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醉 秋

■■周周国国利利

北方水果中，柿子并非我最爱，但金
秋时节肯定要美美吃上一顿。

从太行山下来到闽南已经 13 年了，
每到秋季，看到各类柿子，总忍不住买一
些品尝，借此慰藉对故乡柿子的怀恋。 金
秋时节， 太行山的柿子肯定一片火红，山
野也必定是一片甜蜜的色彩。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太行山的山里
山外，乡村田野地头、小路两侧，最多且
最醒目的就是柿子树。 到了仲秋，遍地的
柿子树挂满了“红灯笼”，喜庆的气息扑
面而来。

记忆里， 外婆家所在的村庄国庆前
后就开始分柿子，不论斤两，按家户人口
多少分几棵柿子树。 人多的家户可以分
到两三棵大柿子树， 收获数百斤红彤彤
的柿子。

太行山的柿子品种不少，脆中带甜的
是八月黄，又圆又重的叫大砂锅，又圆又
玲珑的称小火罐，还有大将军、砂糖柿等。

小孩子都喜欢乒乓球大小的小火罐，
圆润粉红，皮儿像纸一样薄，手指一戳就
破开，流淌出甜蜜的果汁。 我们轻轻揭开
柿子蒂，露出一个小圆洞，嘴对着哧溜一
吸，一口果汁便滑溜溜进了肚。 接着反吹
一口气， 瘪了的柿子皮马上圆鼓如初，像

一个红气球。
大人们觉得个大皮厚的大砂锅最实

在，一个有四五两重。 大砂锅当时吃味道
一般，但若削了皮，挂起来晒成柿饼，待到
霜降时，外面裹上一层雪白的柿霜，那时
再吃，异常甜美，身价也倍长。

八月黄的柿子树干笔直高大、 产量
少，是柿子树中的“白马王子”，村里很少
栽种，只有在太行山深处才能找到。 胆大
灵巧的孩子敢爬上八月黄树摘柿子，一下
子爬到八九米高，然后骑在树枝上，摘下
黄橙橙、又脆又甜的大柿子，大快朵颐。

深秋时节，熟透的柿子堆成垛，吃不
了也卖不完，老乡们会用来酿柿子醋。 熟

柿子与小米汤拌在一起，放砂罐里静静酿
上一冬天， 表面生出一层白绒绒的菌丝，
下面就是稍稍发黄、散发出果香和酒香的
柿子醋， 比商店里的山西老陈醋还酸，但
回味又甜丝丝、香喷喷的。

还有一些不熟的青柿子， 乡亲们会
集中起来做“漤柿子”———将青皮柿子放
在大瓦盆中，倒入温水，搁在煤火灶上慢
慢煨着。 大约五六天时间，柿子青皮稍稍
发黄或发红， 再捞出来， 可以连皮一起
啃，原来的涩味无影无踪，变得脆生生、
甜蜜蜜。

金秋时，柿子不仅是太行山区的应季
水果，除了酿醋，还能与玉米、红薯等粗粮
结合起来做成各种可口的柿子饼、柿子窝
头。 村妇们把柔软的柿子压成汁，与当年
的玉米面搅拌在一起， 不需要加一点水、
一点糖，揉成团再拍成饼，然后在烧饼炉
上烤制，做成外表金黄、口感焦酥、鲜香甜
润的柿子饼。 柿子汁与红薯面掺在一起，
放点泡过的黄豆、花生豆，再加入胡萝卜
丝，团成窝窝蒸制，就成了渲软香甜的红
薯柿子面窝头。

转眼 40 多年过去， 记不清多少年没
有回故乡看柿子树围绕的山村景色，欣赏
田间地头红灯笼披挂一身的柿子树了。 但
生活的变迁， 很像当年做漤柿子的过程，
随着时光的酝酿， 艰苦生活里的青涩、苦
楚、艰难、辛劳，就像把生柿子的青涩和苦
味过滤掉一样，转变为甜美和幸福。

回望故乡， 深深怀念太行山漫山遍
野、火红的柿子树，欢欣鼓舞的柿子收获
季，家家户户做的柿子饼、柿子窝头，以及
炊烟袅袅、祥和恬静的乡村生活。

（作者供职于福建能化晋南热电有限
公司）

□主编：朱学蕊 □版式：侯进雪
□电话：010-6536946020 □ 2022 年 11 月 7 日

太太行行金金秋秋柿柿子子红红

六舅爷从煤矿退休后， 常来我家走
动。 有时来帮忙干农活，有时送来自己种
的大葱、香菜、玉米棒，有一年还送来一棵
枣树。聊天时，多次听他讲矿上的故事，每
次都讲得津津有味，神采飞扬。

没想到，我入职的第一站，就是陕煤
运销集团榆中销售公司曹家滩矿的驻矿
岗位。

那天，安排好住宿事宜，我见到了班
长田二峰。 他话不多，安排给我的第一件
事，就是当晚和同事一起上班。

在我的想象中， 煤矿应该是煤粉遍
地、 机器轰鸣以及川流不息的拉煤车，树
叶也应该都是黑的。可没想到，眼前的“风
景”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曹家滩矿竟然
绿树环绕、干净整洁。生活区内，矿工家属
散步、打球、夜跑、聊天，生活看起来十分
舒适惬意。原来，煤矿的确早已今非昔比。

在办公室，同事告诉我具体的工作步
骤、要领和注意事项，主要是何时发送销
量信息，销量信息中必须包含哪些具体内
容，榜单怎么整理，智慧运销平台如何操
作以及驻矿日志的填写等工作要点，我都
一一记录在随身携带的小本上。

在装车现场， 同事带我拍了水印照
片， 查看了误时登记。 接着在原煤集控
室， 查看了仓位高度及给煤机运行和返
煤情况， 确定好车辆排队信息及成品仓
装车情况后，按要求发送了信息。 所有的
工作流程及衔接，同事十分熟悉，做起来
忙而不乱，井井有条，让我看到了运销职
工的专业素养和敬业。

结束了一晚的工作后， 班长问我感
觉如何？ 我说，工作流程还不熟悉，不过
我坚信，以后定能独立完成好这项工作。
“你刚来，一切都有个熟悉过程，只要有
信心，就能干好。” 班长话，给了我莫大的
鼓励和信心。

集训结束后， 我又跟另一个同事学
习。 他和之前同事的工作方式有所不同，
但各有所长。 结合他们两人的工作特点，
我努力在学中干、干中学。 几天后，班长
安排我单独上岗， 虽然自我感觉已经差
不多， 但真要独立上岗， 心里充满了忐
忑。 从班长的反复叮嘱中，我能能明显感
受到对我不是很放心，所以我告诫自己，
必须认真细心、保质保量，绝不能出现任
何差错和纰漏。

独自来到办公室， 我认真了解车辆
信息、原煤及成品仓装车、生产及返煤、
洗选等情况，并拍摄了现场装车图片，将
编辑好的信息发给同事阅览、确认。 当第
一条信息发出后， 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
来，后面的工作也平稳了很多。 整个过程
虽然磕磕绊绊， 但最终还是准确无误地
完成了首次当班工作。

“干得不错，加油！ ”次日交接班时，班
长肯定地说。 我也在心里暗暗给机子鼓
劲，因为从六舅爷和同事们身上，我汲取
了成长力量。

（作者供职于陕煤运销集团榆中销售
有限公司）

■■钟芳

汉字是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 其形状端
正、结构精美、意境深邃、韵律悠扬，给人带来
审美的愉悦。 自汉字产生的那一刻，中华五千
年文明得以用文字的方式， 被一代代书写、传
承并赓续至今。 一个个汉字，如同中华文化的
活化石， 即展现先民早期社会的生活图景，又
描绘着中华文化发展演化的轨迹。

“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史料
记载，汉字起源于上古时期人类结绳记事，在岩
石、器物上摹画契刻的图画符号。 轩辕黄帝统一
华夏后，命史官仓颉造字，仓颉独居深壑，“观奎
星圜曲之式，察鸟兽蹄爪之迹”，经过长期反复
摸索尝试，创制出了代表世间万物的各种符号，
并把这些符号称之为“字”。 殷商时期的甲骨文
是迄今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
汉字的源头和中华文化根脉。 汉字经甲骨文、金
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等一路绵
延变革，已发展出成熟而多样的字体系统，在传
播中华文明方面发挥着重要影响。

拂去岁月的烟尘， 端详一个个笔划清哳、
线条流畅、气韵生动的汉字，源远流长的中国

历史，予人教益、启人心智的文明故事，驰而不
息、奋斗不止的民族精神，皆在力透纸背的一
笔一划中，得到有力的彰显。 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主题图书《中国字 中国人》以中国字为切入
点，按照中国人立身处世、美德建设的不同层
面，分成自律助人、孝老爱亲、服务利他、节俭
绿色、共建共亨、和合大同六个相对独立又相
互关联的部分， 精选与之对应的 107 个汉字，
每个主题选择 17-18 个汉字，并配以含有历史
典故的优美国风散文，让读者在品读中国文字
的同时，重温人文经典、探寻中国精神。 编撰
中，作者还巧妙地以三字句的歌诀形式，将 107
个汉字编联起来，形成一首文气调畅、音韵合
辙、朗朗上口的“百字歌”。

在《中国字 中国人》中，无论是讲述 107 个
常用汉字的生成缘起， 还是诠释汉字背后的深
厚渊源， 抑或由一个个汉字深入探究中华民族
的精神禀赋，都生动体现出中国人的无穷智慧。
例如我们常用的德字，在甲骨文中，是一个人手
拿耒耜耕地，种子在发芽生长。 德的最初含义其
实是大地孕育种子发芽，让万物生长。 “物得以
生，谓之德。 ”在中国智慧中，德是与生命联系在
一起的。 又如甲骨文中的仁字，上面是一个人的

身体，下面是心。 所以，仁就是用心关爱生命。 再
如恕，分开看，如心即用心去考量他人的心思，
就是要有同理心。 孔子用八个字，对此作了经典
阐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一个个看似简单的汉字，在横平竖直、一撤
一捺中，构筑了一个辽阔的文字疆域。它们在象
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类造字法的演绎下，形象
鲜明而又用意深刻地诠释着中国人丰赡的精神
世界。德也好，仁也好，恕也罢，虽然只是万千汉
字中的一员，却用简短有力的笔划、高远厚重的
意蓄，讲述着中国人和饱含智慧的中国故事。

品咂全书，是一次受益良多的精神畅游。透
过一个个古老而年轻的汉字， 我们得以清晣地
管窥到中国历史的沧桑悠远， 中华民族勇毅果
敢的精神品质，华夏文明深邃辽阔的思想意蕴。
对仁、义、礼、智、信这些中国人历来倡导的道德
标准，对“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
子以厚德载物”这些崇高的精神追求，对“淡泊
明志，宁静致远”的人生境界，都有了全新的理
解和认识。

107 个汉字，虽只是深厚的中国字的缩影，
但却在气象万千中真实而客观地叙写着有关中
国的故事。它们就像一座历史文化的桥梁，将中
华五千年的文明成果，联袂成一个整体，于珠联
璧合中迸发出熠熠光彩。

展开宏阔的书卷，穿越历史的星河，以中国
字为媒，让我们徜徉于悠悠汉字的广阔天地间，
跟着书中诠释去读懂中国故事，读懂中国智慧，
读懂中国人的精神气象， 读出我们的文化自信
和民族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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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赫

“早久何当雨，秋深渐入冬。 黄花独带
露，红叶已随风。 ”立冬是二十四节气中的
第十九个节气。 “冬， 终也， 万物收藏
也。 ”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解释，秋季作物
全部收藏入库，动物也已藏起来准备冬眠。
一个“藏”字，尽显冬意。

立冬分为三候，一候水始冰，二候地始
冻，三候雉人大水为蜃。立冬时节，日照短、
寒风劲，气温逐渐降低。 此时，只有味蕾的
温暖和美好才能抚慰人心。

“密壤深根蒂，风霜已饱经。”萝卜是立
冬首要的必备美食。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
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 ”作为人们日常生
活中的主要蔬菜之一，萝卜有下气消积、促
进消化、增强食欲等功效，是食疗的佳品。
白萝卜有“小人参”的美誉，将其与人参炖
着吃，不仅可以帮助身体补充气血、调理新
陈代谢，还能补充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是

冬日不可缺少的养
生美食。

“沙晴草软羔羊肥， 玉肪与酒还相
宜。 ”在冬季，人体的阳气潜藏于体内，身
体容易出现手足冰冷、气血循环不良的情
况，此时食用羊肉是温补的好方法。 中医
认为，羊肉味甘而不腻、性温而不燥，具有
补肾壮阳、暖中祛寒、温补气血、开胃健脾
的功效，所以冬天吃羊肉，既能抵御风寒，
又可滋补身体。

“新春云子滑流匙，更嚼永蔬与雪虀。”
立冬后天干物燥，滋阴润燥、清热去火当然
首选大白菜。大白菜性温，含有丰富的营养
元素和膳食纤维，能起到润肠通便的作用。

“清水飘芙蓉，元宝落玉盘。 饕餮世间
味，最是此物鲜。”饺子是中华传统面食，诞
生距今已有 1800 多年的历史，最大的优点
就是既是主食，又兼副食，营养全面。其中，
素馅里大白菜、茴香、韭菜等含丰富的维生
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肉馅里鱼、虾、猪
肉、牛羊肉可补充优质蛋白等。 老人常说：
“立冬补冬，不补嘴空。 ”相信有了一碗饺
子，嘴里肯定就有了满足。

立冬时节，庄稼收割殆尽，大地寂静空
旷。 农人肩上的锄头带着太阳的温度向村
里走，卸下锄头，阳光散落了一地。 那日落
的地方，和天空一样高远广阔。 四季变换，
又一个冬季走来， 带着生活记忆的幸福又
开始在味蕾上缓缓蔓延。

舌尖上的“立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