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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陈德亮（新乡市）

□季节风铃 □赵艳丽（新乡市）

每到冬天，家里都要储存一些大白
菜，它是过冬的必备蔬菜之一，白菜的
做法有很多种，深受家人喜爱的是，把
白菜和猪肉粉条豆腐等炖在一起，也就
是大烩菜，它食材丰富，美味可口。

婆婆做的烩菜最好吃，挑选一颗菜
心瓷实的大白菜，去掉外面的一层枯
叶，冲洗干净。

把白菜竖着切开两半，再分别从根
部切成条，切成的条状不能太小，否则
经不起细火慢炖。

白菜切好后，起锅烧油，油热后放
入五花肉片，把肉片炒至变色，炒出油
脂后下入姜片、葱段和八角，加入一勺
甜面酱，再加生抽、老抽、料酒等佐料大
火翻炒，炒出酱香味，然后加白菜和适
量的开水，再加入适量盐调味，把切好
的豆腐块、丸子等配菜下锅，炖10分钟
左右加入提前泡软的粉条，细火慢炖30
分钟左右，最后加鸡精、味精，一锅“咕
嘟咕嘟”冒着泡、汤浓味香的烩菜就做
好了。

绿色的是白菜叶，红色的是五花

肉，雪白的是老豆腐，晶莹剔透的是粉
条，浓浓的香味扑鼻而来，真可谓色香
味俱全，令人垂涎三尺。我向来喜欢先
盛上一碗，不吃主食，单单这一碗烩菜，
白菜软烂香甜，五花肉滑而不腻，豆腐
入口即化，粉条筋道爽滑，就让我吃得
畅快淋漓，直呼过瘾。婆婆这时会说，
只吃菜可是个半饱，得吃点主粮，我再
去盛半碗米或拿个馒头就半碗菜，直到
吃得肚子溜圆。

有一次春节，家里准备了丰盛的年
夜饭，可是一桌子的红烧肉、红烧鸡块、
清蒸鱼、炖排骨等，吃不了几口，就没了
食欲。这时，婆婆说，还不如吃上一碗
烩菜舒服呢！这句话正合大家的心意，
后来的年夜饭，烩菜是必备之一。

有一句话说，宁舍一酒席，不舍大
锅菜。大锅烩菜是我一直以来的最爱，
尤其是红白事上熬的大锅烩菜，吃起来
那叫一个过瘾。去年，邻居张海迎来了
人生中的一大喜事——结婚。张海的
婚姻坎坷，他是农村的，女朋友是城里
的，因为张海的条件一般，刚开始女方

的父母死活不同意这门婚事，可是两个
相知相爱的年轻人，却非常坚决地要在
一起。

聪明能干的张海，为了证明自己，
承包了村里的十几亩地，搞起了塑料大
棚种植蔬菜瓜果，他脑子灵活，肯下力
吃苦。他的塑料大棚里，春有青菜、夏
有瓜果、秋有红薯、冬有萝卜，张海诚信
做人，踏实做事，又摸透了市场规律，蔬
菜瓜果不愁销路，不到两年的功夫，张
海就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发家致富了，不
但买车还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张海有
足够的能力给予女朋友幸福，这些女方
父母都看在了眼里，最终欣然同意了这
门婚事。

张海结婚那天，宴席很丰盛，最令
人津津乐道的是大锅烩菜，里面的白菜
是张海塑料大棚里种植的，亲朋好友们
说，鸡鸭鱼肉可以不吃，但是大锅菜必
须吃。大家嘴上吃着，心里祝福着这一
对苦尽甘来的新人。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这
个冬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

冬日烩菜飘香

□诗词采撷

我为什么如此爱你
（外一首）

□焦香梅（卫辉市）

我为什么如此爱你
春是你，秋是你
孤鸿独影是你
大漠落日是你
月落乌啼是你

滴滴眼泪也是你

我为什么如此爱你
哭为你，笑为你
花残红褪为你，
蒹葭苍苍为你
二月红花为你

九月落红也为你

我为什么如此爱你
为你缥缈寒江雪
为你难醒梦一场
为你夜半舞霓裳
为你吐尽千千丝
为你凋零一世痴

我为什么如此爱你
天生我才

只为画你嫣然一笑
一世笔墨

只为懂你路途寂寞
你是我前世的愿
也是我今生的劫

遥远的距离

若梦因你而聚
那夜该如何将我化成一树梅花
站在雪花里，迎着天上来的思念

将我一生对你的爱悄悄绽放
而后以诗歌的容颜淡淡凋零

梦有时很短
转个身就回不去了

白发三千丈啊
是繁华过后的离伤

若梦因你而聚
那夜该如何将我化成银河里的一滴水

溅上你的笔墨
聆听红尘万丈的寂寞
若有一串驼铃响起

那踏碎夕阳的可是我

梦有时候很长
一辈子也不会醒

因为你会在月下等我
那溅起一滩鸥鹭的可是你的身影

又快过年了，那天回乡下老家和几
位好友闲聊，话题不由便扯到了“年”的
变化上——

东头的石头哥爱喝酒，他一开口讲
的自然是年“酒”的变化：

要说过去也确实太穷了，只有过
年了才能喝上几盅酒。记得那时每到
年关，街上便不时传来卖零酒的吆喝
声，这时我们这些爱喝酒的或准备过
年待客的人便急忙拿来早已洗好的空
酒瓶来灌。为了“遮丑”，没钱买好酒

还想落个买好酒的
美名，我们便不时玩
个“旧瓶装新酒”的
小把戏，即把这些便
宜的零酒装入上些

档次的空酒瓶里拧紧瓶盖冒充好酒。
那时谁家过年若能摆上个“酒场”热闹
一番，便说明这家很富裕，既有脸面又
有人缘了。可如今，别说过年家家户
户都要备上几箱好酒，就是平日里喝
个酒、划个拳的也是家常便饭“小菜一
碟”呀……

西头的磨根弟不喝酒，可他讲起年
“礼”来却滔滔不绝：

记得小时候过年不断随大人走亲
戚，那时不管一去多少人也就是掂着一
串 20 来个的柿饼。后来时兴了批年
礼，即每到年关，人们便三五成群地去
集市上批些鸡蛋糕、方酥、筋骨条一类，
用黄纸一斤斤包装起来作年礼。再后
来就是买些“六个核桃”、牛奶、酸奶一

类当年礼了，且不用提
前批发，村头路口随处

都能买到。现如今，
又时兴什么补养

品 、治 疗 仪
了 ，说 是

送礼就要送健康。还有不少人竟为买
“年礼”犯难了，好像买什么都不稀罕，
都不称心，都难以表达晚辈们对长辈的
一片心意……

南边的邻家叔是个“老小孩儿”，一
讲起年“炮”便津津有味：

小时候过年要放炮却没钱买炮，起
五更便和小伙伴们一起冒黑去别人家
拾炮。为能多拾些零炮，不知后怕的我
们硬是直往“噼里啪啦”的鞭炮底下钻，
结果崩烂衣服、炸伤小手的大有人在。
就这，有些家户放鞭炮时还故意把大门
紧紧关上不叫俺进，即使零炮也不想让
我们拾走，气得我们一群拾炮孩儿在门
外奋臂高呼“抠门精”“小气鬼”。随着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当年春节大都只
放几百响的鞭炮，后早被“万支鞭”或

“几万鞭”代替了。且名目繁多的烟花
更是后来者居上，每当除夕夜和五更
时，乡村里此起彼伏的烟花把整个天空
都照亮了……

北边的远门嫂性子急，说起话来像
机关枪似的，“突突突”就是一梭子：

要说“年”的变化也确实太大了：小
时候的压岁钱是一毛两毛积攒的，现在
的压岁钱是几十上百相加的；小时候只
有过年才能穿件新衣服，现在不过年穿
的也是高档布料名牌衣；小时候过年是
多见蔬菜少见肉，现在过年是夹着筷子
挑菜吃……

就这样，我们几个硬是你一言我
一语一直聊到了天黑。是啊，“年”的
变化确实太大了，这不正是普通百姓
走向富裕的具体表现吗？这不正是人
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的有力象征吗？
这不正是广大村民奔向小康社会的真
实缩影吗？

“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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