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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做美篇
文/王晓明

退休后闲暇时间多了，健身、旅
游、阅读、刷微信等占了我生活中很大
一部分。一次在同学群里看到某位同
学制作的一篇游记，图文并茂，其中还
有几段清晰的视频，我的眼睛顿时一
亮，这种图、文、视频相结合的游记形
式正是我也想做的。再仔细一瞧，它
是用手机应用软件“美篇”制成。我随
即虚心向那位老同学请教，然后又自
己好好琢磨研究了一番，很快就掌握
了基本制作要领。

之所以有制作美篇的想法，是因
为常常旅游归来后意犹未尽，如果把
旅行照片做成美篇，在有空时拿出来
欣赏，就仿佛又身临其境地游览了一
次。掌握美篇的制作方法后，我在参
观各地名胜古迹及各类博物馆、艺术
展、历史建筑时，就更留心观察、专注
拍摄了。我的第一篇美篇是在北京参
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后制作的。为
能在美篇中清晰、完整地彰显革命历
史博物馆的风貌和相关知识，我参观
了两次，拍下许多实物照片、文字解
释，还扫了二维码。制成《参观革命历
史博物馆》美篇后发送到微信朋友圈，
亲朋点赞留言“拍摄和制作得真赞”。

我和老伴经常游览瞻仰名人故
居，或参观各类博物馆、艺术展，既丰
富了退休生活，也为制作美篇提供了
翔实的资料。我先后制作了《走进恭
王府》《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哈
尔滨圣·索菲亚教堂》《海口骑楼老街》

《客家土楼》《广州沙面老街》等美篇，
都得到了亲朋好友的鼓励和夸赞。

做美篇，不仅要在旅游前和旅游
时做好功课，回来后也有很多准备工
作需要完成：整理、选择照片，搜索景
点相关资料，确定主题，制作旅游专题
……创作美篇的过程是回味旅行、重
温景点、增加快乐的过程，我很享受。
有老朋友对我说：“你去的地方其实有
许多我都去过，看了你做的美篇，觉得
你的旅游品位比我高，收获比我多。”

除了游记，我还将毕业了五十多
年的老同学聚会时拍的照片、视频整
理后配上文字、音乐，制作成图文并茂
的《同学情深》美篇，发到群里，大家纷
纷点赞、收藏、转发。

创制美篇需要花较多的时间和精
力，它促使我不断地学习新知识，了解
新资讯，掌握新技能。我学习制作美
篇得到了儿子的技术指导和点赞，他
常说：“老爸的退休生活蛮有劲的。”这
几年我将过去的许多照片进行了翻
拍、整理和归类，编辑成多个专辑。我
还在七十岁生日时自编、自导、自拍了

《七十述怀》，用口述的方式全面回忆
了自己的一生，并完整记录了生日宴
的欢乐场景。制作美篇，使我保持身
心健康，其乐无穷，成了我退休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
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
符。”过年要贴新的年画、春联，还有门
笺也是不可或缺的。

门笺也叫喜笺，用红纸裁剪、刻制
而成，呈长方形，有镂空的吉祥文字或
图案，内容丰富多彩，文字如“吉祥如
意”、“五谷丰登”、“恭喜发财”等；图案
有“年年有鱼”、“麒麟送子”等，千姿百
态，异彩纷呈。一套门笺一般是三张
或五张，为单数。门笺和春联是相伴
相生的，贴了春联，门笺也就一并张
挂，春联贴在两侧门框上，门笺是像帘
子一样挂在大门的上端门框，春联横
批的下方。

我国民间春节挂门笺的习俗由来
已久。从《后汉书》记载的青幡，到唐
宋时的“以鸦青纸或青绢剪幡贴于门
楣”，再到清代“处处挂门笺”为“门楣
增气象”。门笺形成现在的样式，始终
演绎着避祟驱邪、纳福求祥的内容，表
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

记得小时候，一到腊月二十后，各
家各户就张罗着春联和门笺的事了。
那时的农村生活条件差，一般人家舍
不得花钱到镇上的供销社买现成的对
联，大多买张大红纸，裁好了，求有文
化的人写一副，或者干脆是自家上学
的孩子歪歪扭扭地写上两行蹩脚的毛
笔字。更有的人家，干脆直接贴上无
字的红纸，图的是个喜庆。父亲写得
一手好字，那几天求父亲写春联的乡
邻络绎不绝。为此家里甚至要倒贴红
纸、笔墨，但父亲总是来者不拒，让每
个人高兴而来满意而去。我的二哥绘

画书法和做玩具木头枪样样精通，刻
门笺也是一把好手。一沓裁好的红
纸，用夹子夹住，在最上面的一张画上
样稿，然后就凭一把锋利的小刀刻、
挖、挑。刻好的一沓门笺，我拿过去一
张一张地仔细撕分开，留下自家用的，
其余的分送给左邻右舍。

贴门笺是我很乐意做的事。我打
来一盆水，踩在高凳子上，去年的门笺
早不知被风吹到哪里去了，残留的根
部还在门楣上粘得牢牢的，要用水打
潮了才能撕干净。我把湿抹布往门楣
上使劲按，结果挤出的水从袖口直灌
进胳肢窝，弄得袖子湿漉漉的。最后
还是母亲过来三下五除二把旧的去
掉，贴上新的门笺。除了门窗，我们也
会把门笺装饰到灶头、水缸、箩筐等物

件上，不过这些地方一般只贴一张。
过年了，爆竹声响彻云霄，千家万户的
门上红彤彤一片，年味浓浓，喜气洋
洋。

现在的春节城市里似乎贴门笺的
人家少了，但我每年都贴，也不用专门
去买，年前许多商家在顾客去办业务
或是购物时，会赠送一些很精美的春
联，有的还夹着一张门笺。我不想把
它浪费，贴在门上既好看又增添些年
味。

“贴春联，挂门笺，欢欢喜喜过大
年……”门笺是令人难以忘怀的绚丽
记忆，迎风飘动的门笺和春联、年画交
相辉映，成为新春佳节里一道亮丽的
风景。

冬日的午后，在公园中散步，沐浴
在暖阳下，眼前点点寒梅的倩影，清瘦
飘逸的风韵，若有若无的幽香，让人流
连。但也多了份岁月的感怀，因为时
间飞逝，不知不觉到了腊月，过了腊八
就是年啊，梅绽放一次，人添了一岁。
这时，在老家农村，家家户户都忙着准
备年货了，杀猪的、宰羊的，那一串串
挂在墙上腌制的鸡鹅、腊肉、香肠，就
像追逐新春的一个个印记，春节的脚
步真的越来越近了。村上还有一件事
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磨豆腐。

小时候，家境较为贫寒，也没什么
鱼肉可吃，每到春节前，就要磨豆腐。
自家收获的黄豆，早几天就用河水浸
泡了，涨得周身圆鼓鼓的，用手指一
捏，豆皮就会脱落。我们村是不到 40
户的小村，几乎家家都要磨豆腐，可村
上只有一间小磨坊，所以要排队。轮
到时，全家人齐出动，即便三更半夜也
得去。那时只能靠人工拉磨。俗话
说，世上有三苦，撑船、打铁、磨豆腐，
这话真不假。

记得我也跟着父母去帮忙，一般
两人拉磨，力气大的一人也能拉动，还
有一人左手握住拉磨杆跟着转动，右
手填豆、加水，村上人会相互帮忙。圆

圆的石磨盘不停地旋转，吱吱呀呀的
磨声中，鲜嫩的豆浆如玉乳般汩汩流
淌，淡淡的豆香弥漫开来。

拉磨需匀速，我有时也帮忙去拉，
但没多长时间就没劲了，只得败下阵
来。下一道工序是滤浆，把豆浆和豆
渣分离出来。豆渣那时可以用大蒜叶
炒一下当菜吃，剩余的喂猪。豆浆则
倒入大铁锅中，柴火早已准备好，一般
都是树枝一类的。烟熏火燎的灶头散
发出烟火气息，印刻着乡亲们忙碌的
身影。灶膛的火正旺，直至烧开，浓郁
的香气满屋，师傅便舀点豆浆叫大家
尝尝。

点浆是最重要的环节，技术要求
高。滚开的浆倒在大缸里，师傅动作
娴熟，一边倒入石膏水，一边上下大力
搅动，顿时气温浮动，泛起了豆花，整
个屋内热气腾腾。只见师傅两眼紧
盯，当泛起阵阵大花时，用勺子挡住花
头，闷浆十多分钟即凝固成豆腐脑。
那时也不加什么作料，纯美的豆腐脑
香味深深地烙在我记忆中。最后，就
是压石去水，划成一块块豆腐。正如
古诗所云：“漉珠磨雪湿霏霏，炼作琼
浆起素衣。出匣宁愁方璧碎，忧羹常
见白云飞。”其实，豆腐在我国已有两

千多年的历史了，就这么一代代传承
下来。当时，我真佩服那位师傅，把如
此传统的手艺学会。

豆腐担回家后，便用水“养”在桶
中，每隔几天就换一次新鲜的河水，有
时还会加点盐，这样保存的时间会更
长一些。豆腐有多种吃法，捞上几块
用竹篮把水沥干，用来做豆腐卤；有的
放在外面过夜，让其上冻，吃冻豆腐；
也有的做成豆腐圆子；更多的是青菜
烧豆腐。这道菜在我们江南最为平
常，做法也极为简单，连像我这样平时
不下厨的人也会做。青菜烧豆腐，味
道鲜美，清爽宜人，是我的最爱，甚至
吃完饭后，还要吃上一碗。民间素有

“青菜豆腐保平安”一说，其中之意在
我看来，不但指这道菜营养丰富，而且
借一青一白清清爽爽的色泽，寓意做
人也要清清白白，这样才能一生平安。

如今，老家的村庄已拆迁，那熟悉
的豆腐香味再也闻不到了，成为永远
的回忆。市场上的豆腐虽然花色品种
众多，什么家常豆腐、老豆腐、臭豆腐
等，但没了老家的味道。因为那石磨
流淌出的是浓浓年味，那豆腐是用亲
情熬浓的醇香，那小村是我无法割舍
的根。

红红火火贴门笺
文/丁维香

石磨豆腐香味浓石磨豆腐香味浓
文/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