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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时候，当家里出现大糕时，就意
味着快要过节了。

当时的大糕还是用红纸包着的切好的
一整条，我们小孩喜欢偷偷去拈一两片，嘴
里能甜蜜好久。不过这种大糕不能久放，
因为它重油重糖，很快就会变得硬邦邦。
放硬的大糕不要扔，下油锅炸一炸，又脆又
香，还有点糯，隔壁小孩都馋得上门讨要。

但比起妈妈提前买好的大糕，我们更
喜欢去街上现切的摊子。一辆脚踏车，伴随
着嘎吱嘎吱的切割声，新鲜大糕香甜的气
息便弥漫了整个街道。有时妈妈会因为家
中已经备好大糕，不愿再买，摊主就笑笑，
切下薄到透明的一片大糕递给眼巴巴的
我。我不舍地把它含进嘴里，不肯咀嚼，想
让这份甜蜜维持得久一些，然而它还是很
快地化掉了，我只好遗憾地咽下一口糖水。

有一年，妈妈跟人家“谈闲拉呱”，知
晓了这大糕的配方，一时兴起想要自己做
来试试。首先是原料，是家里最好的糯米
和白糖，还有精制的油脂、蜜饯。妈妈先
将糯米在温水中浸泡一天一夜，然后捞出
来在热锅里爆炒，这样可以让它变得脆脆
的。锅里白花花的一片，映着妈妈土红色
的围裙，大概是锅太热了吧，要不我的脸
怎么也变得热乎乎的？糯米爆炒完了，交
给爸爸，他要把这些磨成细细的粉。我用
手指蘸一点来尝，他也不恼，乐呵呵地让
我打下手。

磨好的糯米粉和洗过的青菜放在一
起，均匀地搅拌一昼夜，这样糯米粉的湿
度才会正正好。我早就困了，伏在爸爸的
腿上，随着他有规律的搅拌好像身处更早
之前的摇篮，沉沉地睡去了。醒过来时，
妈妈已经在调制原料了。甜甜的味道是
融化的白糖，香香的气息是麻油和花生
油。爸爸把我们准备好的蜜饯切好放进
去，妈妈再做成长方形糕坯，大概就可以
去蒸熟了。我趴在桌上，看翻腾的热气在
房间里蔓延，我好像被一团又一团甜蜜柔
软的棉花包围了……

蒸熟的大糕还需要盖上棉被捂上一
昼夜，妈妈反复跟我强调——不许掀开偷
吃。小孩子可听不进这个，我还是趁他们
不注意时一把抓住了被子。可是想到爸
爸妈妈这两天的辛苦劳动，我犹豫了许
久，不甘就此作罢也不愿就这么一探究
竟，最终我选择蹲下来，从被子边上和蒸
笼之间的缝隙往里偷看。虽然一片漆黑
啥也没看到，只闻到了一股甜香，我还是
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这年的大糕，大概是我有生以来吃过
的最好吃的大糕了。优质的大糕应该像
人们所说的那样，白如雪，薄如纸，柔如
云，甜如蜜，而我们自己做的大糕，显然有
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在我心中，它超
越了外面卖的一切大糕，它的口味哪怕是
我们自己也难以复刻。

后来，每当过节时，我总会想起幼时
的这份大糕来，也不是没想过和家人再做
一回，只是大家好像越来越忙碌了，再难
有当年花上两三天的工夫只为做一份大
糕的“闲情逸致”了。

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大四 王以纯

阜宁大糕

舌尖至味

“草长莺飞、春意盎然、姹紫嫣
红……”我反复念叨着，准备将所
有能想到的成语和词汇一股脑填
鸭进春游日记中。那是小学三四
年级，我初次接触写作。那时，作
文大多只要求写成几十或百来字
的小片段文章。老师也只是要我
们在写作中多用成语，事情要写得
完整。此外便由着我们捣鼓。不过，
小孩子嘛，年龄尚幼，阅历尚浅，又
很贪玩，很难安静地坐下来，认真
写上几笔。低年级阶段呢，我算是
中规中矩，老师叫咋写就咋写，对
写作实在谈不起有什么喜爱。

不过，由于父亲是文字工作
者，他自己很爱读书看报，又爱买
儿童书给我看，所以，尽管当时对
写作没什么太大热情，我还是很喜
欢阅读。长久的潜移默化下，我逐
渐对这些搭建了一个又一个精彩小
世界的写作活动有了兴趣，但更多
停留在想的层面，还不怎么爱写。

小学五六年级，语文作文要求
的字数渐渐多起来了，大概要到
600字。文体是标准的记叙文，多
是日常记录，有时是根据漫画写
作、故事续写或科学幻想，后三者
占比往往较小。尽管才小学，学校
里写作也有了几分套路作文的影
子，写起来有些受限，自己又不十
分爱动脑筋思考，有时索性抄抄高
分作文，习作算是换汤不换药。对
那时作文具体的记忆实在不深，但
有个例外——仍记得写亲情记叙
文的固定模子。无外乎，下雨天，
我高烧，母亲冒雨带我去医院，结
果我好了，母亲自己却生病了。我
既对自己之前的不懂事愧疚，又对
母亲给予的爱感动。抑或是母亲
接我，把伞倾向我这边，自己湿了
半身。一眼望去，多数小学生都写

过类似的故事，同质化严重，确实
算不上什么美好的记忆。并且，节
假日的写作我多是草草了事，应付
作业。那个时段，写作对我算是外
部压力，很少发自内心主动去写。

到初中，在诸多因素影响下，我
慢慢喜欢上并真正着手去写作。首
先是大量阅读及家庭的影响。初中
读的书刊就比较杂了，父亲订了诸
如《故事会》《少年文艺》《品读》等
各类期刊，又买了《明朝的那些事》
《瞬间》等书籍。当时对这些课外
读物真是喜欢得不得了，一回家就
想读。与此同时，我的知识也在其
影响下极速充盈。当然，它们对我
的写作也影响甚大。初一，在考了
一个好的期末成绩后，我央求父亲
买了《手斧男孩》系列，阅读后收获
颇多，尤其是在独立与个人心理成
长方面。出于喜爱，我反复翻阅，
而后又学着父亲和姐姐写读书感
悟，花了好几个晚上，竟洋洋洒洒
写了个两三千字的读后感。令我
惊喜的是，父亲拿去修改润色后投
了稿，最终竟发表在报纸上了。作
品首次登报，极大鼓舞了我的写作
热情，此后有空就想提笔写写。其
次，因学习环境和个人心理的变化
也影响了我的写作。进入青春期
容易敏感，既有内心萌动，又常常
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闲愁，总爱
找些优美的句子誊写下来，要么疼
痛文学，要么浪漫主义。零零散散
记下不少，写作时套个一两句，就
觉得文章很高级，往往是要“孤芳
自赏”的。过后再看两遍，多少有
些为幼稚而羞耻。初中的作文要
求，相较小学更多样灵活，并且有
了竞赛作文的渗入，尽管仍有应试
作文的限制，但命题多样的记叙文
写起来也不太枯燥，还是蛮有意思

的。所以，初中抓着机会也投了几
篇文章，有的还获了奖，算是我在
写作方面的一个小小进步吧。

高中学业压力骤增，阅读与写
作的闲暇就很少了，寒暑假除外。
而且，平时为应试多要写议论文，
所以开始热情确乎不高。但到高
二高三后，逐渐熟悉也慢慢喜欢上
议论文了，它那种严谨的逻辑美和
震撼的气势，很让人着迷。尤其
是，高三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仓老
师对我的议论文写作给予帮助，他
给了我议论文写作的“拐杖”，让我
逐渐熟稔议论文的内部结构与文
脉发展，并且在论述方法与议论文
语言方面，也给我很多有益的意
见。议论文写作让我又爱上了各
类论述类文本阅读，两者终能相辅
相成。最激励人心的是我高中阶
段在《盐城晚报》等报刊发表了好
几篇文章，在语文类作文竞赛中亦
获得了好几个市奖省奖。

后来高考进入大学，又读了更
多类型的书。各类书中占比最大
的是科幻类，大刘（刘慈欣）小说几
乎一网打尽。阅读反馈到写作领
域，就是在暑假第一次尝试进行以
史料为文本基础的历史类小说撰
写，以及最近刚写一部分的刘慈欣
同名小说《梦之海》，期待未来可以
成为写作方面的“斜杠青年”。

时常为不想写文章找原因，
“现在没灵感”“今天太累了”“没空
写”……其实细细想来，总想着条
件具备才去写，最后会啥也写不
了。总结一下：文章先有写不写，再
有好不好。写多写少不要紧，总比
不写好。不要自我设限，努力多
写、多读、多改，文章总会精进的。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汉语言文学师范

（南信大汉师）二班 顾德丰

爱上写作

人生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
青年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才能成为一个有才、有
德、有用、有为的人。

有才者，成长是知识的增长、
眼界的开阔、能力的提升。俗话
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当
代青年生逢盛世，从先辈手中接过
民族复兴的接力棒，历史的重任自
然地落到青年的肩上。青年一代
要努力打磨自己的“金刚钻”，既要
下苦功夫去学习各类知识，又要不
断增强自己的创新意识。“敢为人
先，敢于突破，以聪明才智贡献国
家，以开拓进取服务社会。”我辈青
年努力成才，必将为实现民族复兴
注入巨大能量。

有德者，先成人，后成才。成长
不仅是知识的成长，更是人格的健
全，精神的丰沛。唯有具备德之根
基，才可构建起成功的高楼大厦。
如果一个人三观有问题，何以成就
一番事业？从马加爵残杀4名同学，
到“复旦投毒案”“北大学子弑母
案”……青年违法犯罪的背后，缺失
的不是知识，而是做人的品德。回
首古今中外众多成功人士，他们往
往品学兼优，同时拥有人品与事业。

有用者，工作无贵贱，专业无高
低。每个人的成长都会有不同的选

择。每年高考，很多考生和家长在
填报志愿时会陷入困惑。留守女孩
钟芳蓉备受关注，不仅因为她以676
的高分位列湖南省文科第四，更是
因为她毅然选择了“冷门”中的“冷
门”专业——考古系。当记者问及
她为什么选择考古专业时，她坚定
地说：我从小就喜欢历史和文物。
她表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会后
悔。正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
元”，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不是看
从事何种职业，薪资多少，而应看他
工作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

有为者，敢于担当，善于作
为。青年一代有所作为，既是自身
的成长，更是民族复兴的希望。新
时代唯有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
系在一起，积极有为，才能赋予成
长更高的价值。女大学生刘鑫洋
回到塞罕坝林场从事艰苦的护林
工作，履行其“林三代”的使命；中
国多个精英科技团队，平均年龄只
有35岁左右，这些让我们看到：祖
国发展的活力源泉在青年。时代
赋予每个人获得知识与施展才华
的机会，我们受益于时代，应该回
馈时代。“留学热”转为“海归热”，让
我们意识到：只有与国家命运联系
在一起，个体生命才最有价值。

青年在刻苦学习、吸收先进知

识的同时，更要锤炼品质、提升修
养，矢志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
更有品位的人生。“大学之道，在明
明德”，校准人生航向，才能在人生
道路上走得更正、走得更远。

盐城市明达高级中学
高三(6)班 王子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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