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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雁冰

前几天，在与一个叫“永”的“高三
妈妈”交流后，唤起了十多年前我的某
些记忆。

当听说她三天之内，先后给孩子
写了两封信，这让当年最后一学期“每
周送汤见一面，临走拍肩加油干”的
我，感到很惊异和好奇：时光荏苒，今
天的“高三父母”是怎么当的？我有了
一睹为快的强烈愿望。

感谢这位母亲的慷慨分享，使我
的愿望实现。

收到信的内容后，我觉得完全
没必要“欲说当年好困惑”——浪费
笔墨比较性地说自己的感受。我只需
要把信的内容照实摘录，分享即可。
椿寒：

见字如面。
你文能上学，武能洗衣。（冬天的

所有衣服全都用手洗，厉害！）
你幽默、善良、独立。能知足常

乐，会自得其乐。
听说鸡汤太多太浓易生腻。故不

表白更多。中年老母亲我奉上老歌几
首，若有喜欢的，自取。如果说一定要
推荐一首的话，那就推荐《男儿当自
强》吧。是不是足够热血啊？！这大冬
天的！！

还有半个月你就17岁了，比那时
的我知识面宽了许多、内心丰富许多、
视野开阔许多，也更有勇气、更为坚
韧、更加辛苦。妈心疼你！要不我穿
上十厘米的高跟鞋，或者你蹲下身来，
抱抱？

椿 寒 ，妈 妈 怎 么 爱 你 都 不 够
哦！！！（平常不好意思当面表达，我很
害羞。）

新的一年，新的气象。我要读书、
学琴、健身、努力工作，成为更好的自
己。这，就是爱你的方式。（你看，你读
小学时约我一起成长，我都记着呢。）

永
2019.12.29

负责家长群的一位母亲看了这
封沉甸甸的（一页信纸，加五页励志
歌词）“鸡汤”信后，说这碗鸡汤励志
好，但还需要甜蜜柔情，建议对孩子
多多鼓励，以增强自信，激励其迎接
挑战的斗志和勇气。我这位朋友立
知立改，于是有了下面这封信。
椿寒：

见字如面。
斗转星移。感谢有你，椿寒！有

你，我才更自律、更努力、更欣赏世间
一切的美好，并让自己不停滞地变得
更有内涵一些，更有勇气一些。

你可能不完全知道你对我的意
义；你可能不完全知道我就是那么固
执地喜欢你；你可能不完全知道我是
多么地以你为傲。在勇气、坚韧、忍
耐、治愈力方面，你比17岁时的我，强
大了太多。（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青出
于蓝而胜于蓝？！请自行脑补中年老
母亲傲娇的表情吧。）

如果要我提一个建议的话，那就

是，你可以更自信一些：天生我才必有
用！自信的小孩会更快乐，更能平和
地接收岁月赠予的一切，无论好坏。
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自信的益处，这
也是我的伤心处。到40岁才知道，好
可惜那些不自信的时光，那些提前忧
虑的时光。

家委会的妈妈们倡议给孩子手写
一封甜蜜的信。我不善说甜言蜜语，
你也不善听甜言蜜语，故随信夹带了
一块巧克力，你边吃边看，这样，勉强
也有一丝丝儿甜蜜吧。

你很忙，我不会过多打扰。请放
心，我会遵守你6岁时与我的约定，做
一个学习型妈妈，继续努力工作、读
书、学琴、健身，成为更好的自己，成为
更阳光开朗的老母亲。

永
2019.12.31

喝了“鸡汤”，品过“甜蜜”。我有
两点感受。第一，可怜天下父母心，一
腔痴爱凝语词！第二，家长永远是孩
子的第一任老师，你的言行如春雨，滋
润于无声。其实，“你陪他长大，他陪
你变老”的过程，更是“你陪他成长，他
陪你成熟”的双赢过程。所以，我们要
感谢孩子，感谢今生有你。

一个高三妈妈给孩子的两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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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迎合

久居重庆，除了忘情于山水，作
为“好吃狗”的我，总是对麻辣鲜香的
地道重庆美食情有独钟。而当腊梅
飘香，春的脚步悄然抵达之时，我就
会想起一道产生于江津民间的经典
名特小吃——芝麻丸子，那里面饱含
着浓郁的家乡新年味道。

在我的记忆里，在无数次的团圆
宴席上，每每那声“江津芝麻丸子，来
啰——”的长长吆喝响起，我们的魂
儿就齐刷刷地被勾引到了餐桌中央。

只见一细瓷大碗内，盛满一个个
洁白晶莹的糯米丸子，每个丸子正
中，点着一颗红红的印记，好似一朵
朵凌雪傲霜的红梅，跃然开放在冰雪
之中，而那一颗颗洁白的米粒则坚实
包裹在一起，似乎象征着团团圆圆、
永不分离。迫不及待举筷品尝，一股
甜甜的糯香于瞬间盈满味蕾，一下子
就满足了人们对家乡美食的期待。

这道菜是啷个做的？用了啥子
稀罕原料？说起来，其诞生的过程不
算惊奇，却正好促成了江津民间的一
段美食传奇。

清嘉庆20年（1815年）前后，江
津德感坝有一厨师名陈永春，他少时
即承继祖业，在当地老街上经营“双义
兴”食店。陈永春闲暇与街坊邻里们
摆谈时得知，当地百姓们大都有喜食
糯米丸子的嗜好，于是，他就此萌发了
做一道民间小吃的想法。经过反复实
验、钻研，陈永春以江津地道肥膘土猪
肉与黑芝麻为主料，红糖、阴米、核桃
米、瓜片等为辅料，经过制馅、制皮、配
色等十二道工序，芝麻丸子成型上
桌。哪想到，这道美食不但乡邻喜好，
连达官贵人、社会名流也纷纷慕名而
来。芝麻丸子美名不胫而走，遂成为
当时江津地方筵席主菜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江津名厨罗灿云、
杜炳辉等人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刻意
求新，使芝麻丸子逐臻尽善，形成了选

料考究、色泽美观、香甜爽口、油而不
腻、富于营养的地方特色。这道美食
又尤以其油溢于碗面，但丸子吃完则
油已完的独有特点而备受食客青睐。

1959年，江津芝麻丸子首次参
加四川省饮食展销会即深受好评。
1974年10月选入《四川菜谱》及《重
庆菜谱》。1981年选入《中国菜谱
（四川集）》（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
1984年国庆节，在重庆市饮食公司
举办的名特小吃展销会上，江津芝麻
丸子被授予“重庆市名小吃”称号。

如今，时光已飞逝200余年，江
津芝麻丸子作为一个别有风韵的地
域符号，不仅记载着重庆饮食文化的
演变，更以独特的新年味道长久活在
人们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即使在人
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今
天，芝麻丸子仍然是江津人心中的最
爱，是老百姓过年餐桌上必不可少的
美食。拿江津百姓的话来说就是：

“少了芝麻丸子就少了年的滋味。”

芝麻丸子里的新年味道
□李晓

一年又一年。
过新年，灯火亲，饭菜香，人心

暖。
有一天我同朋友老孙探讨，

到底什么是传统的年味？走亲访
友、购买年货、享受美食、祭奠祖
宗……这一切都源源流淌着中华
文化中的沉淀与继承，在这年味
的寻找怀旧里，我和老孙发现，年
味就是我们精神上的愉悦与安
顿。

物质生活丰盛的时代，我们早
已不为春节里吃上几天美食而翘
首以待了。网络的出现，我们和远
方的人想见上一面，电话与视频瞬
间就可以完成了。

在时代的变迁中，年味也应该
被赋予和灌溉更丰富的内容。比
如，我们精神上嗷嗷待哺的年味，
能够多一缕书香么？

一个朋友对我说，今年春节，
他要阅读几本历史人物传记，还
要重温一下《中国植物志》。他发
现，自己叫得出来的植物名字、熟
悉的植物习性，其实还没有一百
种。他想通过阅读，去亲近植物，
让大地上的植物，蓊蓊郁郁地长
进心里。朋友在城市里是一个靠
摆摊卖卤菜支撑着全家生活的
人。他平时也靠阅读供养着自己
的灵魂，所以我看他的面色一直
很滋润。

这似乎是一个人人都在阅读
的年代。川流不息的生活里，常常
发现一个现代人群的特别景致，那
就是大量出现的低头一族。

我问过几个陷入手机生活里
的人，一旦视线从手机上离开，还
真正记得什么呢？他们大多摇摇
头。不可否认，网络方便着我们的
日常生活，给我们的生活插上了翅
膀。但网络里碎片化的信息获取

方式，也让现代人的部分生活被切
割得支离破碎，抹平着大脑里独特
思维的褶皱。

列举这些，我是想说，我们对
精神世界的构造仅仅只通过手机
上的浏览，还是太苍白了。浏览是
蜻蜓点水，深度阅读是静水深流。
人类文明史的浩大进程，除了实物
的顽强存在，还有很多是在代代相
传的书籍里延伸，书籍里往往横卧
着历史的灵魂。一个人的阅读史，
也是这个人的精神成长史，通过深
入阅读，由此成就了精神上浩瀚的
故乡。

在春节的幸福团聚中，在千门
万户的灯光里，让我们找上安静的
时间，打开一本书，让精神世界的
河流，通过阅读实现水与水的交
融。春节里的年味，因为漫漫书香
的浸润而更醇厚绵绵，山高水长。

鼠年春节，有书相伴，心香袅
袅。

鼠年春节书相伴

□刘健

2020新年伊始，重庆交响乐团在
重庆施光南大剧院，向市民呈献了一
台浸润美好心灵、振奋精神力量的原
创交响音乐盛典——大型交响乐《重
庆组曲》。

《重庆组曲》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
席、著名作曲家叶小纲创作，著名指挥
家、上海歌剧院首席指挥张国勇执棒。
组曲采用多种器乐、多种声乐元素与多
重段落相结合的方式，以独特的音乐思
维叙事，在流动的音乐声中，展现了一
个个具有中国交响音乐特色和重庆地
域文化色彩的重庆故事。

组曲全篇由《红岩村》《我的“自白
书”》《解放碑》《黄桷树》《白帝城》《千手》

《钓鱼城》《竹枝词》《朝天门》等九个音乐
段落组成。九个音乐段落就是九个重
庆故事，九个音乐段落也是九个具有代
表性的、最为生动的重庆形象画面。

叶小纲曾经在《好作品是用脚
“写”出来的》的文章中写道：对于音乐
工作者来说，作品既要上接高端，也要
注重下接地气，既要创作具有国际水
准的高端艺术作品，也要时刻铭记为
人民创作音乐，牢记人民才是艺术作
品的最终评判者，要用中国音乐讲好
中国故事，传达中国好声音。

为此，九个音乐段落的铺排，既有
历史、自然、人文、生活的不同维度，却
又舍弃以时空进程列秩，也未按地域
方位排序，而是作曲家依据自身创作
主体的情感意绪和哲思理念，采用了

中国绘画“散点透视”或“移动视点”的
传统美学追求，根据目力所及，随心所
游，随情所至，移步换景，“情动与中，
故形于声”，或许这就是叶小纲所说的

“要把中国人特有的艺术思维表现方
式放进去”。

在音乐的流幻中，人们跟随作曲
家仿佛穿行于重庆的山林江河楼宇
间，时而仰视那些永远不会被忘却的
英名、诗篇和故所；时而追怀那些曾经
有过战争烽烟，也遗留着浓浓乡音乡
情和乡恋的过往。

叶小纲把《红岩村》作为了《重庆
组曲》的开篇之首。他在排练中曾强
调，音乐中表现的“红岩村”不是一个
具象的物理所在，这个音乐标题的内
涵，是对于“朝闻道，夕死可矣”坚持真

理的民族气节、浩然正气和人格力量
的高度概括。

他把《朝天门》作为组曲的最后一
个音乐段落，也决不仅仅是想要展示
这个具有独特风貌的重庆地标。叶小
纲在启发乐队演奏时说过，这个段落
应该具有象征意义，要传递出一种面
向天穹、向上腾跃的意义。音乐在组
曲结束的这个高潮乐段中，采用最为
辉煌、最为高亢和最具爆发力的乐队
音响，赞颂和褒扬了重庆人民从历史
走向当代的伟大创造力量和坚强毅
力，同时寓意了重庆人民将会在新时
代不断奋进、砥砺创新，向着更加美好
的明天振翅腾飞。

可以看到，《重庆组曲》的九个段
落，标题无论是《红岩村》《朝天门》，还
是《解放碑》《黄桷树》，在叶小纲的艺
术创作中，已经超越于现实物象，追求
的是“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超以象
外，得其环中”的审美意境。

《重庆组曲》有三个声乐演唱乐
段，选用的是原有的诗词。第二段落

男中音独唱《我的“自白书”》，采用的
是红岩烈士陈然在狱中留下的同名诗
篇；第五段落男高音独唱《白帝城》，采
用的是唐代诗人李白的《早发白帝
城》；第八段落女高音独唱《竹枝词》，
采用的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
二首·其一》。

叶小纲偏爱中国古典诗词中深邃
优美的中国气韵和意境表达。他说：

“希望我的音乐能凛然绽放于中国文
化的天空，发出高质、独特的声音，给
后人留下关于这个时代最美好的记
忆。”

《我的“自白书”》虽然不是古典诗
词，但却承载了中华民族崇尚气节与
重信念、甘为真理和正义抛头颅洒热
血的自我牺牲精神。

叶小纲把《重庆组曲》的音乐创作
放进了历史的时空纵轴中，力求通过
传统诗词意境与当代音乐语境的结
合，使组曲获得一种更为纯粹、更为本
质，更具有地域文化色彩的民族音乐
特质。

为了增强和突出《重庆组曲》的民
族性和地域性特征，叶小纲还在第三
乐段《解放碑》和第七乐段《钓鱼城》
中，分别采用了大型交响乐队与中国
民族器乐二胡、琵琶的对话。

叶小纲说过：“我们的创作受到世
界舞台的欢迎，有的是凸显民族特色
的，有的是凸显民族乐器特色的。有
许多中国的乐器是外国没有的，比如
琵琶、二胡这样的乐器跟西洋乐器合
作可以呈现出崭新的音色，这就是我
们中华民族的魅力，不光是音色上的
魅力，更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弦法，这便
是我们的说话方式。”

重庆交响乐团和叶小纲在创作和
架构大型交响乐《重庆组曲》的过程
中，充满了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
音乐的自信，他们以一种强烈的文化
自觉意识，用音乐作品去诠释和表达
对重庆、对家乡的挚爱；用带有浓重重
庆“方音”的交响音乐语汇，讲述出了
一个个充满深情和艺术感染力的新时
代重庆故事。

用交响乐讲述重庆故事
——观《重庆组曲》有感

我们的节日
春节

□曾小燕

母亲有一本相册，藏在她陪嫁的
红木箱子里，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拿
出来翻一翻。

1964年，初中毕业的母亲考入
我们梁平当地某公社当了一名青年
干事，在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后，她特
地到城里的百货公司买了这本25开
大小的相册。相册呈长方形，深蓝色
外壳，右下角印了“天津”两个字，右
上部是一幅油画，碧蓝的海洋上漂着
一艘红色的小船。

相册内页纸张为黑底，很厚实，
每张相纸上贴满了红黄绿紫等各色
规则的小三角板，这是用来固定照片

的。相册里放的全是黑白照片，大的
有四寸，小的只有一寸，虽然很小，但
人像特别清晰。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母亲有这样
一本相册。以前物质匮乏，吃穿都困
难，没有几家有闲钱去照相。但母亲
却不同，她会精打细算积攒出照相的
钱来，每年到了腊月末，她就把我们
一家四口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通常我的发辫上会扎上大红色
的绸带；哥哥则戴着加绒的瓜皮帽；
父亲身着灰色中山装；母亲是大花的
盘扣对襟棉袄。然后我们一家兴致
勃勃地来到梁平最繁华的西中街，在

“永生”照相馆拍一张全家福。
一年又一年，母亲相册里的照片

越积越多，我和哥哥也随着照片的增
加一年一年长大。

母亲相册里的照片内容很丰富，
除了我们一家四口每年春节的合影，
还有父母从订婚到中年后的合影以
及他们不同时期的单人照、父母的兄
弟姐妹以及亲朋好友的合影。

照片最集中的时间是从上世纪
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一张张照片
记录了父母从青年到中年、记录了我
们从孩提到成年的动人瞬间。

小时候过年，除了穿新衣走亲戚
外，最大的快乐就是一家人围在一起
看母亲的那本相册。每年的正月初
一，母亲一大早起来给我和哥哥发了
压岁钱，然后就小心翼翼地打开她那

只红木箱子，从箱底翻出那本带着一
缕缕樟脑味道的相册来。母亲把相
册轻轻地放在桌上，不许我们用手
摸，说要摸脏。

我们就围着母亲，看她一页一页
地翻，听她一张一张地给我们讲，这
张照片是哪一年拍的，那一张照片又
是在哪个地方拍的。母亲的口才极
好，她会把每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讲
得绘声绘色，会强调拍照那天的细
节，我和哥哥就支着耳朵兴致勃勃地
仔细听，不时叽叽喳喳地问这问那。

一年又一年，我们从母亲的相册
里了解了父母的爱情，了解了他们的
青春岁月；也了解了我们的成长过
程，了解了伟大时代的变迁。

记忆中，母亲最爱拿着她和父亲
的订婚照，夸父亲长得帅，夸他皮肤
白皙，夸他穿军装时五官棱角分明。
每次看父亲的照片，母亲就显得很迷
醉的样子。

有时她会突然话锋一转说，当年
你爸就是模样儿乖逗妹儿喜欢，他老
家隔壁的王妹儿、在甘肃当兵时遇到
的战友小白、村里的秀儿惠儿，都是
看你爸长得标致想嫁给他！

老爸生性羞涩，每次听母亲一说
这事，就马上抿着嘴躲到一旁去偷
笑。母亲就说，你看你爸最后娶了
我，就是我提前跟你爸拍了订婚照确
定了关系，不然的话你爸就被别人抢
去了！说完，她自己开怀大笑起来，

还不太懂事的我们也傻乎乎地跟着
母亲一起笑得前仰后合。

在母亲看来，他们那辈人只要拍
了订婚照，就是铁板钉钉的一家人，
再优秀的女子都无法拆散他们。

这些年，每年翻一翻母亲的相
册，已经成了我们一家过年时的固定
节目，也是春节里最快乐的事情，仿
佛不翻一翻这个相册，听一听老爸那
些“陈年旧事”，这个春节就会少了很
多乐趣一样。

后来，彩色照片开始流行，但母
亲的这本老相册里，一直保留的都是
黑白照片，相册里有她的青春和梦
想，还有她一年又一年对美好生活的
希望。

成年后的我们依然会在春节跟
父母一起照一张全家福，然后把母亲
那本陪伴了她几十年的老相册翻出
来翻一翻、品一品，说一说黑白相片
背后的那些往事，感觉流走的光阴又
重新在相册里被捡拾了起来。

母亲的相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