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段时间，我陷入极度的疲惫和焦虑之

中。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工作、生活中的

各种责任压在我瘦弱的肩膀上，生活似乎变

得毫无希望，我的身心正在一点点透支。不惑

之年，我却没有找到生活的真谛，困惑依然无

端地困扰着我。为解心忧，我决定问禅于千年

古刹风穴寺。

风穴寺始建于东汉初年，与少林寺、白马

寺、大相国寺齐名，被称为“中原四大名寺”。

风穴寺北有紫霄峰，侧有紫云峰、纱帽峰、香

炉峰、石榴峰等九座山峰逶迤相连，朝向寺

院，因此又有“九龙朝风穴，莲台建古刹”之

誉。又因寺院坐落于嵩山南麓群峰之间的山

坳里，又名“千峰寺”，唐时又叫“香积寺”，经

北魏、唐、宋、元、明、清，至今保存完好。1963

年被确定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

年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三批国家重点保护文物

单位，是中国最古老的佛寺之一。

踏入寺门，低沉厚重的佛乐在苍松翠柏

间清音萦绕，袅袅升腾。我的目光掠过廊坊、

圆柱，掠过塔尖，凝聚在一株古柏树上，点点

翠绿在风雪中清欢、高洁，给冬日的寺院增添

了一份勃勃的生机。站在那里，与苍松古柏对

视，与古韵的山石相触，与清澈的泉水相近，

凝神、思悟、倾听，一棵树、一块石、一滴泉，瞬

间与我有了呼应，我的心也轻松了许多。

突然，一股香甜的气息飘荡在幽静的庭

院里，温馨、舒畅。顺着香气一路寻去，只见很

多人正围在一口大锅前。我凑过去问，师父告

诉我，今天是腊八节，腊八节也叫感恩节，是

佛祖释迦牟尼的成道之日，也是佛教的节日。

每年的腊八节，风穴寺都要精心熬制腊八粥，

为游客施粥祈福。困扰在红尘俗世纷扰繁杂

中的我竟然连腊八节都忘了。

我虔诚地接过热气腾腾的腊八粥。暖洋

洋的阳光洒下五彩的光芒，在腊八粥上投射

出浓浓淡淡的光彩。红的绿的白的黑的，各种

各样的食料在阳光的照耀下五彩缤纷，香气

扑鼻。尝上一口，滑润细腻，香甜可口，豆子糯

米已经酥烂到柔若无骨，粥黏糊糊的极富弹

性，含在嘴里，入口即化，绵软丝滑，吃到肚

里，浑身上下温暖如春，身上似乎也萦绕着一

股幽幽的禅意和福气。

边吃边听师父们讲着风穴寺腊八粥的做

法。原来，光腊八粥的食材就多达一二十种，

粳米、糯米、薏米、黑米、五行豆（红豆、黄豆、

绿豆、黑豆、芸豆），再加入莲子、桂圆、百合、

枸杞、山药、山楂、核桃仁等等，林林总总，另

加几种药材。腊月初七的深夜就开始泡米、泡

果、剥皮、去核，精挑细选后，开始熬制。先武

火后文火，至少要熬制五个小时以上。难怪风

穴寺的腊八粥不仅好喝，还具有养身、补气、

润喉等多重功效呢！

喝着师父们用诚挚心、感恩心、善良心精

心熬制的腊八粥，不禁对他们肃然起敬。他们

的勤劳善良慈悲正直，他们的风骨气质情感

神韵，都已经融入这一碗碗暖暖的佛粥里。喝

下佛粥，善良、慈爱、清淡、豁达仿佛也沁入我

的肺腑之中，刚来时纷杂焦躁的心境也渐渐

平息恬静起来。

在一位师父面前，我说出了我的纷乱和

困惑。师父问：“喝了腊八粥吗？”“喝了。”“味

道怎样？”“好喝。”“你喝的时候能分清里面都

有什么吗？”我摇了摇头。师父说：“腊八粥的

十多种食材和好几味药材，各有各的脾气，各

有各的清高，各有各的傲骨。有的坚硬，有的

刚毅，有的素净，有的艳丽，有的甘甜，有的良

苦。而在这碗粥里，它们全都放下了自己，温

和平静谦虚友善，相互包容相互拥抱，不分彼

此融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成就了

这香甜可口养生静心的腊八粥。做人也是如

此啊！”

听完此话，我不禁豁然开朗。是啊，人生

何尝不是如此？只有放下自己，放下欲望，放

下怨恨，放下嫉妒，放下急躁，放下傲慢，放下

功名利禄，容纳别人的缺点，包容豁达，善良

博爱，才能成就空明世外、超然淡泊的人生。

一碗腊八粥，散发的不仅仅是人间至美

的味道，更浸润着人类高尚灵魂的清香，是那

样的意蕴悠长、绵绵不绝。

闻着粥香，我的心已远离了浮躁和喧嚣，

一轮洁净如莲花的明月悄然在心中升起，皎

洁高远，澄净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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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意腊八粥
●孙利芳

火锅霸唱
●李晓伟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跟妈妈一起去集市买菜，在熙熙

攘攘的市场中我看到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鸽子。那是一只黑色的

鸽子，全身羽毛发亮，紧睁着大大的眼睛，好像在向我求救。我非

常好奇，就拿出仅有的 10元钱买下了这只黑色的鸽子。

鸽子买回来的那天，正是表弟的生日。阿姨买了生日蛋糕，

我把生日蛋糕的盖子做成了鸽子的房子，还拿小米和水喂它，可

是它好像害怕似的不吃不喝，总是用惊恐的眼睛看着我。大概是

想念它的亲人了吧，还不停地在它的小房子里走来走去。

第二天，我见到鸽子的时候，鸽子一直对我“咕咕”地叫，好

像在说“请放了我吧”，这时，我不由得想到它也是一个小生命

啊！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喜好把它害了呀！想到这里，我就给鸽子

洗了个澡，等晾干羽毛后把它放走了。它飞到对面的楼上，一直

对我叫，好像在说“谢谢你放了我，给了我自由。”然后就张开双

翅飞上了蔚蓝的天空。

今天，我是多么高兴呀！因为我用 10元钱放了一个小生命。

老师点评：小作者把买鸽子、放鸽子写得

很生动，同时能展开合理的想象，使文章内容

更丰富。放飞鸽子这件事小作者做得很对。我

们应呼吁更多的人来一起保护动物。

放飞鸽子
塔寺小学六（3）班：冯凯宁 指导教师：冯亚红

烤火的温暖记忆
卫红霞

童年的冬天，雪，还没有下；火，却要早早烤起来。

那时，爷爷是村里的会计，不仅账头清，还把生活安排得妥妥

当当。每年秋收过后，爷爷就开始准备过冬的柴火。那时，家家户

户都要烤火，山坡上并没有现成的柴，但爷爷总有办法。他背着

镐，腰里塞根绳，去山上转悠，半天工夫，准能拾到一大捆柴。这些

柴，大多是圪针根、枯枣树根及干松树枝。等捡到的柴火足够多

时，趁着晴好天气，爷爷再费上几个半天工夫，劈枝砍叶，粗细分

类，稻草捆扎，整齐地码放在大门外的桐树下，随用随取。

烤柴火需要火池。于是，晴朗的秋日，爷爷便开始自制火池

（火池可将柴火燃过的灰烬聚拢在一起）。首先用土坯摆成一个脸

盆大小的圆圈，然后在黄泥中撒入麦糠，碎头发（增加粘度、防干

裂）搅拌均匀，用黄泥将土坯包裹起来，做成圆圈状。待泥慢慢阴

干后，火池便可以用了。

上世纪 70年代，农村里多是土砖瓦房，寒冬腊月，把火池当

屋一放，家人围火池坐一圈，取点芝麻秆、玉米皮做引柴，然后添

柴加火，火光映红了大家的脸庞，也温暖了全身。

待火光熄灭，我就往火塘里投放几个细长的红薯，用棍子将未燃

尽的柴火往红薯上扒拉，将红薯全部置于火塘中。这时，心中充满了

期待，期待着红薯早点烤熟。望着忽明忽暗的柴火，每隔一会，我总忍

不住用棍子翻动红薯。看我这样，姑姑告诫我：“不要翻那么勤，要是一

个地方没烤熟你翻动了，红薯会气死的。”我这才住了手，但仍不愿离

开。时间差不多了，姑姑用棍子轻轻捣几下红薯，接着熟练地用棍子

将红薯从火池内刨出。早已等不及的我用手去拿，刚一触到，便迅速

缩回。“烫，看把你急的，把外面的柴灰拍掉再吃。”姑姑提醒我。

剥掉皮，一股诱人的红薯甜香热乎乎地扑鼻而来，我不顾烧

嘴，急急地咬上一口，久违的、绵甜的滋味瞬间从舌尖蔓延开来。

就这样，津津有味地吃着，全然不顾双手、嘴唇、牙齿上沾满柴灰

和烧煳的红薯色。

我们村里最年长的保娃伯伯，最爱到爷爷家串门了。他老伴

去世早，孩子们又和他谈不来。所以，他把牛喂好后，就拿着长长

的铜质水烟袋和拧好的艾蒿绳（点烟用）来我爷爷家烤火。他熟练

地把艾蒿绳一端往火里放一下，引着后点烟，狠吸一口，然后拖着

长腔跟爷爷奶奶聊聊家常。我们一家也不拿他当外人，有什么好

吃的就一起分享。烤得香甜的红薯啊，爆米花啊，从热烘烘的柴灰

里刨出来，那些透着童年味道的香味至今记忆犹新。保娃伯伯有

时候也带点好吃的来给我和弟弟，两家邻居像亲戚一样淳朴真诚

地相处着，直到老人家去世。

那时的冬天，只要有人来串门，爷爷都会热情地说：“进屋，拢

把火烤烤。”并去柴垛上取一把柴放火池点着，串门者边烤火边表

明来意。若碰上雪天，外面柴火湿了，屋内的玉米芯便显得格外金

贵，有客人时才用。

如今，随着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烤火早

已远离人们的生活，取而代之的是空调、壁挂炉等，但骨子里对烤

火的向往依然非常强烈，那是天寒地冻时最美的享受。

罗振宇在《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说，“岁月不饶人，我也未曾

饶过岁月。”爷爷和奶奶离开我们已近 20年了，我们全家都搬到

了市区，早已告别了火池，告别了柴火，告别了过往。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对于年近半百、有过多年乡村生活经历

的我来说，冬日烤火取暖不仅是一种难以割舍的乡愁，更是一种

贴心贴肺的温暖。

当李斯看到仓鼠的养尊处优，厕鼠的窘迫不堪，他选择抛却

故国，到秦国发展。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智者之选。李斯官至丞相，辅佐始皇帝完

成统一大业，车同轨，书同文，废分封，立郡县。在建立不世功勋

的同时，李斯还留下了《荐逐客疏》《泰山石鼓文》等名篇巨制，为

文、书界尊崇。

只不知秦灭楚国时，李斯之心，会作何想？

沙丘之变，他和赵高一起，篡遗诏，立胡亥，以为幼主可为所用。

李斯终为昏君、小人所害，临刑前，他深深的怀念故国，对他

的儿子说：“如今我再想牵着黄狗，带你一起出上蔡的城门到郊

外打猎，这愿望还能实现吗？”

功利或者无错，但不可失却道义，须知丑女亦为母，贫穷亦

为家，弱小亦为国。李斯能抛却故国，就能背叛先君，终为所害，

似有其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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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一转凉，火锅就占据了汝州餐饮行

业的头条。雪花一飘舞，那热气腾腾的火锅，

便以压倒一切的绝对优势，在汝州人的舌尖

上演绎着一枝独大的火锅霸唱。

汝州本地不产火锅，所以，汝州所有的火

锅都是外省“入侵者”。这一“入侵”不打紧，因

为干不过人家，冬季汝州的“舌尖”干脆就“逆

来顺受”，就这样被外来火锅征服。

火锅只是笼统的叫法，往细里分析，其

中大有区别，基本上分为北方火锅和川味

火锅两大派系。川味火锅比较专业，不是巴

就是蜀，或者干脆叫巴蜀，反正是一看就

懂，没那么多细枝末梢；但北方火锅却不

同，细分大致有北京火锅、内蒙火锅和西北

火锅。其间差别有大有小，口味虽重却各有

不同。

在寒风萧瑟、雪花飞舞的日子，在热气

腾腾、热浪翻滚的火锅店，火锅里袅袅地冒

着香气。或与家人，或约三五好友一起开

涮，是最惬意不过的事儿。与家人同吃，火

锅多以清淡为宜，以便照顾到老人与小孩

的胃口；倘若可能，弄一个鸳鸯锅是最好不

过的。一边是清

清爽爽的乳白色

高汤，依老人和

孩子口味边吃边

将小碟中事先备

好的豆皮、粉条、

冻豆腐、虾滑、鸭

血依次入锅；另

一边是咕嘟咕嘟

冒着花椒、大料、

辣子等香气的红

油锅底。随时可

加入的食材更是

花样多多———毛

肚、百叶、羊眼、

牛羊肉片等不胜枚举。

小孩子们性急，等不得可口之食熟透，就

急急地和小伙伴到一旁找乐子，待到爱吃的

食物盛到碗中放至温度刚好，妈妈们才吆喝

着赶紧来吃，一拨儿吃完，又赶紧跑开，不至

于耽搁玩耍；老人们不敢多吃，吃至五六分饱

时便轻轻地放下了筷子。

一家人在一起吃火锅，营造出来的是一

种祥和的氛围，调子是风轻云淡的，吃到好处

就收，不致因贪嘴而伤了身。

与狐朋狗友一起吃火锅，情形又不一样

了。首先，能坐到一起的吃友们必定是心心相

印、无话不谈的知己。所聊话题可以是旅行、

购物、美容，亦可以是家长里短、儿女情长，还

可以是天南海北、漫无边际地瞎聊。

这种火锅，根本无所顾忌。狗肉火锅、海

鲜火锅、兔肉火锅、毛肚火锅、番茄鱼火锅

……怎么生猛怎么来；那种气氛，胡吃海塞、

觥筹交错、吆五喝六、云天雾地……怎么随意

怎么去。这么一群人，吆喝着，揶揄着，划着

拳，唾沫横飞地吃着，热情似火，热浪冲天，热

气爆棚。大家筷子七上八下，嘴巴蠕动，谈天

说地，各种八卦，其乐融融。总之，这种火锅吃

得是热热闹闹，吃得是富有情调，吃得是超然

境界，吃得是充满生活的气息。

吃火锅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在

汝州，顶多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才走进平民百

姓家的。其历史无须在此赘述，其趣味却可以

一一道来。

川味火锅麻辣鲜香，自成一体，稳坐龙头

老大地位，如今已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至今未能被谁取代。

以北京铜火锅为代表的北方火锅，无论

其他调味料如何变换，唯韭花和糖蒜的地位

不可撼动。在北京，讲究的是用内蒙古来的韭

花和六必居腌的糖蒜。在汝州没那么些讲究，

皆以本地的韭花和糖蒜佐肉，味重肉香，无可

替代，以至于有的人到火锅店先问有没有韭

花和糖蒜，没有就换地方去。

而在一些自助火锅店，十几种、几十种调

料排比而放，任君选择，随取随用，不受限制。

所以每至傍晚，各火锅店内灯火辉煌，人头攒

动，去得晚了竟没有地方，以至于一些老饕们

为了一时口腹之欲，连夜探访寻找数家火锅

店者不在少数。

在吃火锅的时候，温良恭俭让是用不上

的，无论再讲究的人也需甩开腮帮子、亮出大

槽牙，吃他个热火朝天、满头大汗来。这时候，

即使不喝酒的人，也会响亮地吩咐服务员，

“来瓶冰镇啤酒”。

汝州人，要的就是这种感觉，要的就是这

种氛围。因为有火锅，小城的冬天不太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