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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烟火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2022级（11）班 叶梓心

“原来，国泰民安就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阳康之后对这句话的感触尤

深。

南方湿冷的冬天，阴雨绵绵，寒气逼人。最抚慰人心的当属温迪锦园小

区里吴莲枝早餐店飘香的烟火气息。

你看，早餐店的老板娘掀起笨重的木蒸笼盖，浓浓的白气顿时向四周喷

涌开来，将她红润的脸隐没在白雾后面。蒸笼里包子的鲜香与玉米的清香顿

时盈满了路人的鼻腔，远远闻着，让人恍惚觉得已经咬开了那白嫩的面皮，尝

到了酱肉馅的鲜香及牙齿咬开玉米粒那瞬间迸出的甜汁了。周边架着一口

大铁锅，锅里的油明晃晃地沸腾着，搅动着几个浮上浮下的灯盏糕，铁锅边的

铁架上摆满了刚出锅的灯盏糕和麦饼，灯盏糕外皮松脆，圆边酥软，内馅爽

口；麦饼馅肉肥且不腻，回味鲜香，最喜欢霉干菜馅的，甜中带酸，令人赞不绝

口。

四周人声嘈杂，干练的老板娘满脸汗珠，麻利地招呼客人，掀蒸笼、装包

子、捏面饼、煮糯米、盛稀饭……一套动作行云流水。伴随着耳边食客时不时

地呼唤、赞美，她饱满红润的脸上满是欣喜，眉眼之间透出满足……

照例两个鲜肉包子和一碗稀饭，坐在店里食用。一口咬开包子皮，真是

皮薄馅多，鲜香的汁水溢进唇间，浓香热烈到猝不及防。一口又一口，酱香味

与鲜肉在口舌间搅得风生水起。身旁的食客或是商讨股市行情，或是要几个

包子后急匆匆上班，又或是慢悠悠地吃着包子，喝着稀饭，老人颤颤巍巍，小

孩嘻嘻哈哈……

我默默凝望着眼前的热闹与外面熙熙攘攘的人群，想起前几天生病窝家

里的痛苦与内心的寂寞，更加觉得眼前这份烟火气分外温暖、分外可爱。

只顾埋头学习的我，已经很久未曾认真观察过热闹的街市，感受这温暖

人心的人间烟火了。我固然渴望“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的努力后的畅

意，但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小幸福，也是充实人生的一部分，那么何不在奋笔疾

书后稍做歇息，与温暖的人间烟火撞个满怀？

思量之时，早餐店食客差不多散去，四周重新归于宁静。老板娘翻看手

机里的收款记录，幸福而略带疲惫地说：“今天生意比昨天好了很多，真好！”

此情此景正应了迟子建的那句话：“生活不是上帝诗篇，而是凡人的欢笑

和眼泪。”这来自早餐店内人间的烟火，正是我们这些凡人生活中的点点滴

滴，它扑面而来，温暖人心。 指导老师 汤乐娟

履冰淬火，共盼春来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高一（1）班 刘嘉媛

夜，静悄悄的，表钟齿轮摩擦的低声在空气中来回飘荡。站在窗口，透过

玻璃，冬日夜幕下温州的零星几点，时闪时烁。阳康后，蓦地发现，路上的车

流似乎一夜间从冷清与萧条中恢复了，热闹与喧嚣，回来了。回头望向墙上

的挂历，原来已是2023年了。

大约从12月12日开始，到12月21日，1与2掉了个儿的10天里，身边的

同学先后“阳”了，请假了，回家了，一下子，人去班空，于是我们开始了3周的

网课。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坚守在屏幕前，所有穿越屏幕的坚守，成为这个冬

天最鼓舞人心的力量。老师的课件和作业解析细了又细，同学们在互动面板

上的课堂发言打破时空限制，教与学共同考验着大家心灵深处的慎独……三

年抗疫，以网课开始，以网课结束，那年初一，此时高一，这个生动的首尾呼

应，深刻地烙印在了我的学涯里。

打开聊天界面，频频弹出诸如“今天你阳了吗”“给你分享我的小阳人转

阴秘诀”等相互问候和自我勉励的话语。可以说，“小阳人”之类的互称，还挺

幽默地折射出了中国式全民防疫的集体价值自信与共情共鸣。

拥有世界上最长窗口期的我们，抗疫抗阳过程中的有些困难需要全社会

并肩同心应对。在新冠和冬春流感的高发、“双打”下，发热病人数明显增多，

温州市基层卫生协会启动了“同心抗疫送温暖”，向有发热症状的困难群众免

费发放退烧药；视频直播里，我们看见药店老板免费发放5000片布洛芬；人

间烟火气中，热心市民大方捐药、生病小伙无接触取餐、外卖小哥暖心相劝多

喝水……我们在漫长征途中感受彼此温存的浪漫，在劈波斩浪中互见彼此英

雄的模样！

从2019年末武汉的猝不及防到全国的动态清零，从奥密克戎袭来的步

履艰难到“集中过峰”的同舟共济，再到“乙类乙管”的靴子落地，这些年的中

国如陆游所诗“摧伤虽多意愈厉，直与天地争春回”一般，饱含韧性与毅力：经

济逆势增长，民族空前团结，国家越发强大。疫情之下，我们更加坚定地相信

中国文明的韧性，更加坚定地相信中国体制的韧性。这份相信，源于三年疫

情以来共同经历的峥嵘岁月：三年，我们改变的是具体的防控策略，不变的是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坚定理念。在一次次众志成城的抗疫阻击战中，我们

深切地感受到，每个生命都未曾被遗忘。

履冰淬火，共盼春来。唯愿等待春暖花开的这段日子中，我们一起点燃

火把温暖彼此，共同驱散眼前的迷雾。 指导老师 林甲景

糖醋排骨
■永嘉县东方外国语学校八（8）班 胡伊灵

关于正宗的糖醋排骨究竟是怎样一番味道，我的印象中并没有太

深刻的记忆，我曾吃过西湖的醋鱼，这也算是小有名气的浙江菜品，至

今仍觉得比不上家乡的糖醋排骨。尽管我不爱吃醋——一点儿也不

喜欢，家乡的糖醋排骨仍让我百尝不厌。

一年前，我开始喜欢熟食店里的糖醋排骨。周末回一趟家，奶奶

总要在星期天起个大早，带我去市场买菜。因为难得一星期回一次

家，星期天奶奶定要亲手为我做两道菜。自从我发现了这熟食店内的

“宝藏”，糖醋排骨便成了周末餐桌上的常客。

过了石拱大桥，前边就是菜市场。我的第一个目标永远是不远处

那家生意不错的熟食店。油亮亮的配色衬着玻璃隔板里的肉，最吸引

我目光的糖醋排骨盛放在正中央的那一格，颜色格外鲜亮。四溢的香

气仿佛在对我招手：“快带我回家！”即使在白天，隔板内仍亮着几盏

灯，红的、白的，既显了肉的颜色，又添了油的光泽，实在令人垂涎欲

滴。

每一次买熟食店的糖醋排骨，奶奶总要说：“这么红的肉，都是色

素！”“店里用的肯定都不是真排骨肉……”尽管如此，她仍一次次宠溺

地满足我的胃口。

一周只能尝一次的糖醋排骨在餐桌上十分夺目。夹起一块肉放

入嘴中，糖与醋的味道似乎分明，却又融合到一起，给我一种莫大的满

足。

几个月后，有老顾客提了建议，想尝尝加辣的糖醋排骨。老板也

好说话，第二天就改了配方。可这于我而言无疑是晴天霹雳！知道自

己不喜欢吃辣，可面对的又是心心念念的糖醋排骨……餐桌上少了一

盘菜，我吃饭也提不起什么兴趣来了。

直到一次回家，餐桌上出现了一道奇怪的新菜。肉是深棕色的，

以至于我第一眼完全没有将其与曾经的糖醋排骨联系起来。

“回来啦？尝尝看，你奶奶做的糖醋排骨，凉了就放微波炉再热

热，可香了！”

这东西也能叫糖醋排骨？抑制不住期待，我丢下书包，奔向厨房，

拿了一双筷子赶紧尝尝鲜。

细看时，隐约有几颗碎骨头，小得叫人害怕不小心卡进牙缝。一

口下去，肉似乎更紧实一些，但可能是烹饪时间仍有欠缺，有点难以下

咽。因为是奶奶做的，我就着饭吃了半碗。

第二天一早，刚踏入奶奶家门，她便迎上来：“怎么样？糖醋排骨

还可以吗？我买了整条的排骨，让师傅剁碎了，不知道吃起来有没有

骨头渣子……我可一口都没舍得尝！知道你不吃醋，我多放了点糖，

会不会太甜了……”奶奶兴奋得像个小姑娘，逮着我使劲儿问。

一周又一周，奶奶渐渐有了经验。做之前先把所有细小的骨渣洗

净，糖放多少、醋放多少她都了如指掌。如今我尝到的不再是像第一

盘那样硬得难以下咽的肉了。骨肉几乎分离，轻轻一撕便是一整块的

肉，不知不觉便能吃完一整盘，就连剩下的汤汁，也被我拌着饭咽下

肚。不错，又解锁一种米饭新吃法！

奶奶的糖醋排骨越发合我心意了，只可惜白头发也添了几根。我

期待这周末见奶奶一面——再尝一次她做的糖醋排骨。

指导老师 金亦珍

叮当
■苍南县灵溪镇第一中学江滨校区八（9）班 陈天悦

孩子们燃放爆竹的兴奋、“肫肝叔叔”调皮的计划、父亲慈祥的笑容……在琦君的脑海里

不断撞击，响成了一片叮当声。转而又见口袋中的银角子，一跳，一响，掉进了无声的土里，从

此乡土与银角子都不再回来。我隐约听见她的哭声，他乡说故乡，年对琦君来说究竟意味着

什么？

银角子有十二枚，菜有十二盘，歌有十二首，串起一年的经历。十二分的年味，两分吃，两

分穿，两分忙，余下六分归于玩。什么是银角子，什么就是年。

叮叮当当，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串陌生的音律，银角子是什么？我只有几张塞在口袋中的

现代纸币。我的压岁钱数目多，叮当声少。我过的春节早已不同于琦君童年过的春节。 我

过了十二个年头，却凑不齐十二分年味，得不到收获十二枚银角子的开心。

年是明亮的，像月亮，那样美，那样神秘，能引发中国人的思乡情。每个中国人过的是同

一个年，就如每个中国人看的是同一轮月，十二枚月亮在小孩囊中叮当作响，十二分月光造就

的年，是几个孩子比赛的玩物。从唐代到二十一世纪，年依旧被小孩子们捧在手掌心中，如此

幸福，如此真切。

“今夕为何夕，他乡说故乡。”年从来不是圆的，月亮也画不圆。“爆竹声中一岁除”的孩

子，是否有一天也会有“他乡说故乡”的境遇？每一个年在增长、在变化，叮叮当当变成几张轻

飘飘的纸。圆是转瞬即逝的存在，所幸对现在的我而言，年还是圆的。

农历新年是中国新年，是中国人独有的团圆时间，外国人不理解，他们认为农历新年没有

什么存在的意义。即便如此，农历新年依旧在老人们的心中叮当作响。年，千篇一律地开始，

千篇一律地结束，多少人在观看春晚时丢失时空感，却在叮当声中找回童年。

唐、宋、元、明、清的年互相撞击，叮叮当当，随后与二十一世纪撞击，悄然无声。年陷在钢

筋水泥里，发不出自己的声音，画不了一个完整的圆，留不下一串清脆的叮当声。放爆竹的噼

啪声，还在我的春节作响；银角子的叮当声，在琦君的童年作响。故乡与异乡的撞击之声，吵

醒了熟睡的明代诗人袁凯。

说出来了，这年，仍然很虚缥，不过是一夜的噼啪声，一口袋的叮当声，一群游子的无声泪

罢了。时间，从唐朝起，犹如一篇文章，年是贯穿全文的主线，作者已经写了很久，但二十一世

纪的年也只能算开头，结尾在哪里呢？

叮叮当当，我竟然听见了去年、今年、明年互相撞击的声音。

音乐让生活更美好
■温州市广场路小学2017级（11）班 吕鸿霆

我热爱音乐，我的生活离不开音乐。烦躁时，音乐像清风，拂走我心中的浮躁；伤心时，音

乐像朋友，成为我诉说的对象。流行音乐可以让我们放松身心，古典音乐可以让我们亲吻那

段遥远的历史。

奔赴剧院，只为邂逅一场音乐的视听盛宴。

一位身着旗袍的弹奏者，端坐在椅子上，左手扶住琵琶，右手轻巧地拨弦。动听的音符如

水般从琴弦间流淌而出，一首耳熟能详的《十面埋伏》在演奏厅里回响。伴着乐曲，我仿佛回

到了那楚汉相争的年代。

日薄西山，残阳如血，刀光剑影，金戈铁马，尸横遍野。项羽骑着乌骓马，驰骋疆场。鲜血

染红了他的战袍，画戟在残阳的照射下散发出寒光。曾经的项羽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几乎战

无不胜，无人能敌。可如今他中了刘邦的十面埋伏，全军被困垓下。

激昂的曲调突然变得柔和、缓慢。弹奏者的手轻轻拂过琴弦，优美的乐曲便回荡在天际。

夜幕降临，将士们都无精打采，军营里弥漫着凄凉。大家都围坐在篝火边，看着自己身上

破旧的战甲，尚未痊愈的伤疤……天上的星星还在闪烁，银白色的月光照进了他们的心，勾起

了他们的思乡之情。

突然，一首首楚地的歌谣划过天际，钻进了楚军的耳里。此时的楚军军心涣散，大家再也

忍不住了，失声痛哭，全已无心作战。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拔剑且

歌且舞，见大势已去，便拔剑自刎，嘴角露出个凄迷的微笑，然后轰然倒地……一代豪杰就这

样消逝而去。

听罢，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思绪还随着曲调跌宕起伏。多美妙的乐曲！不知不觉中，我

已热泪盈眶，不为别的，只为项羽的英雄气概，为那段遥远的历史……

的确，无论身处何地，心处何境，音乐用一种无法言说的魅力感染着我们，也用一种温暖

人心的力量陪伴着我们。因为它，生活更加美好！

指导老师 章阿多

超级新苗火热投稿进行时

投稿邮箱：wenduxinmiao001@sina.com

下载APP“掌上温州”
打开“教育亲子频道”
可以查阅《新苗》刊发的作品

凡在《新苗》版面刊发作品的小作者，请在稿件

见报一个月后到温州都市报稿酬领取处（市区公园

路105号温州日报报业集团大厦808室），凭稿件见

报当天报纸和学生证件领取稿酬（周一至周五工作

时间）。

咨询电话：88096791 本刊编辑部

告小读者

编者按：从“阳（杨）过”到“阳（杨）康”，从字面
上看似一场武侠角色扮演，其真实体验如何，唯有
亲历者最为清楚。至于是否像网络上所传的那样
“嗓子吞刀片”“水泥封鼻孔”，请看新苗们的“抗阳
笔记”。

烟囱
■乐清市柳市镇第十七小学五（2）班 田悦馨

看！

那高耸入云的圆柱

我好奇着 疑惑着

我想

那可能是大地长长的鼻子

正在悠闲地吐着热气

我又觉得

那一定是白云厂家

不信 你看

它吐出一朵又一朵的白云

在蓝蓝的天空中飘啊飘

不

它很可能是一支巨大的香烟

瞧！那忧伤的烟圈

定是大地爷爷遇到了

谁也不知道的烦心事

那一串暖心的烤面筋
■永嘉县上塘城关中学2022级（16）班 李子翔

寒风，凛冽。

外出回来，我和妈妈路过了那个烤面筋摊，香气扑鼻而

来。我迫不及待地拉着妈妈去买。

“老板，来两串烤面筋。”

“好，一会就好。”烤面筋的老板娴熟地抽出两串雪白的生

面筋，扭开火炉，利索地架在铁板上。

卖烤面筋的老板是一位阿姨，不算年轻，岁月的风霜在她

脸上刻下了很深的痕迹。“你卖烤面筋多久了？”妈妈问了一

句。“嗯……五六年了吧。”阿姨说着把面筋挨个翻了面，刷上

了一层油，顿时，烤面筋开始滋滋作响，香气也越发浓郁。“唉，

没办法，儿子在外地打工，家里的老头儿腿脚不方便。所以，

现在只能靠自己了。不过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

站在一旁的我，默默地听着阿姨近乎自言自语的絮叨，感

受到她语气中的无奈，也看到她眼神中透出的坚强。说完，她

拿起了一瓶胡椒粉挨近面筋抖动了两下，随后又在表面刷了

一层金黄的油，在微弱的灯光中润泽的烤面筋变得更加诱

人。最后，她拿起小刀，小心翼翼地刮掉了烤焦的地方，“滋滋

滋……”“滋滋滋……”清脆的声音回荡在这个宁静的冬夜。

“要辣椒吗？”阿姨扭过头，微笑着问道。“要，谢谢。”她麻

利地抽出了面筋，用纸巾包住签子，递了过来。“好了，小心

烫。”拿到面筋的我迫不及待想咬下去，可一滴油脂滴在了我

手上，“小心点。”妈妈提醒我。阿姨听到了，急忙递了张纸巾，

又温柔地嘱咐我：“孩子，慢点吃。”

竹签在炭火的烘烤下微微发热，握在手心里暖暖的。在

稍事冷却后，随着外酥里嫩的烤面筋的美味在我口腔中萦绕，

来自阿姨的暖心关怀也开始在我心中回荡。

夜，依旧漆黑；风，依旧凛冽。

只是，我的内心多了一份温暖，这份温暖不仅来自她

的善良体贴，更来自于她的乐观坚强。

那一串暖心的烤面筋，永远铭刻在我记忆深处。

指导老师 杨少秋

地址:永嘉县瓯北清水埠山背104国道旁 电话:67332437
市区服务中心:马鞍池东路83号 县前头59号 电话:882248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