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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爸爸带我
去了一家小吃店。他告
诉我，在他小时候，这
家店可有名了，里面的
馄饨和汤圆好吃得很。

走上繁华的四川
路商业街，随处可见别
致的小店或是大规模
的商场，实在很难想象
其中隐藏着这样一家
不起眼的小店。说它不
起眼，还真是一不留神
就忽略了它。小招牌，
小门，往里望去只有长

长的楼梯，让我
根本无法想象
这就是爸爸口
中的老字号小
吃店。

我半信半
疑地走上楼梯，
刚一转身，与我

想象之中截然不同的场景突然出
现在眼前：店面虽不大，总共只有
十几张四方桌，却坐满了人，其中
多数是中年人。
这里，点单的方式很传统，只

有一个收银员，可效率一点也不
低。服务员穿着朴素整洁的白衣
在狭窄的走廊间穿梭。厨房也是
老式的，却能让人清晰地看见叠
放整齐的碗，热气腾腾的大锅，一
旁还有几个阿姨娴熟地包着小馄
饨、捏着汤圆的身影。
我渐渐对这家“其貌不扬”的

老店产生了好感。可在没有亲自
品尝到招牌小吃前，我仍不能真
正评论它的好坏。一家小吃店，食
物的美味与否才是最本质的。
没等一会儿，刚出锅的小馄

饨和汤圆就上桌了。每只汤圆都
硕大饱满。两头尖尖的是芝麻馅
儿的，圆得像个球似的是肉馅儿
的，让人看得分明，闻着留香。缭
绕的热气混着米汤香味扑面而
来，我已垂涎欲滴了，舀起一个芝
麻馅儿的咬了一小口。虽然只是
一小口，却像捅破了纸杯似的，芝
麻馅如流水一般不住地淌下。新
鲜甜腻的芝麻味儿，柔糯的皮，这
等滋味真是名副其实的“老字号”
了！

店里的顾客进进出出，更换
得很快。没过多久，我们桌上来了
一对母女，看起来与我和爸爸的年
纪相仿。这位母亲也向女儿介绍这
家小店的变迁：如何从宽敞的大门
变得只有一扇小门，从民营转入国
有，唯一不变的就是这几十年如一
日的美味。
我被这家老店吸引了，越发

觉得它是“老字号”店铺美的代
表，让我看到了上海人将生活习
性与小吃的完美融合。上海小吃
的精细象征着上海人细腻的生
活，与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更重要
的是，这家老店让我感受到了人
们情感上的共鸣。小吃的传承，承
载的是一代又一代人对往昔的记
忆与怀念。它也许会蕴涵着一个
故事，让人们即便是相隔多年还
是会再次回味。
我开始热爱这家老店，热爱

它的美！

! ! ! !不会忘记黄玉峰老师乔家大院
式的喊声：“走嘞！”
那声音久久回荡。细细一品，确

见其中真谛。
胡适、胡雪岩、胡开文，无数大

家、大商出于安徽。在这一人杰地
灵之地，很多时候，走马观花，许多
东西走过了就走过了，一眼没看
到，一辈子都看不到，有一种怅然
若失的感觉，去了那么多旅游地，
拍了那么多照片，从过去的相片到
而今存在电脑中的照片，它们更多
的只是静静地躺着，积灰、被遗忘。
老师一再让我们走得慢一点看得
细一点，一再让导游多讲一点，多
说一些细节。
现代人，别在旅游时走得那么

快，看东西时少一些紧走慢赶，多一
些贪婪，多一些贪婪的环视，多一些
贪婪的细窥。
我们拄着竹杖，背着包，悠悠地

走在徽杭古道，前路仿佛无止境，日
头高照。

汗是流不完的，气是喘不尽
的。在山林中，我们很辛苦，有的
腰酸，有的背痛，有的时不时停下

来，扭扭脖子，但我们似乎不累，
因为我们总是不停地说笑。队伍长
长的，弯弯的，我们好像在玩拷贝
不走样，第一个人笑，后面的人都
笑了，虽然笑得并不一样，却有节
奏，那是脚步踩出来的节奏。坡陡
了，便快了；坡平了，便慢了。时而
扬起高潮，时而平静，那是大家沉
默了，万籁俱寂，只留风声和脚步
声。我们向曾经的徽商致敬，把他
们的脚步踩得更清晰。没有机器、
工具，他们用脚步愣是在群山中刻
下一道印迹。同时给将来的人们以
鼓励，告诉他们：再远的山路，只
要有脚，都不过是踵趾之间的距
离。
当我们绕过几块巨石看到客栈

时，则是最感动的时候，可谓山重水
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们 !"多个人，浩浩荡荡地一

起出行。坐同一辆大巴，吃同一桌
菜，在一个房间畅聊畅玩至深夜。十

六岁和六十岁，在我看来是人生最
美好的时候，一个是半生不熟的悸
动，一个是半老不病的天年。过了十
六岁，我们或许不再有这份特有的
心境，花季的花慢慢凋谢，雨季的雨
慢慢停下，没了花没了雨，心或许就
不那么滋润了。

老师说：“男女生打散分开，不
能男生管男生，女生管女生。只有混
在一起，爬起山，走起路才能拉拉
扯，助人一臂。”看是说笑，仔细想想
我们还能有多少年这样的情愫。
桃花源的水应是会笑的，因为

它听了太多的欢笑。
我们在桃花源漂流，一只皮筏，

两个人，两只木桨，就够了。我们纵
情地用小孩才玩的水枪，轰同学的
皮筏，水在空中划出弧线，浸透了我
们的夏衣。大呼过瘾的同时也找到
了一个人无法体验的快乐，那离开
我们很久的快乐。

游学游学，得游着学、走着学。

当我们用指尖碰到历
史时，我们才知道什
么是真正的历史，这
历史看得见摸得着，
有血有肉。拭去灰尘，

半实亦虚的墨迹印染我们的心。
不是走着学，我们怎么会看到

一代名家胡适的故居是这般冷清，
这般窄小，又怎会从心底发出感
叹，溢出凄凉。不是走着学，我们
怎会知道桌子东边放着的瓶子，西
边放着的镜子里包含着“东平西
静”的美好祝愿。不是走着学，我
们怎会领略红顶商人胡雪岩超越
时代的经商理念，和那自古不变的
诚信为本。不是走着学，我们怎会
亲手触碰到白墙黑瓦的徽州建筑，
又怎会听闻建筑里隐藏着的种种
谐音和美满。不是走着学，我们怎
么会闻到“臭黄鱼”的臭味，品到
它的香味，又怎么会感受到古徽州
人一辈子都吃不到一条新鲜海鱼
的心结。
坐着学着实不如走着学！
昨日梦见黄老师又是一声“走

嘞”，又带着我们到别处走哩！

! ! ! !茅山，著名
的道教圣地。传
说在西汉，陕西咸阳茅
氏三兄弟来到句容句
曲山修道行善，济世救
人，后人为了纪念他们
的功德，把句曲山改名
为茅山。
我有幸来到茅山，

感受这里的道教文化。
我们驱车沿着弯弯曲
曲的盘山公路上行，一
路上，远远望去，只见
山势起伏，树木丛生，
显得颇有灵气。

我们首先来到九
霄万福宫，宫殿坐
北朝南，依山
而建。抬头眺
望，红墙萦绕，
宫殿重重叠
叠。殿门左右
两侧各有一尊
石狮，雕工精细，活灵活现。步入
太元宝殿，只见香烟缭绕，时不时
传来阵阵钟鼓声，令人肃然起敬。
出了后门，就是茅山大茅峰最高
点———三天门，整个石坊建筑古
朴大方，四周筑有白色石栏，栏板
外侧雕刻道教八仙图像，仙风道
骨，令我不禁啧啧赞叹。
接着，我们前往元符万宁宫。

“睹星门”左右石壁上镌刻的“第
一福地，第八洞天”八个正楷大
字，字大如斗、苍劲有力、端庄清
秀，导游告诉我们，这是清代书法
家王澍于所书。沿着阶梯，进入雄
伟壮观、金碧辉煌的宫殿，触目所
见，神像均为坐式，有文、有武、有
喜、有怒、有观、有望、有思、有想，
尊尊形态不同，个个神情各异，显
得生动活泼、栩栩如生，每个神像
手中均持一物，或刀、或枪、或剑、
或琴、或镜、或宝、或笔……

殿堂后面就是著名的老子神
像，抬头仰望：老子神像端庄慈祥，
两耳垂肩，美髯拂胸，右手执太极
扇，左手举于胸前，目光安详，凝视
远方，充满睿智，那神态仿佛正向
人们娓娓讲授他那传世之作《道德
经》的真谛。导游说，老子神像高
##米，重达 $%&吨，由 !!&块特制
紫铜板焊接而成，是目前世界最高
的道教神像，已入选吉尼斯世界纪
录。更有意思的是，神像落成之际，
一群颇具灵性的马蜂飘然而至，在
神像左手掌心筑起了一个巨大窝
巢，当地人戏言，这表示海内外宾
客“蜂拥而至”，更象征茅山的繁华
昌盛，欣欣向荣。
好一座气势非凡的神像！好

一座神奇的茅山！俗话说：要好
运，到福地洞天———茅山！新年游
茅山，在新的一年里，我一定会好
运连连！

! ! ! !漂亮的小鸭
子，是鸭妈妈的等待；丰富
有趣的秋游，是学生们的
等待；又大又多的果实，是
农民伯伯的等待。我等待
的，是每天来接我放学的
妈妈。见到妈妈，我会向她
说说学校里发生的事情，
谈谈自己的成绩，
讲讲同学和老师。
我等待的，还有妈
妈用她那温暖的
双手轻轻地抚摸
我的脸庞。
每天下午最后一节自修课时，我

最期盼的就是早点放学，见到妈妈。
一出校门，我急忙把沉重的书包递给
妈妈，然后接过她精心准备的水果拼
盘，边津津有味地吃着，边和她说着
话。夕阳下，我们边走边聊，渐行渐
远，撒下一路欢笑。“妈妈，你知道吗？
我们班有个同学今天在音乐课上唱
了一段《忐忑》，真是五音不全，害得
全班同学一起受苦！”“呵呵！你肯定
唱得比他好吧。”“今天考试难吗？”
“比上次难多了。”“记着，妈妈并不强
求你考第几名，只要尽力去做，就行
了。”我用手拍拍妈妈的肩膀：“行！”
妈妈的几句话，给我带来了无限的温
暖，仿佛一天的学习压力全没了。
记得有一次，妈妈去看病，没人

来接我。我的心都凉了，焦急地等待
着妈妈的电话。妈妈在电话里关照
我：“宝贝，对不起。妈妈不能来接你
了，你自己回家吧，过马路时要小心
哦！”听着妈妈的叮嘱，一股暖流从
心底涌了上来，鼻子也酸酸的。回到
家里，我看到妈妈留在桌子上的纸
条：冰箱里有面，放微波炉热 #分钟
就行了，趁热吃！……
春风，是冰河的等待；收获，是秋

天的等待；雨露，是大地的等待；阳
光，是大海的等待。我的等待，比春
风，比收获，比雨露，比阳光，甚至比
整个世界还要重要，那是因为我等待
的是妈妈，是妈妈那温暖的爱……

! ! ! !前阵子，爸爸买了一小盆薰衣
草'说放在我的书房里可以增添情
趣，还能驱虫。我看了看这几株薰
衣草，又细又小，很不起眼，不就几
株杂草吗？还能驱虫？

没过多久我就改变了对它们
的看法。我想把种薰衣草的精致小
盆腾出来种宝石花'便把它们一根
根拔出，栽进别的盆中。晚上，妈妈
一看薰衣草，呆住了。薰衣草的花
都耷拉了下来，一点精神也没有。
我也愣住了，我没把薰衣草带土一
起移盆。看着欲死的薰衣草，我难
过得晚饭也吃不下了，索性一屁股
坐在地上看着它们。虽然我不喜欢
薰衣草，可一盆好端端的植物被糟

踏了，怎不让人心疼？好几天，薰衣
草依旧无精打采的。
它被放到了靠墙的一隅，可没想

到，一周后，薰衣草活了，它的花茎直
立，袅袅的薰衣草竟如此坚强！至此，
我对它的看法彻底改变了。

从此，我对薰衣草充满喜爱！
平日里倍加呵护。现在薰衣草又开
花了，麦穗状的花蕙上还长出了淡
紫色的小花，花茎修长而高挑，在
羽毛状的小叶子的映衬下，非常高
雅。轻轻摸摸它们，柔柔的。淡淡的

花香钻入鼻子，顿感
惬意。双休日，我把
这盆薰衣草放到院子里，坐在旁
边，微风中薰衣草微微摇摆，闻着
那雅致的芬芳，心得到宁静。
“薰衣草呀，遍地开放，蓝花绿

叶，清香满怀……”典雅淡定，宁静
温馨的薰衣草。喜欢你的那种淡雅
的花、香、叶、色！

有喜有忧，有笑有泪，这就是
养花的乐趣！那么，就把我的那片
爱留在花间……

! ! ! !“哪座房子最漂亮？要数
我们的小学堂……”这是我
们现在最喜欢唱的一支歌。
我们的学校在陕西省安康市
汉滨区一个偏远的小山村
里，三年前的校名是早阳乡
石湾小学。!""( 年大地震
时，学校被震得面临倒塌，我
们不得不搬进临时的帐篷里
学习。虽然后来搬进了学校
内读书，但校舍是那么破旧
和灰暗。不管晴天雨天，屋里
总是黑洞洞的，我们也无法
安心学习。
现在，我们的学校是一

所远近闻名的希望小学，教
室宽敞、明亮又温暖。新年刚
过，我们这里下雪了，但学生
们在学校里很开心，也不觉
得冷。以前学校的窗子是木
头做的，中间留着缝
隙，一到冬天，北风呼
呼地刮着，冻得大家直
打颤。现在的窗子是铝
合金的，既坚固又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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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大家都说我们再也不怕
冬天的寒冷了。
这一切的变化，源自两

年多前和上海和黄药业的
叔叔阿姨们“结缘”，得知这
些好心人要捐钱给我们重
新盖一幢新教学楼时，我们
全校师生都沸腾了。那时
候，我心里一直在默默地倒
计时，希望我们能早点搬进
温暖的学堂中。我们做梦都
没想到，新校舍有洁白的
墙、光滑的黑板、新桌椅、新
书包、新文具，一切都让我
们从新开始。新学堂里还有
“和黄书屋”，有整柜崭新的
图书，我最喜欢翻阅《十万
个为什么》《三国演义》《虹
猫蓝兔》等书籍。

今年冬天在学校里读
书，我们深深地感到比家里
还温暖。虽然今年夏天我将
从这里毕业，但我会把这温
暖而幸福的感觉珍藏
在心里。我从没去过上
海，但现在一看到这两
个字也会涌起一股温
暖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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