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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路花雨

花甲之岁的冬至节，我想起了已去世多年的
父母亲在冬至节包的饺子，也想起了母亲说的冬
至节吃饺子的风俗来历。

小时候冬至节到来前，父亲偶尔会去三里地
之外的乡镇集市上买回来二、三斤羊肉。冬至节那
天，母亲一大早就开始忙碌着为全家人做早饭。吃
完早饭，我们兄弟上学走后，母亲就和父亲又开始
忙碌起来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做饭烧的都是烟煤
或者柴火。为了易于排烟，厨房也大多没有门窗，
四处跑风漏气。冬至时节虽然冷气袭人，但母亲在

里边却干得热火朝天、不亦乐乎。
父亲把羊肉洗净切成小碎块，就用刀剁了起

来。案板上一阵接连不断的响声之后，羊肉就变成
了碎沫。父亲这就算完成了他的任务。

母亲从院子里的土堆里扒出萝卜和大葱，把
萝卜洗净切成薄片，放在烧开的锅里煮熟，用笊篱
捞出放在纱布上，包起来使劲在案板上挤压出萝
卜的水份后，放在案板上也剁成碎沫，再将羊肉沬

和萝卜沫放进盆子里，撒上切碎的葱花和盐等调
料搅拌均匀，饺子馅就做好了。

接着，母亲用瓢从面缸舀出面粉放进和面盆

里，一点点地加水搅拌，等面粉揉成一大块的面团
时，饺子面就和好了。母亲把它放在盆子里，搭上
纱布，盖上格挡拍，放在灶台边醒面，醒好的面团
软硬适度，均匀筋道不易拉断。约二个小时之后，
饺子面醒好了，就开始擀饺子皮。

母亲先向案板上撒一些面粉，用刀在大面团
上切下一块，在案板上将它揉成细细的长条，再用
刀将它切成均匀的小段段，然后左手拿起一段不
停地在案板上转动着，右手用小擀面杖不停地来
回搓动按压，几秒钟的间隙一片又圆又薄的面片
擀成了。如此反复，不一会就擀出了一大摞饺子
皮，之后就开始包饺子。

母亲拿起一张圆形的饺子皮，将饺子馅放在面
片中间，将面片对折后用双手一挤，一个饺子就包好
了。母亲包的饺子是疙瘩形状的，在方形的格挡拍
儿上一排排的，就像队列里的士兵，既饱满又威武。

中午到了，等我们放学回来，父亲就开始煮
饺子。父亲说煮饺子也是有讲究的，水要三沸三
凉，锅盖要三开三盖。饺子放进烧开的锅里后，盖
上锅盖，等锅内沸腾锅盖冒气时揭开，沸水煮一
会后，再加入一勺凉水盖上锅盖，等水再开。如此
这般三次，饺子就煮熟了。父亲还说，开锅煮皮，
盖锅煮馅。

在父亲煮饺子的当下，母亲将剥净的姜蒜和洗
净的大葱段与干辣椒段，放进蒜臼里捣碎，之后再
放进醋和酱油，点一些芝麻香油，料汁就调好了。

我们兄弟四人每人手里端着香喷喷的一碗饺
子，舀上一勺调料汁泼在饺子上，就狼吞虎咽地吃
了起来。我记得鲜香美味的饺子有几口是囫囵吞
枣的，不知其味。因为，这是每年除了春节几天之
外，唯一能吃上饺子的一顿饭，况且是难得的羊肉
饺子，所以至今回味无穷。

嘴里吃着饺子，我问母亲，过大年才吃饺子，
为什么冬至节要吃饺子？母亲一边吃饺子，一边漫
不经心地向我们讲起了冬至节吃饺子的来历。

每年农历冬至这天，按照风俗，不论家庭贫穷
或者富裕，饺子是必不可少的节日饭，家庭贫穷的
包素饺子吃，家庭富裕的包肉饺子吃。

有句谚云叫：“数头九，冬至到，家家户户吃水
饺。”这种习俗，是为了因纪念“医圣”张仲景冬至
舍药留下的一段佳话。

张仲景是河南南阳人，东汉时他在长沙当太
守，但他从小酷爱医道，长大后又精通医术，还写
了一本叫不上什么名字的大医书。他整天访病施

药，大堂行医，为老百姓解除病痛，人们都很爱戴
他，尊他为“神医”。

后来，他辞官回乡，为乡邻治病。在回家之时，
正是冬季，他看到乡亲面黄肌瘦，饥寒交迫，不少
人的耳朵都冻烂了。便让其弟子在南阳东关搭起
医棚，支起大锅，在冬至那天施舍“祛寒娇耳汤”医
治冻疮。

他让弟子们把羊肉、辣椒和一些驱寒药材放
在锅里熬煮，然后将羊肉、药物捞出来切碎，用面
包成耳朵样的“娇耳”，煮熟后，分给来求药的人，
每人两只“娇耳”，一大碗肉汤。人们吃了“娇耳”，
喝了“祛寒汤”，浑身暖和，两耳发热，冻伤的耳朵
都治好了。后来人们就学着“娇耳”的样子，包成了
饺子。

冬至吃饺子，是纪念“医圣”张仲景施舍“祛寒
娇耳汤”之法，不忘他解救老百姓苦寒病痛之恩，
至今还流传着“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
管”的民谣。

我问母亲，张仲景为什么大官不做，要辞官回
乡行医？

母亲没有回答我，只是说等你长大就明白了。
母亲最后说，这世上只要能为老百姓做好事，

能解除老百姓病痛的人，人们都会世世代代记住
他们的，希望你们长大后也能成为为老百姓造福
的人。

在很多的冬至节，母亲都是给我们包另一种
饺子——扁食，俗称素馅饺子。她先是把从地里割
回来的韭菜洗净晾干，切成很短的韭菜沫，再把鸡
蛋炒熟剁成碎末，之后把两者混在一起，撒上盐和
辣椒面等调料搅拌均匀，扁食馅就好了。

接着，母亲拿来醒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用大
擀面杖擀成薄薄的大面片，折卷后切成宽窄相同
的长带，再用斜刀左一刀右一刀地把它切成梯形
的小面片，扁食皮也做好了。

最后，母亲拿一片放在手上，放进一些扁食
馅，将窄的一边裹住扁食馅上卷，再捏住两头向中
间拉折，把重叠处捏在一起，一个扁食就包好了。
包好的扁食很像元宝，摆满圆形的格挡拍儿，就像
是一圈一圈的同心圆，寓意发财圆满。尤其是扁食
两边的封口像兔子竖起的两只耳朵，非常精神。

这一种扁食，是在生活条件不好、买不起肉的
时候，冬至节的一种美食，不仅闻起来香气扑鼻，
而且咬开扁食韭菜的绿和鸡蛋的黄，黄绿炫亮，色
型鲜美。到后来生活条件好了，每年冬至节都变成

了肉馅饺子，那种素馅扁食就吃的少了。我还是很
怀念那种扁食，有时冬至节时，特意包扁食吃。

现在每到冬至时节，我总会想起小时候的冬
至饺子，想起父母的养育恩情。我包的饺子和母亲
包的形状是一样，无论以前在部队，还是现在在家
里，都说我包的饺子很有型、很饱满、很精神。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张仲景是一位被世代传
颂的“医圣”。他编著的《伤寒杂病论》，集医家之大
成，是中医学术的奠基之作，具有典范性、权威性，
是辨证论治的经典之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伤寒杂病论》，也是我国第一部理论与实践结合
的临床医学巨著，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医学经典古
籍，在中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中位居第一位。元
朝、明朝以后，张仲景被奉为“医圣”。

长大以后，我也才明白了张仲景为什么要辞
官归乡行医。当时社会政治黑暗，朝政腐败，农民
起义此起彼伏，兵祸绵延，到处都是战乱，黎民百
姓饱受战乱之灾，加上疫病流行，又饱受饥饿之
苦，很多人死于非命，到处生灵涂炭，横尸遍野，
惨不忍睹。官府衙门不想办法解救百姓，却在一
味地争权夺势，发动战争，欺压百姓。这使张仲景
厌恶官场，轻视仕途，加上他对百姓的怜悯之心，
决定辞官归乡行医救民。张仲景留下了一句千古
名言：“进则救世，退则救民；不能为良相，亦当为
良医。”

如果说我包的冬至饺子是父母亲的传承，那
么张仲景辞官行医救民的思想就是母亲的教诲。
她的话我永远记在心里，父亲和母亲也永远活在
我们心里。

花甲之年已退休居家，回想父母的教诲，既感
到慰藉，又觉得惭愧。

慰藉的是我曾从军入伍，军校毕业又从戎大
漠，为祖国核试验的国防建设贡献了青春和汗水，
也曾从事高校后勤服务改革工作兢兢业业为数万
名师生提供优质的后勤服务，也曾从事政法维稳
工作为保一方平安而不辞劳苦、殚精竭虑。

惭愧的是自己一生不学“无”术，没有一技之
长，不能像张仲景那样救民之苦、解民之痛、为民
造福。

也只能在花甲之岁的冬至时令里，填一首叠
韵小令《茶瓶儿·冬至》，安慰吾心：

大雪无垠地冻。斗指子、至冬时令。皑白旷野冰

封静。天象异，地鸣雷动。碟盈幸，盘盈幸。饺馨馨、

首出仲景。祛民寒冷尊医圣。解庶苦、万秋传颂。

校 园 雪 景
□ 物理工程学院 邹忠虎

◇我的大学

冬季校园入夜晚，寒冷而静谧。从周六开始气温骤降。周
日，刺骨的寒风夹杂着冰凉的细雨，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大雪。
晚上 9：30 左右，大雪如约而至，洁白无瑕的雪花在空中飞
舞，轻轻地落在地上，为校园增添了一份纯净与宁静。

雪花在空中飘舞，仿佛是天空中闪耀的星星，美丽而神
秘。学生们纷纷走出宿舍，欣赏着这突如其来的大雪，有的嬉
戏，有的拍下雪景照片留念。文科、农医组团、工科教学楼、
图书馆都被雪覆盖，显得更加庄重而静谧。

为了欣赏这美丽的校园雪景，我凌晨五点多起了床，与
孩子们吃完早餐后骑着电动车到达学校。刚出德园西门，我
们顺着左手边向南看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博园。一夜的大
雪让博园变成了一个洁白的童话世界，屋顶、枝头、小径、湖
边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纯净无暇的白雪，宛如银海一般，美
得让人心醉神迷。

博学路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雪，马路上的雪被汽车轮

辗压后闪烁着迷人的光芒。路旁两边的梧桐落叶满地泛黄，
宛如一幅冬日里的秋色画卷。落叶与雪水交融，宛如大自然
精巧的镶嵌工艺。它们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唯美的冬景画
面，让人不禁惊叹大自然的神奇和魅力。

我们继续前行，一路来到了北大门通往博园主干道的金
水桥边上。桥身被雪覆盖，仿佛化作一道白色的“银桥”横跨
在校园的湖面之上。紧接着，我们来到了图书馆门前。大雪让
这座庄重而充满智慧的建筑多了一份静谧和诗意。开元会议
中心广场暖黄的灯光洒在雪地上，营造出一片宁静而温馨的
氛围。

这场大雪让全校师生感受到了冬天的气息，也让校园变
得更加美丽和宁静。整个校园被大雪覆盖，变成了一片银装
素裹的世界。在清晨的校园里，我们沿着校园田径场边上的
自强路向菁园方向骑行。菁园北边洛浦路上的雪还未来得及
被汽车轮胎画上独特的“乐谱”，依旧保持着它洁白无瑕的样

子。由于地面可能有些地方“结冰”，我们骑着的电动车在 4
号楼前不慎打滑摔倒了。坐在电动车前面的儿子可能当时受
到了惊吓，顺势摔在了雪地里。

看到女儿、儿子均平安无事，我立即拍拍儿子身上的雪，
将他扶起。儿子说：“爸爸，你还看雪景不？一大早真是没事
找事！”在我及时“安抚”下，孩子没有哭。我立即安慰并开
导他：“没事、没事，没有受伤是最大的幸运。你长大后就知
道了，这次跌倒只是你漫长人生路上的一个小小挫折而已。”
我告诉他，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只要勇
敢面对，积极解决问题，就能不断成长和进步。记住，跌倒、
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抱怨与放弃。

这一刻，我深深地被这片雪景所打动。在冬雪的衬托下，
校园变得更加美丽和宁静。我们慢慢地骑行，来到了琴湖边
上，仿佛能听到树枝上雪花悄悄落地的声音，能感受到雪地
上每一双脚印留下的温暖和希望。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校
园，爱上了这里的每一处美丽和宁静。

琴湖的雪景别有一番风味。湖面没有像往年一样结成一
层薄薄的冰，但湖面仍像是被冻住的琴弦，静静地躺在那里，
少了往日的荡漾。雪花飘落在湖面远处的喷水装置上，给湖
面增添了一份别样的色彩。它们就像守护琴湖与工教周围的

“侍卫”，挺立在湖中，又像是被雪精灵弹奏的琴键，音符在
指间跳跃，旋律悠扬。我幻想着能在这琴湖畔聆听一曲古琴
悠扬，品尝一杯清茶，感受雪中琴湖的独特韵味。

校园的雪景如诗如画，只待师生共赏美景。脚下的雪发
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仿佛在诉说着冬天的故事。

在牡丹园中漫步，仿佛置身于一幅水墨画中。雪中的牡
丹花枝，更显娇艳欲滴，如诗如画。附近的博园、琴湖桥在雪
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古朴典雅。此时，骆保恒老师正专注地用
相机捕捉着各种画面。他调整着相机的角度，尽量将那难得
的美景收入镜头里。

开元广场上的雪景则有一种磅礴之美。广场上的五星红
旗在雪中显得格外醒目而庄严。十几名学生摇控着无人机进
行着校园雪景的拍摄。有的同学还在不远处堆起了雪人。

上课前的二十分钟，学生们正匆匆赶往各个教室。学生
们有的相互追逐、有的手拉手并肩前行，一路的欢声笑语似
乎让他们暂时忘却繁忙的学习生活，身心也得到了彻底的
放松。

我在七点半把两孩送到了学校。上班的途中，我远远望
去，感受着漫天飞雪里的浪漫和宁静。“人生就像一场大雪，
它虽然纷飞凌乱，但却能给世界带来美丽和希望。”这是入冬
后的第一场雪。对于即将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同学来说，这场
大雪让他们在繁忙的备考中感受到了宁静、温暖与力量。我
相信，他们在研究生考试中一定可以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

这场大雪让我们更加珍惜自然的恩赐，同时也让我们更
加坚定追求梦想的决心。

冬 至 节 的 饺 子
□ 张文献

◇真情故事

监 考 歌
□ 权 舆

小诗作于2017年末考试周，详细记录了当时紧张与
活泼的教学生活片段，近期整理资料，不意翻出。冬雷阵
阵，雨雪纷纷，又逢末考，特献师生，哂笑以释压也。

君莫闻，学子皆云末考苦；岂不知，师者亦有苦监歌？

四点醒来早，
窗外夜未央。
五点洗漱罢，
彷徨复彷徨。
六点做早饭，
七点进餐忙。
八点赶公交，
幸哉正碰上。
桥头车浩浩，
黯然祈上苍。
短信发督导，
拖沓非我想。
伸手觅手机，
手机落枕旁。
皇天惠眷顾，
过桥得通畅。
下车奔考点，
学生满走廊。
室内嘈杂乱，
威然肃考场。
瞬间秩井然，
学生坐满堂。
满堂皆不识，
心中起恐慌。
同仁索考单，
一一细打量。
不禁失声笑，
君是下午场。

苦监行，苦亦多。学子切莫言考苦，悲时听我苦监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