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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拳游子寸寸心
—— 光 甫 村 志 序

■心香一瓣

■亲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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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妈从乡下搬到城里跟我一起生活，可真是帮了我的大忙。带孩子、做饭、收拾家务，
老妈样样都做得特别好。

美美地吃完饭，我开玩笑说：“妈，以后做饭不要做这么好吃了吧，不利于减肥！”老
妈嗔道：“别整天减肥减肥的，胖瘦都不要紧，好身体才是最要紧的！”我不由感叹说：

“妈，你能来，我真是享福了。而且呢，你身体好，厨艺好，这就是我最大的福气！”说着，
我很夸张地“抒情”到：“妈，我是天下最幸福的女儿！”老妈被我哄得眉开眼笑，说：“不
谦虚地说，我不光身体好，厨艺好，还有一好呢！”我赶忙问：“妈，还有哪样好？感情我
家老妈是三好老妈呢！”老妈说：“你说我还有哪样好？”我眼珠一转说：“在我眼里，老妈
何止三好？老妈身体好，厨艺好，性格好，品德好，还有模样好！”老妈美滋滋地说：“你
说的这几样，都对，但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你妈我心态好！心态好，别的就跟
着好了！”

老妈还真是善于概括呢，果真是这样！心态好的老妈，每天都开开心心生活着，所以她
的身体才会好。心态好，身体好，对生活充满热情，所以老妈才有耐心研究厨艺。有人说，
每个人做的菜里面都带着情绪的味道，人会把自己的喜怒哀乐融入到所做的食物里面，这
话还真是蛮有道理的。老妈心态好，做出的菜味道自然会好。

身体好，厨艺好，心态好，“三好老妈”用心经营着每一个琐碎平凡的日子，让一家人的
生活充满了阳光。老妈的“三好”之中，心态好是根本。老妈的好心态，就是一种正能量，这
种正能量对我们一家人都有良好的影响。

老妈性格平和，不喜欢跟人争长短。最近，经常听到老年人因为年轻人不给让座而发
怒的新闻。老妈叹口气说：“人老了更该懂事，这样的人，真是越活越没出息了！”老妈坐公
交车的时候，如遇上年轻人给她让座，就会说：“你坐吧，你们年轻人上班累。我身体好，喜
欢站着！”不仅如此，老妈向一些老姐妹发出倡导，让大家多体谅年轻人。在老妈的圈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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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乡村，是一幅简洁的素描。
冬天的风像一支长长的素描笔，在大地的画纸上勾勒

冬日的景象，一切都化繁为简，呈现出最干净、最简洁的线
条。田埂，河边，道旁，山坡，稀稀疏疏点缀着一些树木，有
的树还收藏着几片枯黄的树叶，树梢枝丫上偶尔有几个鸟
窝暴露出来。

冬天的太阳是慢节奏，不急不躁，沉稳内敛，慢慢地释放
光和热。

数十只灰色鸟儿从村口的大樟树上飞过，扑棱棱的一阵
喧闹。一群鸡在觅食，领头的公鸡时不时扯着嗓子打鸣。几
只猫几条狗蜷缩在阳光里，懒洋洋地打着瞌睡。乡村的房屋
简单古朴，一排排，整齐有序，安然在冬天的怀抱里。农家的
院落，几棵大树已经落光了叶子，矮墙上的丝瓜藤彻底枯萎
了，随意垂落着，仿佛墙上简单古怪的文字，叙说着农家的日
子和岁月沧桑。农闲时分，人们渐渐停下了忙碌的脚步。村
落里，三五成群的老人聚在一起述说着光阴的故事，谁家今年
收成很好，谁家外出打工挣钱最多，谁家盖起了小洋楼，谁家
闺女腊月出嫁，谁家孩子考上了名牌大学……孩子们可闲不
住，有的在草坪玩过家家的游戏，有的在野外烧烤红薯，有的
布了机关捕捉觅食的小鸟，有的爬上树去掏鸟窝，有的放风
筝。此时，他们不羡慕城里孩子手上的游戏机，整个田野都是
他们游乐的园地。

留守家乡的青壮年仍在田间地头打理着。山地里的红薯，漫山遍野撒欢。有些青壮
年一个月之内要运回一百多担红薯，一万四五千斤呢。当然，他们现在不像父辈们用扁
担箩筐一担担的挑，而是用板车、用小四轮拖回来。人们家里都堆满了红薯，更多的要藏
进山里的薯洞里。薯洞几乎都散布在姑婆山旁边的小山包，那座山包因此就叫薯洞包。
收获了庄稼的田野也在等待积肥，青壮年就在猪厩里清除粪便去晾晒，来年农家那甜甜
的乡村梦需要从现在开始积攒，只有田里攒足了底粪，青壮年才会有底气，来年的田地才
会给农家一个沉甸甸的惊喜……农活都打理好了，青壮年就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走家
串户去唠嗑，打两圈牌，聊几句微信，发几个红包，互相做东围坐在饭桌的四周，桌上的碗
里盛满了一年的收成，盛满了甜蜜的家酿，也盛了女主人的厨艺，他们一边喝酒一边唠
嗑，一边议论着村里的事，镇里的事，县里的事，省里的事，国家的事，国际的事。女人们
一边参与唠嗑，一边在厨房里忙活，忙好了，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也是玩微信抢红包网
购之类，间或做些挑花、刺绣什么的，一边咬耳朵说些悄悄话，村庄内外的各类话题便发
酵起来了，这些故事和话题从女人们围坐的庭院上飘了出去，又从婆姨们串门时倚在门
框边倚了出来。

冬天的乡村，也发酵着爱情，在外打工的青年男女，怀揣着渐渐鼓起的钱包回到了家
乡，他们渴望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便利用这个季节相互串门挑逗，谈情说爱。腊月乡村喜
事多，隔三岔五，就有迎亲的队伍吹吹打打，鞭炮声此起彼伏，把小村弄得沸沸扬扬。高速
路上，乡村公路上，不时有车辆疾速奔驰，为冬日乡村增添些许生机和活力。

乡村的冬日，好像把时光融掉一般，整个村庄都弥漫在幻想之中，这清瘦的村庄需要
在大年时各家各户炖烂了的肉汤中去滋补才能健壮，需要在温热的酒壶中加以滋养才能
长膘。

在冬天的乡村里走走，就是在一幅简洁的素描中穿行。走着走着，一颗心都变得简单
轻盈了……

“今年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这是大雪时节最脍炙人口的一句农谚。说的是
严冬积雪覆盖大地，为冬作物创造了良好的越冬环境，积雪融化时又增加了土壤水分含量，
有一定的肥田作用，因此有“瑞雪兆丰年”的吉祥话。

大雪，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十一个节气，大雪，顾名思义：雪量大。古人云：“大者，盛
也，至此而雪盛也。”到了这个时候，雪往往下得最大，范围也最广。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最低
温度都降到了零摄氏度及以下，所以下雪的概率非常高。而关于这个节气的谚语，则更是
脍炙人口，妙趣横生。

“大雪纷纷落，明年吃馍馍”，“大雪到来大雪飘，兆示来年年景好”，“大雪半溶加一冰，
明年虫害一扫空”，“雪盖山头一半，麦子多打一石”，“冬雪消除四边草，来年肥多虫害少”。
这些朗朗上口的农谚，不仅通俗易懂，而且预测出来年的农业和农事，那是劳动人民对于丰
年的希冀。

提示大雪时节生产劳动的谚语也很有趣。如：“大雪封地一薄层，拖拉机还能把地耕”，
“大雪封了河，船民另找活；大雪河未封，船只照常通”，“大雪坑塘未结冰，组织力量深挖坑，
有条件的蓄满水，来年养鱼有保证”。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大雪节气的谚语也不相同。浙江有“江南三尺雪，人道十年丰”，江
苏有“雪打高山，霜打平地”，黑龙江有“大雪河封住，冬至不行船”。大部分地区有“大雪兆
丰年，无雪要遭殃”的谚语，寓意大雪时节雪花飘落，将田地里的虫子冻死，积雪融化还可以
带来充沛的水分，意味着来年就是一个丰收年；否则，明年就会有灾害，威胁作物生长。

关于大雪时节天气的谚语更是美不胜收：“大雪不冻倒春寒”，“大雪下雪，来年雨不
缺”，“大雪不寒明年旱”，“大雪晴天，立春雪多”，“先下大片无大雪，先下小雪有大片”，“先
下小雪有大片，先下大片后晴天”，“沙雪打了底，大雪蓬蓬起”，“大雪不冻，惊蛰不开”。这
些谚语多么的生动传神，兼有一定的天气预报功能。

而“小雪腌菜，大雪腌肉。”“未曾过年，先肥屋檐。”说的就是大雪节气的风俗，即腌肉。
谚语，是劳动人民生产实践的结晶，民间的宝贵财富，易懂易记，朗朗上口。大雪时节

到了，赏读这些妙趣横生的农谚，去期盼又一个丰收年。

天气愈发寒冷，打算储藏一些白菜过年。
周末到菜市场，看见一个中年人的白菜卖得格外快，人挤人的红火。买东西一般都是

到有抢购的地方去，这是消费者的常见心理。
凑上前，发现人本来就多，还都在各自忙着掰白菜帮，人来得快，走得慢，所以人就

显得更多了。我纳闷，卖白菜的允许掰菜帮常见，而任意掰不常见，卖菜的中年人还乐
呵呵地不加阻拦，更是让我奇怪。这样卖菜法，他还能有多大的利润？难道赔本儿也
卖？不可思议！

地处北回归线以南的广西南宁市，是历史悠久的稻作起源地之一，以大米为主食的南
宁人，历来擅长用大米做成各式各样的美食，而飘香于寻常巷陌的粉饺更是南宁人可作为
一日三餐百吃不腻的传统美食。

粉饺的外形与北方饺子相似，但与饺子的制作工艺却大相径庭。粉饺以大米为原料，
纯手工制作，将精选的大米洗净，浸泡，将浸透的大米磨成米浆，滤干成湿米粉，然后再揉成
团状，蒸至五六成熟，经人工揉透后搓成粉团，再用大棍碾压成薄皮，最后才能擀成质优味
美的粉饺皮。

粉饺皮入口的效果是考量一个师傅手艺的关键步骤。因此，为了保证口感，获得有弹
性，有嚼劲，皮质厚实的粉饺皮，在粉饺皮的制作过程不能加入任何的添加剂，而在粉皮的
碾压揉搓时，更不能有半点的倦怠和偷懒。

如阳春白雪凝脂般的粉饺皮，经过一双双巧手，包裹着剁碎了的猪肉、香菇、木耳等混
合搅拌而成的馅料，被捏紧，压上边纹，整齐地码放在宽大的案板上，整装待发。

十多分钟后，经过十几道工序制作而成的粉饺蒸熟出锅，一个个晶莹剔透，圆润饱满，
挤挤挨挨地排列在蒸笼里，淡淡的大米清香中飘溢着猪肉、香菇与木耳相融合在一起的香
味，在鼻尖上撩拨着、跳跃着，不禁让人垂涎。铲一排粉饺放入盘中，就着热气腾腾的粉饺，
加入几滴麻油、淋上南宁本地产的黄皮酱，一口咬开粉饺，用米粉做成的饺子皮，富有弹性，
滑润，有嚼劲，而黄皮酱的酸甜与果香，掩盖了馅料中猪肉的腻味，更保持了香菇的原始香
味，微脆的木耳在嘴里游离，润滑而爽口。

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在南宁的老街旧巷，坐在装修简单甚至简陋的粉饺铺里，
食客们毫不在意，依然一派怡然惬意的神情，细细地品尝粉饺的味道，感受一种食物穿越
时光给予的馈赠。品尝粉饺的时候，偶尔会听见有人说起关于粉饺过往的故事点滴，偶
尔有人唱起现在已渐渐被淡忘了的“落雨大，水浸街，阿哥担柴上街卖，阿嫂出街着花鞋，
花鞋花袜花腰带，珍珠蝴蝶两边排……”这首老南宁耳熟能详的白话童谣。循着童谣和
味蕾，我似乎看见一百多年前那些披着晨星夜露，挑着担子，嘴里吆喝着，走在青石板街
上谋生的小商贩。

即使世事沧桑，生活变迁，粉饺依然备受南宁人的喜爱和推崇。 老家临近渤海，地处平原，初秋的午后，云又上来了，每一丝空气都格外清新。吃罢午
饭，老家的门口又坐了几个闲客，奶奶走近前与她们闲聊，依旧是乡村轶事，家长里短，但聊
语里时常裹挟着天道情理的自然感慨。这，是老家门口年年四季的风景。

每每这时，奶奶一边倾听，一边与人插话交谈，一边手中总在忙着自己喜欢干的活儿。
从小到大，奶奶手中的活儿从未间断过，挑拣些豆米，剥摘些蔬菜……如今她已年逾古稀，
干活已然成为她一世的习惯。

我摆弄着手机，坐在一边静静地陪着她们。我喜欢听她们聊村里村外的故事。
一个腹内长满赘肉从小被我唤作“大妗”的年近八十的老太，开口聊到几天前的大暴雨

浇坏了她姑娘家刚种的菜花，正在倾听的奶奶手中褪着早熟的一筐玉树，听到这话，突然像
想起来什么似的，一下停住了手中的活儿，激动地说：“你一说菜花，我想起来上午去地里补
菜花秧的时候，有一筐秧苗被我儿子洒在地头了，我得把它养在一边，如果下雨秧苗再有不
活的，也好救个急！”奶奶说完这话立即起身，丢下一句：“你们坐着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奶奶，我陪你去！”在老家，奶奶到哪儿，我就跟哪儿。
我跟奶奶出了家门，走到一个岔路口，她说：“咱们走这条道，让你看看咱家这块地种的

菜花。”走了不足两百米就到了离家最近的那块地。我顺着奶奶的手指，看到了奶奶种的菜
花地，经过了上午的补苗，菜花整齐地排排直立，但看上去形体瘦弱，不堪风雨，反倒左侧邻
家的菜花吸引了我，叶子已经比奶奶种的大出几倍，棵棵抬头望天，那硕大的叶子显示了自
身的强壮，任它再大暴雨袭击，都应无所畏惧。

我好奇地问奶奶，奶奶说邻家的秧苗比自家种得早了一周，又说种庄稼跟谈朋友找对
象过日子都是同样的道理，讲究的是时间跟火候，早晚强弱都要把握个度，咱家的因为你叔
不听话晚种了一星期，人家种的正是时候，暴雨来了，正好已经长到可以抵挡的程度，而咱
家刚栽种的秧苗如同刚出生的孩子，怎能经得住风雨？

奶奶一边跟我絮叨着这些常识，一边走到那些刚补过的秧苗身边，蹲下身，用手中的小铲
为其中几棵羸弱小苗铲些土护住，那温柔与期待的神情如同凝望刚生下的儿女，怜爱有加。

继续前行五十米，就是村里唯一的一条河。村庄的桥横跨河的两岸，两岸树木茂密，一
望无际的玉米地掩映其中。

“你看咱家的这几棵黏玉米，都长成这个样子了！”奶奶含笑说出的一句话让我的心情
更加舒畅，我转向她，见她已经弄完了菜花的活儿，此时，又来抚弄地头那一排玉米了。

而我，纵情饱览了一番故乡的山水，仰望青色云天，瞩目葳蕤杨林，足吻潺潺河水，一时
乡情泛滥。

故乡于我，每一棵草都载着初心，每一朵花都写着祥和。而奶奶，就是那个让我永怀初
心、永沐祥和的人！因为奶奶，是故乡风景中最核心的部分。

根本挤不进去，我只好皱着眉看着老头老太太们兴致勃勃地掰菜帮，又看着他们一个
个满意地离去。都走光了，我直摇头：“这些人也太不自觉了！”小声嘟囔了一句，我上前抱
起一棵大白菜递给卖菜的中年人。大白菜所剩无几，本就没啥可挑的了，他还是提醒我挑
个好的，白菜帮随便掰。我笑着摇头，趁机问他：“老板，你这样卖菜法不怕折秤？现在的菜
价这么贵，你还能挣钱吗！”

他笑了：“老弟，我卖菜一向如此，从不制止顾客的挑剔，并且还每次都提醒顾客尽可能
地把认为不好的地方去掉。这样是挣得少了点，但也不会亏本。我的白菜卖得比谁都快，
薄利多销嘛。这样一来，我的信誉打出去了，大家都来买我的菜了。”我开始点头。

“呵呵，你看，别人的摊位上都满满当当的，而我的只剩下几棵了。我可以再回去拉一
车来卖，一天要比别人多卖好几百斤呢！而掰下来的菜帮我会拉走回家喂猪，家里十来头
猪都几乎不用另外喂食，你说我划不划算？”想想现在高昂的猪肉价格，我真有种茅塞顿开
的感觉。抬头看见他身后空荡荡的农用车，我心悦诚服地向他竖起大拇指：“你真了不起，
领教了，受益匪浅啊！”

一个卖白菜的小老板竟有如此头脑，实在令人折服。大白菜被层层剥开丢弃，褪去的
都是众生的贪欲与苛求，而包在心里的却是隐含的禅机。但，却有几人知？即使知，又有几
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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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明媚。 盛利者 摄

□□ 郭晨

江西省信丰县大塘埠镇光甫村，是我
的家乡。我生于斯，长于斯，念于斯。斯村
原本有故事，而今又有村志，历史文化兼
进，使我这个游子的心里欣欣然灿灿然。

50 多年前的 1964 年秋，家乡把我交
给了命运。我提着一只旧樟木箱土里土
气地奔向了京城，奔走闯荡寻梦，从此成
了游子。历经坎坷，寻寻觅觅，起起落落，
终于成长、奋斗、出息、衰老、恬淡，老而思
乡觅根的情志趋浓。强烈地发现我长青
不变的根脉还是在光甫村石门迳。这个
屋场是我生命的落生地，是我最初最近接
天地之气的地方。

离别就会产生遗憾，家乡成了故乡。
阔别半个多世纪退休后回到家乡探访，尽
管找不到原模原貌原汁原味的故乡了，我
出生的房没了，房址上覆盖的是茅草荆
棘。隔屋邻舍不见了，中年以下的人不认

识了，同龄人大多已阴阳两隔，许多记忆也
已飘落尘埃。可这地方仍是我魂萦梦绕的
家乡，我来到这世界的最初场地，我还闻得
到它独特的气息。走南闯北不知道到过多
少地方，还没有发生过“反认他乡是故乡”
的错觉。时间的荒野里，埋不掉我童年的
温暖，少年的快乐，老年的乡愁。无论我身
在何处，都有温馨的家乡记忆，像红丝线一
样牵动着我的乡亲乡情乡愁。

当然这只是我出生的那个小屋场的
变幻，乡村的现代化已经把它变成虚无。
偌大行政村的其他屋场却在日新月异，与
时俱进，兴旺发达。一辆乡友的小车载着
我转了一天，房屋连片，多新少旧，不少别
墅突兀其间，间有轿车穿行闾巷。行走村
邻之间不认识的年轻男女，穿着时尚，晃
着鲜亮的手机谈笑着时新的话题显出不
一样的气质，倒显得白发飘飘随意穿着的
我有些土气。一问，原来都是在大城市打
工回来的新潮。他们也是游子，却走进了

新时代。游这一圈原本是想祭奠我消逝
的青春，却发现光甫村的青春常在，正在
加倍扩张，由原本的小乡坪石乡归属了大
乡大唐埠乡，别的村庄地界被“扩乡并村”
吸引了过来。家乡里里外外都在“鸟枪换
炮”，物质与精神都让人感到新鲜，外表和
内涵都让老游子要刮目探究。

好在这些变化《光甫村志》里记载详
尽，让我重拾少年时光，却不是少年模
样。倒是《村志》本身需要我说几句感佩
的话。那是村里人和游子热爱家乡竭诚
合作的结晶。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们深感
草木易秋，人生易老，多少博闻强记的先
辈们已黄土葬身，无缘述史；村中多少轶
闻奇事已掩埋于历史的尘埃，后人难于赓
续，令人叹息。为铭记先辈创业的艰辛，
为使后来人明白光甫村的来历与悲欢，让
后辈方便地觅寻村人归迹，知其族根，识
其家邦，振其基业，扬其传统，遂由游子曾
益胜、王明富等人倡议志书续谱，热心的

村干部踊跃响应穿针引线，组织支持村里
有识之士曾崇龙老师等人多方搜集素材，
收拾起村里古今乡土人物及轶闻奇事，经
年劳心费力，共同编写出了这部《光甫村
志》，弥补了建村以来从未有过村志的缺
憾，为光甫村的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份可以
查阅搜寻和流传延续的丰厚精神财富。

我极为支持乡贤们的良谋善举，赞
赏他们的爱乡敬土功德。初稿、定稿出
来都送给我看过，我也郑重地提过意见
和建议。即将付梓前夕，又请我作序。
我欣欣然拜读毕，面对休养地大海平缓
的波涛在思考，写一篇什么样的序文才
好交卷？涉及家乡的文字要敬畏不能敷
衍应对，我没有循例照章拿出一篇八股
式的空泛序文，而是情不自禁写出了一
篇带有温度的更能表达我心情的乡愁意
味的散文。这真是：

世缘将尽乡愁浓，
喜读村志觅初衷。
意犹苍茫言未尽，
拳拳游子寸寸心。

我十分明白，村志不是用来感伤和释
放乡愁的，而是用来感恩、思念和缅怀的。
村史在记载中不朽，故乡在念想中永恒。
光甫村的美好长驻在光甫人心胸。

老年人做得都很到位，也很受人尊重。
我和老公有时候因为工作压力大，或者跟领导同事有些小矛盾，回到家难免倾诉和抱

怨。老妈劝我们说：“跟人打交道，别那么较真。心大些，多大的事都不叫事了！”老妈的话
虽然质朴，但很在理。

以前我很爱计较，所以总是患得患失，自寻烦恼。老妈对我说：“不是你的东西，再怎么
争也没用。有些东西，没了就没了，别放在心上。”老妈三言两语，就能让我豁然开朗。并不
是老妈的道理讲得多深刻，因为我们信赖老妈，所以总会听她的。一家人受到老妈的影响，
渐渐感觉整个家里少了负能量，多了正能量。

老妈有早起的习惯，每天早晨她都会散步锻炼身体。时间长了，老妈的作息习惯影响了
我们，她注重身体锻炼的习惯也影响了我们。如今，我和老公也养成了早起锻炼身体的习惯。

老妈身体好，厨艺好，心态好，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快乐。家有“三好老妈”，是我们最大
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