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信群里卖红薯

阅读是人类最自然的习惯，是最快、最有效地去获取经验、锻炼思维和了

解世界的途径。在书中，每一段文字背后，都藏匿着一片天地。阅读过程中的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候：发现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想要分享，品读一段精美的文

字内心有了共鸣、从书里得到某种启发想要传达给其他人……这是一个属于

读者的版面，只要你爱好阅读，只要你想要表达，就有机会让你发声，与更多的

人分享你对所读书籍的看法。投稿请发送至zjwbd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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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古诗词里的“腊八”

买书趣事

美文赏析

□张素燕

前段时间“光明书香节”在广
场举行时，同事李哥说：“广场上卖
书呢，听说挺便宜的，还从来没怎
么给孩子买过书，明天去看看。”王
姐深有同感地说：“可不是呢，我家
孩子除了学习资料外，我还从来没
有给他买过课外书。赶明儿，我也
去看看。”在一旁的李姐附和道：

“咱们也都不是那样爱看书的人，
怎么想起来给孩子买书呢。不像
我们张大作家，一天天地手不离
书，爱书如命，我想我们张大作家
家中的书肯定不少吧！”我笑着答
道，李姐说的是呢，我家还真不缺
书。欢迎去我家借书看哟！

说来也是，我家还真的不缺
书，买书已经成为了我的一种习
惯，甚至可以说是嗜好。一有空余
时间就点开当当网，搜寻自己喜欢
的书，不管价钱贵否，当即买下，如
果赶上搞活动的书更是搜集一大
堆，像是不要钱似的，全部运回
家。以至于当当网送书的快递员
因为经常给我送书，都已经跟我

“混”成好朋友了，她冲我打趣道：
“在我负责的区域里，没有人买书
能比得上你。买书之多，买书之频
繁，非你莫属。当当网是你家开的
吧，怎么跟不要钱似的，一个劲往
家里搬?你家都能开成图书馆了
吧?看那么多书你累不累呀！”我笑
着回答说：“只要你不嫌送书累就
行，我会大力支持你的工作。”说完
耸耸肩做一个调皮的动作。

其实我也不光从网上买书，书
店也是我向往的地方。到了书店，
我的脚步便再无法挪开半步。看
着这书也想要，那书也想买，最后
走时，肯定要抱上几本书回家。为
此，我跟书店老板也成了好朋友，
一有新书上市，她便热情地给我打
电话，邀请我去书店坐坐。我每次
有邀必到，也结识了一些书友们，
大家围坐在一起，读书品茗，尽享
书中乐趣。

不光在书店买书，就是在街上
碰见了那种摆摊卖书的，我也会驻
足停留。一次路上，碰见一个摆摊
卖书的老大爷，卖的都是一些旧
书，但是其中也不乏一些名人作
品，我二话不说，抱起一大摞书就
买下，老大爷感动地非要请我吃
饭，他说，他在这儿摆摊半个多月
了，今天还是头一次开张，而且还
一下子卖了这么多书，必须要感谢
我。

买了这么多书，家里都放不下
了，为此，我特意做了几个大书架，
每个书架的书都摆得满满的。面
对到处散发书香味的书架，我心里
有一种幸福的感动，随手抽一本
书，坐于阳台上，沐浴着暖暖的阳
光，尽享书香之悦。

这么多书当然看不完，但有了
书的陪伴，我觉得内心很宁静，很
踏实，虽然我只是一个工薪阶层，
经济并不宽裕，但是只要看到书架
上满满的书，我就会觉得自己是一
个很富有的人。

□杨金坤

不知不觉间，时令已进
入腊月，腊八节就要到了。

古人意，岁终之月称
“腊”，“腊”为“接”，寓有新
旧交替的意思，因此，杜甫
有《腊日》诗:“腊日常年暖
尚遥，今年腊日冻全消。侵
凌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
柳条。纵酒欲谋良夜醉，还
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药
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

“腊”还代表一种祭礼，
古人将田猎获取的禽兽祭
祖祭神，有“岁十二月，合聚
万物而索飨之”“民无不醉
者如狂”“逐疫迎春”之记
载。到了南北朝，人们将腊
月初八定为“腊八节”，借此
腊日来避灾迎祥。

在新旧交替、民众会饮
之际，许多文人墨客更是诗
兴大发，为我们留下许多咏
颂腊八节的名篇佳作。今
天，我们不妨从脍炙人口的

古诗词里，寻找古时腊八节
的韵味。

北齐诗人魏收在寒冬
与众人共祭诸神时有感而
发，写下《腊节》一诗:“凝寒
迫清祀，有酒宴嘉平;宿心
何所道，藉此慰中情”。短
短20字，写出了寒凝大地，
数九隆冬时节，人们摆肉酒
以祭祀百神、感谢百神的福
佑，抒发心中的敬神之情。

晋朝的裴秀则感觉诗
词过短不足以表现宽宏的
场景，他写下了“日躔星记，
大吕司晨……与民优游，享
受万年”的 200字 40句诗
词，我们不仅看到了古代腊
祭时，祭祀百神，向百神报
告“年丰物阜”的宏大场景，
甚至连腊祭的地点、参加祭
祀的人员、筵宴状况及天气
情况也作了详细的描写。

那么，腊八节里古人怎
么熬制腊八粥呢?清朝的李
福在《腊八粥》写道:“腊月
八日粥，传自梵王国。七宝

美调和，五味香糁入。用以
供伊蒲，籍之作功德……”
该诗详尽地告诉了我们腊
八粥的起源和制作方法。

看，民间、宫廷好一个
粥香袅袅、鼓乐声声的腊八
盛典。在腊八节这天，不仅
民间百姓以熬粥、喝粥为
乐，就连皇帝老儿也乐在其
中。道光皇帝曾作诗《腊八
粥》，诗曰:“一阳初夏中大吕，
谷粟为粥和豆煮。应时献佛
矢心虔，默祝金光济众普。盈
几馨香细细浮，堆盘果蔬纷纷
聚”。品读诗句，不难想象当
年皇家施散腊八粥时，人涌
如潮的热闹场面。

当然，诗人也有拍马之
作，如清朝夏仁虎曾写“腊
八家家煮粥多，大臣特派到
雍和。对慈亦是当今佛，进
奉熬成第二锅”。腊八日，
民间家家户户都要煮食腊
八粥，王公大臣们都要到雍
和宫参与敬佛仪式。而朝
廷亦是当今的佛，雍和宫第

一锅的粥要先奉佛，第二锅
便是赏给王公大臣们品尝
食用。

其实，在腊八节的古诗
词中，我还是最喜欢陆游的
《十二月八日步至西村》:
“腊月风和意已春，时因散
策过吾邻。草烟漠漠柴门
里，牛迹重重野水滨。多病
所须惟药物，差科未动是闲
人。今朝佛粥交相馈，更觉
江村节物新”。此诗描写的
是诗人十二月八日步至西
村时所见到的腊八节情
景。从诗里可以看出，虽是
隆冬腊月季节，但已露出春
的景象。柴门里草烟漠漠，
野水边牛迹重重。腊日里
人们互赠、食用腊八粥。你
尽可想象，柴门里的炊烟，
水边的牛脚印，人们互赠腊
八粥的节日气氛了。

在古诗词的韵味中，腊
八节就这样濡满粥香，向你
我的心之深处，弥漫、弥漫、
弥漫……

□武华民

我喜欢吃红薯。周末，
去附近的农贸市场买红薯
时，认识了卖红薯的梁小
红。小梁拿出手机说，加个
微信，以后需要红薯、粉条
时留个言就行。

晚上做红薯稀饭，煮了
刚买回的红薯。红薯白芯，
软面甜，就连汤也甜甜的。
晚上约八点多，小梁把我拉
进了她的“红薯粉条群”。
一看群员，竟有350多人。

小梁在群里，经常转发
他们家做红薯粉条、晒红薯
片的视频。她还开设了自
己的抖音账号，发送自己制
作红薯粉条、磨红薯面、玉
米面的小视频。她把不同
品种的红薯切开，蒸熟后热
气腾腾、五颜六色的，着实
秀色可餐。经常有人在微
信群留言，要红薯、粉条、玉
米面、红薯面。我对小梁和
这种卖红薯的方式感到好

奇。
吸引我的是，她在每条

图片或视频上面的签名，有
许多励志且有些文采的
话。比如——“走过这段最
狭窄的时光，那些你吃过的
苦，熬过的夜，都会铺成一
条宽阔的路，带你走到花儿
芬芳的地方。”

梁小红夫妇是郊县农
民。十多年前，他们结婚
时，婆家给他们结婚最好的
礼物，是一个带架子的菜板
和6块本地产的土布床单，
其他一无所有，新房还是借
住在邻居叔叔家。他们那
个乡是贫困乡，但他们家还
没被列入贫困户。清苦的
生活，让这对年青人决心依
靠自己的力量勤劳致富。
小梁经常到村里开办的扶
贫知识讲座听课，学到了种
植优质红薯的知识。她和
爱人种植了四十多亩地，生
产了七、八种红薯，还有花
生等其他作物。储存红薯

时才发现，保存技术不过
关，坏的很多。她又多次跑
到外地，学习先进的红薯窖
藏技术。她在自家地头，挖
了五个大坑，一个坑就能长
期储存3万斤红薯。

那年霜降后，急着抢收
红薯，找不到人帮忙。三个
多月身孕的小梁，在地里挖
红薯、装车，手冻得裂了好
多口。晚上，她还要把红薯
筐装，用绳子系下地窖，忙
完躺床上，胳膊和腿涨痛得
睡不着觉。意想不到的灾
难还是来了，因为做重体力
活，经常搬运红薯，怀孕近
五个月时孩子被压成畸形，
无奈只得在县医院引产。
她和老公好久才走出悲伤。

她在周边三个小区的
农贸市场租有摊位，定点定
时出售自己家的产品，在微
信群告知自己的行踪。小
梁人实在，卖的红薯口感
好，红薯粉条没有掺假，各
种粉面货真价不高，卖完再

送对方一点。他们每年要
往城里销售200多吨的农
产品。网友经常在微信群
里给她发送信息，约好时间
取货。而她的小摊，一上午
就能卖出400斤红薯，经常
断货。有的网友等不及，经
常开车跑到她家取货。许
多老客户，几天见不到她，
就发信息询问。

稍有了点积蓄，他们又
借点钱，盖起了三间平房。
漫长的岁月里，他们靠着勤
劳的双手，一点点地还清了
八万元盖房借款，手里还有
了点积蓄。爱美的小梁，在
她家的院子里，种了许多
花，她家客厅里，也有几十
小盆的鲜花。

目前，小梁暂时借住在
市区的亲戚家，她把两个女
儿接到市区来上学。将来，
他们想将在市区买套房子，
给孩子好的教育。

勤劳，让小梁未来的路
鲜亮如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