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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中，每当父母开始制作麦芽糖及
其制品时，新年越来越近了。

居住在香格里拉市金江镇的人们每年从腊月
二十就开始筹备年货了，除了上街购买春联、爆竹、
水果、蔬菜以外，还有许多年味小食是人们自己动
手制作的。在麦芽糖、饵块、糍粑、米糕、蜜饯等众
多年味小食中，要数麦芽糖制品制作工序最为复
杂，花样最多，也最受人们喜爱。尽管现在经济条
件良好，父母制作的麦芽糖及其制品仍是我心底
最牵挂的年味。如今，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五花八
门的麦芽糖制品，但父母依然坚持每年过年前亲
手制作几样麦芽糖制品，让难得回家的儿女能够
大快朵颐。

江边的麦芽糖制品大约有白糖、黑糖、米花
糖、鸡蛋糕、脆糖、核桃糖等几种，每种的制作工序
都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源于麦芽糖。

制作麦芽糖之前先发麦芽，这是制作麦芽糖
的关键。母亲一般在农历十一月时选上好的麦
子，将麦子在水里泡一天一夜后捞出晾在簸箕里，
上覆潮湿的纱布，把簸箕放在温暖的地方，静静等
待麦子发芽，其间要每天给麦子浇水，确保覆盖的
纱布保持潮湿状态。一般经过半个月左右，麦芽
长到一定长度后就可以把麦芽拿出来晾干磨成粉
备用了。

熬麦芽糖之前，需要选上好的米，洗净并浸泡
一夜。第二天，父母起得比往常要早一些，母亲早
早把灶火烧好、把锅洗净，父亲则把泡好的米倒入
锅里，加入大量清水熬煮，待米煮得稀烂后把火撤
掉，往锅里加入适量麦芽粉静置个把小时，然后二
人合力把米用纱布过滤一遍，再把过滤好的米浆

倒入锅里，烧火继续熬煮。熬煮过程中的火候也
很有讲究，刚开始时要用大火将米浆烧涨并不断
翻腾，待米浆由清汤色变为黄色粘稠液体时就要
将火改为文火。在文火的慢慢熬煮中，黄色粘稠
液体会变得越来越粘稠，这时的黄色粘稠液体已
经成了糖浆，空气中弥漫着香甜的味道，让人忍不
住咽口水。随着时间的推移，糖浆的颜色越来越
深，由开始时的金黄变成了棕色，用勺子舀一勺糖
浆往下倒，会有糖浆薄片挂在勺子边上，这时麦芽
糖的火候已足，可以出锅了。

小时候，每当年前父母熬麦芽糖时，我和妹妹
都会守在旁边，舍不得出去玩，因为我们担心回来
时麦芽糖已经出锅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会错过最
美味的糖沫。爷爷总说糖沫不仅甜，还有止咳平
喘的效果，因此每年熬麦芽糖，父母都会给我和妹
妹一人舀一碗糖沫吃，这也成了我们在年前最期
待的美食。由于小时候经济条件有限，熬制麦芽
糖的原料大多是麦子、玉米、大米的混合物，这是我
脑海里最甜的记忆。

吃过午饭，父母会再熬一锅麦芽糖，麦芽糖熬
好舀出一部分后，他们会在锅里剩一些麦芽糖，继
续用文火熬煮一会儿，然后不停搅拌锅里的麦芽
糖。搅拌麦芽糖是很费力的活，这时全家大人齐
上阵，父母和爷爷轮流搅拌麦芽糖，待挂铲的麦芽
糖片非常轻薄且吹弹可破时，就到了拉白糖的最
佳时机。此前父亲准备好拉白糖用的木棍。把麦
芽糖舀到放有面粉的簸箕里稍微晾凉后，父母一
人拿一根木棍，把麦芽糖缠在木棍上，在不停交换、
拉扯麦芽糖的过程中，糖色变得越来越白，拉丝越
来越长，劲道也越来越好，不一会儿，白糖就拉好

了。我和妹妹迫不及待让父亲敲几块白糖下来含
在嘴里，那丝丝甜味瞬间充满整个身体，我们都开
心得手舞足蹈。爷爷还教我们一个白糖的特别吃
法：把一大块白糖插在筷子的一端，将其在炭火上
烤制，边烤边转动白糖，不一会儿白糖表面就会鼓
起一层脆脆的糖壳，等糖壳变凉后就可以整个取
下来，放到嘴里又甜又脆，还夹杂着炭火上烤过的
独有的香味，那味道可谓历久弥新，让人难以忘怀。

一般在做好麦芽糖的第二天，母亲会粘米花
糖和鸡蛋糕。米花糖是用烤熟的米花加适量麦芽
糖，使米花和麦芽糖充分粘合在一起，在案板上定
型后切片而成。鸡蛋糕的制作过程则较为复杂。
鸡蛋糕食如其名，就是用鸡蛋和面制成的糕点。
母亲在面粉里加适量鸡蛋、油和糖水，将其搅拌均
匀后揉成面团，再将面团分成一个个小面团并擀
成厚薄均匀的面片，再将面片切成长短、粗细基本
相同的面条，起锅烧油，待油温适中时将面条放到
油锅中炸成金黄色捞出备用。待所有面条炸好
后，再像粘米花糖一样，将鸡蛋糕与适量麦芽糖混
合定型，再切片装箱，这样鸡蛋糕就做好了。母亲
说，鸡蛋糕味道好的关键在于鸡蛋、糖水、油和面的
比例，鸡蛋和油放少了，鸡蛋糕就会硬硬的嚼不动，
放多了则会太酥脆，一碰就坏，粘不起来。像母亲
这样每年制作鸡蛋糕的老师傅能准确估算配比，
做出来的鸡蛋糕香酥软糯、甜味适中，让人赞不绝
口。

虽然制作麦芽糖及其制品工序繁杂，但父母
几十年如一日不厌其烦地制作，将他们的爱融入
到一块块麦芽糖制品中，甜蜜了我们一年又一年，
温暖了我们平凡的每一天。

时间的脚步轻轻迈过，转眼间，
春节假期已过，沉浸在与老家父母
团聚的愉悦中的我们兄妹，又得带
着行囊各自返程了。

返程的前一天，父亲把我们带到家中的储藏
室，指着三个大纸箱神秘地说：“今年给你们准备
的‘返程美食’可特别呢，你们不必担心放久了会
过保质期啊！”

我们面面相觑，不解地打开纸箱，只见一大
摞新书呈现在眼前。我逐一取出，有《唐诗宋词
签赏辞典》《萧红文集》，有汪曾祺的《人间草木》，
林清玄的《一滴水到海洋》，丁立梅的《风会记得
一朵花的香》，还有《工作要有好心态》《最伟大的
思想》等书籍。“爸，您这次可是惊喜到我了，这些
书都是我喜欢的！”

“丽儿，你上次回来，我发现你经常在手机上
阅读这些作家的文章，加上你喜欢写作，我和你
妈就琢磨着给你买一些喜欢的书阅读，一方面对
你写作有帮助，另一方面可以缓解你长期看手机
造成的眼睛疲劳。”

父亲指了指我女儿手中的职场书，语重心长
地说：“小鱼儿刚从学校步入社会，免不了会有许
多不适应，多看看职场书，可以少走弯路少碰壁，

对工作提升会有很大的帮助。”
“知我者，外公也！”女儿调皮地拨了拨外公

的帽檐。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爸，金

庸全集一册不少！”二哥从纸箱中取出一套《射雕
英雄传》，爱不释手地抚摸着。

“二子啊，你高三那年，我撕坏了你看的《射
雕英雄传》，我是恨铁不成钢，撕书是太粗暴了，
一直想找个机会弥补一下！”

“爸，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您还记在心上！我
当时看您发火的样子是又怕又气，我也心疼借来
的《射雕英雄传》。不过，自从书被撕掉以后，我
还真的一门心思花在了学习上，否则，我后来也
考不上大学呀！”

“我知道，你就是个金庸迷，你看完这些书
后，可别练成个‘侠客’！”

二哥随即比划起了降龙十八掌，惹得大家一
阵哄笑。

这时，母亲带着在外面玩耍的侄孙点点回来

了，点点迫不及待地问：“太爷爷，我
的书呢？”

“有的，怎么可能少了我家小点
点的书！”父亲打开旁边的红色包装

盒。
“《草房子》《山羊不吃天堂草》《细米》，是曹

文轩爷爷的书！”点点高兴地拿出一本本书，把它
们紧紧地抱在怀里，生怕我们会抢走似的。

“去年你们春节返程后，你爸就开始琢磨着
要给你们的节后礼物来个‘大变脸’，说是家乡美
食网上购买很方便，现吃现买，还都是新鲜的，也
就不劳这个神了，就改成了送书。”母亲的目光中
流露出对父亲的赞赏之情。

“这么沉的书，你们怎么拿回家的？”大哥心
疼地看了看父母亲。

“简单啊，一次买得不太多，用购菜的小推车
拉回来。”母亲轻松地说着。

看着这些书，我的脑海中闪现出两位老人手
挽着手，拉着小推车购书的画面。

今年的后备箱里依然满满当当，书香代替了
食香，载着书香返程，也相当于承载了父母的期
望，一路书香一路暖，涤荡着我们的灵魂。这一
份精神食粮，持续保鲜，永不过期。

因为迫切想摆脱漫长寒冬的阴
霾，也因为近来拂面而过的风中所
渐渐透出的缱绻暖意，令我一再心
生喜悦和欢欣，不自禁地想去近距
离触摸春的温暖与和煦，去感受万
物在春风中抖落一身风雪和一点点
苏醒过来的勃勃生机。这个清晨，
我独自来到生态走廊，沿着怒江江
畔漫步而上，一个人去寻春，探春，
赏春。

暖黄的晨光，透蓝的天，如丝的
云，碧绿蜿蜒的江水，艳丽缤纷色
彩，轻轻勾勒出群山绵延的巍峨轮
廓，天地间，呈现出一幅温婉蓬勃的
美丽画卷。稍显粗糙僵硬的青石板
路，在一帧帧春意缠绵的景色中，变
得柔软而又亲切，我的脚下一片轻
盈，像是走进了春风里，不再彷徨，
不再踟蹰，生命在这一刻有了想要
歌唱的激荡，震撼着寻春的心灵。

日头慢慢升高，染了春意的阳
光无遮无拦地洒在辽阔的大地上，
洒在苏醒后的草木上，洒在我的身
上，也洒在斑驳的青石板路上。绚
丽明艳的春色在眼中恣意缠绵，一
种从未有过的柔情缓缓漫过心底，
我仿佛回到童年时候老屋的后院，
犹如院子里那棵枝丫横斜的桃树枝
头的一朵小花，在春风里，轻轻探出
花苞，一旦春风拂过，便在枝头尽情
绽放。

事实上，春的枝头从来都是不
甘寂寞的。桃花、梨花、杏花、樱花

……红的红，粉的粉，白的白，仿佛
只是一夜春风吹过，忽而这世间便
有千树万树的花朵闯进眼眸。枝头
那一望无尽的春色，既能带来春的
暖意，还能带给人以明媚的希望，甚
至凭藉着这繁花朵朵的春色敞开自
己的心扉，释放出一冬的寒意，卸下
久积心头的焦灼与倦乏，在心底开
出一朵桃花，或者是一朵梨花，花色
醉人，花香袭人，在春风中，走出一
个轻盈、崭新的自己。

春色正好，此刻春的枝头正极
尽所能地绽放着灿烂的春意，它的
美不是妖娆，不是魅惑，也不是浓
烈，而是一种融合了等待、坚守、和
重生的生命力量，能让整个世界成
熟在无尽的浪漫里。每次从花枝下
走过，我总会很自然地想起很多往
事，想起那渐行渐远的青春，想起许
多永远不再重现的时光里的某些东
西。曾经，确实有某种珍贵而美丽
的东西属于过我，后来遗失了，但在
这春的枝头，又失而复得。

我所生活的小区花园凉亭顶
上，攀爬着一树绯红色的叶子花，入
春后凭窗远望，我常与那树嫣然久
久对视，热闹繁复的枝头春意一片
盎然，使得原本暗淡的世界斑斓起
来，春天已然来临，生活开始展现出
最纯粹美好的一面。是呀，只要心
中装着对春的憧憬，就能走过漫漫
的寒冬，在春寒料峭里，绽放出美丽
动人的花朵。

那片透着微光而金黄的叶子
带着枯萎和残缺的留恋
随寒夜的风而轻轻滑落
我仿佛看见
很久很久以前
奶奶高挑瘦弱而倔强的身影
在那棵老核桃树下
犹如
一颗又一颗悄无声息的露珠
没有哀怨
没有悲伤
只有在寒冬中抗争的身影
只有在悬崖上坦然地吟唱
叶落向哪里
叶落向奶奶沉默的地方
那是萨玛格
心中永远的香格里拉

2019、2020
2021、2022
旧年换新年
北京 上海 成都 ……
身在春城的萨玛格
拥抱着希望和执着
把似是而非的偏见
迷雾重叠的谎言

扔进
越来越黑的夜
黎明之后
回到阿爸阿妈温暖的小屋
每一句话都清澈地还原着爱
每一个眼神都照耀着光之美
一年又一年
祈祷的
祝福的
寻找的
希望和快乐在哪里
我的阿爸阿妈说
在我们心心念念的香格里拉

金秋之后的寒冬
一片一片的叶
黄了 落了
春天唱响生命赞歌之时
一片一片的叶
绿了 笑了
香格里拉
用纯净的天空和丰润的大地
呼唤着我们游荡的灵魂
萨玛格
回家吧
香格里拉一直在等你

（上接2022年11月29日第四版）
永追是旺堆的二女儿。从小性格果敢，敢作

敢当。她最大的优点就是善于交际，走到哪里都
能跟人称兄道弟。不过，永追在学习上没有姐姐
琼拉和妹妹边楚厉害，她的聪明才智体现在与人
交往上。永追很清楚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她心里
有自己的打算，很清楚任凭父母怎么努力也供不
起她们三姐妹读书，而且也知道父母需要一个帮
手。为了不让父母为难，永追很自觉地不上学
了，既然不去读书她就想怎么帮父母挣钱，让姐
姐和妹妹读书时不必为了钱发愁。那时村里的
公路只通到了离村口大概还有两公里的地方，永
追知道想挣钱就要走出村子。父亲旺堆是一个
老实人，挣钱的办法也很少，于是，永追自己作决
定将家里的一筐鸡蛋拿到镇上去卖。她一个小
女孩走了两公里的路又搭车到镇上，靠着不害
羞，管谁都叫亲人的本事，把所有的鸡蛋卖了。
晚上回家把钱交到父亲手中时，旺堆都吓了一
跳，询问女儿是不是偷了别人的钱。对于永追而
言，第一次做生意带给了她成就感，她也知道跟

着父母种地放牧是挣不到钱的，每天虽跟着父母
去干活可她想的是如何做生意。

永追不仅卖鸡蛋也卖鸡和小猪。然后从镇
上买一些小件的衣服以及首饰还有擦脸油。旺
堆和贞安都是老实人，女儿做起村里人的生意，
他们倒不好意思了。可永追不在乎：“我又不是
去偷去抢，他们要是不喜欢可以不买，我也没有
强迫他们买呀。这都是自愿的。”旺堆和贞安两
人争不过能说会道的永追。到了第三年，永追在
喜埠开起了小卖部，还买了缝纫机，那是用父亲
的一头牛换来的。永追开始做衣服，这做衣服的
技术是她在镇上的女裁缝那里学的，那位女裁缝
只是随意教过一点，其余的都是永追摸索出来
的。那时的喜埠人还不大愿意外出，他们喜欢到
永追这里订制衣服，永追很快就赚了钱，将父亲
卖牦牛的钱还了回去。按理来说，旺堆和贞安应
该为有这么一个能干的孩子感到骄傲，可是，那
时还没有女子做生意的，再说了一个女孩子要出
远门很不安全。旺堆和贞安总劝永追不要开小
卖部了，也劝她不要独自一人到镇上拿货。有一

次，永追去镇上拉货，回来时天色已黑，她背着一
大篮子，突然闯出一个陌生男子想要对永追施
暴，永追将篮子一丢，拿出别在腰间的短刀打算
跟那人拼命，那人见永追视死如归的气势被吓得
落荒而逃。永追自然不敢把这事告诉父母，只是
后来她无意间提起，贞安难过得哭了很久。

永追明白父母的担忧，可她已经走上了这个
道路就没有打算回头。永追还去县里，去的地方
越大，看到的就不一样了。十六岁那年，永追将
缝纫店开到镇上，她不想自己的缝纫店一直躲在
喜埠村。那时，永追挣来的钱就能供姐姐和妹妹
读书，姐姐和妹妹都是读书人，眼界也比父母开
阔，她们一直支持永追。二十岁那年，永追找到
了肯来她家上门的女婿巴登其，两人结婚后很快
两个儿子就出生了。可好景不长，结婚第七年，
两人结束了婚姻。两个儿子都由永追照看。如
今，永追已经将她的店开到了市里，她已经有了
自己的公司，生产藏式服装以及地毯，还销往海
外。

（未完待续）

我的老家在维西县永春乡三家村桥头大村
村民小组，因我的父母都在城区工作，我们逢
年过节才回去。我深深地眷恋着那里，因为那
里厚重而肥沃的土地养育出像祖辈们那样淳朴
善良的纳西儿女，让我的童年在春天的希冀中
成长、在夏天的梦幻中盛开、在秋天的丰盈中
收获、在冬天的绚丽中燃烧！

记得小时候，每到寒暑假我都回老家，只是
回家的路有点艰辛，要么搭熟人的拖拉机颠回
家，要么沿着田间地头走回家……在老家，我喜
欢住在姑妈家，除了因为姑妈比较疼爱我，还因
为姑妈家房前屋后种了很多果树，苹果、梨子、石
榴、李子、桃子、木瓜、杏子、梅子……不同的季节
可以吃到不同的水果，在那个各种物资都不充裕
的年代，可以吃到水果是一种莫大的幸福，更重
要的是姑妈家有“三朵金花”——我的三个表姐，
隔三差五就带我去村口看露天电影，虽然我每次
都在电影散场前就睡着了，然后被三个表姐轮流
背回家，第二天免不了被她们数落一番。

在老家最有趣的是跟着表姐们上山捡柴火
或耙松毛。清晨，天刚蒙蒙亮，表姐们把绳子缠
在腰间，肩上扛着钉耙就出发了，一进入山中，就

隐隐约约听到说话声，早来的妇女们已经在耙松
毛了。表姐们快步跑向山坡，将腰间缠绕的绳索
弯曲成两条并排放在空地上，在那些尚未被人耙
过的地方开始耙松毛，一堆一堆叠放在绳索上
面，没多久便耙了一大堆捆好准备下山。我到如
今也没弄明白她们是如何做到只用一根绳子就
把散落一地的松毛背回家的，只觉得当时的鸟鸣
声悦耳，山风凉爽，她们耙松毛的动作灵活，不用
上学在山上撒欢好开心。

夜幕降临，姑妈家在外劳作一天的家人们回
到家中，姑爹点燃松明火把，放在悬挂于房梁上
的一个铁盘中，大家围坐在火塘边准备吃饭，那
时的我特别喜欢这种温馨的场面，喜欢听他们讲
农事、说一些邻里逸闻，看火光在一张张笑脸上
忽明忽暗……

下雨天，屋里接满了盆盆罐罐，“滴答、滴
答”，我和侄女蹲在边上看屋顶漏下来的雨水，
然后相互泼洒在脸上，嘻嘻哈哈，最后在大人们
的呵斥声中跑开。那时的我，不懂生活的艰辛，
只觉得雨滴敲打盆盆罐罐的声音让姑妈家更热
闹。

如今，我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

县城到老家开车只需 10 分钟，一条条水泥路从
村头延伸到每家每户，一辆辆轿车、摩托车在乡
村路上行驶，再无往日尘土飞扬的景象。一幢
幢钢筋混凝土的楼房拔地而起，姑妈家也新盖
了楼房，客厅里的吊灯奢华而明亮，现代化的电
器一应俱全，厨房干净整洁……

姑妈说：“党和国家的政策好啊！没想到我
还能过上不愁吃不愁穿的好日子！”我说：“是啊，
如今国家特别重视‘三农’问题，不断改善民生，
加大精准扶贫力度，农民的日子越来越好了。”姑
妈笑了，一脸幸福！

表姐说：“现在家里有了无线网络，不忙的时
候我就用手机看电影，有时候全家在大屏幕上一
起看。”我说：“是啊，不用大冷天背着我去村口看
露天电影了。”大家都笑了。

表哥说：“现在农网改造后，电压更稳定，灯
更亮了。比起以前，交电费也方便多了，在手机
上下载‘南网在线’App，直接在上面缴费，不用像
以前一样跑到营业厅排长队。”我说：“我们不用
再点着松明火把吃饭了，你们也不用天不亮就爬
到深山里砍松明、捡柴火了。”哥哥姐姐都开心
地笑了。

那年我撒欢的桥头大村变样了
● 和建芸

香格里拉在哪里
 和文华

春在枝头立
⦾ 和智楣

年味始于麦芽糖
 王靖萍

最后的牧歌 （小说）

● 次里拉此

一路书香一路暖
◎ 王阿丽

永春河畔好风光
 陈永明

壬寅冬日回故乡
晴空登顶青龙山
边陲风景呈眼前
伫立遐想心舒畅

永春河水向北流
拂柳排岸风光秀
滨河长廊好玩赏
傈乡特色维城有

政通人和天地间
创新发展方长久
敞开胸怀迎宾客
分享同饮康庄酒

悄悄话悄悄话 （（王维韬王维韬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