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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九寒天的冷
亲吻的暖意萌动
雪抱着精致的枝头
用生命听懂的暗语
撩拨冬梅心里的火
开始添染迎春的红晕
那情窦初开的艳丽
沁人心脾

魅力花都的雏形
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构建
青丝白发的笑容

又构成一道靓丽的风景
用心良苦的“花”以传奇的色彩
演绎着花儿挚情的诤言
心甘情愿的爱
让青冰上盛开理想的牡丹
河州的大爱无边无垠
怀念过去，畅谈未来
永远有说不完的话题
城市公园的路上
阳光互相照在心里
春在枝头勃勃生机

魅力花都春在枝头

◇驮 夫

花儿临夏，大河之州。
史前遗迹，享誉全球。
禹王治水，罕幵封侯。
秦置枹罕，汉巩金瓯。
宋建称王，立国卅秋。
乞伏设都，石窟永留。
炀帝西巡，功归冕旒。
文成进藏，轻启罗帱。
宋荡吴戈，元驰骅骝。
茶马互市，明卸兜鍪。
解缙遗诗，蔚起风猷。
王公庄毅，铁骨肠柔。
振威捐国，气节堪讴。
廷珍先烈，万载芳流。
王震将军，跃马筏舟。

民族自治，世无前俦。
经济腾飞，商贸当头。
牡丹花艳，特色珍馐。
松鸣岩峻，八坊巷幽。
太子嵯峨，东乡绿畴。
积石巍峙，太极翔鸥。
齐家彩陶，景古土楼。
三省通衢，风景殊尤。
物华天宝，引人注眸。
建党百年，鸿程方遒。
文化强国，宏图远谋。
春风浩荡，气吞斗牛。
乡村振兴，力争上游。
龙腾盛世，千古悠悠。
幸甚至哉，歌以咏酬。

大河之州颂
◇马坚强

观音点化炳灵峰，弟子十方众仰中。

几度未识佛域意，皆因不遇有缘翁。

洁霑玉露今得洗，林下优游富此生。

岁月打磨似物象，繁花落尽总成空。

与玉洁先生冬游炳灵石林

◇袁松龄

大美么河州的古枹罕，
历史们远：
白牡丹开满了山川。
徐先生把他的文物捐，
双手们赞：
为临夏作出了贡献。

齐白石老人的山水远，
无价的宝，
黄胄的尕驴是亮点。

吴昌硕寿桃的曾国藩，
悲鸿的猫，
郑燮的竹子是金典。

徐先生捐赠了上千份，
价值们高，
全部是精致的上品。
捐赠品放在了展柜中，
博物馆保，
好功德千秋里讲颂。

致敬徐秀卓先生捐赠文物

◇南龙山人

风雅颂兮物华天宝，献大爱兮无偿捐赠。

千年宝兮珍贵无价，青史留名兮徐秀卓。

品高·赞徐秀卓先生

◇海心国

雪花纷飞山河秀，古城河州又逢春。

杯盏酙满同志爱，茶点飘溢民族魂。

歌声悠扬心已醉，舞步轻盈兴愈浓。

人间若有真情在，何必劳神互叩门。

春节聚会随感

◇马亦祥

七八年前乘车经过临夏的记忆一直挥之
不去。车过临夏，沿途有看不完的风景。我
跟着哥哥的大货车，从夏河而来，一路上看见
不少匍匐而行的藏族信徒，他们的目标是拉
卜楞寺，我告别他们，路过王格尔塘直奔临夏
而来。顺流而下的大夏河水指引着方向，河
岸是高大而青葱的山冈，鹰从上面盘旋而过。

货车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行驶后，我从迷糊
中清醒了过来。放目车外，一马平川，我已进入
了一个新的地方。忽然，离公路不远的山谷里
传来的一阵悠扬动听的“河州花儿”，我心中一
喜，心中的目的地“花儿之乡”——临夏到了。

车至临夏，窗外的世界近在咫尺，却无法抵
达。临夏，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
地方。虽不曾到过临夏，然河州之名气却震动
西北各族人之耳鼓。张承志笔下的大河家镇，
导流黄河的积石山，这些地点，一旦了解多
了，看的熟了，就使我开始向往。感觉心底有
一个声音在呼唤，听不见却感觉得到，在尚未
驻足于这片土地前，在尚不能马上去看望它们
之前，在书本上、电视上与河州神交。

河州是通往青海、西藏、四川的咽喉要
地，也是古丝绸之路南道要冲、唐蕃古道重
镇、茶马互市中心，更是文成公主进藏的途经
之地。据说目前在西藏、青海、四川等藏区经
商务工的临夏籍人员达 30多万人，在甘肃这
样一个故土重迁的地方，真是不可思议。

自从进入临夏大地，我最念想的即是“河
州花儿”。故乡也有花儿，我们叫“漫花儿”，
但我们的花儿听起来更像是信天游，只有河
州的花儿才是纯粹原生态的。临夏是民歌

“花儿”的发源地，“河州花儿”已经渗透在这
里的各个角落，男女老少农闲、节庆时节总要
唱一曲花儿才够味。

当我们的货车穿越临夏市区时，我感觉
仿佛来到了异国他乡，民族建筑风格别致，独
具特色；市内民居集回族砖雕、汉族木刻、藏
族彩绘与一体，精致秀丽；葫芦雕刻和泥塑栩
栩如生；人民红园集江南园林建筑与临夏古
典建筑浑然一体；街上行走的男男女女精神
饱满，一脸幸福。

在临夏，吃饭是不用发愁的，闭着眼睛
进馆子，家家都是绝味。我们停车加水的
对面是个夜市，什么发子面肠、羊头、羊蹄
……全是让人听名字就嘴馋的美食。凭心而
论，味道都不错，很对我的胃口。我是个是
面肚子，根据老板的推荐，我和哥哥每人咥
了一碗“河沿面片”。这“河沿面片”确有特
色，基本是一半面片一半肉片，从那以后，这
碗河沿面片就印在了我的味觉记忆中，想赶
也赶不走！

吃过饭，就要离开临夏了，我突然发觉自
己的心已无处掩藏，那一刻我心无所往，只想
把心安放在这个地方。

车 过 临 夏车 过 临 夏

◇◇ 陶 生 峰陶 生 峰

你的色彩金黄醒目，
你的口感清新爽脆。
你的味道甜而不腻，
你的能量维生素适中。
你还是低脂肪休闲食品，
你就是口齿留香的花馃馃。
哦，馓子、花馃馃，
你的美味牵着我，
走出了三尺灶台。
我怀揣着你的前世今生，
寄身于新时代的大市场。
从小作坊做成了老板，
让我的未来有了梦想。
面和油调和的过程，
就是百味杂陈的人生，
滚烫的人生……
2021年的冬天来得有点早。刚到 10

月中旬，已是霜雪压枝，地上的积雪足有
3寸厚。三甲集的街面湿答答的，但依然
无法阻挡远近各乡前来赶集的人。街道
中，人和车拥挤不堪，嘈杂声不绝于耳。
人们的身上，先落上去的雪刚变湿润，后
落下来的雪片就粘了上去，几乎都成了
半个雪人。3个身穿黄马甲的外卖小哥
背靠自己的摩托车，也挤在伊香园清真
油炸食品坊的门口聊着天，列队等待着、
张望着。

一
伊香园清真油炸食品坊是 2019年三

甲集第一个全手工制作清真油炸食品
坊，三姐，是该店的手艺传承和创建者。
她一边手接电话一熟练麻利地分装着各
种样式的炸馃。

电话是从西安打来的。一年前自费
学成手艺的马玉梅在西安开了自己的店，
当上了老板。

起初，三姐心里有点忐忑，她拒绝了
很多前来自费求学的妇女——她不能把
老祖宗的“秘方”传授给别人。俗话说，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即使给再多的学
费，也不能外传自己的致富密码。但善
良的三姐终究还是没能经得住马玉梅的
软磨硬泡。

电话那头的马玉梅很快活地和她说
着每天进了多少面、有多少利润。

三姐记得阿娜说过的话：几十年前，每
当家里办宴席时，奶奶很认真地用小碗配
面、水、油、蜂蜜、白糖、花椒水、松州茶水、
红糖的比例。那时候糖少，就加点糖精，只
要是甜的、酥的，那就是最香的。那个比例
是奶奶在食物最缺的境况下精心调试好的
最佳配方，多了就会腻，少了就会硬。

放下手机，三姐在想，做面食也好，做
生意也罢，还是城市里大市场好啊！有胆
量、能雇人才能把产业做大。人家才学了
一个月，就决然闯进了西安这个大城市，
凭着精明的头脑、雇来的员工和先进的机
械，不到一年就开始盈利收银子啦。而她
们四年前刚开始时和面、揉面、搓馓子、捏
酥馓、对花样等等，全凭家人的双手。全
家人全力以赴，加上亲戚帮忙，没日没夜，
加班加点，也远远供不够常常在门口排着
长长的队等待的人。

二
在酷热的三伏天，整天在高温油锅边

炙烤，疲惫的双眼看不清大街上行走的人
脸，只见眼前晃动着一个个影子。

姊妹们谁有闲就去三姐店里帮忙。
有次二姐眼看太阳快落山了，她脱下工作
服就爬上了线路车，到了家门口才发现自
己竟然忘了换鞋！一只脚穿着拖鞋，一只
脚光着，拖鞋去哪儿了她都浑然不觉。赚
钱竟如此不易。

一段时间，三姐坚持不下去了，想放
弃。没日没夜的操劳，太累啦，走路都摇
摇晃晃的，双脚好像踩在棉花上。可她一
想到奶奶、阿娜在苦难的岁月里摸索积攒
下来的这门厨艺，就咬牙坚持着。她琢磨
着，想办法，要想扩大生产关键还是得置
办设备，光靠人工是不行的。

于是，三姐购买了和面机、压面机、揉
面机、大功率煎炸机等器械，日产食品数
量一下提高了一大截，平均每天能卖3袋
面，营业额基本保持在2000-3000元左右。

三姐老家在池滩村，姐妹七个人中阿
娜最喜欢手脚麻利、胆大心细的她。每当
过开斋节或置办席宴时，三姐就是阿娜的
得力助手。阿娜是在广河的街道边上长
大的。看惯了一只公鸡前一刻在城墙上
叫鸣，下一刻钟在食客的唇齿间流油。而
饭馆摊主把3至4张“大团结”揣进怀里时
喜悦挂在脸上、闪烁在眼里。阿娜说，她
没出嫁之前就帮她母亲卖过煎饼。比如，
晚上发上一盆包谷面，起个大早烙上十几
个煎饼，门口一放蓝白道道的毛巾一盖，
不到半个小时，就被起早出来的人们顺手
买走了。一天的花销就有啦！

做油馃子的关键是和面和油温。一
半面中只放点菜籽油，面调成蛋黄色，另
一半面调黄褐色，所有的香甜料按比例放
上。擀面杖摊平，切条，背对背或黑白相
间，抱团，中间加个黑面条子就会变成牡
丹，加上两个面条就是一个倒柳树啦！快
刀功夫，切成薄厚相宜的片，依次放进 70
度的油锅里，不停地翻转，一个个牡丹花
就在高温的刺啦声中盛开了。像这样既
好看又好吃的油炸花馃子耗时耗材，精心
制作的像花儿一样的油馃总是呈现在自
家的红木炕桌子上。如果只是为了家里
人解馋和享受是远不划算的，它的传承和
延续远远超出了吃的概念。它是一个民
族的饮食文化，承载着几代人的厨艺，应
该发扬光大，成为致富的法宝。

三
三甲集是兰郎公路上的繁华集镇。

三姐家里土地少，全凭摆摊打零工维持生
活。母亲说：“你在街道上租个小店，我帮
你坐庄卖油馃子，肯定能比你的小摊赚
钱”。于是三姐转让了养家糊口的铁器加
工店。姐夫反对：“你的小小油馃子能养
家嘛？”但是有丈母娘的帮衬，他心里多少
还有点底。2015年，正当准备就绪即将
开张的时候，母亲突发心脏病去世！原本
想办想做的事全搁在一边了。母亲一直
患有慢性哮喘病，一到冬季就咳嗽喘，但
身体硬朗快乐得很，还不到 60岁呀。就
这么说走就走了！

三姐失去了主心骨，再也打不起精
神，过不了坎。于是操起了给别人做窗帘
子的营生，一年两年过去了，每月仅多两
千多块的收益。父亲一直在做三姐的思
想工作：“三甲集是个交通要塞，一头连着
土地和市场，一头连着大城市，早上出锅的
食品下午就摆上了城里人的餐桌，你还怕
什么呀，我相信你的手艺差不了你母亲。
赶紧开张做吧！”

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景象。那时，
三甲集街道上跟着三姐开了4至5家油炸
食品店，它们都在在鞭炮声中开张了，又
悄无声息地关闭了。

小时候母亲炸油馃子，总喜欢先藏起
来一部分，那是节日过后防备着招待突然
到家的客人的。母亲常说厨房里没有食
物“贼来不怕客到是怕”。当然，也有部分
是留给我父亲的夜宵。为了不让我们随
便就能找到，母亲想方设法增加储藏的难
度。比如，放在不常用的小木桶里面，上
面盘上绳索高高地挂在墙上。或者，包在
手绢里，塞进装有粮食的柜子里面。可那
时候的我们为了填饱肚子，聪明到只剩下
会找吃的了，无论放在什么位置，都逃不
脱我们的慧眼。当我们洗劫一空，躲在角
落里偷乐时，心里也非常清楚，家里迟早
会因油馃馃被盗发生一场内部战争……

四
母亲因炸油馃馃手艺非凡常被庄里

人请去当厨子。每次做完回来时，东家总
会带给一碗油馃子以示感谢。于是，只要
母亲被请去当厨子，坐在家里静等母亲回
家是我们这一生最甜蜜的往事了。

记得有一年母亲专门做了一盆子各
式花样的油馃馃，装进布袋子里捎带给远
在拉萨的兄弟。母亲给本庄在青藏线上
开车跑运输的乡亲千般嘱咐儿子住的地
址和电话号码。当乡亲长途跋涉到拉萨
打电话时总是无人接听。无奈他按照地
址送过去了，租房里依然没有人，乡亲只
好挂在门口上的挂衣钩上了。而我家兄
弟恰巧那段时间在西藏林芝，等他从林芝
回来时挂在门上的油馃子已经风干，没有
了香甜可口的味道了。于是他开门进去
拿了几个花馃馃放进了碗里，顺手倒进了
开水，他想，泡一泡软了可能会好吃一
点。然后给家里打电话，等讲完电话转身
一看，碗里开了牡丹花，在清亮的开水中
那么鲜艳，是他从未见过的。后来他说，
那一刻的他是那么想家，那么想母亲，他
含着泪水，把那一碗泡软的花馃馃连吃带
喝，一扫而光。

如今，三甲集油炸食品作坊已经星罗
棋布，“阿西耶馓子”“法土麦花馃子”“阿
伊莎油香”等等几乎都是女人的名字，这
足以说明这门手艺是东乡妇女在厨房里
开创的。曾经的稀罕美味发展成了赚钱
致富的看家本事。

早晨天亮之前开门，晚上 7点关门，
打烊，三姐拖着疲惫的身体把麻木的双
脚塞进焦土味的热炕上数着皱皱巴巴的
人民币。一脸的寒霜在昏暗的灯光下含
笑。2000、3000元！这是给别人做窗帘
活一个月的收入啊！儿子一笔一笔地
记账，钞票穿越了一家人渴望富裕的心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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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园雪景红园雪景

鸟巢里的灯光璀璨
映红了全世界的笑脸
历史悠久的北京城
在新春的第一天
喜迎各国运动员
在五环旗下携手团圆

可爱的冰墩墩
活泼的雪容融
激励着诸位勇夺桂冠

一起向未来挑战
用雪花燃烧的灵感
升腾起冰雪相撞的火焰

我想在冰与雪的洁白画面
展现奥林匹克的精彩表演
必将是美仑美唤
更快更高更强的视觉盛宴
一定汹涌来五大洲的掌声
澎湃起全世界的赞叹

礼赞北京冬奥会

◇晏继祖

我坐在窗前
等一朵花开
宁静的露珠
是母亲安详的泪滴
化作春的和风细雨
滋养一束待放的杜鹃
跳跃的花瓣
是孩童挥舞的双臂
似早春枝丫的鹅黄
在原野里悄然又雀跃

我坐在床前
守一株花开
眨动的双眸
是天上的星子闪烁
娇嫩的双颊里
藏着碧波的云

我曾问上帝
何处有天使的足迹

亲爱的宝贝啊
他托着小小行囊
住进我的心里
在春的原野里和着风呢喃
蹁跹舞动春的光艳
轻灵点亮银河的星宿
从此，阡陌春暖

那是你
在黄昏褪尽烟霞后的

浩瀚里
是流连在眼里的星河灿烂
万物美好，皆是因你
悄然盛放
心向大海

等一朵花开

◇徐雅惠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