父亲说加些酒才好吃，并且

香肠不坏。香肠做好，还要经过
漫长的晾晒，干透了才取下，移入
厨房。有一年腊月底，寒风刺骨，
晚上全家人早早就歇息了。不知
为什么，那晚全家人都睡得特别
沉，连老黄狗也没有吠叫一声，不
承想，天亮起来傻眼了，厨房灶台
顶上悬挂的腊肉香肠被偷走了！
面对空荡荡的厨房，我们差点嚎
啕大哭。所幸没被偷完，烟熏猪
脑壳还在，还有两小条细绺的腊
肉。也许，撬杆儿（小偷）最终良
心发现，至少给我家留下一个年
三十祭祀祖先的猪头。

那年春节，我们就只好省着
吃。父亲变换着花样炒俏荤菜，
切几片腊肉，用花菜炒，或用青蒜
苗炒，他还无师自通，用折耳根、
青红椒一起炒，还真是人间美
味。话说回来，有时候食材的匮
乏，反而会激发出厨艺的创新。
年三十，一堆洗净的囫囵的胡萝
卜、切成大块的白萝卜、带帮的青
菜叶，和烟熏猪脑壳一起煮好，捞
出，盛在脸盆里，端到堂屋，点燃
香烛纸钱，开始祭祀。我也跟在
父母后面，跪在红字写的神位前，
作揖磕头。次日初一，父亲从地
里拔几根新鲜大葱，洗净，斜切成
片，加红油辣椒、花椒面、白砂糖，
再洒几滴醋，与切成薄片的烟熏
猪脸一起拌匀，滋味香醇，独特美
妙。这件事，我以为早在生命中
忘却，但是四十年后，在龚家山
上，突然清晰地浮现眼前。人到
中年，多少重要的事仿佛都统统
忘却了，但其实它们一直沉睡在
记忆的深潭，偶然间一拉引线，它
们就如萤火虫一般，在心头闪烁
明灭。

凉拌烟熏猪脸的美味，我永
远记得。与此相勾连的，是曾经
的匮乏、困窘，以及纯粹的快乐，
比如，村头核桃树下爆米花时

“砰”的一声巨响，集市上买回的
一捆甘蔗竖立在墙旮旯，年二十
九我妈炒塌锅胡豆、炕南瓜籽的
香气，灶房间煮粽子时蒸腾的水
汽，还有那只用于粘贴春联、门神
的浆糊碗……彼时的年味那么浓
厚，大家都把过年当作郑重的事
情，因为有仪式感，并且年复一
年，成为人世无常里的一种有常，
带给人稳妥，仿佛人生之舟的压

舱石。时至今日，当空气中传来
腊味之香，人就耸耸鼻子叹一声，
哟，做腊味了，一年又到底了。熟
悉的味道稳定了生活的秩序，继
而稳定了内心。

腊味，是年复一年的返场美
食。现而今，虽然很多人对肉食
的兴趣未必真的那么大，但是储
备些腊味仍是家家户户必不可
少的。有腊味，才有过年的氛围
感。腊肉煮熟，切成薄片，油亮
诱人，趁热食用，享受它的肥腴
丰美。腊排煮好之后，劈成一根
根，直接抓在手里啃，满嘴满手
的油，真叫过瘾。至于风鸡风鸭
风鹅，蒸好之后斩成块，端上桌
来，浓醇之香直钻肺腑肝肠，咸
甜适口，紧实弹牙，柔韧浓香，于
下酒最相宜。撕扯着，咀嚼着，
品味着它们被锁在肉里骨头里
的风的味道、阳光的气息，那一
刻，潜藏在记忆里的年味又回来
了。那也许是潜藏在遗传基因
里的分子，穿越几千年的尘烟，
从遥远的古代丝丝缕缕飘来。
感谢聪明的华夏先民，发明了这
种保存肉食的最佳方法，不仅不
变质，还让肉味得以涅槃，更上
层楼。换句话说，腊味较之新鲜
食材，二者之间的距离，隔着一
整个冬天的风和阳光。

当下物资的极大丰盛，城里
乡下，应该再没有偷腊肉香肠的
撬杆儿了吧？生活忽然换了模
样。大伙儿议论着腌制食品不能
多吃，亚硝酸盐超标，钠也超标，
可是谁又能拒绝香肠、酱肝、风
鸡、烟熏猪舌飘荡的醇厚香气
呢？如此勾魂摄魄！

深冬的龚家山上，橄榄树披
覆着灰绿叶片，坚硬，闪着蜡质的
光芒。樱桃树却已蹦出紫色花
蕾，密密缀于枝条。台坝上，长短
竹竿林立，大大小小，各色腊味在
山风里列阵。旁边作坊里，有人
忙着抽真空、发快递，有人在紧赶
慢赶地制作新一批腊味，挼盐，晾
干，烟熏火烤。风中飘荡着白酒、
醪糟、八角、桂皮、花椒的香味，甜
面酱味，还有刚砍下的柏树枝丫
味。一只皮色光亮的黑狗趴在地
上，懒洋洋的不想走开，它大概缱
绻于这样的气味吧。忽然想起汪
曾祺的一句话：“人间送小温”。

风凛腊味香
□杨庆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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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几天，不慎感冒了，流鼻涕
打喷嚏，还整天整夜咳嗽不止。无
奈，一返家立马去医院诊治。

挂号，说该去二楼内科。我踏
上门诊大厅内的楼梯式自动手扶电
梯。正埋头看手机，猛然间，前面倒
下一人撞了我一个趔趄，条件反射
猛伸右手紧抓扶手，身体承受不住
重撞，手掌在扶手上向下划过，虎口
一阵刺痛。但我不能放手，原因是
发现倒在我胸前的是一老妇人，她
也是被前面一老汉撞倒的。我也不
能躲，否则老妇和老汉势必顺电梯
往下摔个四仰八叉。我右腿下移一
格电梯，手肩并用顶住老妇人。前
面有人发现状况，连忙拉起后仰倒
在老妇身上的老汉，压力骤减，我也
推老妇站稳……

上得二楼，老妇拉着我连声道
谢，说老汉是她丈夫，患有脑梗，行
路不稳。今幸有我顶力支撑，否则
后果难料。我呲牙咧嘴甩甩生疼的
右手，才发觉食指指腹被电梯扶手
擦破了一块皮，鲜血正浸出来。有
护士迅速拿碘伏给我伤口消毒，并
贴上创口贴。周围瞧见事情经过的
人们都向我递过来赞许的目光。

瞧完病回家路上，回想到医院
发生的一幕，虽手指有些疼，但却因
做了善举而心生愉悦。不由忆起年
少住校念高中时回家取生活费的某
个周日傍晚，母亲怕耽误了我去学
校上晚自习，便早早做了晚饭。正
吃饭时，邻居一家突然喧嚣起来，母
亲皱眉出门，不多时又急急转回来，
说邻家男人患了急病，他家贫困，没
交通工具，也缺治病的钱。反正你
要返校，就用你的自行车顺道带他
去县医院诊治吧。我反对，说邻家
男人常为一些蝇头小利为难缺壮劳
力的我家，两家关系紧张，何必帮
他。可母亲说，你读书难道不识
理？哪能见人有难而不帮？我拗不
过母亲，只好带邻家男人去了医院，
并拿母亲交给的钱帮他垫付了医药
费，让他得到了及时救治。从那以
后，每每周末回家，母亲都要向我夸
邻家男人，说他不仅不再为难我家，
还时常帮我家干一些重活。我知

道，这是邻家男人感念母亲的好，两
家的隔阂由此消融。

回到小区，走进单元楼道正准
备进电梯，住一楼面孔熟悉却并不
知名的老太太拦住我说，这么多天
不见你，快来看看这里有没有你的
东西哦。她拉我进她家，拿过几个
纸盒打开，其中一个竟有些像我网
购挂钟的包装，里面有钟摆和上墙
钢钉等附件。想起数天前网购过挂
钟，拆开正准备安装上墙，却因友人
来电邀约外出，只好停了手中活计，
出门时顺手提上挂钟外包装纸盒，
到底楼放到老太太家门边。我连忙
返身岀门乘电梯上十楼回家，一查
验，果然发现网购的挂钟缺少钟摆
和钢钉等附件，原来是我自己当时
没留意纸盒底部贴有附件，连纸盒
当废品扔了。

刚搬进这个新小区时，我总把各
类生活废品一股脑儿扔进单元门口
的垃圾桶。不久，见住在底楼的一位
老太太常在小区内的几个垃圾桶里
翻找纸箱纸盒和矿泉水瓶等废品
卖。垃圾桶有半人多高，老太太身材
瘦小，她只好搬个小凳子，拿一个铁
钩在里面翻找，很是费劲。我喜欢网
购生活用品，自然有不少纸箱纸盒丟
弃，发现老太太的举动后，我便养成
了一个习惯，把废品分类，下楼时敲
开她家房门，把她需要的废品交给
她。后来，干脆不再敲门，直接把废
品放在她家门边。本单元楼有十多
层，住着近三十户人家，也不知道是
受了我的影响呢还是大家的自觉，相
当部分住户也像我这样做着，让老太
太省了许多事。老太太默默感受着
大家的善意，也尽力回馈着大伙。比
如今天，她就始终存放着在本单元门
口的垃圾桶或大家放在她家门口的
废品里发现的各类有用物品……我
再次下楼取挂钟附件，并向老太太致
谢。老太太却说，大伙有心照顾我老
婆子那么多，我顺手给大家做一些事
也是应该的。

今天出门，我在医院的举动感
动了别人；回家，底楼老太太的“顺
手”又慰藉着我。生活，不就应该多
一些这样“顺手”的温暖么！

一场雨雾
蕴含了花蕊
轻吮的青藤老了
盘虬于孕育生命的土壤
艳羡那些不同羁绊
褪尽晕红的愁

阳光踩点
春色已融入心田
屏息白夜静谧
莺花在争艳吐芳
阒黑聆听风语
露出了绿肥红瘦的轻

日升月落
遮住初始的语言
踮起脚尖为欲望减负
沉入梦境的虚妄
吞噬一盏花灯
颤摇着在风中呢喃

收回魂魄
停格劫尘的画面
触碰到搅扰的嫩芽
春水淹没了喘息声
潮汐牵缠着曾经的过往
倒下湿润的影子

自如切换
在柔软的时候爱屋及乌
小心翼翼地蠕动着
汲取细微筋脉
云雨，似花朵一样温柔
锤打一个黄昏时醒来的过客

忧思缠绕
窄衣罩上轻纱
柔弱在夜空中垂眸
瞅着面纱遮蔽
求上天赏赐一个永恒的彩虹
美梦与臆想一样干净

苑
艺艺

生活，
就该多一些“顺手”的温暖

□肖波

永恒的彩虹
□余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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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年夜一过，大年跟着就到了
家门口，而且今年还是最大的大
年。没错，十二属相中，有谁比“龙”
还大呢？

小时候，常听妈妈说，龙大，家
也大；家大，门也大。咱老家是个沿
河古镇，方圆几十里，都是龙之门。
这不是妈妈瞎掰，是祖祖辈辈传下
来的，镇上人都知道。

妈妈给我讲：从前，镇上有对孤
儿寡母，母慈儿孝。母亲体弱多病，
全靠儿子割草养家奉母。一天，儿
子又去山中割草，突然，眼前一片嫩
绿，是从未见过的葱茏小草，不多不
少，刚好割满一背篼。第二天，这里
的草又茂盛得和昨天一模一样，他
高兴疯了。不多日，母亲的病渐渐
好转，家里的日子也渐渐有了起色。

可没有不透风的墙，镇上财主
家的恶少发现了他的秘密，恃强抢
割了他的草。无奈之下，他挥刀斩
断了草根，意外发现草根下有一颗
光彩夺目的珠子。他把珠子悄悄带
回家，偷偷埋在米坛子中所剩不多
的米底下，第二天，坛子里长满了
米。他把珠子放进钱袋，钱袋也满了
钱。娘儿俩好不欢喜，忙着把余粮余
钱分给镇上的穷人。那恶少知道了，
就带人到他家搜抢宝珠，情急之下，
儿子把宝珠藏在嘴里，只听“咕噜”一
声，不慎滑入腹中。

恶少两手空空，悻悻地走了。
儿子却口渴得要命，不歇气地找娘
要水喝。他喝光了水缸，喝枯了水
井，化成了一条可爱的小鲤鱼。接
着又喝干了小溪，喝小了大河，纵身
跃入河中，化作一条龙。母亲见状
大惊失色，儿子道：“娘亲别怕，为报
娘的养育之恩，二郎神已把儿点化
成了巨龙，专施风雨雷电，保佑娘和
乡亲们风调雨顺，丰衣足食。”娘方
神清气定，喜笑颜开。转眼间，儿子
已游到河心，当娘的又惊了：“我儿
去哪？”儿道：“儿既成龙，当归大海，
娘莫怪儿不孝远行，儿若今生不能
为娘尽孝送终，来生还要当娘的亲
儿，再报娘恩。”旋即顺流而下，慢慢
远去。娘悲痛欲绝，不停竭力哭喊：

“龙儿回来——”“龙儿回来——”
“龙儿——回来——”……

娘喊一声，龙儿马上抬头回望
娘一眼，江边立即冒出一个滩涂；
娘再喊一声，龙儿再抬头回望娘一

眼，江边再冒出一个滩涂；娘的声
音越传越远，滩涂也越冒越远，从
古镇到川江，再到扬子江，最后到
大海口……

后来，有位高僧云游到古镇，听
说这事，仔细端详了峡谷的山水走
势后，就把峡谷叫龙门峡，镇守峡口
的山叫龙门山，山下的庙子叫龙王
庙，山上的庙子叫龙门寺，河水转弯
回旋处叫龙门沱，古河道形成的小
平原叫龙门坝，左岸的河弯叫龙门
码头，古镇就叫龙门镇。他还沿途
一一数到了长江入海口，总共有24
个滩涂，取名“二十四个望娘滩”。
千百年至今，广为流传。

这就是妈妈讲的老家龙门古镇
的民间传说，儿时，我百分百信以为
真，幻想自己哪天也捡颗宝珠吞进
肚里，变成鲤鱼，再一跃成龙。长大
后，我走的地方多了，见识广了，知
道了在龙门古镇之外，在省内甚至
省外很多有江河的地方，也有龙门，
也有类似的民间传说，细节不完全
一样，惩恶扬善的宗旨是完全一致
的。但我还是以妈妈讲的故事为正
宗，认为生我养我的家乡才是真正
的龙之门。

家乡不但有龙门，在古镇周边，
在大河两岸还有小龙门，还有小龙
乡、二龙乡、会龙乡、龙桥乡、龙岭
乡、龙泉乡、龙池乡、龙桂乡、龙凤
乡、鱼龙乡、飞龙场、蟠龙场等众多龙
的所在和龙的传说。老家人端午节
要划龙船、赛龙舟，过年要写龙、画
龙、舞龙、耍龙，还要扎龙灯。有金
龙、银龙、苍龙、火龙、水龙，还有板凳
龙、竹子龙，连蚯蚓都叫地龙……
实实的龙图腾，诚诚的龙崇拜，十足
的龙文化。

其实，不光是咱老家人因龙门
引以为豪，龙也是咱中华民族的特
征标致，我们都是龙的传人。公元
2000 年，人类跨入新世纪，迎来新
千年，也是华夏民族跨世纪，新千年
的第一个龙年。国家邮政局专门发
行了一套五张《小鲤鱼跳龙门》特种
邮票，特地在盛夏八月，在咱老家龙
门古镇龙王庙的龙王爷面前，面对
滔滔洪水，隆重举行了邮票首发仪
式，在龙腾鱼跃，国泰民康的欢乐气
氛中，正式对龙门古镇与“小鲤鱼跳
龙门”这一经典民间传说的渊源，进
行了“官宣”。

春节小景 子恺 绘

龙门镇的龙门阵
□二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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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兔献瑞归，巨龙携福到”。岁岁守岁，中
国当代知名大写意花鸟画家蔡寅坤的作品具有

“重、拙、大、豪”独特画风。新春画生肖是他每
年的习惯。此次蔡寅坤画的青龙，与众不同。

“滚滚长江浪，汤汤黄河水”。人们常常想
象龙在天空中飞翔，翻江倒海，气势磅礴。在
作品中，蔡寅坤吸收了各种绘画技巧，更将书
法技艺融入绘画之中。他将草书的笔势与气
韵巧妙地与画龙技艺相结合，这种独特的艺术
手法为他的作品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他笔下
的龙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让人感叹。笔老墨
精，蔡寅坤画龙一气呵成，他的画作充满了力
量和生命力。

古人云：画龙者，得神气之道也。在画布
上，蔡寅坤将龙描绘得栩栩如生。他的画作如
同一条蜿蜒曲折的江河，有时隐藏在深渊之中，
有时腾云驾雾于天际，有时屈曲矫健，有时展翅
自由飞翔。站在远处，仿佛能听到龙的悠长吟
唱，让人情不自禁地捻断长须；走近观看，更能
感受到龙的气息吐纳，仿佛要将“栏杆拍遍”。
蔡寅坤画龙，龙首昂跃，犹如口中衔着明灯，光
芒四溢；他笔下的龙，点睛之处充满威严，如同
初升的日光，耀眼夺目。

“我不追求与真实事物的相似，但我追求
表达出它们的神韵。”这是蔡寅坤艺术创作的
原则，他用心去感受龙的每一个细节，用笔去
描绘出它的精神。他的画作不仅仅是艺术，
更是他对龙的情感和敬仰的体现。色不碍
墨，他大胆使用颜色，使画面更加生动和富有
诗意。他用色彩来表达龙的美丽和力量。“在
变化的大自然中，我既不感到欢喜也不感到
恐惧。”这是蔡寅坤对生活的态度。他用自己
的艺术服务于时代，表达出对生活的热爱和
对艺术的追求。

蔡寅坤每一幅倾心之作都是他天赋异禀与刻
苦努力的结果。2024龙年，龙在四海中翻腾，与日
月争相辉映，寓意着新生、希望和勇气。蔡寅坤为
龙创作了生动的形象，也是为观者祝福：甲辰龙
年，龙在九天之上长啸，福星高照，万事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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