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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大连也算得上北方，

可这里的冬天过于温暖，连下

一场雪都觉得稀罕。我的家

乡在中国的最北端,一年之中

四季分明,尤其冬天充斥着神

秘的气息，复杂而又凛冽。

很多来自南方的同学，听

到在我的家乡最低气温有可

能达到零下三十度的时候，无

一例外地露出惊诧的表情。

其实我很为他们感到惋惜

——北方的冬日其实除了那

被赞美过无数遍的雪景，还有

很多，需要用心去体察。

家乡的冬日是有味道

的。大街上有裹着厚厚的军

大衣卖糖葫芦的人，那一车车

红红火火，有世界的白做底

色，显得越发鲜艳。酸酸甜甜

冰冰凉凉一口咬下去，顿时觉

得满足。三三两两的好友，在

火锅店里，要上鸳鸯锅，各种

火锅食材下到锅里至沸腾，好

像要把一年的坏情绪下到锅

里洗礼，干净而丰盛的填满所

有空虚。在靠窗的位置，雾气

缭绕，等到火锅蒸汽覆盖整扇

窗户的时候，用手指在窗上又

画又写，朋友陪着吃的满嘴是

酱汁，突然觉得，只有在家乡

才可以如此肆意妄为。年关

将至时，北方的年味是最浓

的，或许是底色单调，大红的

对联，烫金的福字，人头攒动

购置年货的喧嚷，更显得热

闹。年夜饭时，家的味道更

浓，抛下“每逢佳节胖十斤”的

幽怨，就甩开膀子吃一顿吧。

在年尾时，以美味来画上一年

最终的句号，嘴角还流着油来

迎接新年，突感幸福。

无法忘怀家乡的冬日，实

在是因为对它有太多复杂的

情感。寒冷残酷却又觉得温

暖，单一凛冽却又觉得浪漫。

家乡的冬日，阳光慵懒，被寒

冷的风裹挟着横扫过一旷无

际的大地，吻过古旧的街道，

喧闹的人群，追逐着行人脚下

斜长的影子，行走于其中，仿

佛走进了一个梦，不愿醒来。

国际学院15级 孙嘉忆

寒假回家，在列车驶入黄土

高原时，天还是漆黑一片，家乡的

黎明总是比学校的更晚一些。车

越来越慢，我的眼睛也睁得越来

越大，好在这微微发亮的时刻好

好看看我的家乡，四个月未见，不

知她是否有变化。车进站了，早

晨 8:07，我下车出站，明明气温很

低，但感觉要比大连更暖和一点，

或许是心理作用。

从火车站到家的短短几十分

钟路程让我觉得格外漫长，此时

的天已大亮，我可以清楚的看到

家乡的黄土高原，它是一只卧在

大地上的野兽，来自西伯利亚的

狂风将层层黄土覆盖于它的全

身，只待有一天，它或许会醒过

来。树总是逃不掉寒风的“洗

礼”，枯叶还是落了一地，树干也

粗糙了许多。到了街道，年味十

足，总觉得离年还早，准备却早就

开始了?。进家门前先去了以前

经常光顾的牛肉面馆，味道还是

四个月前的味道，生意还是像以

前那么红火。这片土地上孕育出

来的美食不是能够想象的到的，

早就做好准备在接下来的四十天

里慢慢享受。

总算要进家门了。不出我的

意料，最早看到的人依旧是姥姥，

她还是那样站在阳台上等我。然

后，就看到了家里所有的人，家里

的钥匙也重新挂在我身上。午饭

的丰盛是我在学校怎么也见不到

的?，在这篇不能配图的文字里真

是觉得可惜。

又回以前就读的高中看看。

学校填了栋新楼，其余一切都还

是那样，高三的孩子还在为 2016
年的高考努力着，除了他们，也是

看不到更多的人，有梦想的孩子

总是令人感动的。我的高三教室

里坐着另一个 12班，我还能清楚

地看到我的座位；我还能清楚“看

到”和我偷偷说话的同桌；我还能

清楚地看到老师让我俩罚站的墙

角。

时间在走，我也在走，从高中

走到了大学，从现实走到了回

忆。有了时间的陪伴，成长就不

会显得那么孤寂。一点点的流

逝，一点点的品味，就在这之间才

会感受到一切都是如此不同。

文学院151 杨欢

回到家当你端起碗拿上

筷，夹了一口菜放进嘴里嚼的

时候，饭菜的滑向喉咙，顺着

血液流遍全身。旅途的不适

也随之烟消云散。这口菜于

你是什么我不知道是什么，于

我就是一碟香肠。

我的家乡贵州遵义有道

特别的菜叫做熏香肠，这道菜

包裹的是我童年的记忆。

在家乡的乡下每户人家

都会饲养年猪，待到冬月就把

它们杀掉，或卖或留下来自己

吃。城里人没有饲养年猪，但

是也会约上一户养猪人家买

新鲜的猪肉。大家都特别看

重包香肠的肉和肠。还记得

小时候奶奶包香肠的情形：将

肠清洗干净，挂起来去去水

汽。然后将新鲜的年猪肉切

成小块，放上盐、味精、胡椒等

佐料，剩下的工作交给时间就

好了。每家的香肠都有独特

的味道，或咸或淡，有的放辣

椒。而奶奶包的香肠会放些

黄糖、葡萄糖，吃起来有些甘

甜，淡淡的香气。

记得小时候我就会边看

电视边等奶奶包香肠，看累了

就去要一碗肉，预备在铁炉上

烤。我把先把火炉盖擦得干

干净净，然后刷点油，再把肉

夹到火炉上。看着一缕缕烟

升上去，肉就在路上“嗞嗞”作

响。那个时候不懂肉熟是个

什么样子，没个三五分钟就

问：“奶奶，肉好了吗？”“奶奶，

肉怎么还没熟啊？”最后奶奶

点头说：“好了，这下你吃吧。”

我撒上一把葱花和辣椒，持起

着筷子吃了起来，也不管烫不

烫。吃饱了之后就去睡觉，奶

奶的背影就在灯下晃。第二

天就看到厨房多了好多包好

的香肠，在香肠成型之前还有

个风干的工序。几天后香肠

要“涅槃”一次：把香肠放上火

架，底下放松柏。用微燃的松

柏烘烤香肠。这样烤出来的

香肠有股子柴火的香气，更加

区别于别地的香肠。

想知道为什么家乡人那

么重视熏香肠这道菜吗？那

是啊，过年过节家乡人用来

招待贵客的佳肴。不管是去

哪家做客必有这道菜，然后

主人会说：“尝尝我家包的香

肠吧。”这表达了对客人的敬

意。

现在每到过年的时候爷

爷奶奶都会为远嫁的姑姑寄

去香肠。想到她也能吃上口

家乡菜，也算是抚慰了思乡

心绪。离家半年我再一次吃

到了奶奶包的香肠，这次比

以往更能感受到家乡和爱的

味道。

英语学院15级 许雪莲

量离家之日，已是四月，亲故不见，久而重逢，

定举杯相庆，把酒言欢。不言昨日离别苦，只叙今

朝相见欢。

昨日故友信吾，告吾以归来，期于湖东一厅，以

言故事。天寒，衣冠而出，奈何未见车马，且足至

之。道路冰覆，步履维艰，少逾期，谢于友。解衣冠

而席，且温一盅茶，以解体寒。久不见友，心中眉目

少淡，久视之，则重墨再描，甚悦。虽数月未见，无

无言之时，一言起则万语备。

且言一日试终，同窗之人若茕茕白兔，东走西

顾。亲则离且信往，互通而知，归而把酒聚言；疏则

今日一别再无他日之约。转而论大学。一日离家，

便是四年独闯。初独如新境，莫不少慌怯，若人自

五湖四海而来，风俗难同，习性存异，则谦而处之。

又言前所未历之趣事，相视而敞襟笑之。然再言新

友，仅处四月之短，脾性尚未相磨，必不比期年之

故，终而言曰，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哉！

话终而茶尽，且笑而与友期再会之日。

春来枝头落归雀，冬去雪上送秋雁。一朝茶会

两相别，十年酒馆风雨归。 日语学院15级 王昕

一个人真的非常容易陷入左右为难

的困境，绝大多数的事物都拥有正反面，

那么，何时为正，何时为反？

在花房当了一个多星期的义工，一

开始完全只是被那种满是鲜花的氛围感

动，有羞怯却娇艳的蔷薇，有热烈似火的

玫瑰，有纯白且厚实的棉花，有默默陪衬

的油绿巴西，有如繁星点点似老友的黄

莺……许多许多，我都说不上名字。

也正是被这种好奇感包围，于是渴

望与那些不同的花房里的“姑娘”打交

道，屏气细瞧她们的形态各异的身姿，探

头观察层层叠叠的花瓣如何交错在一

起。花房里的姐姐是湖南的爽朗姑娘，

第一次见我时便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她

的眼神不凶狠，却莫名把我看得很怕，于

是此后的每次学习手艺听她教导时，我

都战战兢兢。

年后的情人节让平常生意冷清的她

忙不过来，本想着去帮她干点杂活、顺便

学些花艺方面的知识，就算能知晓花房

里每一种花的名字也满足了，可她仿佛

看穿了我的心思，每每干活之余聊得正

欢时，我问她那些花儿的名字，她便立马

沉默。我感觉很气，拾起花房里零落的

残枝落叶的是我，安葬鲜花多余的茎叶

的是我，细心照料她不要的奄奄一息的

水仙与竹的是我，她偷闲离开扔我一人

面对像千头鸟一样的客人的是我，可是

为什么偏偏连知晓花儿的名字都不行？

就连好不容易知道的几种还

是在有客人来询问时悄悄记

下的。就像小时候，很想要

得到只有大人才能给我们的

东西时，便屁颠地跟在大人

后面，摇摇晃晃、目不转睛。

我就这样跟在姐姐后面问她

为什么，她竟然甩头一笑：

“就是不想告诉你呀。”

连着好几天的晴朗天

气，在这样的冬季偎在躺椅里

或靠着沙发椅晒太阳都是极

其舒服的事情。姐姐喜欢在

花房前的小阳台闭眼养神，隔

着铁黑色的花纹栏杆捕捉空

气中的流水声，很轻、很轻，随

时一辆呼啸而过的汽车都能

掩盖这声音。而我与她隔着

玻璃墙，端坐在方桌前，练习

绑好几瓣的蝴蝶结，看着暖色

的太阳光洒在地板上。

偶尔那花房姐姐会回头

看我，见我绑的蝴蝶结丑，劈头盖脸的让

我拆了重来。花了整个下午，却仍然学

不会，我开始胡思乱想。想要做好一件

事情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简单，若想在短

时间内速成一门手艺更是痴人说梦。那

我又该怎么选择？是坚信这是姐姐在考

验我的耐心还是就此止步不前，一如掘

土寻物中碰着硬石便避开另寻他路？

忙碌的时间不过十天，眼看日子一

天天数着过去，如果硬要说学到什么，那

应该是更加了解自己了吧，从别人眼中

看到自己，在安静的时间里了解自己。

想起第一天看见花房姐姐在扎花，她说：

“你知道吗？鲜花都是有正反面的，你能

看见的她最美的一面便是正面。”

国际学院14级 杨诗雨

在姥姥那个年代，能吃饱是

件奢侈的事。吃饭时每个人是领

不到足够的粮食的，更别提浪费

了。由于每家人口过多，饿死人

是很平常的，姥姥的父亲便死于

饥饿，大人们总是骗小孩“过年饱

餐一顿”，却很少兑现。那个时

候，人们食不知味。

在母亲那个年代，能吃好是

件奢侈的事。逢年过节，麻花是

最美味的佳肴，压岁钱基本五角

一元。姥姥家教很严，吃饭时，左

手要摊开放于胸前,防止粮食掉

到地上。那个时候，一颗糖便能

笑一个下午。

在我小的时候，吃顿肉是件

奢侈的事。父母省吃俭用，不过

是想让我和姐高高兴兴、吃饱穿

暖去上学。闲下时，母亲总要出

门打耳针，为得是让我们吃顿油

条豆腐脑。那个时候，一个香肠

我们会争好久;那个时候,我最盼

望的便是过年穿新衣了。

如今呢，节俭是件奢侈的事。

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过去的艰辛

被淡忘，各类零食让孩子们的口味

越来越挑剔，吃饭也越来越任性。

人们开始追求口味，新潮,精致。这

个时候，浪费稀松平常。

以前，姥姥喜欢唱戏，打小就

进了村里的戏班，喜事白事，逢年

过节，登台表演，一招一式，有板

有眼，日子虽然拮据，却很有味

道，而现在唱戏的已不是很常见

了；母亲说她小时候放学后全村

一起看一个电视，如今很少再有

这样的氛围了；我还依稀记得，小

时候家里经常聚二十几个伙伴一

起玩沙包、弹珠、木头人……大的

小的都玩得来，而现在几乎见不

到了。

不得不说，时代在变，很多东

西已不合时宜，需要适度舍弃。然

而，过去的那段岁月却是我们的财

富，它告诉我们从哪里来，要往哪

里去，它带着历史的温度，文化的

底蕴，而这些，成就了今天的我

们。 生命学院15级 谢彦博

迪更斯在《双城记》中写到：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

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

是愚蠢的时代”。对于我们的时

代，对于河北来说，这句话同样适

合。呵，河北，成兮？败兮？

这是最坏的河北
也许一提到河北，人们随之想

到的就是雾霾了，当然，在这个标

签化的时代，雾霾是河北的附属词

也不足为奇，两个词语不知道从何

时起就被人为地栓在了一起。雾

霾并非河北的专利，在这个注重经

济发展的时代，多少工业废气排

放，多少河流污染，又有多少环境

恶化。污染难道是赌得经济发展

的唯一筹码？众所周知，河北有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偏弱、科技经费投

入较低、产业结构不合理一系列等

问题，而其自身产业主要集中在钢

铁，煤炭，重型工业等高耗能，高污

染，低附加值的老形态工业。慢慢

地，河北的环境问题就成了头条和

焦点。可是，到底是雾霾突显了河

北，还是河北深刻了雾霾？

这是最好的河北
河北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文

化资源都很丰富，在面对京津冀经

济区这样庞大的消费市场时，仍然

保持着经济迅猛发展，其实是一件

很不容易的事情。河北省在《关于

进一步加快发展环保产业的实施

方案》的指导下，多少高耗能、高污

染的企业在环境保护的旗帜下结

束了它们的“生命”历程，有多少树

苗被人们满怀希望地种下 ，又有

多少公民为了环保奉献着自己的

力量……虽然“冰冻三尺，非一日

之寒”，虽然对于过去我们无能为

力，但是对于未来，我们满怀信心。

这是愚蠢的河北
2015年12月28日，在《财经郎

眼》节目中，经济学家王福重的一

些有关雾霾的言论引起了河北人

的广泛关注。可是到最后，纵意驰

骋的到底是我们所谓的自由，还是

愤怒的任性，又或者是你想要的存

在感？我们为何不静下来想一想，

听一听其他人的声音，每个人都有

认同别人和不认同别人观点的权

利，可是，难道那位经济学家说的

话真的没有有点道理吗？毕竟，雾

霾确实存在，问题也确实存在。当

然这并不是说我认同他的观点，只

是，只是想靠几句无关痛痒的嘲讽

来解决问题的方法似乎不太可能。

这是智慧的河北
河北之所以会有今天如此严

重的雾霾，有很多原因，这不是一

两个人能解决的事。无论谁发出

了怎样的言论，无论那种言论正确

还是错误，都只是一种观点。河北

人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

科学发展、环境友好发展的脚步从

迈出那一刻就从未停下过，在国家

政策的倡导下，可持续发展肯定也

会继续前进。

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是这个

时代和这个河北避不开的两个话

题，或许在某些方面他们是对立

的，或许又是相辅相成的，无论过

程如何，请相信，我们每个人所了

解的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任何情

况和问题都不会个人的言论而发

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管这个河

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又是如何变

成这样的，我们都要明白，只有我

们努力解决问题，才有问题被解决

的可能。

英语学院14级 董彦霞

这个时代，这个河北

2015年，历经六年建设的大连地铁终

于开通了1号、2号线。这对上班族来说绝

对是为之欢呼的好消息——不用担心因堵

车而迟到了。如果你乘坐过大连地铁就会

发现，大连地铁设计很人性化，比如,部分

地铁的座椅采取加热凸起设计，寒冷的冬

天不用担心做冷板凳了！大连地铁交通线

网紧密，换乘方便也是其一大特点，只要

规划好线路图，不论在哪条线路上换乘，

一般都不会出现三次以上的换乘。同时，

为了更好地方便人们的出行，地铁开通

后，地面公交也做出了相应调整，实现地

铁与公交无缝对接。如果哪天地铁或者轻

轨能通道我们连大来，就太完美了！

????如果问 2015 年大连除了地铁外，

还有什么建筑引人注目,那就不得不提到

大连南部滨海大道跨海大桥了。这座桥

实现了多个之最，它不仅是国内首座海

上设重力锚碇悬索桥，还是世界上首座

采用抛石升降沉箱基础施工的桥梁，听

上去是不是很厉害？事实上，不仅大桥

关键技术为国内甚至世界首创，就连长

度也在我国城市山岭隧道中位居第一。

在星海湾大桥段，还创新性地使用了双

层八车道的设计，既美观，还缓解了交

通。夜间的星海湾大桥在主桥 3 万多个

小灯及引桥两侧光带的装饰下，显得格

外美丽，在节日期间，还能上演灯光

秀。同时，在南部滨海大道的南出入口

还设置了沿海木栈道，与盘山木栈道衔

接，夏季，走在木栈道上，吹着海风，

心情也会舒畅无比。同学们再去游大

连，别忘了去跨海大桥看一看啊。

在过去的一年,我的家乡——大连有这

样可喜的变化,我感到骄傲和自豪。相信在

2016 年,在未来,大连会越来也好、越来越

辉煌。

英语学院15级 丁晰

鲁迅先生说“世界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我抬头望

向车窗外，汽车在刚修好的高速公

路上驰骋着，从宜昌市出发用不了

多久就到家了。我不知道在很多年

前，这条路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那

个时候从我家所在的五峰土家族自

治县到市里需要花费多长时间。我

只是记得在我上初中的时候，从家

到市里还需要三四个小时，而现在

只需要一个小时左右了。

初中的时候，为了接受更好的

教育，我到市里读书。那个时候正

在修路，所有的车都要绕远走小

路。妈妈每次下了夜班来看我，需

要经历三四个小时的长途跋涉。

每次看见她，她都是一脸疲惫。那

时候就想，什么时候路才能快点修

好，什么时候妈妈才能够少吃点这

种苦。

高中的时候，小城到市里的路

修成了一级路。第一次见证是在

学校组织春游的时候。春游的目

的地就是我的家乡那座小城。我

看着窗外接踵而至的隧道，看着路

边安逸而居的人家，感到一切都是

那样的美好。虽然没有高速公路

那般宽，但是比起当初的小路好了

许多。爸妈每周六都会从家里开

车到学校接我放学，三四个小时的

路程已经缩短到了一个半小时左

右。我从来没有想过就这样随着

时间的推移，交通越来越便利，更

不会想到，有一天小城会成为连接

湖南湖北的一个关键枢纽。

还没有放假的时候，就听妈妈

说高速公路修好了，我迫不及待想

要体验一下一路顺着高速公路从

市里回家的感觉。一路上先跨越

长江，然后穿过山峰，当小城的名

字出现在高速公路绿色的指示牌

时，我确实是无法抑制的兴奋。不

知是一个在外半年归家游子的激

动，还是见证交通道路发展迅速的

感慨万千。没有想到一条路的改

变会让我们的生活瞬息万变。

转眼七年间，当初那条我怎么

也不愿意走，会带来晕车和难受的

蜿蜒小道已经变成了畅通宽广无

阻的高速公路。如果再过七年，是

不是就会有呼啸而过的火车经过

小城，是不是还会有飞机停留在这

里？可以想象时间和科技给人们

带来了什么，交通的便捷让人看到

更广阔的世界。

就把想象的答案交给时间吧，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脚下的

路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更何

况其他事物呢?
环化学院15级 殷文

家 乡 的 路

东北——凛冽温暖

西南——烟火情深 西北——黄土厚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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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2015
——地铁、跨海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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