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事] 3 星期五
2019 238 月年 日

ZHANGJIAJIE DAILY

古风新韵

平凡人生

本版责编/郭红艳 版式/胡云 校对/龚艳

E-mail:272273702@qq.com

生活影册

以前在乡下，做饭烧茶取暖等都
得靠烧柴火。我小时候，虽然年纪不
大，却是一把搞柴火的好手。有了柴
火，家里就有了烟火、温暖和希望。

三岁的时候，父亲得了重病。母
亲在照顾父亲的同时，全家的生产生
活 还 得 一 把 抓 ， 特 别 是 生 产 队 抢 工
分 、 驶 牛 打 耙 、 插 秧 割 谷 等 农 忙 季
节，更是没日没夜为家操劳。稍有空
闲，母亲就拿上弯刀，肩上扛着扁担
匆匆上山了。常常等到天黑，才看到
瘦弱的母亲挑着一担柴火颤巍巍地出
现在村口。

那时家里的灶是用土砖砌的，有
米 把 高 ， 上 面 并 排 安 放 着 两 口 大 铁
锅，前面是两个灶门，灶门上方是一
柱四方形的烟囱，一直通向屋顶外。
这种土灶做的饭菜香喷喷的，特别好
吃，就是用柴量大。母亲打一次柴除
做饭菜外，每天还要煮一大锅猪食，
晚上还要热洗澡水，最多能烧一两天
就又要上山去砍。

村里那时有劳力人口多的家庭，
他们打的柴在家里码成了墙，有的几
年都烧不完。我们家的柴火常常是一
天接不到一天。听母亲说，特别是到
了冬天，烧柴火的量就陡增。父亲体
虚怕冷，需要烤火取暖。每每这时，
母亲就会顶着严寒，背个背篓去砍棒
子柴、挖蔸脑壳，这些柴放在火坑里
经烧些。时间充足的话，母亲会连续
上山打几天柴，以保证我们全家度过
温暖的冬天。

等我长到六七岁，就开始慢慢学
打柴火了。最初是学耙枞毛儿，这个
最简单。家乡枞树多，几湾几岭，漫
山遍野的。枞毛儿掉在地上，晒得干
干 的 ， 金 黄 黄 的 一 片 。 枞 毛 儿 最 好
烧，一点就燃，火也大，耙起来也相
对轻松，是我们小孩子的最爱。

母亲给我一个背篓，再给一把木
耙子，就这样跟着母亲上路了。到了
山上，母亲割茅草，挽草把子，我就
用木耙子耙地上的枞毛儿。想着母亲
一 个 人 的 劳 累 ， 我 不 停 地 耙 着 枞 毛
儿 ， 只 觉 浑 身 有 使 不 完 的 劲 。 第 一
次，我居然耙了满满一背篓。母亲感
到很欣慰，说我得力了。

有一次，大叔从外地休假回来，
看到母亲打柴辛苦，就找来两个板车
轮 子 ， 给 我 们 做 了 一 个 小 板 车 。 这
样，砍的柴就不用挑了，负担少了许
多。前不久，我和母亲说起小时候打
柴的事。母亲说：大叔给我们做了小
板车，说我拉着板车乐颠颠的。上山
打柴时等柴装满了车，就争着要拉，
遇到上坡，拖也拖不起，母亲就用木
耙 子 顶 住 板 车 后 面 使 劲 推 ； 遇 到 下
坡，刹也刹不住，母亲就用木耙子耙
着板车尾部使劲往后拖。说起这些，
年迈的母亲开心地笑了。

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要烧柴，
家乡的茅草灌木差不多砍完了，到处
是 光 溜 溜 一 片 。 村 民 们 便 开 始 以 枞
树、山茶树、桐苞树加以茅草灌木为
主要燃料。山茶树、桐苞树因是经济
林木，砍伐量稍微少些，枞树就成了
那时农村生活燃料的主力军。

起初，村民们还只砍枞树枝烧。
枞树枝枝大叶密，干了火力足，很受
村民青睐。他们每天从山上做完工就
顺便砍一担枞树枝回来，有的一天砍
几担。不多久，家里的枞树枝就堆成
了 小 山 。 唯 有 我 家 ， 因 母 亲 也 生 了
病，有段时间不能干体力活，家里缺
少劳力，母亲天天为柴发愁。

母亲的无奈，深深地触动了我。
我对母亲说：我也要砍枞树枝。母亲
说，枞树那么高，你爬得上去吗？你
不怕摔下来？我说：不怕。就这样，
母亲和我来到屋后山上的枞树下，母
亲交代我上树手要抓紧，脚要踩稳。
我将柴刀别在腰间，抱着枞树一步一

步往上爬，母亲就在树下眼睁睁地望
着，生怕我摔下来。第一次爬那么高
的树，我心里还是有些胆怯，但还是
努力坚持着往上爬。不一会儿，我终
于爬上了高高的树顶，望着枝繁叶茂
的枞树枝，想到家里也有柴烧了，我
抽出柴刀，奋力地砍下去⋯⋯

慢慢地，家乡的枞树枝砍得差不
多了。到了秋季，人们要备足柴火过
冬，砍柴火的量就大增了。这时的村
民们只要搞得到柴火，不管是枞树、
山茶树还是桐苞树，都开始悄悄地砍
起来。联产承包制后，人们都各自分
了田地山林，村民们便开始将部分林
地变成了耕地种农作物。有一年，蒋
家湾对面的一大片山林被人承包了，
一山的桐苞树全部连蔸砍了，第二年
栽上了花生。到后来，乡村里开始兴
起了一股乱砍滥伐的歪风。不几年，
家乡的山林就寥寥无几了。

曾经美丽的家园就这样不见了。
由于森林遭到了破坏，生态环境也迅
速恶化，往年常见的野猪、麂子、锦
鸡、兔子等也就好多年再也没见过，
就连麻雀也绝迹了；没有了森林涵养
水 源 ， 水 土 流 失 、 洪 涝 灾 害 也 加 剧
了 ， 门 前 的 小 溪 不 几 年 就 被 泥 沙 填
高，溪堤也遭到了毁坏，原来的天然
大氧吧失去了原有的功能。

到八十年代初，全国森林覆盖率
大幅度降低，自然灾害频繁，人们在
反思的同时，也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
重视。为解决乡村能源问题，保护森
林，这时有一种新能源在家乡流行开
来，那就是煤。我记得我家烧煤是最
早的。母亲买了一个藕煤炉子，还买
了几百个煤球，一天烧三个煤球，能
连 续 烧 几 个 月 ， 这 下 可 把 母 亲 乐 坏
了 。 自 此 ， 母 亲 再 也 不 用 为 柴 发 愁
了。不多久，部分村民也相继用上了
煤。后来国家又大力推广沼气。舅舅
家是最先用沼气的。那年，到舅舅家
拜年，舅舅把我带到鱼池边，告诉我
那 个 圆 圆 的 密 封 的 水 泥 池 就 是 沼 气
池，并告诉我沼气池的工作原理，然
后再到厨房将沼气灶打开，只见一股
蓝蓝的焰火喷涌而出。此刻，新能源
也燃起了舅舅家的新希望。

这之后，国家为了加大对森林资
源的保护，又相继实施了封山育林、
植树造林、退耕还林等一系列重大政
策，还出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
法》，大力恢复森林植被。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许多
新能源相继被开发出来。一晃三十多
年过去了，现在，城市里大都用上了
天然气，而农村也基本上用上了液化
气。农村乱砍滥伐现象得到了有效遏
制，森林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和长足
发展。

当我再回到家乡，展现在眼前的
到处是绿色掩映的美景，小溪的水更
清了，人们脸上到处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我对母亲说：小时候经常砍柴的
沙湾，我都几十年没进去看过了。母
亲说：沙湾里哪还得进去人。我说为
什么呀？母亲说：那里面全部都长树
了，密密麻麻，哪得进去？就连沙湾
那个堰塘里都长满了一蔸蔸的大树。
哦，原来如此！

恢复了森林植被，生态环境变好
了，野猪、麂子、锦鸡、兔子等多年
前不见踪影的野生动物又出现在人们
的视野里，家乡的山林变成了它们的
天堂。不仅如此，家乡的张家界朝阳
地缝、赵家垭水库还成了远近闻名的
旅游景点，极大地拉动了人们的旅游
收入，家乡人民正阔步奔走在致富奔
小康的康庄大道上，真正实现了习总
书记说的：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
而今天的金山银山就是咱老百姓的大
靠山。

金山银山就是靠山

相关链接：
本次征文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张家界日报社承办，张家界

市杨家界索道有限公司冠名。
征文时间：2019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10 日。
征文内容：以亲历、亲闻、亲见的张家界故事为题材，反映 7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祖国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
就，发生的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体现人民群众工作生活发生
的巨大变化，以及广大干部群众立足岗位为党的十九大确立的目标
任务而追梦筑梦、奋斗圆梦的感人事迹，以小见大、多层次多角度
呈现全市广大人民群众与共和国同成长、共命运的生动实践。

征文要求：征文体裁主要为中短篇小说、中短篇报告文学、纪
实散文、诗歌；来稿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社会正能量，突出思想性和艺术性；
紧扣“我和我的祖国”主题、突出地域性讲好张家界故事；为原创
作品，此前未发表，行文生动；来稿应对作品有完整的著作权，并
保证所投递作品不侵犯第三人的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
等合法权益；凡投稿者，视为同意本征稿活动的所有规定。

征文邮箱：272273702@qq.com （须注明杨家界杯“壮丽 70 年·
我和我的祖国”有奖征文字样）。

征文奖励：设一等奖 10 名，奖金各 3000 元；二等奖 20 名，奖金各
1500 元；三等奖 30 名，奖金各 800 元。评奖结果在《张家界日报》、掌上
张家界、爱视网、张家界公众信息网同步公告。择优刊发部分获奖作
品，适时召开会议为获奖者颁奖。

“‘杨家界杯’壮丽 70 年·我和我的祖国”
有 奖 征 文 活 动 专 栏

儿子，今天是你的 15 岁生日。
15 岁的你，考进了自己理想的

鼎城一中，步入意气风发的高中阶
段 ； 15 岁 的 你 ， 张 开 翅 膀 开 始 飞
翔，学着面对处理更多的事情，学
会自己给自己力量与安慰；15 岁的
你，正在成长为风华正茂的阳光少
年。

今天，妈妈想和 15 岁的你说一
说你的成长我的希冀：

第一，爱自己，身心安康。15
岁，古代会行“束发”之礼，意为
负起担当和责任。妈妈觉得首要的
责任就是好好爱自己，爱护自己的
身体，呵护自己的心灵。爱自己，
身体平安，心灵健康，才是对父母
生养之恩的最好回报。台湾女作家
三毛曾说过：一个不会悦纳自己的
人，是难以快乐的。儿子，每一个
人都是“独特的我”，这个世界，没
有人是完美的。接受自己的全部，
包括所有优点和缺点，无条件地喜
欢自己，肯定自己的价值，真正地
悦纳自己，你才会感到快乐，你才
会觉得幸福。美好的世界亦会露出
狰狞的面孔，平凡的生活也有狂风
暴雨的来临，高中的考试总是一而
再再而三地失败⋯⋯当这些恐惧悲
伤、难过难受扑面而来时，请告诉
自己：这个世界，我最珍贵；心中
有爱，无惧一切。当你用爱武装自
己，以强大的心灵和强健的体魄去
面 对 一 切 ， 没 有 什 么 可 以 打 倒 自

己。除了自己，任何事情任何人都
不能伤害自己。古人云：留得青山
在，不怕没柴烧。自己，就是那座
青山，永远屹立不倒！

其次，爱学习，努力拼搏。15
岁，古代称为“志学之年”，孔子
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15 岁正是
学习的黄金时间。“孩子，我要求你
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
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
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
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当你的工作在你心中有意义，你就
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
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
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这是著名
作家龙应台写给她儿子安德烈的一
段话。儿子，妈妈知道你明白学习
的重要性，但是，你是否愿意为了
这个“重要性”而去努力而去拼搏
呢？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天才，所有
的聪明都是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刻苦
勤奋的汗水。这个世界没有与生俱
来的优秀，所谓天赋，都是别人看
不见的努力，勤奋的人把努力当才
能。问问自己，你现在愿意为你将
来 拥 有 选 择 的 自 由 而 付 出 多 少 努
力？高一学科众多内容深奥涉猎甚
广，难点疑点越积越多雪球越来越
大 ， 每 天 早 出 晚 归 紧 张 学 习 ， 儿
子，我知道你一直在坚持在努力。
妈妈相信三年后的你一定会感谢现
在努力拼搏的你！

最后，爱师友，善良勇敢。师
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儿子，善良
的你，要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尊重师
长 ， 感 谢 老 师 们 对 你 的 教 育 和 帮
助。每一位老师都是辛勤的园丁，
他们都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潜心钻
研教学内容，用心设计教学课程，
确定完善教学目标，呕心沥血倾囊
相授。每一位老师也是平凡的人，
他们都有独立的人格，也不可能十
全 十 美 。 他 们 都 有 自 己 的 教 学 方
式，也许不是你所中意的。但是，
儿子，请你记住，天底下没有老师
不爱自己的学生。这个世界，最想
让孩子优秀的是老师。15 岁的你，
要亲其师，信其道，尊重老师，从
心底里虔诚感恩。

15 岁是一个重要的分界口，亦
是 人 生 中 开 始 面 临 诸 多 选 择 的 阶
段。龙应台说：人生，其实像一条
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
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地
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
林，草丛和荆棘挡路，各人专心走
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那推
推挤挤的群体情感，那无忧无虑无
猜忌的同伴深情，将被各自的不同
目 标 取 代 。 儿 子 ， 朋 友 不 是 不 重
要，亦不是很重要，是不是会觉得
自 相 矛 盾 ？ 妈 妈 只 想 告 诉 你 ， 在

“自己”的前提下，再去选择“朋
友”。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不要
因为“朋友”而忘记“自己”。比

如，如果你知道一些朋友的经历，
如果你知道和这些朋友的相处，会
给自己和他人的身心带来伤害和痛
苦，那就必须避免去“经历”它，
就像：网游、抽烟、酗酒、吸毒和
一切违法违纪的事。对于生活，我
们心怀感恩，但是妈妈希望当你面
对所有伤害“自己”的朋友或事情
时 ， 能 够 勇 敢 地 拒 绝 大 声 地 说 ：
不！请记住：我们千山万水走到最
后，我们最终极的负责对象，还是

“自己”二字！
儿子，你永远都是爸爸妈妈的

骄傲！不是因为你长得帅气，也不
是因为你有很多的优点，更不是因
为你很聪明你考了好成绩，我们骄
傲是因为你存在的本身就足以让我
们自豪！无论你是优秀还是平庸，
成功还是失败，不论你的成绩好坏
脾气大小，你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
珍贵。无论你是什么样子，你都是
父母无可替代的唯一！所以，没有
任何理由，你就是我们的骄傲。

儿 子 ， 15 岁 的 花 季 ， 阳 光 灿
烂，热情开朗，努力学习，积极向
上，这些都是属于你的，是你现在
应该拥有的。15 岁的年龄，要叮嘱
你的有很多，但妈妈依然觉得 15 岁
应该是“学习第一”，其次是“朋友
慎 交 ”， 永 远 不 变 的 是 “ 心 怀 感
恩”。你觉得呢？

亲爱的儿子，今天 15 岁的你，
请为自己的梦想加油努力！

与 子 成 说
——写与儿子 15 岁成长之说

□夏海峡

在我记忆里，母亲每年都要
做一桌苦栗豆腐。我会端着碗，
坐 在 屋 子 前 的 场 地 上 ， 慢 慢 地
吃。苦栗豆腐有着淡淡的涩味，
犹如我的童年。对于一碗入口即
化的苦栗豆腐，我会吃上半个小
时，吃一小口，看一眼天空，我
对 美 味 的 享 受 似 乎 就 停 留 在 那
里，和云朵、溪水、竹林联系在
一起。

制作苦栗豆腐的原料，来源
于苦槠树的果实。快到下霜的时
候，苦槠树已经是果实累累，挂
满了枝头。风一吹，胀破外壳的
苦栗，纷纷从树上掉落下来。槠
树之下，褐褐的一片，全是光溜
溜的栗子。

槠树漫山遍野，生长在贫瘠
之处，它低矮，很少能见到亭亭
玉立、高大挺拔的槠树。槠树恐
怕是最卑微之树了，但它的果实
却最为我们喜爱。苦栗是圆圆的
陀螺状的，在它的尾部插上一根
小竹签，用手一旋，它就会像陀
螺一样的转了起来。女孩子则用
绳子把苦栗穿起，戴在颈项上，
像一串褐色的项链。

最有趣的事是打栗子。农历
十月，天气不热也不冷，正是上

山 打 栗 子 最 好 的 时 候 。 屋 后 的
“棺材岗”上，是大块大块的岩
石。岩石缝里，生长的都是苦槠
树。这时候，岩石上的苦栗，已
落下了好几层，用手捧一捧，不
多时篮子就满了。要是不想要地
上的栗子，也可以用棍子去抽打
槠树的枝条，那苦栗便簌簌地掉
进树下的竹篮里。遇到高一点的
树，抱着摇一摇，苦栗也会如雨
点般散落下来。

一篮子、一篮子拎回家的栗
子，被母亲曝晒在太阳下。一团
箕、一团箕的苦栗，黄澄澄的。
看着它们，我的心中有了满足之
感，因为这些栗子都是我从山上
打来的。曝晒几天后，栗子的硬
壳裂开了，母亲就把它们倒在地
上，用小凳子的面在上面反复地
压揉，雪白的栗仁便蜕壳而出，
如一粒粒大的珍珠。

这些白嫩的果肉，要放入水
中浸七天。用水浸栗肉，是为了
去除涩味。把水浸过的果肉伴水
磨成粉，然后将适量的粉倒进锅
内，用清水搅拌均匀，用火慢慢
加热，边加热边搅动。等当锅中
的粉糊起泡，放出褐色的光亮，
就 标 志 着 “ 豆 腐 ” 熟 了 。 这 时

候 ， 母 亲 把 “ 豆 腐 ” 从 锅 中 舀
起，放进木盆里，等木盆里的液
体 凝 固 后 ， 苦 栗 豆 腐 就 算 做 好
了。

制作苦栗豆腐的过程并不复
杂，但苦栗豆腐的成品差异却很
大。差异的关键是用火和搅拌的
功夫。母亲说，这时候，手感和
眼睛是至关重要的，至少要有十
次以上的经验，才能做到得心应
手。做好的苦栗豆腐呈黄褐色，
柔 软 晶 莹 ， 但 略 有 苦 涩 。 那 时
候，保存苦栗豆腐的方法是加山
泉水，把苦栗豆腐放在山泉水里
浸着，每两三天换一次水，可以
保证苦栗豆腐经月不坏。

用 苦 栗 豆 腐 做 菜 也 很 方 便 ，
将锅烧红后，放一点油，把切成
小块的苦栗豆腐，倒进油锅里，
放点食盐、辣椒，炒一下，再淋
点酱油，撒点味精和葱花，一盘
炒 苦 栗 豆 腐 就 成 了 。 有 肉 的 时
候，母亲也煮苦栗豆腐。把肉炒
熟，放在苦栗豆腐一起煮，味道
极鲜美。

我确信童年时苦栗豆腐的味
道，还在那里，还在我心灵的一
角。现在，如果我想要，还可以
找到它。

苦栗豆腐
□王征桦

一
以身负重上千寻，云路迢迢步浅深。
便死一回何足惧，敢将热血证初心。

二
草丛已卧当时骨，百鸟应明来者心。
使命在身谁可辱，山风唤醒造甘霖。

三
义兄老姊每相临，喜泪泡茶味渐深。
肯许身家为老姊，初心注血染层林。

四
风雷脚下惊来客，未必心头别一针。
小作闲暇平复后，再从高处发强音。

七绝四首 血染的风采
□苏明喜

日出 汤青 摄

四和香
碧水凝烟楚天阔。毕竟领略过。此般

心情怕杯酌。争知我、愁几个。
去年天气今夕错。往事皆由昨。银汉

本是情一诺。惟中酒、暂寄托。

眼儿媚
红晕不醉寒霜雪，冷对相思夜。一任

紫玉，浑是无情，渐吹成血。
曾是驿亭送君去，又几度悲咽。凉云

初歇，斜阳徒照，满庭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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