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国梁
春末，很多花都开得没了力气，好

像是被春风追到了穷途末路，便萎靡下
来。这样的时候，桐花却开了个热热闹
闹。

在我的印象中，桐花是一种承前启
后的花，是季节转换的标志。桐花开起
来，意味着春天快要结束、夏天就要来
了。“莫道春花已殆尽，点滴桐花春不
老。”桐花延续着春天的气息，但好像
有点最后的疯狂的意味。桐花开得张扬
热烈，像一首豪放派的宋词，宛若大江
东去，惊涛拍岸。

豪放的桐花，花朵硕大，完全不像
桃花、梨花那样娇小。桐花一簇簇的，
且簇簇相连，开得密不透风。桐花开在
家家户户的院落里，成为一道引人注目
的风景。从我记事起，就记得庭院里那
一棵高大的梧桐树。自古有“梧桐引
凤”的说法，梧桐树被看作吉祥之树，
自然会受到人们的喜爱。

我家院子里的那棵梧桐树已有些年
头儿了。梧桐花开，院子里弥漫着浓郁
的花香，带点甜味儿，很好闻。梧桐树
上挂满了花朵，它们开起来就是铺天盖
地的，像是大自然拿着一管粗大的笔在
尽情挥毫。我总觉得桐花是所有的花中
最质朴的，有平民的气质和随意的风
格。豪放的桐花虽然欠缺精致和文雅，
但大气慷慨，有英雄的性格。

桐花是一树一树开起来的，整个村
庄因为紫色的桐花而变成紫色的海洋。
一树树桐花，仿佛是齐声呐喊后一夜之
间全都开了。梧桐树上几乎没有叶子，
全是淡紫色的花朵。那一树紫色的花像
瀑布流泻，像紫霞飘荡，蔚为壮观。

豪放的梧桐为何如此毫无保留地开
放？因为春天一退场，它们就会离开。
为了不辜负每一个春天，它们一定要倾
尽所有。人如草木，为了不辜负生命，
也要拼尽全力倾情绽放。草木是有情且
有心的，一边奉献美丽风景，一边教给
我们智慧。

豪放的梧桐是故乡的一道风景。那
浓郁的花香弥漫在记忆中，经年不
散。多年后，我在城市的街头看到一
树桐花。抬头仰望，一朵朵紫色的桐
花正悬在枝头。忽然间，一朵桐花落
了下来，我捡起来，发现它是那么美
丽——这是我这些年来不曾留意过
的。桐花的花瓣呈喇叭形，修长而美
观，像一只风铃。梧桐树上花朵摇曳，
分明就是风铃摇响了温柔的旋律。豪放
的桐花藏着一缕柔情，那是一朵花对大
树的依恋。

那一刻，我仿佛回到了故乡，看到
家家户户院落里飘荡的紫色云霞。那样
辉煌壮观的场景是季节转换之时的一场
盛大仪式，花香四溢，我站在季节的路
口，梦回故乡……

桐花簇簇

■王 丽
每个人的味蕾，都隐藏着一个有关家乡美食的

秘密，常常有意无意地勾起儿时的记忆。
现在依然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吃香椿的情景。看

着大人们吃得津津有味，我也夹了一筷子放嘴里，
不到三秒钟立马吐了出来。父亲说那是一种香，但
我总感觉那味道怪怪的。后来母亲用香椿做包子，
有时还做香椿粉蒸肉，吃着吃着，我慢慢喜欢上了
香椿的味儿，感觉越嚼越香。从此每年的春天，餐
桌上就再也离不开香椿了。

春分一过，气温回升，香椿就开始冒芽。那芽
肥嫩，一簇簇地攒在枝头，看着就喜人。忍了一冬
的香椿，冒出的第一茬芽最为珍贵，怎么吃味道都
不会错。掰下一小把儿，洗净切碎，放上几个鸡蛋

一起炒，味道格外鲜美。几乎每年的第一把香椿，
父亲都要让我送给爷爷，他说食椿代表长寿，是祝
福长辈们长寿安康的意思。后来我在书上看到，给
亲戚朋友送香椿，也有送春的含义。食过香椿芽
后，香椿一路疯长，一茬又一茬，从春分到清明，
从清明到谷雨，直到立夏将至。

香椿是长在树上的蔬菜，季节性很强。“雨前
椿芽嫩如丝，雨后椿芽生木质。”谷雨时节香椿味
儿正浓，最普通也最经典的吃法就是香椿炒鸡蛋。
香椿的绿加上鸡蛋的黄，让人立马嚼出春天的气
息，哈一口气都带着春天的味道。所以香椿在老家
绝对算是尝鲜的佳肴，也是春天里最出彩的一道菜。

外出读书那几年，母亲担心我想家，总要给
我捎些干香椿。“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思

乡的时候，炒一盘老家的香椿苗，往往吃得我热
泪盈眶。参加工作后，父亲在自家地边种上了十
几棵香椿树，每年春季，他都要叫我回家采摘头
一茬香椿。掰香椿芽、炒香椿菜，陪父母一起尝
春，实在是世上最幸福的事。我也常常把老家的
香椿带回城里送给邻居们尝尝，收获了浓浓的邻
里情。

有了冰箱后，香椿再也没有断过，成了冰箱
里的“常住代表”。晾干的香椿用保鲜膜封好，放
冰箱里冷藏着，随时拿出来享用，可以吃上一整
年。

想家的时候，我就学着母亲的样子炒香椿，带
着一种仪式感。吃上一小口，尝到了春天的味道，
也尝出了浓浓的乡愁。

舌尖上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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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 牡丹 万国喜 作

■■心灵漫笔心灵漫笔

■■挚爱亲情挚爱亲情

■■红尘百味红尘百味

■■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江初昕
故乡的村外有一大片河滩，长满了

粗壮的水杨柳，绿绿的一片，是我们童
年时嬉戏的乐园。

这些水杨柳生命力极强，有的长得
歪歪斜斜呈倒伏状；有的树根虽裸露在
河滩上，却总是一派枝繁叶茂的景象。
童年时，每到周末，我和小伙伴便挎上
竹篮到田边割猪草，总会听见悦耳的声
音。我们一听就知道是柳笛声，纷纷扔
掉手中的竹篮朝河滩奔去，都要抢牛郎
的柳笛。牛郎不会说话，他父母很早就
去世了，从小就跟随着叔叔一家生活。
他经常到河滩上放牛，特别喜欢和我们
小孩子玩耍。

每到周末，也是牛郎最开心的时
候。牛郎见我们人多，高兴得手舞足
蹈。牛郎似乎怕我们抢他手上的柳笛，
飞速爬上了水杨柳，还在树上得意地朝
我们吹着自制的柳笛。我们不甘示弱，
也纷纷爬到树上。牛郎见状，像猴子一
般又下树去了。大家相互追逐着，在柳
树林里东躲西藏。闹够了，牛郎答应给
我们制作柳笛。

只见他拿出一把柴刀，挑选一根小

指粗细的柳条，挥刀砍下。坐在一根倒
塌的柳树桩上，专心致志地制作柳笛。
取柳芯是最难的，柳皮紧裹在上面，用
蛮劲儿就会将其撕裂，柳笛也就制作不
成了。牛郎先用刀背轻轻拍打柳枝，又
在光滑的石头上不停地滚动柳枝，后将
柳枝放入水中浸泡片刻，拿出后用力一
拔，柳皮就脱枝而出。然后，他用柴刀
压扁柳皮一端轻轻削薄，将其浸入水中
使之润滑，并不断调整上端的宽窄，以
达到最好的音质效果。

牛郎自己的柳笛与众不同——不仅
比我们的粗，还插了箬叶卷成喇叭状，
把制作好的柳笛卷在里头，如此吹出来
的笛声格外响亮。大家都有了柳笛，就
玩起打仗的游戏来。小伙伴们把柳枝编
成草帽戴在头上，或隐蔽在柳林丛中，
或爬在柳树上，或钻进柳树洞里。牛郎
坐在石块儿上看着我们玩闹，他也高兴
得很。

“嘟嘟”柳笛声，声声入梦来。真想
回到故乡河滩上那片翠绿的柳林中，穿
梭在绿意盎然的柳树间，吹响那青涩的
柳笛，和童年的伙伴一起追逐、嬉
戏……

柳笛声声

■■孙克艳孙克艳
一说到吃一说到吃，，便总是充满了世俗的烟火气便总是充满了世俗的烟火气，，甚至甚至

还会让人想到还会让人想到““饕餮饕餮”“”“贪嘴贪嘴””等词汇等词汇。。然而然而，，以以
花为馔却是一桩风雅之事花为馔却是一桩风雅之事，，辅以雅致的烹调手法和辅以雅致的烹调手法和
独特的美食造型独特的美食造型，，往往会在视觉和嗅觉上给人带来往往会在视觉和嗅觉上给人带来
别样的享受别样的享受。。

中国自古就有食花的风俗中国自古就有食花的风俗。。屈原在屈原在《《离骚离骚》》中中
诗云诗云：：““朝饮木兰之坠露兮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夕餐秋菊之落英。。””饮饮
露食花既是古代修行者的一种饮食比拟露食花既是古代修行者的一种饮食比拟，，也是文人也是文人
雅士不可或缺的赏心乐事雅士不可或缺的赏心乐事。。以鲜花为食更是崇尚以鲜花为食更是崇尚

““道法自然道法自然””与与““不时不食不时不食””的身体力行的身体力行。。国人是国人是
浪漫又实在的浪漫又实在的：：““花开则赏之花开则赏之，，花落则食之花落则食之，，勿使勿使
有丝毫损废有丝毫损废。。””花儿绽放时凝视赏望花儿绽放时凝视赏望，，不吝赞誉不吝赞誉；；
花儿凋谢时捡拾烹饪花儿凋谢时捡拾烹饪，，不辞其味不辞其味。。赏也罢赏也罢，，食也食也
罢罢，，都是人们对花儿的珍爱都是人们对花儿的珍爱，，也是对美好事物的回也是对美好事物的回
应与反馈应与反馈。。

四季虽花令不同四季虽花令不同，，但以花为馔的食法大致相但以花为馔的食法大致相
同同。。最简单的是以花入粥最简单的是以花入粥，，最出色的要数桃花粥最出色的要数桃花粥

了了。。白白的大米粥白白的大米粥，，熬得软糯熬得软糯，，粉色的花瓣粉色的花瓣
弥漫着桃花清雅的香甜弥漫着桃花清雅的香甜。。盛在精致的瓷碗盛在精致的瓷碗

里里，，粉白相衬粉白相衬，，好一幅典雅的美味图好一幅典雅的美味图，，总让人想起总让人想起
““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桃花相映红””来来。。粥入口后粥入口后，，细腻却无法忽细腻却无法忽
视的花香在唇齿间生发视的花香在唇齿间生发，，浅淡而馨香浅淡而馨香。。即使饭后即使饭后，，
呼吸和唇齿间仍有余香呼吸和唇齿间仍有余香。。

类似的还有梅花粥类似的还有梅花粥、、茉莉花粥茉莉花粥、、玫瑰花粥等玫瑰花粥等。。
以不同的花卉入粥以不同的花卉入粥，，会有不同的口感和香味会有不同的口感和香味，，这便这便
是每一种花儿的独特之处了是每一种花儿的独特之处了。。诗人杨万里也拒绝不诗人杨万里也拒绝不
了梅花粥的诱惑了梅花粥的诱惑，，在其诗作在其诗作《《落梅有叹落梅有叹》》中写道中写道：：

““才有腊后得春饶才有腊后得春饶，，愁见风前作雪飘愁见风前作雪飘。。脱蕊收将熬脱蕊收将熬
粥吃粥吃，，落英仍好当香烧落英仍好当香烧。。””梅花飘落时梅花飘落时，，诗人捡拾诗人捡拾
后不仅要做梅花粥后不仅要做梅花粥，，还要当香烧还要当香烧，，真真是个充满雅真真是个充满雅
趣之人趣之人。。

除了做粥除了做粥，，还有用花做汤还有用花做汤、、做菜做菜、、做饭做饭、、做做
茶茶、、做酒做酒、、做点心等吃法做点心等吃法。。最常见的如用百合花最常见的如用百合花、、
栀子花栀子花、、菊花菊花、、霸王花等熬汤霸王花等熬汤，，用蓟花用蓟花、、金针花金针花、、
石榴花等炒菜石榴花等炒菜，，用玫瑰花用玫瑰花、、菊花等蒸米饭菊花等蒸米饭，，用茉莉用茉莉
花花、、玫瑰花玫瑰花、、荷花荷花、、金莲花等做花茶金莲花等做花茶。。

而梅花而梅花、、茉莉花茉莉花、、玫瑰花玫瑰花、、桂花等可做点心桂花等可做点心，，
若能在造型与色泽上稍作构思若能在造型与色泽上稍作构思，，往往令人赏心悦目往往令人赏心悦目
而觉秀色可餐而觉秀色可餐，，既能提升美食的视觉冲击力既能提升美食的视觉冲击力，，又能又能

让味蕾感受别样的愉悦让味蕾感受别样的愉悦。。诸如玉兰花诸如玉兰花、、栀子花栀子花、、南南
瓜花等花因其花瓣肥厚瓜花等花因其花瓣肥厚，，故可拌面糊下油锅煎炸故可拌面糊下油锅煎炸，，
脆酥馨香脆酥馨香。。此外此外，，紫藤花紫藤花、、槐花槐花、、榆钱等可拌面蒸榆钱等可拌面蒸
食食，，梅花梅花、、丁香花丁香花、、桃花桃花、、牡丹花等可做花蜜食牡丹花等可做花蜜食
用用。。

另外不可不提的便是富于风雅情致的花酒另外不可不提的便是富于风雅情致的花酒
了了。。桃花桃花、、玫瑰花玫瑰花、、荷花荷花、、桂花桂花、、菊花等皆可做菊花等皆可做
酒酒。。屈原有诗句云屈原有诗句云““奠桂酒兮椒浆奠桂酒兮椒浆””，，可见战国时可见战国时
即有桂花酒了即有桂花酒了。。唐朝诗唐朝诗人孟浩然的千古名句人孟浩然的千古名句——

““待到重阳日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还来就菊花””，，则表明重阳赏菊花则表明重阳赏菊花、、
饮菊花酒已经成为当时的风俗饮菊花酒已经成为当时的风俗。。写桃花酒的诗词更写桃花酒的诗词更
是多是多——元代胡奎的元代胡奎的““春风吹舞腰春风吹舞腰，，劝饮桃花劝饮桃花
酒酒””；；明代唐寅的明代唐寅的““花魂酿就桃花酒花魂酿就桃花酒，，君识花香皆君识花香皆
有缘有缘””；；清代屈大均的清代屈大均的““新篘正月桃花酒新篘正月桃花酒，，溪女鲥溪女鲥
鱼只百钱鱼只百钱””……端着绯色的桃花酿……端着绯色的桃花酿，，桃花的芳香袅桃花的芳香袅
袅飘散袅飘散。。于是于是，，曾经的桃花曾经的桃花，，经过一个春秋的沉淀经过一个春秋的沉淀
酝酿酝酿，，穿过时空穿过时空，，与今年的桃花相逢与今年的桃花相逢。。如如
此此，，便是两个春天的相遇便是两个春天的相遇。。

见花开于枝头见花开于枝头，，见花开于杯盏见花开于杯盏，，做一做一
个个““花吃花吃””，，甚好甚好。。

食花者言

■李易农
“饿了就爬上树捋一把榆钱吃……”每每看到榆

钱，我总会想起童年时母亲说过的这句话，脑海里
会呈现一幅相同的画面：一个齐耳短发的中年妇
女，麻利地爬上一棵碗口粗的榆钱树，站在树杈上
用手捋榆钱，“唰唰唰”的声响过后，手里就满满的
一把了。她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填，大口地咀嚼，使
劲地吞咽……

这是我为母亲勾勒的捋榆钱画面。母亲年轻时
手脚麻利，干起活来比一个男劳力还强，人送外号

“铁娘子”。
“娘，你也不嫌脏？也不怕有蚂蚁或者虫子？”

我实在敬佩母亲的能干。
“饿的时候哪还管那么多。吃饱了，就再多捋

点儿，拿回来蒸着吃。哎呀，那味道真叫好
吃……”童年我也吃过多次榆钱，那时候相比母亲
说的吃生榆钱的年代，日子要好过多了。家门前不
大的榆钱树，成了我实现吃榆钱愿望的情感寄托。

听母亲说得多了，自然而然就想尝尝榆钱。母亲开
始试着去爬树，但几次都没成功：“唉，老了
哦……”说着，母亲找来工具，用力去拉弯树枝，
轻咬着牙齿用力去捋，满一把了就放到我递上去的
篮子里。

我迫不及待地抓一把绿莹莹的榆钱往嘴里送，
嚼几下，鲜嫩是鲜嫩，但又觉得味道并不像母亲说
的那样好吃，我“呸”的一声吐在地上。有的榆钱
落于地上，我也懒得去捡拾，踩在脚下变成了绿泥
巴。母亲嗔怪我不知道爱惜：“没有榆钱充饥，你娘
我早就饿死了……”

母亲说，她小时候整日吃了上顿没下顿，饿得
路都走不动。野菜、草根、树皮，能吃的母亲都吃
过。相比起来，榆钱的口感和营养还是上等的。所
以，村里村外的榆钱养活了母亲和同村人。说完，
母亲坐下来掬起一捧榆钱，细细地看着它们，轻盈
的榆钱、娇嫩的榆钱，在母亲粗糙的手里像个绿娃
娃。

母亲动手淘洗，沥干水分，用箩筐盛了，把玉
米面和白面撒在榆钱上，反复揉搓后就可以上笼蒸
了——大火蒸十分钟，小火蒸十五分钟，趁热用香
油、蒜水和盐巴调味，嘿，吃起来还真香，我一顿
能吃两大碗呢！母亲看我吃得香，就撇着嘴说：“现
在觉得好吃了？刚才你不是还在糟蹋它们吗？”

母亲爱榆钱，以至于后来榆钱树因为盖房子而
伐倒后，她很长时间都闷闷不乐。直到后来我家院
子旁边又长出一棵榆钱树，母亲才有了欢喜的表
情。母亲耐心地伺候着它，浇水、施肥，没几年就
又长大了，春天来时，又是满树的榆钱。

而今，母亲已经快八十岁了，家门口的榆钱树
因为盖院墙又一次被砍了。偶尔遇到有人卖榆钱，
她会上前亲昵地摸一摸、闻一闻，买一些回家，有
时还会抓一把往嘴里填……那一刻，我觉得母亲不
是母亲了，是一头老黄牛，她咀嚼榆钱的模样，仿
佛是在反刍那过去的时光。这时光里，有苦有乐，
有笑有泪，更有母亲对生活别样的情怀……

一把榆钱

■罗 高
大姐寄来一盒核桃汁，打开后扑鼻而来核桃

的清香，表面泛着浮动的核桃油，下边是沉淀的
核桃仁，香气袭人。

给大姐打电话，她没接，几分钟后我收到她
回复的一则短信：“我不方便接电话。寄的东西你
应该收到了吧？别人给了我一些核桃，我拿来做
了核桃仁和核桃饼。吃的时候你记得热一下。”大
姐平时公司事务比较忙，能做这些实属不易。不
禁想起小时候我们一起争抢着吃祖母做的核桃
饼。她当时就说：“等我长大了也做给你吃！”话

语下深藏着那不曾被山高水远所隔断的思念和牵
扯不断的亲情。

正在这时，我的思绪被手机铃声打断了。“你
下班回家了吧？一会儿有快递送货上门，留意查
收。”我询问是什么东西，妻子说：“打开看看就
知道了。”这份快递缘于那天我和女儿在游戏中一
起唱“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我对女儿说：“等过几天，天气暖和一点儿我们穿
上新衣去找春姑娘玩儿。”没想到随意的一句话被
妻子记在心上，她就给我买了一件心仪已久的T
恤。

正沉浸在这份温暖中，又来一条信息：“兄
弟，好久不见，一切安好？这几天老婆挑苜蓿，
我又想起咱们小时候一起偷苜蓿的情景，给你也
寄了点儿。凉拌着吃，味道还是很过瘾的！”我们
又通电话畅谈了一番。当年，他母亲包的苜蓿饺
子，我们几个小伙伴抢着吃，连盛饺子的盘子都
被摔碎了。想到这些，我一下子被感动了，好久
不见的同学，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送来朴实的问候
和应景的家乡美食，勾起彼此满满的童年记忆。

有些看似很不起眼的举动，都蕴藏着暖心的
温情，值得我们用一生去珍藏和回味。

岁月温情

■刘云燕
在山西旅行时，我认识了一位年逾七十的阿姨。
她一生喜爱剪纸。农闲时，她就喜欢安安静

静地坐下来，一手拿着剪刀，一手拿着红纸，生
活中和劳作时的场景就会出现在脑海里。她从来
没有学过美术，也没学过剪纸，却能把脑海里的
图案一点一点地剪下来。她的每幅作品必有吉祥
的寓意，或是“喜鹊登枝”“年年有余”，或是一
些劳动的欢乐场景。每到春节，村子里的人们都
会来求窗花。老太太就戴上眼镜，一张一张地给
乡亲们剪窗花。每每那些精美的窗花贴起来，年
也就到了。她说：“生活中难免会有苦涩，这些喜
庆的东西会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未来还有
无限的希望。”

生活中的一粥一饭也很美。我有一个很会做

饭的朋友，经常能变着花样制作美食。有一次，
我看她在蒸馒头。我们平时蒸的大多是白馒头，没
有什么花色，而白白的面片在朋友手中翻飞，不一
会儿就变成了圆圆的面片。她在面片上放上红枣，
附上用菠菜汁和成的绿色面团，三揉两搓就形成了
玫瑰花的底儿，再把用火龙果汁和成面做出来的花朵
放在上面，真是让我爱不释手。我说：“这么美的玫瑰
花馒头谁舍得吃啊？”朋友则说：“生活也需要创造
美，这样每一天才充满了无穷的乐趣。”

如果你曾去过云南昆明宜良的河湾村，定会
被触目可及的美好所打动。河湾村一面靠山、三
面环水，小河蜿蜒呈马蹄形，围绕着这个水上的
小村落。村内古木苍翠、绿树成荫。每到夏天，
河塘里的荷花开了，到处是翩翩起舞的荷花仙
子，使得整座村落更加灵动、美丽。最让人“啧

啧”称赞的是当地人种植的五彩稻田。从山顶向
下望去，紫、黑、白、黄、绿各种颜色交相辉映，
村民们用红土为布、彩稻做笔，令人叹为观止。站在
高处远眺稻田，你仿佛在欣赏一位大画家的作品，而
这作品的作者就是那些辛勤耕作的人，他们心中充满
了美和祝福。

生活中也需要一双欣赏美的眼睛，才能发现
很多有趣的事儿。比如汪曾祺写 《下雨天》：

“雨真大。下得屋顶上起了烟。大雨点落在天井
的积水里，砸出一个一个水泡。我用两只手捂
着耳朵，又放开，听雨声‘呜哇，呜哇’。下大
雨，我常这样听雨玩。”在汪老笔下，即使一场
落雨都充满情趣，让人童心萌发，感觉生活的确
很好玩。

美好就在我们身边，弯腰可拾。

弯腰可拾的美好

■特约撰稿人 李伟锋
一场花事
从大唐的后花园赶来
在烂漫的春光中，再也忍不住

一下子跳了出来
从鹅黄到墨绿
从淡紫到桃红
开在画里，开在书里

牡丹花事

■特约撰稿人 李 季
我想给你四月的雨水和阳光
那好看的涟漪，柔软的水草
以及燕子的呢喃和陌上的花开
有时你的脸闪现又消失
有时我们无声地彼此相望
把直路走成弯路的人

多看了多少风景
把一生当成一日来过的人
重复了多少次离别
有时刹那就是永恒
此前和此后，都是余生
春色明艳，你分花拂柳
嫣然一笑，宛如初见

我想给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