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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秋风满地霜，

芦花染雪菊花黄。

南归雁阵声声里，

又惹相思愁断肠。

望 归 雁
★谷玉林

甲辰三九暖非寒，

已进公元二五年。

无雪缺墒梅绽后，

多晴少雨孟春前。

牡丹桃李孕生猛，

芳草芽苞蓄势坚。

管理麦田怡此好，

施肥灌溉促粮翻。

咏小寒
★李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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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码头唱大风，

韶山伟人除昏蒙。

纷飞蓝褛千山秀，

漫卷旌旗五岭红。

武装工农换日月，

为国为民铸丰功。

沁园春里音容在，

秉承厚德华夏荣。

怀念伟人毛泽东
★姚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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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一杯四季酿成的美酒

有春雷 也有秋霜

我们怎能越过冬天

去拥抱春天

既然太阳也有负伤的时候

我们又怎能期待

远去的流云

带走人间的所有苦痛

真不必为失去而伤感

假若没有那份痛苦

又哪儿来的成熟

假若没有那份无奈

又怎能懂得珍重

让生命耐心等待

拥有的还会失去

失去的还会重来

等 待
★李民强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这样一句

顺口溜在民间广为流传：“红薯干，红薯

馍，离开了红薯不能活。” 寥寥数语，

却饱含着老辈人对红薯的深深赞誉。

红薯作为粮食作物因产量高，在我国长

江以北大面积种植，在艰苦的年代发挥

过重要作用，让多少人度过了饥荒，保

住了性命，是人们的功臣。而它的产业

链之一的粉条，至今仍是大家餐桌上的

一道美食。

我是60后，经历过下粉条的岁月。

每年麦苗出齐、霜降过后，就该刨红薯、

磨红薯粉、晒红薯粉了，等入九气温达到

零下时就可以下粉条了。

老家门前有一口老井，井很深，井

水甘洌清甜，用来做红薯粉最好不过。

井旁支起一口大黑铁锅，将红薯倒进

去，打上两桶井水，用一根木棒用力地

搅动，翻来覆去，红薯上的泥巴都洗得

差不多干净了。然后用手将每颗红薯

再洗一遍，干干净净，下出来的粉条没

有碜，吃起来才放心。

水井旁是村广场，安有一台红薯粉碎机，洗

净的红薯就近磨成了红薯渣。母亲用盆子将最

好的红薯渣满满的端回家一盆，掺上萝卜丝，面

粉，盐，五香粉，再磕上几个平时舍不得吃的鸡

蛋，搅拌均匀，厨房的铁鏊子早已烧热，鏊子上抹

油，舀上一勺摊上去，刺啦一声，香气四溢，红薯

渣馍烙的色泽金黄，香甜软糯，吃上一个，霎时浑

身芬芳。

我家院子的西南角，早已搭好架子。两口

大缸，一口用来过滤红薯渣的大罗，哥哥站在架

子上，将红薯渣舀进去半罗，再加两盆清水，用

一个带有底盘的工具使劲地搅动，使劲地捺，过

滤的是淀粉，剩下的是红薯渣，红薯渣用手拍成

团，放在墙沿上晒，晒干了储存起来喂猪喂牛。

一车红薯渣过滤完，两口大缸也满了，经过一夜

的沉淀，第二天撇去上面的浆水，下面半缸都是

沉淀好的淀粉，洁白细腻，然后再用清水搅拌，

搅成浆状，再用白布四角兜好吊起来控水，经过

一夜的凝结，就成了常说的粉疙瘩，粉疙瘩再晒

干碎成粉面，就可以下粉条了。说起来简单，要

把红薯变成粉面，那是经过一系列复杂而艰辛

的劳动的。

冬至过后，天气越来越冷，晚上外面开始结

冰，白天气温也在十度左右，正是下粉条的时候。

生产队的场房屋里，一口大杀猪锅，水烧的

滚烫，热气笼罩了整个屋子。杀猪锅挨着的是

一口二称锅，二称锅挨着的是一口个矮腰粗口

大的半截缸，挂粉条大多用的是烟柴做的粉

格。一瓢粉下一杆粉条，这都是有经验的人才

能做到的。

一张四方矮桌，四条桌腿粗壮结

实，桌面用厚厚的木板做成，一个口

大底小的大粉盆，倒入半缸粉面，再

趁热倒入浆糊，适量热水，二哥和两

个大汉围上围腰，卷起袖子，转着圈

儿揉面。一边揉面，一边大话短长，

海阔天空，三皇五帝，奇闻轶事，笑

声、喘气声，不断从冒着热气的场房

里飘出。小朋友们使不上劲，就围在

火旁锅边，一边听大人侃大山，一边

等粉条出锅后吃上一口蒜汁拌粉条

的美食。

面揉好了，一切准备就绪，开始

下粉条。

二哥左手端起粉瓢，左腿登在锅

台上，胳膊肘放在左腿上，供面的师

傅揪起一团面放入瓢中，二哥右手握

着一块专用的小木块，在粉瓢的边上

就着粉盆轻轻锤两下，看看粗细合

适，便正式下锅。只听咚咚的锤瓢

声，那粉丝从九孔粉瓢里漏出，粗细

均匀，这边入锅，沸水一滚，那边滚熟

的粉条就自动飘起，二师傅用长长的

筷子将粉条捞起，放入二称锅的凉水

中过滤，去掉粘性，三师傅在半截缸

里用手将粉条盘起，穿入烟柴杆中，

再由人接过来，送入隔壁屋中，隔壁

屋中早已用檩条做好架子，下好的粉

条都棚在架子上控干水分。

一瓢瓢，一杆杆，汗水伴着咚咚

的有节奏的锤瓢声，粉条的热气散发

着香味。此时此刻，这里就成了整个

村子的焦点。

一盆面，两盆面，三盆面，一个下

午的面下完了，隔壁屋的架子上也架

满了粉条。

晚上气温越来越低，开始结冰。控干水分

的粉条一杆一杆架到场院里的架子上，再一瓢

一瓢的往上泼水，使粉条结冰，结的冰像一块铁

板一样结实，这叫冻粉条。

第二天早上，农人们起的老早，将冻了一夜

的粉条用架子车拉到后河，放入河中，流动的河

水很快将冻好的粉条解冻了。

沿村大路两旁的杨树上，早已扯好绳子，绳

子上一米间隔套着两个绳圈，解冻了的粉条从河

水里捞出，带着水拉回来，再一杆一杆的穿到绳

圈里，一杆一杆的粉条，一字排开，一路两行，在

冬日的阳光下成了农村一道靓丽的风景。

傍晚，粉条大多已经晒干了，人们开始打包

往家运，有几格不太干的，明天再晒。地上掉的碎

粉条也一根不剩地捡起，装在蛇皮袋子里自己吃，

直到此时整个下粉条的过程才算完美地干完了。

春节临近，是卖粉条的旺季，人们早早装满

一架子车粉条拉到集市，或走乡串村，或沿街叫

卖，换些钞票，买些年货和猪肉，晚上炖一锅猪

肉粉条，全家人围着火炉，吃着，说着，享受着劳

动带来的幸福快乐的时光。

现在，粉条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的厨房与

餐桌。蒸包子，拌凉菜，酸辣粉，揽锅菜，都离不

开粉条。大酒店也将粉条做成了各具特色的招

牌菜，人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可曾想起了这一

碗粉条制作的艰难过程？!

节约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份劳动果实，我

们应当将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传承下去。

记住乡愁，关注三农。农村是我们的老家，是我

们的根，是我们的魂。

粉
条
里
的
乡
愁

粉
条
里
的
乡
愁

粉
条
里
的
乡
愁

粉
条
里
的
乡
愁

□
徐
占
领

正月里来喜盈盈，
马街书会闹春风。
应河两岸人欢笑，
吹拉弹唱古今情。

二月里来雷一声，
家家户户忙春耕。
十九日子格外好，
妙善生在古父城。

三月三日颂太平，
说书先生祭祖宗。
上巳节里拜三皇，
雅乐齐鸣心虔诚。

四月初八周旗营，
魔术大会聚群英。
神出鬼没变变变，
小康路上不能停。

五月有个午端阳，
石榴花开艾草香。
应河石河运粮河，
小米做醋响四方。

六月天热暑难挡，
一伏下来雨三场。
地里庄稼长得好，
玉米芝麻红高粱。

七月初七天转凉，
天上织女会牛郎。
剪月裁云一双手，
描龙绣凤锦绣章。

八月十五月光明，
说书唱戏好年景。
谷子上场核桃熟，
丰收之歌遍地听。

九月里来天气爽，
登高赏菊过重阳。
天时地利气温好，
酿酒烧瓷最是忙。

十月里来麦苗青，
外出赚钱显本领。
趣玩魔术唱大戏，
边疆京城留美名。

十一月里天气冷，
萝卜白菜入窖中。
趁冷正把粉条下，
雪花飘飘结霜冰。

腊月里来祭灶王，
新衣新帽做停当。
敲锣打鼓迎新春，
一年到头都吉祥。

·唱词

宝丰十二月令
★郭敬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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