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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夕拾花夕拾朝朝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生命萌
动。有禾苗的地方就是美丽的家
园，陌上花开，又一次点燃生命的
激情。风中到处氤氲着淡淡的花
香和泥土气息，蛰伏了许久的野菜
也争先恐后地在大地的舞台上演
生命的接力：荠菜、蒲公英、春小
蒜、蕨菜、蒿子、紫云英……我们又
有了美妙的味觉感受，又有了舌尖
上的幸福。

荠菜是大地对人类天然的馈
赠。荠菜从冬天出发，提前上路，
在春天来临的时候，给大地增添一
抹绿色。“宝阶香砌何曾识，偏向寒
门遍地生”，那些看似不起眼的荠
菜，在早春的枯草丛中，却还是带
给人一份俏皮和惊喜，让人有一种
一定要把它们带回家的冲动。

剜荠菜是春天最美的劳动。
铲子深深地刺入尚未完全解冻的
土地，你却能感受到泥土下滋滋
生长的响动，一切生命都在整装
待发。剜荠菜一定要把荠菜连
根拔起，长长的根茎汲取日月精
华，蓄满天地灵气，是荠菜味道
的源泉。

荠菜洗净，涮火锅，香气四溢，唇

齿生津。当然，荠菜最经典的吃法，
就是包荠菜饺子了。用荠菜和豆腐
或者鸡蛋，包一顿素馅饺子，清淡、舒
爽、平和、幽香，让肠胃在春节的大鱼
大肉中得以喘息，用心体会着什么才
是人间有味是清欢。

蒲公英是报春的使者，它们捎
来春天的第一缕讯息，那些星星点
点的黄，是那么的靓丽、卓尔不群，
带给人一种莫名其妙的温暖。在春
风的吹拂下，蒲公英摇曳着无限的
风情，诱惑着人们的每一根神经。

将蒲公英择洗干净，焯水，然
后再用清水漂一个夜晚，除去蒲公
英自身所带的微微苦味。炒时揉
干水分，先将葱姜辣椒爆热，加入
蒲公英翻炒，不论是炒肉还是鸡
蛋，都是绝配。苦味已尽，余下的
就只有鲜香，令人回味，让人念念
不忘。

蒲公英浑身是宝，不但营养价
值极高，还可以清热解毒、醒脑明
目，有很好的药用和美容功效。

少时，最喜欢紫云英花开的时
节。那时，阳光暖暖的，春风柔柔
的，我们要做的功课就是打猪草，
在绿草如茵的原野，将那些锯儿

齿、细米菜、灯笼棵、黄花菜等一一
“请”进笆篓，这些带着浓浓乡土意
味的名字，都是上好的猪草。

但是，到了长满紫云英的田畴
时，我们往往就会忘了打猪草的本
职。在开满碎花朵的田间，我们嬉
闹疯打，和那些蜂蝶一起享受着美
好的春光。疯够了，就随地一趟，在
一片花海中休憩，顺手扯一把紫云
英，塞进嘴里咀嚼。立即便有一缕
甘甜沁入肺腑，那种滋味，让人欲罢
不能。该回家了，我们准会割一大
把紫云英丢进笆篓，要知道紫云英
可是上好的猪饲料。

奶奶也会割紫云英回家，去掉
花朵，把那纤纤细细的茎秆素炒，
竟然是那个季节最美的时鲜，是那
么的香甜芬芳，很是下饭，总是让
人大快朵颐、满心欢喜。

还有春小蒜的香郁、蕨菜的爽
滑、蒿子的浓烈，总是让人痴迷留
恋，回味无穷。在万紫千红的春天
里，在离离原上草的大地上，野菜
们以它淳朴的姿态喂养我们的身
体，滋润我们的生活，它们用一个
季节的芳香带给我们生命最美好
的体验和感动。

春来野菜香
黄森林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
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
关无故人。”每次想起唐代诗人王
维的这首《送元二使安西》时，心里
就情不自禁地涌起一股悸动。诗
中的“朝雨”“轻尘”“客舍”“柳色”，
简直跟我老家的景致一模一样，特
别是烟雨中的老家，那乡村风景，
真是太让人赏心悦目了。

老家的乡村，被群山环抱，站
在山顶上往下看，无法看到村里
的房屋，因为房屋被蓊蓊郁郁的
树木所遮蔽。位于豫南山区的乡
村，虽无层峦叠嶂、流云掩翠，但
却有其与众不同的地方，比如起
伏不断的山丘，一个接一个，连绵
不绝，给人以清晰脱俗之感。在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山居生活
中，每一位村邻都是善良的、温和
的，人与人之间没有钩心斗角，没
有尔虞我诈，有的是相互帮衬，有
的是携手并肩。

乡村最美的季节，往往是阳春
三月。这个时节，春风送暖，大地
复苏，春花竞放，蜂飞蝶舞。这个
时节，也是雨水最为丰沛的时候。
记得小时候，每到清明节前后，经
常会下雨。每次上学时，爷爷奶奶
就会叮嘱我：“带把雨伞，这天弄不
好就得下雨，别淋着了。”多数情况
下，我会听从他们的建议，随手拿

起一把雨伞，就蹦蹦跳跳地去上学
了。也有几回，我没听从两位老人
家的“忠告”，最后淋成了“落汤
鸡”。恍然间，他们已故去多年，我
也早已成家立业，成了一对儿女的
父亲，真是光阴不待人啊！唐朝诗
人杜荀鹤在其诗作《江夏》中写道：

“蒙蒙烟雨蔽江村，江馆愁人好断
魂。”每逢天阴下雨时，我都会想起
爷爷奶奶，想起那个烟雨迷蒙的小
山村，那里有我太多的回忆，不管
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

乡村的美，美在它的真实自
然，美在它的纯洁无瑕，美在它的
清净无染。我家老屋子的门口，
是一片梨园，老屋的后山上，种满
了各种果树，包括板栗树、柿子
树、桃树等。每到花开的季节，梨
花满园，桃花盛放，海棠吐芳，到
处是花的世界、花的海洋。有不
少城里人，专门过来拍照、取景、
留念，一派热闹非凡。等到下雨
时，花瓣飘落，随风翩舞，与树枝
告别，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给人
一种悲凄之美，慨叹世事无常，岁
月易逝，红颜易老。春雨的时候，
也是池塘里的鱼儿欢快的时刻。
我的姥爷擅长打鱼，有几种渔网，
他用得最多的是搭网和撒网。每
逢乡村烟雨之际，他就穿着雨披，

戴着斗笠帽，背着撒网
出去捕鱼，往往是收获

满满。
随 着 城 镇 化 进 程 的 不 断 推

进，乡村里已没有几户村邻了，即
便是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也屈
指可数了。但是，乡村的房屋还
在，乡村的树木还在，乡村的烟雨
依旧。每一年，我都会抽空带着儿
女回老家看看，尤其是春暖花开的
季节。有几次，我们都赶上了下雨
天，淅淅沥沥的雨水，冲刷着乡村
的水泥道路，再也见不到以往的泥
巴路了，却给人一种别样的感怀。
孩子们看着烟雨弥漫的乡村，欢
呼雀跃起来，高声大嗓地喊道：

“好漂亮啊，山村的景色太美了，
特别是这下雨天，仿佛到了一处
最美的桃花源！”孩子们的心声，
也是我的心声啊。

一晃，我已经在城市里生活
二十余年，在见证城市飞速发展
的同时，也目睹了老家乡村的不
断变迁。不管老家如何变化，它
在我心中的地位没有任何变动。
诗人陆游在《书怀》一诗中写道：

“数间茅屋谁知处，烟雨蒙蒙隔断
桥。”不管村里的那些茅屋、砖瓦
房是否还存在，不管是烟雨蒙蒙
还是骄阳四射，老家永远是我心
中最美的牵挂。在那朦胧细腻的
烟雨中，怀念那些与乡村有关的
人与事，回忆那些逝去的点点滴
滴、丝丝缕缕……

乡村烟雨
邹 相

走在浉河公园的竹林里，阳光细细密
密地砸下来，身边偶尔有老年夫妻和小情
侣走过。

这个时候，我喜欢静坐，泡一杯苦丁
茶，读几首新词，坐累了就靠着竹椅小憩，
断断续续的丝竹声传来，倒是让耳朵享受
这天籁之音了。

竹林不大不小，鹅卵石铺就的小路曲
曲折折，四通八达。走在里面，总是有大大
小小的惊喜忽现眼前，迷路的蜻蜓切切地
扇着翅膀，一群小蚂蚁井然有序地妄想爬
到竹子顶头。

一阵微风吹来，卷起的裙摆撩拨着冒
出的小草，这都是源于自然的恩赐，波澜不
惊的生活也泛起了层层涟漪。

竹林的深处是一个曲折的长廊，有两
个老人在那里下棋，不知疲倦，直到老伴儿
来寻才相互依偎着离开。我不敢近距离打
扰，遮遮掩掩地拿着手机拍下这一幕。

沿着小路，枯黄的竹叶零星地散落在
小路的两边，沾染了少许的尘土，像是很久
没有人打扫了，又像是刚刚凋落的新叶。
路边的竹椅上坐着一个人，正静静地思考，
我对此也习以为常了，因为这也是我曾经
的样子。

转眼间，竹林已被我走了个遍，抬头已
是黄昏。天色越来越暗，四周突然寂静，一
时间，恍惚步入那悠长又寂寥的小巷，这个
时候若是来一场小雨该多好啊！在绿色掩
映下的素颜，怀揣着怎样的涓涓心事？在
长发及腰的韶华里，是否能遇见那个带着
淡淡忧伤的少年？

一对手拉着手的少男少女由远及近，
少年阳光自信，少女温柔美好，两个人贴着
耳朵低声地诉说着什么。对于他们，我并
不羡慕，只有深深的祝福，这大概就是青春
最美好的样子吧。

不远处的亭子里，架着一台单反相机，
拥有相机的是个中年男子，大概保养得很
好，看不出岁月在脸上留下的痕迹。我慢
悠悠地踱步而去，怕惊扰了他的宁静，傻傻
地站在一边看着他搜寻目标的样子，有些有些
笨拙。

华灯初上，中年男子扛着相机寻找下寻找下
一个镜头去了，亭子里瞬间更加寂静起加寂静起
来。我蹲下身子，抚摸着手腕上的玛瑙手上的玛瑙手
链，想起多年前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下午。。

那是在南方的一个小镇，一个少年带少年带
着他心爱的姑娘，走遍了大街小巷小巷，，只为寻只为寻
找一串满意的玛瑙手链送给她她。。时过境时过境
迁，仿佛在梦里，在那个江南小镇镇，，我看见我看见
那个奔跑在阳光下的少年，傻傻地微笑，眼眼
中还藏有淡淡的忧伤和惆怅。

人生若只如初见该多好，那个时候还
有冲有冲动的喜悦。

而今，简单亦安然，见或不见，亦是对
彼此最美的祝福。

简单亦安然简单亦安然
兰 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