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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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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场离家很近，步行也就几分钟路程。然而再近，去菜场也
得赶早。

因为早，才能听到摊主的叫卖声，顾客的讨价还价声，人们
的谈笑声，声声入耳，人间烟火气在四处蔓延。这种生活的突然

“变化”让人很满足，很踏实。
我像一个资深的游客，背着手，慢悠悠在各个摊位前闲逛，

从头走到尾，生怕错过什么精彩。
最惹眼的是那些瓜们。成熟的老南瓜，有圆形的，椭圆的，

大大小小，个个黄灿灿，是丰收的颜色，看得人心里一阵欢喜。
冬瓜呢，一律大块头，卧佛一样躺着。翡翠绿的身体上镶一层白
粉，像是爱美的姑娘往脸上打的“粉扑”。还有带刺的黄瓜，水灵
灵鲜嫩嫩，整整齐齐、挤挤挨挨码在一起，供顾客自由选择。

各类蔬菜是人们争相购买的“宠儿”，也是菜摊上的畅销
货。碧绿的小青菜，一扎扎捆在一起，嫩得可以掐出水来。大白
菜有的淡黄，有的翠绿，各有各的好，叫人难以抉择。最惹眼的
是菠菜，真真像极了“红嘴绿鹦哥”，根部那一点恰到好处的红
色，宛如美人脸上的胭脂，想必是大自然对菠菜的偏爱吧。

“菠菜要不要？烫火锅可好了。我们家是自己种的，纯天然
不打药水的！”摊主见我在菜摊前流连，主动和我打招呼。盛情
难却，我挑选了两把小青菜，一扎菠菜，装入随身携带的购物袋
里。在这万物凋零的冬天，拎着一袋绿油油的青菜，仿佛把春天
揽入怀里，走路的步子竟莫名轻快，嘴里忍不住哼起歌来。

菜场逛久了，不仅身上沾染了烟火气，骨子里还渗入了些许
艺术感。在我买过几次水葱后，古人说的“指如削葱根”便有了
画面感。而婴孩那白白胖胖，一节一节的手臂，也着实像极了刚
挖出来的嫩莲藕。“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生活与艺术的
完美碰撞，在菜场里，你大可慢慢品味。

再急躁的人，去菜场走一圈，心情也会慢慢放松下来，找回
“松弛感”。这世上有什么事情是必须马上完成的呢？就拿吃饭
来说，即使饥肠辘辘，也得先去菜场买菜吧。我曾见过一个卖豆
腐的女人，将豆腐一块一块从架上夹到瓷盆里，拌上辣椒粉、芝
麻粒等作料，再一块一块装瓶，浇上麻油……动作有条不紊，像
是在制作一件艺术品。空气里浮动着豆制品发酵后微微的臭以
及麻油的奇香，真是蛮好闻的，值得看上大半天。

菜场旁的早餐店里，冒出热腾腾的气。老人们，一贯颇闲，
颤颤巍巍从口袋掏出一小瓶二锅头，拧开盖子，不时抿一小口，
再嘬几根细面，慢镜头一样不疾不徐，生生令站在一旁等位的年
轻人颇为焦灼。这就是生活啊，有什么法子想？

我喜欢逛菜场，不一定非得买什么，也不必做任何“攻略”，
单是随心所欲看看各色食材，听听各种声音，就觉得十分有趣。
自菜市这头到那头，蔬菜的清气，杂糅了鱼虾的腥气，于鼻腔中
彼此纠缠……晨曦笼住这热闹人世，让人忘忧。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各种食材最初的样子，闻到混有泥土味
的气息。一箪食，一瓢饮，人间烟火，世间百态每天都在菜场上
演。

海子说，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依我看，不必等到明
天，去趟菜场，你可能就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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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在时光的深处，它承载着千年的记
忆与沧桑，静静地躺在盐城的水生绿野中。

其实没有明显的界线，或许每个人心中
都有一个西乡。在我眼里，以我身在的这座
城市为原点，东向是浩瀚无垠的滩涂湿地，西
向就是令人魂牵梦萦的西乡。

这个冬天，我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沉浸在
西乡广袤无垠的旷野里，赏长河日落，听北风
呼啸，吟炊烟袅袅。西乡，是地理空间，是心
理表达，是情感寄托；西乡，是日落日出的经
年历月，是时间记忆，是历史叙述。

西乡，并非一个行政意义上的乡镇，它涵
盖了盐都、建湖等地的广袤区域，是一片芦荡
水乡，沟河纵横，湖河水甜清冽，水产丰富，水
稻麦子如绿浪般翻滚。这里，是农耕文明的
摇篮，渔业文化的方舟，是岁月的见证者，是
无数游子心中永恒的牵挂。

我从西乡来，今又回西乡，肃然起敬。在
西乡冬日的旷野里，风摇着她的叶子，叶子落
满她的大地。我沿着蟒蛇河的右岸，驱车前
往西乡，河流之上，河流的右岸和左岸，一半
是风景，一半是乡音。当车子缓缓驶入童年
的土地，一种久违的辽阔和博大，让我听到了
岁月的呼唤，感受到来自灵魂的震颤。西乡的
尽头是夕照大纵湖，是汪洋宽阔的九龙口，这
颗西乡的明珠，静静躺在那里，波光粼粼，诉说
着千年的故事。湖边，一支打莲湘的队伍欢快
地舞动，一个叫淮腔的旋律，瞬间将我带回了
纯真无邪的童年时光。女儿秋秋眼中满是新
奇，她随着旋律欢快地舞蹈，那一刻，我仿佛看
到了西乡的未来，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旷野之上是无尽的天籁，旷野之下是新
旧交织的无穷时光。

漫步在西乡的旷野，我感受到那份久违
的宁静与安详。田野里，万物收藏，树木磊
落，枝丫寂静，新农人们正忙碌着，他们或在
直播出货，或在遥控无人机撒播，忙碌的身
影，质朴的笑容，是西乡的灵魂，更是西乡的
魅力所在。我停下脚步与他们攀谈，从他们
的口中，我听到了西乡的故事，感受到西乡人
的坚韧与不屈。西乡之所以如此美丽，是因
为这里的人们始终坚守着对土地的热爱，对
家园的眷恋。

西乡的美，不仅在它的自然风光，更在它
深厚的文化底蕴。北宋庄，西沙沟，这座隐藏
碧波之中的古村旧镇，粉墙黛瓦，河流交织，
寥廓无尽，仿佛一幅流动的画卷，让人流连忘
返。在这里，我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那个
文人墨客辈出的时代。陈琳、宋曹、郑板桥

……这些历史人物的名字，如同璀璨的星辰，
照亮了西乡的天空。他们的诗篇、他们的故
事，在西乡这片土地上流传了千年，成为西乡
人心中永恒的骄傲。

旷野之下是浓郁的芬芳。走在西乡的小
巷里，我感受到浓郁的市井气息。小巷两旁，
是各种各样的小店，有卖糕点的、有卖玩具
的、有卖农具的……每一家店都充满了烟火
的气息，让人感受到西乡人的热情与淳朴。
走进一家小店，店主是一位年迈的老人，他热
情地介绍着店里的商品，眼神和语气里，流露
着的都是对西乡的骄傲与自豪。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西乡面临着新的
挑战与机遇。一些古老的村落逐渐消失，一
些传统的习俗逐渐被遗忘。但是，西乡人并
没有放弃，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土
地，守护着这份记忆。他们修建了蟒蛇河生
态文化长廊，将西乡的美景与文化串联起来，
让更多的人了解西乡，爱上西乡。乡间文化
礼堂里，孩子们在编排国学诵读节目；幸福小
广场上，老人们的乡村舞林会如火如荼，这一
刻西乡的上空满溢诗意的烟火。

这个冬天的清晨，我和来自四面八方的
亲人们，骑行在草木丛生的便道上。风轻轻
吹过，带来一丝丝寒意，却也让人感到无比的
惬意。我们一路欢声笑语，欣赏着西乡的美
景，感受着西乡的魅力。当抵达大纵湖时，夕
阳已染红了天际。湖面上，晚霞如织，波光粼
粼，仿佛一幅绝美的画卷。我们坐在湖边，品
尝着湖水煮的湖鲜，鲜美的味道，让人忘记了
世间的烦恼。那一刻，湖边的旷野和天空完
美融合，一种宁静的壮阔涤荡心灵，这种绝妙
在少年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当我再次站在西乡的土地上，望着那片
广袤无垠的旷野时，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
动。在这里，我重拾了那份对土地的热爱，对
家园的眷恋；我重拾了那份最初的理想，那份
朴素的情怀和爱。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无论
世界如何变化，西乡始终是我心中的那片净
土，是我永远的心灵归宿。

夜幕降临，西乡逐渐沉寂下来。只有那
偶尔传来的狗吠声和虫鸣声，打破了夜的宁
静。今夜，我入住西乡潘园。站在窗前，望着
那片星空，心中充满了追忆。西乡，这片神奇
的土地，它用它的方式，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传递着生命的力量。

这里是西乡，是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你来与不来，西乡的旷野一直在，在这里等
你。

朋友在老山深处开了个民宿，周末几个
朋友相约过去体验一下别样风情。民宿隐藏
在山林中，周围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木，旁边还
有一片宁静的湖泊，在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
仿佛置身世外桃源。小院不大，却很清幽，院
子里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花草，几条青石板小
路通往各个茶室，显得古色古香、韵味十足。
在这里喝茶聊天，暂时忘却俗事烦恼，悠然享
受岁月静好。

这天恰逢冬至，是北半球白天最短、夜晚
最长的一天。在民宿周围逛了逛，欣赏山野
美景，感受微风轻抚，冬日暖阳照在人身上很
舒服、很惬意。山里太阳落得早，四点半左
右，光线就开始渐渐变弱，到了五点多钟，周
围已经是漆黑一片，很久没有感受这种“伸手
不见五指”的环境了。

俗话说“冬至大如年”。早在三千多年前，
周公就将冬至定为新年之始，有“天子率三公
九卿迎岁”的盛大礼仪。司马迁在《史记·律
书》中写道，“气始于冬至，周而复始”，意味着
冬至开始了新的循环。直到汉武帝采用夏历，
新年才和冬至分开。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里，大家聚在一起放松一下，就当是过年了。

晚餐很丰盛也很讲究，洋溢着满满的节
日仪式感，象征着吉祥顺遂、幸福美满。先是
烧羊肉，有道是“冬至福到，羊肉最俏”，羊肉
味道鲜美，肉质嫩滑，既暖心暖胃又御寒滋
补。一大盘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来了，老话
讲“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还有
人说冬至吃饺子的习俗还和医圣张仲景的

“祛寒娇耳汤”有关。冬至吃汤圆叫“冬至
圆”，糯米揉搓出的汤圆浸泡在热气腾腾的汤
水中，伴随着红糖的香甜，飘散出满室温馨的
气息。老母鸡汤也是必不可少的，据说是冬

至这天喝了鸡汤，一年身体都很棒，热乎乎的
黄油鸡汤喝下去，让人感受到由内而外的温
暖与满足。我们吃撑了却还是难以抵御美食
诱惑，松松裤腰带继续战斗。

酒足饭饱后在小院溜达，仰望天空久违
的繁星点点。城市灯光污染严重，基本看不
到什么星星，也只有在山里才能见到这些星
星在天空争相辉映了。大名鼎鼎的猎户座已
经在东南方升起来了，东方天空的“冬季六边
形”犹如一颗巨大的钻石，西方天空是著名的

“飞马座四边形”。在头顶的天空隐约可见一
团模糊的星云，这就是昴星团，俗称“七姐妹
星”，它是冬至节气的定位星。《尚书·尧典》记
载，“日短星昴，以正仲冬”，说的是日落后看
到昴宿出现在南天正中，就是冬至时节。在
几千年的时间尺度上，昴星团位置明显向东
偏移，到如今日落几个小时后昴星团才到南
天正中，这也说明恒星并不是静止不动的。

民宿后面有条登山的小路，朋友说由此通
往山顶，就是观看日出的绝佳位置。我们听了
很兴奋，相约第二天早上去看日出。清晨的山
里还是很寒冷的，山路也有些滑，好不容易爬
到了山顶，随着天空慢慢放亮，远观层峦叠嶂
笼罩在雾霭之中，近看橙黄枫红赋予老山多彩
面容，呼吸着清新的草木香气，看着太阳在朝
霞的包裹中冉冉升起。这是冬至后的第一缕
阳光，它刺穿了我们的每个细胞，把这来自大
自然的温暖的馈赠无私地传入每个人的心头。

下山回到民宿，看到朋友在院子里修剪
一棵松树。朋友说马上到圣诞节了，要装饰
一下，还要挂上闪烁的彩灯，到时候开个Par-
ty，邀请我们一起参加。我说：“中国的节日多
着呢！你知道昨天冬至是谁的生日吗？”“不
知道啊，谁生日？”“元始天尊！”

傍晚，接女儿放学回家。刚一到家，妻子就告诉我们，班主
任汪老师发微信通知，明天广播操比赛，统一穿黑色皮鞋。我们
把鞋柜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一双黑色鞋子。最后妻子在阳
台拐角的地方，好不容易找到一双她自己多年不穿的黑皮鞋，让
女儿试穿。八九岁的女儿一脸不高兴，鞋子太大了，一甩脚，鞋
子就飞老远。女儿边试鞋，边嘟囔小嘴说，“这怎么穿？一甩腿，
就掉了。”我果断决定，“走，带你去买鞋！”

自从女儿被班主任指定为领操员以来，她整个人的状态焕
然一新。“立正，向右看齐，以中间同学为基准，两边同学呈广播
操队形散开……”清脆响亮的口号，笔直划一的标准动作，她那
份骄傲，那份发自内心的快乐，也感染到了我。

那年，我们学校举办运动会，我报名了800米中长跑项目。
老师要求每位参赛同学，统一买一套蓝色带白色条杠的运动衣、
一双白色运动鞋。我回家后，吞吞吐吐好几次，在确认母亲情绪
还不错的时候，把学校让买运动衣鞋子的事情告诉了母亲，一向
贫穷拮据的母亲毫不犹豫地就回绝了我。那天比赛时，别的同
学都穿着崭新的运动衣、白色运动鞋，唯独我一个人，还穿着平
时上学的衣服，不知道捡谁的旧裤子，屁股后面补了一块大大的
补丁，上衣也记不得穿的什么。比赛的时间很快就到了，我低着
头，脸火辣辣的，整个赛场好像就我一个人比较另类。自卑、羞
耻、挫败，还没有比赛我就已经输了。比赛开始的时候，一声哨
响，别的同学全力以赴参加比赛，而在我的心里，屁股后面那块
大大的补丁一直在我的心里萦绕，怎么也抹不去，跑了两圈，我
偷偷瞄向操场外，看到操场四周围观了很多的师生，看见大家指
指点点，总感觉他们都在嘲笑我。没有跑完全程，中途我就放弃
了，悄悄消失在人群里，躲在没有人的角落偷偷抹眼泪……

女儿比赛那天，她穿着新买的又黑又亮的新皮鞋，神采飞
扬。欣闻女儿的班级在全年级12个班的评比中，荣获前三名，我
的心里一下子涌出一股浓浓的暖流，好像不是他们获奖，而是当
年的我终于走出了自卑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