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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春节，这不免使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外

婆家过年的日子。

外婆通常会在1月1日的前几天回老家，随之带

去我写的对联，是毛笔写的颜体楷书：“向阳门第

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1月1日元旦是村里最

热闹的一天，家家户户都聚集在村口的小路上，卖

春联的商贩往往能借机赚一笔不小数目的钱。 
那年除夕日，当我回到外婆家后，和表兄弟姐

妹们前往离家约200米的小卖部去买摔炮。摔炮

的外形就是一个直径约为1厘米的圆柱体，摔在地

上就像放鞭炮一样响亮。如今城市里已经看不到

这种价格便宜而且好玩的鞭炮了。

最令人期待的莫过于年夜饭了，全家所有

的人都回来，聚在一起吃饭，聊聊家常，开开

玩笑，十分温馨。我们小孩子呢，则是在一起吃

饭，不同于大人的是，我和表姐有一个约定俗

成的规矩。在外婆家的大院子里有一口井，我

们的饮用水都是从那里打上来的。因为井口

比较大，所以我和表姐会往碗里多夹些菜和

肉，搬一张小板凳坐在井边吃饭，寓意为“亲近

乡井”。除此之外，吃年夜饭时，长辈会给小辈

红包，每个红包都是经过父母的推三阻四才到

我们手里的。家里人的红包收了之后，我们几个

孩子开始挨家挨户地给村子上的爷爷奶奶拜

年，当然也会收到“红包”。

年夜饭结束了，我们几个“小财迷”一起在房

间里数红包里的钱，看谁的压岁钱更多，最后，总

是玩到深夜被各家的父母拉回家。

时间转眼过了四年，我已四年未回老家了，甚

是想念那里的风土人情，甚是想念在那里住着的

亲人、朋友，甚是想念儿时在那里度过的美好时

光——疫情一过，就飞往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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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死了，冻死了……”天气预报说今

天有寒潮，气温低至零度。打开房门

的一刹那，寒气便透过厚厚的校服将我团团包

裹住。我急忙钻进车里，用爸爸的手机拨通了奶

奶电话：“奶奶，今天放学后要布置教室准备元

旦晚会，所以会晚点放学。今天太冷了，外面像个

大冰柜，您在车上等我就行，可千万别站在校门

口等。”挂掉电话，我趴在车窗上看了看今天的

太阳，蔫蔫的，似乎被寒潮吓到，失去了往日的温

暖。

充实而忙碌地完成了一整天的学习后，我

们开始布置教室。大家热情高涨，忙得不亦乐

乎，等到教室布置完毕才发现窗外天已经黑

了。一看时间，竟比平常晚了将近两个小时，还

好我机智，让奶奶在车上等。我笃悠悠地整理

书包下楼，走到校门口时，路灯下一抹熟悉的

身影映入我的眼帘，厚厚的紫色羽绒服包裹住

瘦小的她，帽檐下的灰白色发丝有些凌乱，脸

和鼻尖 都 被冻得 红红的，嘴唇略 微有些发

紫，由于冷，这瘦小的身影不停地踏着小碎步

来回走着。

“奶奶！”我边喊边跑上前去，“您怎么在这

里等我啊？不是叫您在车上等吗？” 
“放学啦？天又黑又冷，奶奶还是不放心你

呀。赶紧来喝点热汤。”她笑吟吟地拿出装着汤的

保温杯。接过杯子时，我的手不经意间碰到了奶

奶的手，凉得跟冰块一样。

汤的热气湿润了我的双眼，一口汤下肚，身

体暖暖的，心里更是暖暖的。喝完汤，我一把握住

奶奶的手：“这次换我来温暖您。”

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奶奶的爱就像冬

日里的一口热汤，虽不如咖啡浓烈，却让人暖暖

的，回味悠长。

久违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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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飞往故乡
上海市莘松中学 七（3）班 岳李雅茹

已入冬，街边少了些许人群，平

添了几分宁静。

小巷中空荡，我独自在幽深的小

巷中行走。这时，城市的一处吸引了

我：一个铁锅，一个木头转盘，一个玻

璃瓷砖。老人正坐在中央，头顶灰色瓜

皮小帽，深色的大衣裹着，露出一张黝

黑的脸。原来在城市一处也有这番景

象。

我挤进人群，老人见我，欣喜在脸

上荡漾，微微一笑：“小姑娘，你要糖画

吗？”我轻轻点头，老人点火，铁锅中的

糖浆，沸腾着，发出“咕嘟”“咕嘟”的

声音，我近看老人的脸上留下岁月的痕

迹。

老人轻轻地舀起一勺糖浆，在空

中画着。时缓，时慢，时高，时低，如同

行书一般流畅。金黄的糖浆从铁勺中

飞泻下来，随着老人的方向，时多时

少地落在玻璃砖上。一条龙在玻璃

砖上，立刻显映出来，生龙活虎，吞云

吐雾。老人从右边拿出一根竹签，轻

压，缓提，糖龙便粘在了竹签上。“小姑

娘，拿好了。”老人笑着，我从他手上接

过糖龙。

小摊边的人渐渐多了。“哇，老爷

爷，你真厉害！”我不由得感叹，一个

青年男子说道：“老爷爷，我也要一个

糖画。”“我也要……”小巷中添了几

分热闹。“不着急，我一个一个来。”老

人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就是手工本

味，“是啊，现在哪像从前，所有的东

西几乎都用机器制，还有谁像老爷子

一样坚守原汁原味呢？”一位老奶奶

感慨，“小时候，经常有人买糖画。现

在，就甭提了。”

此时，我的内心深处产生一种共

鸣。原来，在城市的一处也有一份宁

静，一份质朴，一份纯真。原来我也拥

有一颗纯洁、质朴的心：“这糖画你们

可要好好珍惜，将来怕是少有了。”

我 倾 听 着，刚 才 的 青 年 男 子

吃着说：“嗯，老爷爷的糖 画真好

吃。”“ 对，比 超市里 买的 糖 还 要

甜。”一个小女孩啃着糖画，乐呵呵地

笑着。我也不由得感叹：“老爷爷，您

应该很爱这门手艺吧？”“对啊，我年

轻的时候跟我师傅一起卖糖画，那

时候小孩子都很喜欢，糖画好吃又好

玩。”老人说着神色黯淡，“现在，怕是

只有你们关心它了。”

 正是有老爷爷这样：泥人张、面人

汤、糖人方的坚守，才能将淳朴的味道

保留下来。

这门手艺如同久违的阳光般，永

远不消失那份坚守与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