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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休 闲

我爱画。
我爱水墨丹青的国画，调子灰亮的油

画，黑白分明的版画和颜色明快的水彩
画；我还爱杨柳青的年画，苏州刺绣的丝
绸画，工艺新颖的装饰画和有着龙江风格
的海伦剪纸画。

退休后，我又在众多的画种里喜欢上
故乡的烙画。

一个盛夏的午后，我去山上林场看望
一位朋友，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画家。然
而在他的家里，让我开了一次眼界，欣赏到
了颇有红松故乡风格的烙画。他虽不是名流
画家，也不是什么门派绘画大师，但他的生
花妙笔，巧夺天工，自成体系，独具风格，他
就是一名普通林场工人，却让我对他产生了
敬佩之情，更佩服他的聪明才智。

那天，我刚下车就看见他家新建成的
红砖大瓦房，坐南朝北地掩映在绿树柳荫
下，红墙大院，花草芳香，屋内四壁粉刷
雪白，窗明几净，亮亮堂堂，现代化的家
用电器一应俱全，应有尽有。他的生活变
化让我喜出望外，心里不时泛起甜甜的味
道，爽爽的微风裹着庭院小菜园瓜果飘香

的气息，从敝开的大玻璃窗外吹进来，沁
人心田，格外醉人。当我坐在宽大的逍遥
椅上，突然发现他家的每件家具门面上都
有精工细作的山水风景画。让我这个钟爱
绘画的“欣赏家”一下动起情来，在我的
不断观赏和连连追问下，他才向我道出了
原委：“烙画，是咱们林区近几年兴起的一
种工艺美术画，非常适用装饰各种木器家
具。画法易掌握，工具也简单，不需要文
房四宝，也不用纸笔墨砚，有一把小小的
电烙笔就可以搞定！”说着，他把我带到他
的工作间，指着一幅正在创作中的画继续
兴致勃勃地说：“烙画的功夫主要是掌握和
运用好电烙笔的温度和角度，持笔与烫烙
时要做到有轻重缓急，虚实快慢，深浅有
度，浓淡相宜，这样才能使画面黑白分
明，层次清晰，线条得当，分布均匀，最
终达到具有立体感和空间感的艺术效果！”
也许是为了证实他的理论是正确的，他随
手绰起桌上的一把电烙铁演示起来。随着
电烙铁刃部渐红，只见他往木板上一触就

“吱吱”的发出木质烧焦的烟炭味，当他把
身体的重心用在腕上时，便开始自如运
转，腕力时伏时起，笔锋所到处，立即有
线条现出，每当笔锋大面积走过后，木板
的面上都会出现既像云又像雾的若隐若现
的缭绕线条，再经细小电烙笔的轻轻点
缀，远山、流水、楼阁、舟帆，竟都神奇

般地映入眼帘，那种云在飞雾在绕，湖面
轻舟荡漾，峦峰高山流水的绝佳效果跃然
展现，一幅自鸣得意的山水杰作大功告成
了。

最后，他十分得意的接着对我说：“烙
画的原料只需有较为平整的木板就可以了，
椴木板是最好的，烙出的效果黑白分明，有
种自然美的立体效果。至于烙什么就得凭个
人的想象随心所欲了！”

告别前，他为我烙制了一幅“故乡春色
美”特意送给我，并说，这可不是一件小小的
工艺美术品，它寄托着我们对故乡的怀念之
情，如果送给朋友，它会让小兴安岭美丽迷
人的春色迷人醉人，喜欢上我们的故乡！

是啊，我们的故乡是美丽的，它陶冶
了一大批才智聪慧的人。在这春色满园的
大好时节里，在故乡任何一处逗留或浏
览，都会看到故乡的美好，还有故乡的能
工巧匠，我的这位朋友就是一个写照。

这几年，他不仅学会了烙画，还精通
了经营管理，靠着这项新技术他还救活了
一个濒临倒闭的工厂，使烙画工艺美术品
走上国际市场，获得很高的信誉，给故乡
人民赢得了骄傲。每当想到这些，我就打
心眼儿里为故乡人高兴，当有人赞美故乡
烙画时，我更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故乡，想
起故乡的烙画。

我爱画。我更爱故乡的烙画。

故故 乡乡 的的 烙烙 画画
沈学印沈学印

没有一朵花，
最开始就是一朵花。
追风赶月莫停留，
平芜尽处是春山。
有风有雨是常态，
风雨兼程是状态，
风雨无阻是心态。
知不足而奋进，
望远山而前行。
风起于青萍之末，
浪成于微澜之间。
等风来，
不如逐风去。
盼花开，
不如自成花。
纵使踩踏淤泥，
也要心向光明。
不能胜寸心，
安能胜苍穹？
最慢的步伐不是跬步，
而是徘徊！
最快的脚步不是冲刺，
而是坚持！
大智不群，
大善无帮。
何惧孤步，
何惧毁谤。
没有磨砺的灵魂没有深度，
没有风暴的海洋是池塘。
伸手抓星星，
即使一无所获，
也不至于满手泥土。
追光的人，
终会光芒万丈。
在心里种花，
人生才不会荒芜。
即使身如苔花，
亦可绽放芳华。
如果
拘囿于一时一地，
局限于单一视角单一评价，
就很难体悟到
人生的斑斓多彩。
毕竟几人真得鹿，
不知终日梦为鱼。
自信源于底气，
底气源于努力。
甘瓜抱苦蒂，
美枣出荆棘。
回顾过往，
落地生根，
硕果累累。
展望未来，
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
遇见，获得，失去，
成长，释怀，完结。
我与旧事归于尽，
来年依旧迎花开。

星光不忘
赶路人

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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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学毕业那年，恰逢国有企业正处于艰难脱
困、民营企业又还发育不全的夹缝时期，大学毕业生
就业形势异常严峻。“毕业即失业”。我不得不搬出大
学宿舍，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8平方米的蜗居，继续
我的求职道路。那时还没有网络，求职很不方便。白
天，我沿街到一家家公司敲门自荐，很晚，我才拖着
疲惫的身体回到出租屋，常常一天只靠 3 个馒头充
饥。走过酷热的夏季，迎来凄凉的秋季，一晃3个多月
过去了，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中秋节那天，我一连去了3家公司应聘，都惨遭失
败，我的自信心降到了冰点。平日滴酒不沾的我，破例
在一家小酒馆喝了大半瓶白酒。踉踉跄跄出来后，脚已
经不听使唤。正好不远处有一个擦鞋摊，我走过去坐
下，想趁擦鞋的工夫休息一会儿。

擦鞋的大姐是位40多岁的中年妇女，岁月的风霜在
她脸上留下了皱纹，但她的眼睛依然特别有神。她一边麻
利地擦着鞋，一边与我交谈。闲聊中得知，她来自一个
偏远的农村，丈夫几年前不幸病逝，留下七亩田地和两
个分别上大二、高一的孩子。为了生活，她一人咬紧牙
关，耕田种地，样样都来。农闲时就到城里来擦鞋，给
儿子积攒学费。

十多分钟后，我的鞋已擦得锃亮锃亮。也许是看出
了我的失意和无奈，在我起身要走时，她特别说了一
句：“想开点，兄弟，生活哪有跨不过的坎呢，走好啊！”

一句“兄弟，走好啊”，让我心头一热，酒似乎也一下
子醒了。擦鞋大姐虽历经不幸，却依然积极打拼的精神也
深深感染了我。接下来的日子，我继续毫不气馁地寻找工
作，终于在一个多月后，我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

月沉星移，一晃30多年过去了。又近中秋，我不禁
又想起那年的中秋，想起那位给我鼓励的擦鞋大姐！

难忘那年中秋节的鼓励
明伟方

去年中秋节，母亲因病去世。今又中
秋，我不禁想起了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母
亲，也想起小时候母亲为我们亲手制作的

“土月饼”。
小时候家里穷，买不起商店里卖的精装

月饼，每年的中秋节都是母亲给我们亲手制
作“土月饼”。每年中秋节的晚上，我们早
早吃过晚饭，母亲便开始准备制作“土月
饼”。因为家里没有白面，母亲便用玉米面
代替。母亲先把玉米面和成面团醒着，然后
开始准备“土月饼”的馅料。买不起花生
仁、核桃仁、芝麻、葡萄干等，母亲便烀上
一锅红小豆，把烀熟的红小豆捣烂，再用纱
布澄出红豆沙，加入几粒糖精搅拌均匀，月
饼馅儿就制作完成了。

做完月饼馅儿，面团也醒得差不多了。
母亲在面板上一下一下地揉着面团，一双白

皙的手左揉揉、右揉揉，黄黄的面团被母亲揉
得又细腻又光滑。然后，母亲把面团搓成一个
圆柱型的长条，再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子。接
下来，母亲用擀面棍把面剂子擀成圆圆的薄
片，包上前期准备好的月饼馅儿，然后轻轻把
包着馅料的面饼边缘紧紧地捏在一起，“土月
饼”的雏形就呼之欲出了。

接下来的一道工序是母亲要在“土月
饼”的表面用刀尖刻画出古代美女怀抱小兔
子的图案，并告诉我们月饼上的那个古代美
女就是月宫里的嫦娥姐姐。后来，身为木匠

的父亲看母亲手工制作月饼太辛苦，便选了
一块边角木料雕刻了一个月饼模子，正面图
案是“中秋佳节”四个篆字，旁边伸展着一些
花纹，边缘处还有一圈齿状的花边。自那以
后，母亲只要把包了馅料的面团放进事先刷
过油的月饼模子里，然后把月饼模子合在一
起轻轻按压，“土月饼”很快就制作成形了。

最后一道工序是烘烤，母亲把制作好的
“土月饼”放在煮饭的铁锅里，然后小把小
把地往灶膛里添柴火，用小火慢慢地烘烤。
先烘烤一面，再烘烤另一面。约摸二十分钟

后，一缕奇异的馨香窜出锅盖缝隙，此时月饼
便可以起锅出炉了。新出炉的“土月饼”通体
金黄亮丽，饼皮酥脆可口，饼馅香甜绵密，让
人馋涎欲滴。

看着香气弥漫的“土月饼”，我和哥哥早
已急不可耐，趁母亲不注意，伸手就抓过一
个，一大口咬下去。甜甜的、香香的、酥酥的，
满嘴红豆沙的甜润，真是人间美味！看着我们
猴急的样儿，母亲眼睛笑成一条缝，嘴里说：

“慢点吃，锅里还多着呢！”
后来，家里的生活条件一天天变好了，

母亲便不再制作“土月饼”给我们吃了。可
儿时中秋节母亲亲手做的“土月饼”，却一
直烙印在我们心底，一直香甜在心灵深处。
难忘母亲做的“土月饼”，因为那“土月
饼”是以“亲情做皮、爱做馅”，贮满了
浓浓的母爱。

母 亲 的“ 土 月 饼 ”
佟雨航

刚入职那年，恰逢中秋轮到我值班，我原
本打算忙完活，就赶回家过节的，可等工作真
正结束，才发现最后一班车早从矿山开走了。
我懊恼地没有心情吃晚饭，就去食堂买了两
块月饼，便躲进宿舍看起书来。

不知不觉书已翻至半夜，我的睡意刚刚
袭来，却突然接到男友磊喊我下楼的电话，着
实吓了我一跳。他居然骑着摩托车过来了！我
俩虽都在矿山上班，可正好一个在北一个在
南，这中间偏远崎岖的乡间土路啊，足有两个
小时的车程。

“你怎么过来了？”我知道他上的是中班，
九点多才能上井。看他那风尘仆仆的样儿，肯
定一上井就赶过来了。“这不过节嘛！”磊随口
说道，“上井太晚了，没有车，就找一哥儿们借了
辆摩托。”我一边埋怨着他不该过来，一边在心
里悄悄乐开了花。

我俩围着矿山散步。一路的桂子花香绵
长而浓烈，脚上那高跟的小皮鞋在青石板上

踏出“哒哒”的乐响。矿山的小径、食堂、饭馆
永远灯火通明，热热闹闹。不时有上井、下井
的职工从这里穿过。

我们去了矿区食堂。虽已至深夜，仍有陆
续上井的矿工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地走进来，点
菜上酒，推杯换盏。我和磊也点了几份小菜，要
了一壶龙井，坐在靠窗的位置小酌起来。

因为正值中秋，又都是一个矿的职工，不
时会有不同桌的人碰上熟人。大家隔着桌子
打着招呼，恭贺佳节，连带着我们这桌也有人
跑过来敬酒。

“哎！你怎么会想到过来看我呀？”满堂的
猜拳划酒、互赠祝福中，我被这浓烈的节日气

氛深深感染，对着磊大声问道，“过节不是应
该赶回家团圆吗？”

“我听你说没回去，所以就赶过来了，你
在哪儿，哪儿就是家呀！”磊同样大声回答道。
可能他怕我没听懂他的意思，末了又加了一
句，“我觉得爱人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他的声音有点大，弄得我有点儿不好意
思，但同时又被这暖暖的表白深深击中了。那一
刻，我看到磊的眼中落满了星星，彼时窗外一轮
明月正高高地挂在盈盈枝头。它格外圆满！

和磊结婚后，我调去了他所在的矿山，我
俩几乎天天“腻”在一起。有一次中秋节来临，不
巧的是又轮到我值班，可磊一下早班就匆匆坐

车离开了矿山。这才新婚不会就忘了诺言吧？我
郁闷地挨到下班，一回家属楼，却意外地发现爸
爸、妈妈、公公、婆婆居然全过来啦！

磊说，上次我俩没赶回去过节，他知道父
母一定也很失落，这回他怕我再错过回家的
车，索性把爸妈全接过来了。说完，他又偷偷
在我耳边加了一句：“我们所爱之人在哪儿，
哪儿就是家！”

那晚，我们吃完大团圆饭，磊陪着两个爸
爸下棋、喝茶，吃月饼，而我则陪着两个妈妈
在矿山的林荫道上遛弯儿、赏景。天上的月亮
又大又亮，圆满得惊人，而桂子的花香浓郁得
浸染了整个矿山……

一年一年中秋至，明月千里总关情！如今
我和磊为了上下班方便早已买了车，矿山的
路也变得宽阔、通畅，喜庆佳节我们不再让父
母奔向我们，而是无论多晚，我俩都会赶回家
去：和爸妈谈心聊天，和儿子玩耍赏月，去赴
一场与我们所爱之人的团圆之约……

明 月 千 里 总 关 情
吴 娜

和和 美美

情情 浓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