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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二十大 颂歌献给党喜迎二十大 颂歌献给党

民以食为天。过年要是没有好吃
的东西，纵然是大麻炮炸红了天，倒底
也是一件遗憾万分的事。因此，讲究吃
喝就成了全国各地年俗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不少的朔
县人家讲究大年初一吃一顿素席。

一

初一中午吃一顿素席，是针对吃荤
的人家来说的；对原本就吃素的人家来
说，也就无所谓了。1985 年以前，我们
家加上爷爷奶奶一共八口人，只有奶奶
一人是吃荤的。每当过年时节，她老人
家就得另备锅碗。自我记事起，每年的
大年初一、初三和初十的午饭，爷爷奶
奶都要和我们一起吃饭的。

“他奶奶，今儿您就和我们一起吃
素哇。”母亲总是在初一的早上就和我
奶奶说。

“那还用说哩！今儿吃一顿素，等
于是全年吃素哩。”奶奶高兴地回答说。

于是，奶奶就忙着准备给母亲打下
手 。“ 您 儿 就 上 炕 看 五 儿（我 弟 弟 的 小
名）哇。”我母亲这样说，多半是嫌奶奶
的手艺不好，但又不敢明说，于是就用
了这种“修辞手法”。奶奶似乎也明智，
顺坡下驴地跨到炕上，解开被拴在窗框
上的五儿的红裤带，一边逗着小孙孙，
一 边 有 一 搭 没 一 搭 地 和 母 亲 说 着 闲
话。回想起来，这大约是 1973 年的事。

1973年，那还是一个很穷的年代，少
盐没油的。不爱讲究的人家，干脆就是一
锅“三白片子”，再加上一锅饺子。我母亲
爱“穷讲究”，对“三白片子”不屑一顾：“那
还能叫成是席呢？”于是，母亲尽其所能，
把油炸山药、粉片子、豆腐、白菜、倭瓜和
粉条各自放在一个碗里，凑成六碗，再浇
上汤加上披头，放在笼床里蒸。

“啊呀，像个席的样子啦，你妈妈的
手艺好哩，快吃哇。”爷爷感叹地下着开
席的“命令”。

二

朔县人说的席，都是一碗一碗地上
笼蒸出来的“碗子”，最上讲究的是八碗
席 ，也 叫“ 八 大 碗 ”。 与 荤“ 八 大 碗 ”相
比，素席的烹饪难度是很大的，好的厨
子也往往是不敢掉以轻心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的光
景一年比一年好了，素席也就敢排场啦。
记得是1980年的大年初一，母亲就给我们
做了一桌色香味俱佳的素席。那一天，天
还未亮，我们还都在盖窝圪筒睡着哩，母
亲就开始出“好粉面”了。“好粉面”是由我
们当地出产的一种叫做“三不吃碗豆”或
者是豇豆磨制成的面粉，比起“山药粉”
来，它油炸时能挂住油皮、清香淡雅、筋骨
丰满，是素席中的上等材料。为了区别于

“山药粉”，人们就把这种粉面叫成了“好
粉面”。

把“好粉面”兑上适量的水，搅成稀糊
状，倒在热锅里，然后用“泼面棍”来回地
圪搅，待搅成了稠糊状的“拿糕”后，趁热
倒在笼布上包起来，放在案板上用一块很
沉的青石使劲儿压，压到二指高、颜色成
了绿白色即可。这一整套的加工制作过
程，朔县人叫“出粉”。粉“出”好后，切成
像红烧猪肉片儿一样大小，放在滚烫的
素油锅里炸好，这样就能上碗了。我母
亲的“出粉”更多了一层工序，先出一锅
本色的粉面，平摊在案板上的笼布里，然
后再出一锅加了紫红“吃色”（一种食用
颜料）面面的“拿糕”，均匀地摊在前头摊
好的那一层本色的“拿糕”上，包起来压
好。这样切好的粉片子就成了紫红和绿
白两层颜色，炸熟后码在碗里，俨然和红
烧猪肉没有什么两样。

这“红烧猪肉”是第一碗，第二碗是素
丸子，是用粉面、豆腐加葱末、鲜姜末等佐
料制成后油炸的。第三碗是油炸豆腐块，

大约三厘米见方或者是长条形状的。第
四碗是油炸山药，大约四厘米左右的不规
则三角形。第五碗是水蒸鸡蛋。第六碗
是山药“出粉”，切成长方形的块儿。第
七碗是扁粉条拌干豆角，扁粉条是用山
药粉面压成的扁圆形状的粉条，干豆角
就是秋初时节荫干的红豆角角。第八碗
是糖蘸倭瓜。这就是我们家的素席，也
可叫“素八碗”。当时朔县人家的素席的
内容大同小异，不外乎粉、豆腐和山药这
老三样。区别最大的就是上不上这碗倭
瓜，以及烹饪时的具体做法了。

三

朔县人说的倭瓜，其实就是南瓜的
一个品种，扁圆形的，大的有一尺来大，
初熟时为墨绿色，深熟后变为红黄色，
瓜瓤甘甜似蜜，品之如饴。加上白糖，
上锅蒸出来后，妙不可言。糖蘸倭瓜好
吃是好吃，可是想把一个秋天结下的倭
瓜保存到过年是不容易的。

每到秋天，母亲就选上两三个一尺
来大的“顺眼”的倭瓜，先是放到院里的
窗台上晒十来天，然后放在南房里，每
天早上用干净的毛巾擦一遍。母亲说

“这叫摆设哩”。到了冬天，南房快结冰

的时侯，再搬到不住人的正房里“摆设”，
等到这间房子也快结冰了，就搬到住人
的正房里，再耐心地“摆设”。你看，这真
是“倭瓜好吃摆设难”啊。没有耐心的人
或是住房条件不具备的人家，想吃这碗
糖蘸倭瓜还真不容易。似乎习惯养成了
自然，如今我母亲依旧喜欢秋天买几个
倭瓜来“摆设”。那么，要是没有倭瓜怎
么办？也好办，换一碗白豆腐或清蒸白
菜也是很好的。

我们知道，荤“八大碗”是需要“披
头菜”的，素席也一样，除去水蒸蛋和糖
蘸倭瓜不用“披头菜”外，其余的都是必
须的，而且和荤席的材料差不多，主要
是把年前荫干的刀豆、金针先用开水泡
开，再加上葱丝，然后倒在事先调好的
加有各色调料的盆子里，浸上两个小时
以上，使之充分入味。最后用筷子和汤
匙披在装好的碗子里，上笼床先武火后
文火蒸上半个多小时即可食用。

“吧嗒，吧嗒，吧嗒！”我使劲地节奏
飞 快 地 拉 着 风 匣 ，恨 不 能 一 下 子 就 把

“碗子”蒸熟了。
“啊呀，风匣可不能这样拉，得匀匀

儿拉才行哩。去哇，奶奶给拉哇。”听了
奶奶的话后，我得了圣旨般地高兴地坐
到了炕上。

“吧嗒——吧嗒——”，奶奶不紧不
慢地拉着风匣，这风匣的“舌头”倒也乖
巧，仿佛通了人性，在奶奶的手里它就
会哼起和谐的曲调来，蒸汽也便随之顶
到了仰尘上。不知不觉中，我就在这美
妙的“曲调”中睡着了。

四

“起哇，起来吃饭哇，看把娃娃熬苦
的。”奶奶的声音把我从梦乡里拉了回
来。这时，母亲衬着笼布，双手从笼床里
端“碗子”，每端一碗，就双手捂在嘴边哈
哈气，好像是在抢人似的。顷刻间，满屋
子里便弥漫出一股难以言说的清香。

八碗素席有序地摆在红彤彤的炕
桌上，景德镇的瓷器被映衬得顿时放出
了光彩，碗肚子上的玫瑰花和开放在树
上的一样鲜艳夺目。我这可不是瞎编
的，我父亲不抽烟，但喜爱景德镇和宣
化的日用瓷器，手头稍有个零花钱，就
喜欢碟碟碗碗地往家里买几个，那时的

景 德 镇 和 宣 化 的 瓷 器 也 是 比 较 便 宜
的。所以，我们家里正月里吃饭向来是
用景德镇瓷器的，也算是父亲的“穷讲
究”吧。

“啊呀，赶紧擩筷子哇，你们妈妈做
的席，今年比爷爷小时侯的还排场哩。”
爷爷由衷地赞叹道。

“先给爷爷奶奶把酒满上！我们也
满上！”母亲欢快地说。

“来哇，干杯哇。呵呵，感谢党和政
府，咱们的好日子又来啦！感谢你们的
父母亲，他们用勤谨的双手换来了这桌
丰盛的素席！”爷爷望着我们兄妹四人
动情地说。

“干杯！干杯！”在一片祝福之中，
我们一家八口人分享了这顿我记忆中
的头一次开了眼的素席。

五

“初一吃一顿素食，就等于全年吃
素。”小时候我不明白奶奶和母亲说这
话的含义，曾多次问过她们。奶奶说：

“卬也不知道，是老辈人传下来的。”母
亲说：“吃素好哇，吃素不杀生呀。”

母亲说得有点道理，我后来也曾是
这样想的。但我还是不知道这句话是
否有来历，于是昨天请教了学识比较渊
博的朔县人张国华老师。他说：“这要
从佛教上找根由。北齐的时代（据今已
1500 多年了），佛教就已在咱们朔县盛
行了，说明那时信佛的人不少。佛教讲
究 慈 悲 为 怀 ，是 不 杀 生 的 ，绝 对 戒 荤 。
然 而 ，好 吃 荤 又 似 乎 是 人 的 本 能 和 天
性，对不信佛的人来说，杀生动荤，倒底
是有一种负疚感的。于是就想变通、找
说辞，为自己的负疚感开脱。于是就说

‘只要卬大年初一吃一顿素，就相当于
你们佛家人一年吃素啦。卬的心也同
样是积德行善的吆’。”倒底是张国华老
师，他的说法也算是自成一家吧。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变
化，不少人家就把“初一吃素席”的做法悄悄
地变了过来。“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这
句话说得多好哇，心善不心善，初一这顿素
席是说明不了问题的。1985年我成了家，媳
妇是吃荤的。父母亲怕亏待了自己的儿媳
妇，早在这一年的腊月就宣布：“明年要开
荤。”这个时候，我父亲由于经常在外开会学
习，早已学会了吃肉；二妹和小弟在奶奶的
熏陶下，也能吃肉了；我呢，原本是闻见羊肉
味就“翻江倒海”的，无奈在同学和伙伴们的
家里经过无数次的翻江倒海式的“洗礼”，
终于也学会了吃肉。至今不吃肉的只有我
的母亲和大妹妹。所以说，1986年我们家

“开荤”也算是水到渠成了。但母亲依然坚
持初一中午全家吃素。

随着时代的发展，年俗也在慢慢地
变化。改革开放以后，人们逐渐摆脱了
贫困，不少家庭的初一也不再坚持完全
吃素了。妹妹出聘了，爷爷去世了。母
亲成了全家唯一的吃素人，初一做素席
也就不再是“八大碗”了，有时是三碗五
碗的，甚至是“一锅烩”的。说起来也奇
怪，我父亲加上我和弟弟的小家庭，一
共是十口人，竟然会齐刷刷地把筷子对
准母亲的素菜，常常让我的母亲望着自
己的素席碗哈哈大笑。

“啊呀，你奶奶吃啥呀？”
“你们吃哇，妈有素饺子哩。看来，

还是妈的素席好哇。”母亲得意地抚摸着
她小孙孙头顶上的“小火盖”高兴地说。

不管是素席还是荤席，就风味来说，
一碗是一碗的味道，绝对的纯正可口，但
它的弊端是做起来麻烦，蒸起来费劲，尤
其是住进楼房以后，人们的锅和笼床都
缩小了很多，一个小笼床怕是连三碗也
放不下，难以一次出笼。因此，不少人家
就把“席”改成了火锅或炒菜。

如今，人们饭菜中的油腻实在是太
多了，也引发出不少的“富贵病”，正月
里吃几顿素席之类的素菜是大有益处
的。因此说，素席值得传承和推广。

朔县年俗杂忆朔县年俗杂忆（（六十一六十一））

素 席素 席
●●陈陈永胜永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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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青嶂四围一水间，小城云雨驻眉弯。
丰肥白露天相接，羸弱黄花地不关。
衣马鲜从豪气涌，典章多丽洛书闲。
秋风过处但盈耳，清廓江山识汗颜。

二

朔气西来一叶秋，落花风雨下瀛洲。
长城荻草悲山月，瀚海雕弓射斗牛。
碣石短歌天下志，精忠长啸复兴愁。
奇儿自古皆人杰，未勒燕然不肯休。

三

风雨小城感物华，江南溽热出山家。
年来况味晕于酒，乡里闲情幸有花。
天霁草原漂白露，暮归池上倚红霞。
千秋事业古今重，放下无如一盏茶。

四

蓬山依旧隐迷茫，百半始疑看日长。
霜色随秋侵两鬓，劳形向影叹孤芳。
时无一事可堪酒，诗作千篇未入堂。
明月不知书久弃，空宵犹自照南窗。

五

炙热连宵去也无，苍茫天地一洪炉。
长江水浅爆遗阁，易北河干预饿夫。
国有危机惜财货，时逢异兆苦樵苏。
日来幸甚多秋雨，犹汲金风满玉壶。

六

秋阳如虎满蓬蒿，雨挟金威霜叶高。
抗疫三年消万劫，复兴一路任鸡毛。
管它中外身遗臭，我自方圆地作牢。
旷世时危翻手控，寰球独步领风骚。

七 处暑翌日题

处暑天高朔气清，感时禾豆正峥嵘。
秋风浩荡明光阔，细雨飘摇夜不惊。
临水登山挽陶菊，求田问舍忆莼羹。
醉余坐卧犹怀国，休退仍须惜大名。

八 读汉武帝秋风辞

汉武秋风汾上吹，白云黄叶动疏离。
掌中文武烟波净，怀内佳人岁月疲。
未坐东南知海怒，经行西北恨天垂。
长安老尽英雄气，至死不疑尊仲尼。

九

秋风摇落荡缁尘，玉盏盛来几度春。
行乐长歌非泛泛，解忧无日不真真。
白云望断楚天末，红叶翻成洛水邻。
登楼四顾唯王粲，明月逍遥过五津。

十

西风历历雨潇潇，塞上天清草木凋。
花落花开元济济，人来人去赤条条。
一生际遇无穷事，几个堪成有限骄。
十二楼中虚夜月，山红水碧客程遥。

秋兴十首
●●王建国王建国

我是一名有着十几年教龄的中学
历史教师。今年秋季，我又从一开始，
接任七年级历史科目的教师职务。初
秋时节，酷暑仍在，我讲的课是《原始
农耕生活》。

金秋九月正是一年收获之季，这
个时候主要收获的是麦、黍、稻等粮食
作物。作为老师，引导方向是很重要
的。我提问学生麦、黍、稻等和蔬菜、
水果有什么不同呢？学生们答:“麦、
黍、稻容易存放，不易腐烂，比蔬菜、水
果存放时间长。”

一语中的。我很高兴，带着学生
们一起猜想七千年之前我们祖先的生
活。那时候，到了冬天，祖先们所生活
的地方，气温下降，野果凋零，难以获
食。松鼠、刺猬、蛇面对这样的情况，
它 们 便 不 吃 不 喝 ，安 然 入 睡 ，一 宿 而
过，便是春暖花开，他们睁开朦胧的眼
睛，一切安然无恙，继续生活，这就是
冬眠。大雁看到秋风萧瑟、落叶飘零、
四处荒凉，它们展翅高飞，迁徙到了温
暖的南方地带，继续捕食。而我们的
祖先虽然聪明智慧，但是面对无食可
获的处境，他们一定仰慕过大雁，仰慕
它们的远走高飞；也一定钦慕过松鼠
和刺猬，钦慕它们的一宿而过。对于
自己的处境，想必我们的祖先一定很
无奈。心中也有远方和诗，却难以腾
空而起；身在当地，却不能适应冬季的
无食可寻。为此，他们一定怨恨过自
己，怨恨自己的无能为力。

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也许这样的优良传统在七千年
之前就有了。我们的祖先采到一些多
余的果实，吃了一部分，节约的保留了

稍许，发现留下的果实有一两类不易
腐烂，他们认识到了这样的特点。于
是采摘的时候，尽量多采摘这类果实，
获取量多，堆积而放。其中有的果实混
入泥土之中，第二年春天，这些果实得
土壤之涵养，得水份之滋润，得阳光之
普照，它们破土而出。当祖先们看到这
样的情景，他们一定很好奇，于是试验
着把这样的果实埋到土壤里，第二年阳
春三月，生根发芽；伏暑时节，拔地而
起；金秋九月，硕果累累。这时，在他们
心中一定燃烧起了希望的火焰。想必
当时的他们是多么地高兴呀！

从此，祖先们再不因季节更替而
困惑和苦恼了。他们把这样的果实春
种、夏锄、秋收、冬藏，储藏起来的果实
就 是 祖 先 们 冬 天 越 冬 的 食 物 —— 粮
食。有了粮食，他们才再不用为了糊
口而四处飘荡，才有了选择固定居住
地、搭建固定居住场所的必要。

粮食虽然没有瓜果、蔬菜的甜嫩，
没有大鱼大肉的美味。但是它有易于
保存、适于储藏、得土易生发的特性。
它让人类有了越冬的食物，有了固定
的居住场所——房屋，过上了定居的
生 活 ，实 现 了 安 居 乐 业 的 美 好 愿 望 ！
所以，不得不说粮食对我们来说太重
要了。

我让学生们用心去深切地感受我
们祖先的生活处境，感受他们面对寒
冷冬天无食可获的困惑和无奈，想象
他们是怎样发掘了粮食这种属性独特
的食物以及用它来越过难寻食物的冬
季，让学生们在过去和当下的时空中
遨游，从而加深对粮食的感情，更加珍
惜每一粒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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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江季 江

从 2012 年至今，一晃十年。国家经
济与社会全面发展，成绩斐然，世界瞩
目。全民享受改革发展成果，我也利在
其中。回望过去，细细盘点，这十年，无
论是我个人进步，还是家庭生活条件的
改善，皆收获颇丰。想起来，不由得心
潮起伏，感慨万千。

这十年，是我见证与亲身经历国家
不断深化改革的十年。十年里，我所在
的单位，三易其名，从“计生委”到“卫计
委”，再到“卫健委”。其中的计划生育
工作不断优化，国家生育政策顺应形势
发展需要，循序渐进，适时调整，由原来
的“一孩半”到“双独二孩”“单独二孩”

“全面二孩”，再到现在的“三孩政策”。
而卫生健康工作的不断强化，则凸显了
民生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我作为政策
的执行者与实践者，使命光荣，任重道
远。任职期间，在组织的关心和同事们
的支持下，单位各项工作成效明显，斩
获多项荣誉。我个人也小有业绩，屡受
上级褒奖。十年来，自己的努力得到领
导肯定和群众认可，倍感欣慰。

这十年，是我由中年向老年过渡的
十年，也是我丰富阅历、积淀经验的十
年，更是我不断增长新知识，适应新时
代的十年。本以为自己辛劳半辈子，年
近退休，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可每当

看到各行各业如火如荼，各种新知识、
新技能层出不穷的时候，却又按耐不住
求知的欲望和干事的热情。于是，2016
年，我考了驾照，学会了驾车。2017 年，
我又学会了用电脑打文字、做课件。这
样一来，工作更方便，效率更高。

这十年，是我重新放飞梦想、追求诗
与远方的十年。当作家是我的夙愿，前
些年，工作之余，我开始手握笔笺，重新
捡拾起那些曾经遗落的文字。利用节假
日，游名山大川，走乡村阡陌，访街巷百
姓人家。通过行走与访问，使自己与自
然亲近，同基层零距离，收集到不少原汁
原味的写作素材，心中也有了用文字表
达的强烈欲望。从此，我笔耕不辍，将自
然万象、世间百态、生活体验、人生感悟
等浓缩于文字，撰写成诗文，并向报刊投
稿。天道酬勤，有耕耘就有收获。几年
来，作品在百余家国家级和省市级报刊
发表，并多次获全国性大赛奖项。同时，
还有三十余万字作品出版发行。自己也
由此成为中国散文学会、中国诗歌学会、
中华诗词学会、省作家协会等十多家文
学团体会员，终于实现了我的文学之梦。

这十年，是我的家庭生活锦上添花
的十年。女儿学成归来，成家立业，在
北京落户安家。小外孙天真活泼，让我
有了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在与妻子

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将家里住房由套房
换成了复式楼。楼房南北通透，开门见
山，推窗见水，极佳的江景房。尤其我
有了一间梦寐以求的书房。整排的书
柜 ，让 我 的 那 些 书 们 再 也 无 须 东 躲 西

藏，原先的老书箱与书桌，也从此成了
留作念想的老物件而搁置一旁。宽而
长的写字台，电脑、打印机、笔笺可随心
摆放。安静的环境，坐在桌前，任由我
思绪翻滚，天马行空，无尽地遐想。然
后，将那些灵光乍现的片段，用键盘敲
打成诗文，存于个人文档。

今年，我就要退休了。年过花甲，
人届暮秋。或许，这是我人生另一个新
的 起 点 。 下 一 个 十 年 ，我 定 与 时 代 同
步，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继续为社
会尽一份力，发一份热，努力活出自己
新的精彩。

盘 点 我 这 十 年盘 点 我 这 十 年
●●童如珍童如珍

七十三年前的今天
我还是个不懂人间冷暖的儿童
上学后才知道从今天起
我已是个不分年龄大小
真正站起来的中国人
一个再不受奴役的炎黄子孙

一个伟大的党，古老的民族
苦难辉煌的历程
遍布神州大地上的五星红旗
是无数先烈用热血染红

共和国的丰碑上
永远铭刻着他们的英名

华夏儿女跟着共产党
不断踏上新的长征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在新时代的号角声中
向着理想中的目标前行
哪怕豺狼挡道，迷雾重重
必定要也必定能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国庆抒怀
●●李绣程

时 时 放 心 不 下

王孝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