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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感悟人生·广告

本院于 2022 年 6 月 7 日根据山西金
源化肥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其破产
清算一案，并指定山西路之通破产清算
有限公司为山西金源化肥有限公司管理
人。山西金源化肥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自2022年8月28日前向山西金源化肥有
限公司管理人(1.通信地址:山西省朔州市
朔城区市府西街蒙银村镇银行四楼，联
系电话:13934944794;2.通信地址:山西省
山阴县公安局桥西派出所对面华宇底
商，联系电话:19835042564)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
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山西金
源化肥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山西金源化肥有限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9月1日上午9时在
本院五楼会议室(山阴县岱岳镇南环路)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2022年6月28日

山西省山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2022）晋0621破1号

□□杨仲达杨仲达

寒来暑往，一冷一热，就是一年。
人们常常用寒暑纪年，比如一件

事的成功，往往不说度过了多少年，
而是说经历了多少寒暑。当然也有
用春秋纪年的，而少有用相对之的季
节冬夏纪年。为什么要用寒暑纪
年？因为寒暑严酷，中国有句老话，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说的就是
寒和暑。人只有经历了严寒酷暑般
的磨练，才能获得成功。

暑，就是炎热的意思。天津人管
夏天就叫“热天”。记得我的年纪都
已很大了，仍未改口，还是直呼夏天
为热天。

二十四节气用寒暑来命名，分别
是小寒、大寒以及小暑、大暑和处
暑。小寒、大寒之后是春，小暑、大暑
之后是秋。天气到最冷时，春来了；
到最热时，秋来了，这是物极必反的
道理。其实，小寒、大寒或者小暑、大
暑，在时间上是连续的，天气状况也
是庶几相当，只是“大”比之于“小”，
程度更甚，更为严酷。所以，大暑当
然比小暑更热，这是一年当中最热的
时候。三伏天的中伏，和大暑的节气
大致重合。老百姓说话，这叫伏心。

酷暑难当，彼时到了难以忍受的
程度，就会引起人们的深刻触动。凡
二十四节气都有诗歌流传，诗人们偶
感而发，信笔为之者也多。而有个耐
人寻味的现象，东汉末年的文人纷纷
作《大暑赋》，不光曹植此赋气高韵
足，其他名家如陈琳、刘桢、应玚等亦
有同题之作，一时竟有异彩纷呈之
态。暑热到了极点，仿佛亟待文人们
施以援手，以慰身心，以驱烦闷。

春秋佳日，登高赋诗，是一人生
景象，而酷暑难挨，又是一人生景象。

当下大约四五十岁及其以上的
人，都经历过从蒲扇到电扇再到空调
等消暑之物的过渡。我们这批人，既
经历了古人所经历的酷暑，也有幸享
受到了现代文明的生活。

在电扇乃至空调发明之前，人类
的历史十分漫长。古代夏季，到了中
伏大暑时节，那真是受罪。人生的一
切苦难、困厄，精神物质的都有，苦夏

暑热也是其中一种，凡有那种体验
者，才知什么是“众生皆苦”。

我小时候的大暑时节，夏天的夜
晚人们都要出去乘凉，现在的人已经
无法想象——当然，那时候的人们也
无法想象，在若干年后人们的避暑行
为，居然是闷到屋子里，居然把门窗都
关上，不可思议呀！那时候的人们，在
夏夜里，都是把躺椅、钢丝床搬到胡同
里、大街上，在农村甚至要爬到房上和
树上去享受风凉。户外空气虽然也
热，但没有屋子的四面围墙，毕竟有
风。在夏天，风是上天的恩赐。

当然，晚饭后户外消夏，那也是
几代人的回忆。人们三三两两围坐，
四邻的家长里短，可以消解烦躁；抑
或是摇起蒲扇，在树下桌前，一碗热
茶晾凉，老者讲述少者听闻，很多故
事传说由此而起，于是滋生了文学与
乡愁。

过去每年夏天，亦常有消夏晚
会，人们乘一夜之凉，观看戏曲歌舞，
以排遣寂寞。现在也还有消夏晚会
之类，但那仅仅是夏天的文化，那种
原始的消夏功能已经消失。短短几
十年间，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
我们现在的人，对于节气和自然的感
知，也已大大减弱。

曹植在《大暑赋》中写道：“于时
黎庶徙倚，棋布叶分，机女绝综，农夫
释耘。”意思是到了大暑时节，老百姓
都走出家门寻觅幽处倚靠，而妇女和
农夫也停止劳作。古代的避暑，是比
较彻底的休息。我们现在的俗语“哪
凉快哪待着去”，在这里找到了出
处。而所谓的“歇伏”，也找到了理
由。然而，现在人们的生产生活节奏
加快，当然已容不得躺平避暑。在大
暑时节，各行各业的人，依然奔走坚
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热到极致，天将渐渐转凉，然而
如曹植所写：“积素冰于幽馆，气飞结
而为霜。奏白云（一作白雪）于琴瑟，
朔风感而增凉”，这未免过于浪漫诗
意，也未免过快。炎夏之时，心存冬
雪冰霜，也有望梅止渴之效吧。

下一个节气是立秋，也仍要再热
一阵子的——只是秋意盎然，那种热
相对于溽热难耐的暑伏天，则显得干
爽而高远了。

大暑感怀大暑感怀

□乔靖鸿

前些天，高考分数刚出来，一位
同事就带着女儿来找我，说我是“过
来人”，儿子上大学、找工作也挺成功
的，让帮忙给参谋参谋，出出主意：女
儿该上什么学校、选什么专业。

儿子上学、就业算成功吗？我自
己感觉很是汗颜。不过同事一说，我
不禁想起了儿子高考前后的许多事，
印象最深的便是不同时期的4次抉择。

说起儿子的高考，先要说中考。
儿子中考分数距离当年市重点中学录
取分数线差了3分，要说找找关系，争
取一下，上个市重点还是可能的。但
我还是对儿子说：“你考到哪，就上到
哪！”后来，儿子去了一所新建的民办
高中，因为高出该校录取分数线近 40
分，毫不费劲地进了学校的“英才班”。

这是第一次抉择。儿子心不甘
情不愿地选择了别人眼中的“差学
校”，没当成“凤尾”，阴差阳错地成了

“鸡头”。其实，这样的选择，是我思
谋已久的结果。我觉得，只有最适合
的才是最好的。以儿子聪明有余、自
律不足的个性，送进重点学校，大概
率地会被“腌咸菜”，高考时铁定会淘
汰出局。而进了普通学校，他成了

“英才”，同学羡慕，老师看重，自己的
潜力完全被激发，学习状态越来越
好，成绩一直保持在全校前列。

高考结束，儿子面临第二次抉
择。他的分数又以3分之差与一本院
校失之交臂。这时候，原来就读的学
校向儿子抛来“橄榄枝”：复读1年，冲
刺一本，学费全免，还有奖金可拿！

“怎么办？”儿子问我。

“大主意你自己拿。”我对儿子
说，“人生的选择会很多，听从自己的
内心就好。”也许是想起了实在难挨
的高三岁月，也许是想到了期盼已久
的大学时光，再三权衡之下，儿子选
择了位于某直辖市的一所二本院校，
就读于自己喜欢的历史专业。因为
选择了自己心仪的城市，因为选择了
自己喜欢的专业，进了大学后，儿子
竞选上了班长，又成了学生会干部，
繁忙的管理、服务工作之余，只要听
闻哪里举办相关的讲座、展览，再远
再忙，儿子都要千方百计去听、去
看。大学4年，儿子辛苦而快乐着，不
仅学业成绩优秀，而且获得了国家奖
学金。

大学毕业，儿子和我们全家迎来
了第三次抉择：是让儿子返回家乡，
就近就业，方便自己老了有所依靠；
还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让
儿子在一线城市就业打拼？面对儿
子的询问，我和妻子达成了共识，只
要有利于儿子发展，只要有利于儿子
成家立业，怎么都行。已经习惯了大
城市生活，已经喜欢上一线城市特有
的事业平台，儿子再次做出选择：直
面挑战，抢占机遇。

一路过关斩将，儿子被一个新成
立的事业单位录用。坐办公室，拿财
政工资，旱涝保收，工作清闲，在别人
眼中应该就此满足了，可儿子还是做
出了自己的第四次抉择：清闲固然舒
适，可长此下去，就丢了专业、没了激
情。他毅然辞去公职，靠自己的努
力，考进一家业内较有名气的装饰设
计公司，从事历史博物馆的展览策划
与设计。

选择跳槽前，儿子咨询我的意

选 择

见，我还是那句话，有所失必有所得，
主意你自己拿，选择了就别后悔。儿
子没有辜负自己的选择，为了每个策
划方案更翔实而有特色，经常熬夜加
班，反复推敲、反复修改。每次过年回
家，只要有时间，儿子就让我陪着他，
运城博物馆、池神庙、关帝庙……一个
个古迹、一块块古碑，仔细观看、认真

研学。儿子说，越看，越觉得自己学识
不足；越学，越懂得自己该如何努力、
如何奋斗。我知道，儿子真的长大了。

听我讲完儿子的故事，同事高兴地
说，我明白了，怎么选择不重要，由谁
选择才重要；父母不要总是代替儿
女选择，而是要引导孩子学会选择，学
会成长，学会为了理想而坚持和奋斗。

□李晓萍

人文学者钱理群先生曾经给自己
定了三条规矩：“观察，不轻易下结论；
等待，很多事情现在不能着急，需要有
耐心；坚守，要坚守自己的价值判断，
不能在一片混乱中跟着大家走。”观
察、等待、坚守，其实也是突围情绪困
境的重要武器。

我是一个典型的情绪成熟度不高
的人，比如，敏感、焦虑、容易选择困
难、患得患失。这些性格的短板让我
很容易被别人不经意的一句话绑架，
陷进情绪困境。遇到问题的时候，不
能沉下心站在理性层面观察、思考，而
是本能地当即做出是非判断、纠结于
细枝末节。说到底，情绪成熟度低的
人其实是自信和自卑的矛盾对抗体。
用盲目自信来掩饰内心不愿直视的自
卑，因为盲目自信，便不自觉地屏蔽了
和自己不同的观点，热衷于表达自我，
而在内心潜伏的自卑，又很容易因为
一点小事从内心否定自己，瞬间便被
外界影响。

四十岁以后，我开始努力调整自
己的情绪，也更加明白处理问题要比
发泄情绪重要得多。在工作、婚姻、亲
情、友情这些关系中，很多时候，痛苦
和内耗都是我们自身的情绪带来的，
并非事情本身差到无法收拾。从前别
人讲一句话，我就觉得万箭穿心，但可

能换一个人听到类似的话，却不会有
什么特别反应。所以，这几年我试着
去面对和理解自己的情绪，找到情绪
背后的原因和问题，学会既顺畅又克
制地表达情绪；同时，观察和理解别人
的情绪，能共情，但不要过度在意。丹
尼斯·舍伍德曾提出了系统思考的概
念，他强调，处理真实世界复杂问题的
最佳方式就是用整体的观点观察周围
的事物，拓宽视野，避免“竖井”式思维
（有点像“一根筋”），当陷入情绪困境时
也一样。在当下想不到解决方法的时
候暂停一下，尝试着先把问题放下，缓
一缓，不去为难自己，无论是三分钟、三
个小时，还是三天，当我们的思想不过
多关注某一个点，再去回望这个问题，
经常会发现曾经困住你的问题是多么
不值一提。当问题暂时被搁置、延迟解
决，我们整个人也会感觉轻松而愉悦，
情绪的稳定指数也提升了很多。

其实，有的时候想想，人生有什么
难的呢，把握好自己的情绪就能更好
地把握自己的人生。不是任何事情都
得立即要个说法，既然我们无法坐等
复杂的问题消失，便要学会采用另一
个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因为你情绪
的主人不是你上司、配偶、孩子、父母
和朋友和其他日常生活中需要打交道
的人，而是你自己。我们也只有懂得
真正地把自己打开，才能睿智地处理
情绪，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当好自己情绪的主人

□连 恒

常听人说，一个人身处的环境愈
是喧闹繁华，内心深处便愈是孤独凄
凉。这便是所谓的“闹市孤独”。

眼前应有尽有，却无一属于自己，
耳际人声鼎沸，内心却万籁俱寂。巨
大的落差导致情绪失控，随后便是目
标的迷失、方向的错乱、人生的茫然。

种种不良情绪的产生，闹市是诱
因，孤独才是根源。现代社会一个显
著的标签就是热闹，海量信息造成的
喧闹更像是虚假繁荣，所有人只能浅
尝辄止，所有事只是浮光掠影，没有一
个声音可以绕梁三日，没有一种喜悦
足以心满意足，因为信息的不断袭来，
让人甚至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

人一旦以超出能力的速度前行，
就会产生失控感。这一点便是闹市孤
独产生的原因。闹市的喧哗拥挤其实
也是一种信息加速的表现形式。一个

人身处闹市，眼睛看到的事物太多就会
无力辨清真假，耳朵听到的声音太杂就
会无暇理清虚实，过多的交流沟通会让
人产生机械式的应答，过量的任务目
标会让人不堪重负而后弃之不顾。

闹市并非不可存在，只是不必处
处皆是。过去的年代，闹市是稀罕之
物，具有一定的仪式感。例如乡下的
集市，十天一次，规模固定，人来人往，
各取其需。但如今，无论走到何处都
是闹市，不是因为需要而进入闹市，而
是因为无法离开而待在闹市。如此一
来，闹市便失去了价值与意义。因为，
遇到再多的人也只是陌生人，再热闹
的地方也只是负累，不断增长的只有
孤独感，久而久之便会迷失自己。

走出闹市，需要勇气，更需要智
慧；需要胸怀，更需要格局。一切还是
要从自身做起，在闹中取静，在乱中求
治，提升辨识力，淡然看得失，一颗心
坦坦荡荡，盈满从容，孤独感自然会消
失无踪。

闹市孤独

□张建云

教育孩子有三大禁忌，一是早晨
慌张。

早晨慌张的人充其量只差5分钟
——晚起 5 分钟，出门上路也就晚 5
分钟。但因晚了 5 分钟，就会赶上早
高峰的堵车，弄不好就会迟到。于
是，我们就看到某些人经常迟到。

迟到是一种习惯。孩子亦然。
早晨，家长苦口婆心地催促，就是不
起床。于是，我们看到一个班里迟到
的总是那三两个孩子。

为什么会这样？
迟到，看似源自早晨晚起的 5 分

钟，其实是没做到早睡。没有早睡，
早起就成了问题。说白了，就是没养
成良好的作息习惯。

教育孩子的第二大禁忌，早晨愤

怒。
这 几 乎 把 一 天 的 情 绪 都 毁 掉

了。无论父母还是孩子，带着怒气开
始工作、学习、与人交往。动辄紧皱
眉头，动辄怨声载道，动辄恶言恶语，
动辄大发雷霆。

把一天看成一条河，早晨的愤
怒就是污染的源头。愤怒比迟到还
可恶，同样是习惯，是卑劣和低贱的
习惯。

你对孩子怒，对老公（老婆）怒，
对方也会以其人之怒还治其人之
身。一个喜欢怒的人，对所有人、所
有事，包括猫猫狗狗，都会怒，只要不
如意就会怒。于是，这个家庭的孩子
便可能顽劣，可能软弱，可能说谎，可
能暴力。

教育孩子的第三大禁忌，早晨起
晚了，既慌张，又愤怒。

这家庭完了。如何努力，怎样付

早睡早起不迟到

出，也逃不过失败的怪圈。这样的人不
明白，觉得自己花那么多钱，那么多时
间，那么多精力，甚至消费了那么多关
系，这孩子咋就不争气呢？

理由很简单，因为慌张，因为愤
怒。慌张，是因起晚了，其实是对自己
的放纵；而愤怒，则是把原因归于他人，
迁怒于别人。放纵自己，再加上挑剔他
人的人，没理由成功，幸福很难光顾这
样的家庭。

那么，怎样解决慌张和愤怒呢？早
睡早起。

一个人工作一天，思虑一天，无论
失意与得意，对于睡眠来说都是累赘。
所以，在睡眠之前清空所有喜怒哀乐。
睡觉睡觉，，是人的身体的休养生息是人的身体的休养生息。。睡前清睡前清

空思虑空思虑，，就是养德就是养德。。当一个人清静后当一个人清静后，，
德行的本真就会恢复德行的本真就会恢复。。第二天起床后第二天起床后，，
本真的德行才会如影随形本真的德行才会如影随形。。人们方能人们方能
看到你容光焕发看到你容光焕发，，生机勃勃生机勃勃。。睡觉也是睡觉也是
养养智智。。人只有在安静之时才可以觉醒人只有在安静之时才可以觉醒。。
最安静的状态莫过于睡觉最安静的状态莫过于睡觉。。一个人睡醒一个人睡醒
后就是重新活一回，就是从天地自然中
吸取养分，然后重新出发。这时，你就会
怀着感恩、欣喜、明快、善美的心情看待
世界。于是，我们的孩子就有了活力，就
有了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所 以 ，要 解 决 晨 起 的 慌 张 和 愤
怒，我们可以试着先从改变不良作息
开始。早睡早起不迟到，情绪稳定别
胡闹，是好的生活方式，也是好的教
育方式。

□张君燕

家里装修，事情比较杂乱，偏偏装修
师傅做出来的活又频频不过关，总是需
要返修。装修师傅倒是没说啥，也愿意
重新做。可是这样一来，费工费时，还牵
扯着人的精力，实在让人苦不堪言。

我忍不住向李姐抱怨。她家去年
刚装修过，我听她讲装修师傅活干得很
好，又认真负责，现在的师傅就是李姐
介绍的，可为啥同样的师傅表现得差别
如此之大呢？

“可能是你没有选对装修的时机
吧。”李姐笑着说。我苦着脸说：“你就
别打趣了，我是真的发愁呢！”没想到李
姐一脸认真地说：“我没打趣，确实是需
要合适的时机。”李姐告诉我，她把装修
时间定在了 10 月，这时秋高气爽，不冷

不热，装修师傅干起活来比较舒服，就
干得耐心、细致一些。到后期，临近春
节，装修师傅想着马上就能拿到钱回家
过年，心情愉悦，不管是效率还是认真
程度都会提高很多。

听李姐这么一解释，我连连点头，
直夸李姐精明。现在天气炎热，装修师
傅干活特别辛苦，经常汗流浃背，容易
心烦气躁，干出来的活可能就会比较粗
糙。可已经开始装修了，总不能停下不
干吧？李姐摆摆手说，当然不必，多给
师傅买点儿水、冰镇西瓜什么的慰问一
下，有时间的话跟师傅说几句好听的
话，师傅心情舒畅了，手下的活自然就
细致了。

我对李姐肃然起敬。与其说李姐
精明，懂得选择合适的时机，不如说李
姐更懂得尊重人、体谅人心。不管干什
么，一切以人为本，才是最适宜的选择。

适宜的时机

□王汉利

炎炎夏日里，街面上，看到人们吃
雪糕、冰激凌，喝冰镇啤酒等各种饮品
来解暑消渴，不时，让我想起童年趴在
大水瓮喝“井拔凉”水之往事，如今，回
想起来，自个忍俊不禁，用“过瘾豪爽”
四个字来形容最恰当不过。

在晋北乡下，说起水瓮，上点岁数
的人们应该都不陌生。我的故乡应县
水磨村地处晋北黄花梁脚下，那里井水
甘甜可口。早年间，因为水好，村里就
有缸（酿酒）坊、磨豆腐、酿醋等作坊，在
十里八乡很有名气。

童年的记忆中，村里街巷口共有五
六眼公共水井，供全村父老乡亲吃水。
打一口水井费时费力，深点的井有20多
米见水；数村北的水井浅一些，也有个
十几米深，这些水井多数都是人工开挖
而成。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一口或大或
小的水瓮，水瓮是用来储备水的，也是
必备的家什。家里人口多的用大水瓮，
人口少，则用小点的，做水瓮最常见其
型号有六斗、八斗瓮；斗，过去量粮食用
的器具，一斗粮食重约30斤。我家人口
多，选用的是八斗大瓮。曾记得，农村
集体化时，父亲每天早上出地前，第一
件事就是担水。尤其是夏天，家里用水
量大，凡担水瓮必满，以保证家里一天
的用水。让我记忆最深的是，每到夏天
放学回家，我和哥哥先就揭开水瓮盖，
来一瓢“井拔凉”水，“咕嘟咕嘟”灌进肚
子里，那叫一个爽！不逊于现在的冷饮

“打凉卸火”。完后，就是以大水瓮为我
们玩耍的“阵地”，不是玩水仗，就是和
泥捏窑窑、车车马马等，反正是不消停。

每年生产队菜瓜开园时，我和哥哥
首先将分到的菜瓜挑选顺溜品相好的
来做水桶玩。菜瓜比黄瓜粗大，现在市
场很少见到。选出的菜瓜，一分为二，
将瓜瓤子掏净；用扫帚上的芨芨棍儿作
桶梁柱，梁上拴一细线绳。哥俩高兴地
挤站在大水瓮前，谁都想先试一把“菜
瓜桶”放在水瓮里的“新鲜感”。放入瓮
中的菜瓜桶，在水的浮力作用下，像小
鱼儿漂在了水面，就是不“吃水”。我和
哥哥还学着大人们摆水桶的样子，连续
几次尝试着摆桶，终于能一下“吃满水”
了。由于水瓮高，哥俩个子低，玩瓮中
取水，都得搬上板凳来玩。一次，不小

心取水时，快上瓮沿时，菜瓜桶儿的线
绳脱落，“咕咚”一声，随之便沉入瓮
底。这下，哥俩傻眼了，瓮中还有大半
瓮水，水多无疑增加了打捞难度。我和
哥哥想办法，先是找来细管子从瓮中往
外吸水，嫌出水慢，干脆找来水桶舀
水。通过一番的折腾，水位下降了，最
后，用长柄勺子将桶捞了上来。遇一
年雨水勤，生产队的瓜菜园从夏天开
园到后秋的关园，瓜菜能摘四五次，也
就意味着每家每户能分四到五次菜
瓜。分到的菜瓜舍不得吃，把菜瓜放在
大水瓮旮旯阴凉处来存储，放上几天，
真还保鲜。

夏日里，乡亲们吃凉食也多了起
来，有凉粉、滴溜儿、玉茭面粉片片等，
尤其是玉茭面粉片片在脑海里印象特
深。中午，吃玉茭粉片片时，母亲就赶
紧张罗着打（做）拿糕。拿糕打好后，为
了让粉片片冷却得快些，母亲利用大水
瓮作“冷却源”，因瓮中有水，用手摸上
去，其外表十分冰凉，拿糕抹上去，既冷
得快又不粘连。一切准备就绪，母亲将
水瓮通体反复擦拭几遍，然后将打好的
拿糕端到水瓮跟前，趁热用铁匙把拿
糕均匀地摊抺在水瓮根端，一会儿，金
黄色的玉茭面片片沿水瓮围了一圈，
仿佛给大水瓮镶了个金边边。这时，
母亲腾出手，又开始做凉菜。洗几个
山药蛋，用擦子擦成丝丝，入锅微焯，捞
出控水。

那时候，绿叶菜很少，母亲就把葱
叶切碎作点缀，拌出的丝丝有白有绿。
为了节省点胡麻油，母亲每次炝油都是
用铁勺子来炝，铁勺子放在灶火上加
热，待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倒入胡麻
油，放入葱花、盐、醋等调味品，一盆美
味的山药丝丝就这样调好了。这时，大
水瓮上的粉片也冷却好了。母亲上前
用手背试试，感觉片片发凉时，用镰刀
片把水瓮上的粉片划成火柴盒大小的
格格，然后用手轻轻扣动，粉片儿就一
一光滑脱落。端盘上筷，全家人围坐在
堂屋地上，来上半碗山药蛋丝丝，里边
加点油炝辣椒一块拌搅，夹上玉茭面片
片吃，那真叫个清凉爽口。

现如今，家家户户用上了自来水，
大水瓮也“退休”了，但我每次回乡，目
睹老屋角落里的大水瓮，情不自禁地上
前抚摸几把，感慨颇多，大水瓮见证了
时代发展和进步，更承载了我童年的清
凉与梦想。

清凉大水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