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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立冬过后，天气一天比一

天的冷，特别是早晚气温更
低。但是午间的时候，天气晴
朗，艳阳高照，在这寒冷的冬
日里，晒太阳堪称一件最惬意
的事了。

以前，到了冬天，地里的
庄稼也几乎收割完毕，农事也
不再繁忙，人们就有了空闲的
时间，即使到地里去干活，时
间也不会很长。到了中午，吃
完饭，就在太阳底下一坐，静
静地享受着这温暖的阳光。

这个时候，人的心灵得到
了彻底的放松，一把椅子、一
杯茶，坐在廊檐下，任凭着暖
暖的阳光轻轻地抚摸。不一
会儿的工夫，渐渐感觉身体温
暖如春，于是就转个背，背朝
太阳，眯上眼，继续晒太阳。

要是遇到下雪天，没有了
阳光，便在屋里烤火。满满的
一堂火，大家围坐着，嗑着瓜
子，喝着茶，脸上被映照得通
红，谁也不肯离开这火塘半
步。饿了，就向火塘里丢进几
根年糕，或者几个地瓜，熟了，
从火堆里取出，香喷喷的，味
道好着呢!

特别是在春节期间，大家
走亲访友，中午吃了饭，喝了
点酒，没事了，就在屋前的廊
檐下一坐。老人居多，小孩子
也来凑热闹。我记得在老家
时，有一年的春节，下了整整
好几天的大雪，大雪封山，路
不通。等天晴了，阳光从云层
里钻出来，大家对这久违的太
阳格外的亲切，“出太阳了，快
来晒太阳哦！”不约而同地喊

道，“来，到我家门口来晒太
阳。”“喝一杯茶。”这几乎是我
听到最多的邀请词了。

于是有人背着椅子来，有
人背着躺椅来，找一个干净的
地方，坐下来，大家的脸上都
是笑呵呵的，如沐春风。人们
围在一起，一边享受着阳光带
来的温暖，一边滔滔不绝地谈
笑着，“你家今年收成如何？”

“你家的那头母猪生了多少猪
崽？”“拜岁去过吗？”大多就是
这样天南海北地聊着，

当然，也有耐不住寂寞
的，便拿出一副扑克牌来玩，
自然是不许赌钱的，输了，就
戴一顶帽子。有的老人晒着
晒着就开始睡着了，这个时
候，老伴就在一旁嗔怪道：“该
死的，别着凉了。”轻轻一推，
醒了，“放心吧，不碍事。”说完
又低头呼呼睡去。

乡下的春节，最热闹的是
请戏班子来演戏。一演就是
三五天，在露天搭一个戏台，
一天演两场，午后一场，晚上
一场。午后的人特别多，乡亲
们在阳光下坐着，品味着戏里
的每一句唱词，老人们有说有
笑。村里每年的年戏，给乡亲
们的生活带来了无限的乐趣。

晴天的时候，乡亲们也不
闲着，便到山上去砍柴。柴火
是必须的，冬天天冷，要烤
火。冬季是砍柴的最好季节，
山上的树叶落光了，砍来的柴
晒上几天就可以烧火了。

早上八九点就出门，腰间
别一把柴刀。到山上，看到这
暖暖的太阳，禁不住阳光的诱

惑，先坐下来晒一会太阳。等
到全身暖和了，才想起砍柴，
此时太阳正在头顶了，得赶紧
砍，否则就来不及了。

冬天，趁着阳光好，洗洗
晒晒是乡亲们的家常事，家里
的东西基本都要洗一遍，好过
一个干净年。洗被子、晒被子
最为常见，冬被子白天一晒，
晚上睡着暖和，夜里也不怕
冷。洗了被子，就要重新缝
上，母亲会在地上铺开一张大
席子，一边缝棉被，我们就在
一边睡懒觉、晒太阳，软软的
被子、暖暖的阳光，晒得浑身
发烫，很是惬意。

晒太阳的同时，自然可以
干很多活，乡亲们总有干不完
的活，一边晒太阳，一边劈柴，
小孩子们在太阳底下玩捉迷
藏，玩累了，就地一躺，大人们
也不责备弄脏了衣服。

有时候，遇到空闲的时
候，难得有这么个清净的午
后，头顶上冬阳高照，那暖暖
的阳光直照得你浑身舒服。
于是，在太阳底下静静地坐
着，不受外界的侵扰，远离城
市的喧闹与嘈杂，唯有内心的
平静与闲适。微风不燥，阳光
和煦，白云悠悠，溪水叮咚，这
何尝不是人生的一件快事！

万物生长靠太阳，自然，
人也离不开太阳。在冬天晒
太阳，既可以杀菌消毒，也可
以消除疲劳，在冬天可谓是一
件最好的享受。

又见炊烟，在这个小山村。那袅袅升腾
的淡蓝的烟霞，环绕在树梢屋檐间，似带着
草木的甘醇，带着松针的芳香，萦绕在纯净
无暇的山村上空，也一缕一缕渗入我的心
间。

与炊烟相伴的日子，已经离我很远很
远。年幼的时光里，每当夕阳西下，炊烟也
在家的上空袅袅升起。暮色朦胧的炊烟中，
我看到屋檐下的燕子归巢，看到外出的鸡鸭
回笼，看到暮归的老牛返圈，那特有的炊烟
的芳香，也让我那颗玩疯了的心瞬间安宁。
透过飘渺的烟雾，我闻到家里浓浓的饭香，
看到祖母那急切盼我们归家的眼神，也似乎
听到母亲的絮叨和父亲敦厚的教诲。

记忆中的炊烟，是那样的温馨，温馨得
让人总想在童年的光阴中流连忘返；又是
那样的温情，温情得让人总也忘不了童年
的老屋与土灶。只是，在钢筋水泥的城市
丛林中，在节能环保的现代化厨房设施中，
再也难见炊烟。

又见炊烟，在这个春花漫山野的小山
村。这里，是我毕业后参加工作的地方。
青春的第一站总是让人难以忘怀。年少的
懵懂与悸动、青春的激情与梦想，都在经历
了人生的成长后显得尤为珍贵，所有美好
的经历和记忆都难以割舍。因此，这里也
是我的家，是我每年必须要回来的家。

山村的暮色苍翠而飘渺，袅袅的炊烟
中，我似乎闻到了诱人的香味。走进婶婶
家的厨房，土灶的灶膛通红，灶台的大锅上
热气氤氲，灶台汤锅里的水“咕咚”翻滚。
在我的印象中，这大土灶里烧出来的所有
食物都特别诱人，都有着质朴而原始的味
道、不加人工佐料的纯真的鲜美。果然，婶
婶见我进来，用火叉往灶膛里面一钩，再用
火钳一夹，地面上立刻滚出一个黑不溜秋
焦扑扑的煨番薯。用火钳在焦黑的番薯上
扑打一番，露出了烤得焦黄的番薯皮，立刻
香气扑鼻。婶婶说：“你先解解馋。”一旁的
先生嗤笑我是二师兄托生，总是不顾形象地
热衷于这些上不了台面的食物。我一笑置
之，心里反而对他那些所谓的“阳春白雪”式
的美食嗤之以鼻，深觉他不懂美食的精髓。

小黄狗摇着尾巴舔着舌在我脚边打
转，木头窗台上蹲着的大花猫眯着眼睛凝
视着我，夕阳的余光透过老房子板壁的缝
隙,在地面上留下一道细细的光晕。恍惚
间，我似乎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冬
天，大雪封山，交通瘫痪，我被关在山里面
回不了家。站在学校操场的茫茫雪地里看
山村上空伴雪飘舞的炊烟，想家。食堂烧
饭的阿婆把我拉到热烘烘的灶膛前，说：

“乖！这里暖和。我给你烤番薯吃！”我把
两只脚搁在阿婆为我准备的炭盆上面，把
脑袋圈在手臂中，等着阿婆的烤番薯。不
知道过了多久，闻到一股焦臭味，是搁在炭
盆上的脚上穿着的棉鞋被烤出了一个大窟
窿……多少年过去，阿婆的那一声“乖”，让
当初的我泣不成声，也让我在以后的许多
年中，无论走到哪里，都不曾忘记这个小山
村，和小山村上空随风飘舞的炊烟。

暮色沉沉，群山环抱中的小山村，炊烟
缭绕，倦鸟归林。木板楼房“吱哑”的开门
声，木头楼板“咚咚”的脚步声，都让我感到
心灵的宁静。昏黄的灯光、斑驳的老宅，以
及窗外的残墙碎瓦，都是时光的见证。但
是，无论光阴如何流逝，那一缕熟悉的炊
烟，却是我心中最深切的想念。

又见又见
□□一朵

晒晒冬日 太阳
□□卢兴治

烟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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