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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壤深根蒂，风霜已饱
经。如何纯白质，近蒂染微
青。每次读宋代理学家刘子
翚的《萝卜·密壤深根蒂》，都
会对市井里随处可见的萝卜
产生无限的遐想，刘老夫子短
短的二十个字，把萝卜的生长
和品质描绘得清清楚楚，有一
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一定见证
了萝卜的前世今生，也肯定知
道啥时候的萝卜最好吃。

也是，萝卜这东西，从古
代长到现在，依然是老样子，
喂饱了多少代人的胃。

想起小时候放学，每次路
过萝卜地，都要跑进去拔一个
又青又大的萝卜吃，这是我们
的习惯。饿了，就拔一棵，没
有偷的意思，那是乡风，没有
人管。

我们村子就在淮河湾的
高坝上，九曲淮河在我们家门
口折了个大大的弯，肥沃的沙
土地，最适合种萝卜白菜。这
里出产的萝卜皮厚汁多，又甜
又脆，且青多白少，辣中有甜，
甜中有辣，口味十分丰满，大
人小孩都喜欢吃。

很省事，连根拔起，抖落
上面的泥土，在衣服上简单地
蹭蹭，用手指一圈一圈地剥掉
外面的皮，一口咬下去，脆甜
可口，既管渴，又管饿，真正的
水果萝卜，真正的享受。

老人们爱炫耀，说我们那
里的萝卜早前曾是作为贡品
进献到宫里的，言外之意，他
们也享受到了宫里的待遇，吃

到了别人吃不到的东西。
其实，我也知道，老辈人

再炫耀，萝卜还是萝卜，只是我
们那里的萝卜的确好吃罢了。

曾经在我们当地下放的
老干部和他们的子女特别喜
欢吃我们那里的萝卜，每年秋
后，总是想方设法地弄一些回
去吃，他们说，这里的萝卜吃
着上瘾。

后来，我仔细地研究了一
下我们那里的青萝卜，好吃的
原因除了水好、土好，还有就
是气候，淮河湾独有的气候。
奇怪的是，靠近河水的沙土地
里生长的萝卜，脆甜汁多，可
以凉拌，或当水果吃。靠近土
坝生长的萝卜，殷实干厚，略
带苦味，是焖肉、焖鸡的上好
配料，焖熟后的萝卜入口面
糯，回味甘苦，有一定药用价
值，当地人都知道怎么吃。

红萝卜的出现，是那些
在外地打工的人带回来的，
开始种了很多，后来，由于口
味赶不上本地萝卜，仅仅作
为每家每户的点缀种植一
些，不过，红萝卜饭店喜欢
用，市场价格也可以，家家户
户都会分别种点。

当然，更多的时候，红萝
卜都是为了好看当做配菜，或
者做朵花什么的，是最好的食
品装饰，这点，凡是有过正规
培训的厨师都是要掌握的。
中国菜不是讲究色、味、美三
项俱全么，红萝卜便成了无可
替代的佳品。

原来，青萝卜、红萝卜竟
然是最美的天然组和，这是上
天的赐予，接近完美。

夏萝卜筋多，味苦，嚼起
来一口渣滓，也能凑合着肉
味，把三餐调和成美味。

人生就是这样，有苦有
甜，谁都摆脱不了。

到了北京，看了超市里的
“愣头青”萝卜卖几元钱一斤，
那是人家会宣传，包装得好，
其实萝卜和我们那里差不多，
但人家走出去了，我们的萝卜
还在河湾里打转，就好比人
生，走出去海阔天空，窝在家
里鼠目寸光，不是吗？

还好，青萝卜也好，红萝
卜也好，都是最实用的果蔬，家
家户户都离不了，它并不寂寞。

自古以来，萝卜青菜各有
所爱，很大程度上，萝卜青菜
代表了一个个阶层的生活，它
的命和主人的命运连在一起，
进了富门，它就是荤，进了寒
门，它就是素，荤与素，都是生
活，都是餐，都是每个人一分
一秒。

青萝卜、红萝卜可当菜，
可入药，它奔跑在健康的路
上，带着自己的颜色。青青绿
绿、白白红红的萝卜条，腌着
吃，炒着吃，闷着吃，晒干吃，
让我们的一日三餐多了风味，
多了食欲，多了满足。咋吃，
都是鲜的。

都说萝卜是第二人参，青
萝卜也好、红萝卜也罢，它们
依然以自己的方式示人……

青萝卜 红萝卜
潘新日

忆深处忆深处记记
品时空品时空诗诗

1984年夏，我从部队返乡
休假，与同窗挚友张厚君相
约来到当时的董家河乡胡塆
村，看望刚考入洛阳师专的
谢裕琍同学。裕琍出身书香
门第，祖上出过举人、秀才。
她的父亲谢季良生于民国初
年，读过多年私塾，是十里八
乡的文化人 ，性格耿直、孤
傲；酷爱收藏明清时期的诗
书、字画；文笔好，还写得一
手好字，常为左邻右舍捉刀
代笔。“文革”初期，因替群众
书写诉状和大字报，被诬陷
为现行反革命，遭到残酷迫
害。家中诗书、字画被搜剿一
空，埋藏在菜窖和菜地里的
经 典 古 籍 被 掘 出 后 付 之 一
炬。庆幸的是，南宋大家朱熹
的狂草和署有明代文豪高启
大名的墨梅画，因亲属密藏
得以幸免。狂草条幅巨大，一

直被封藏；墨梅画高风玉骨、
卓尔不群，深受主人青睐，被
悬挂在中堂供人品赏。

“文革”结束后，谢老被平
反昭雪。是时，曾经汗牛充栋
的读书房已空空如也，书架上
仅存有伟人和受伟人褒奖过
的鲁迅先生著作。谢老见我对

《鲁迅代表作选》爱不释手，一
向惜书如命的他当即慷慨见
赠。书中收集的 56篇作品，代
表了作者的思想水平和最高
艺术成就。书的扉页和尾页盖
有藏书印，足见此书在谢老心
中的分量，我倍加珍惜。该书
橘色封面，竖排版，繁体字，
1937年3月由上海全球书店出
版发行，时为纪念旧年10月刚
去世的鲁迅先生。如今，书龄
已逾85个春秋，除纸张略显枯
黄、焦脆外，尚无残缺。

38 年过去了。壬寅初冬，

再访谢宅，已是人去楼空，剥
落的墙壁记录着岁月的流逝。
当年柴门候客的谢家二老早
已驾鹤西去，谢氏兄妹相继徙
迁城中，那两幅劫后余生的墨
宝已不知所终……偌大的院
落被高大的刺槐、茂密的毛
竹、低矮的荊棘疯狂地霸占
着，彼此互不相让，将“乱生春
色谁为主”之意演绎得淋漓尽
致。房前屋后的桃树、李树、枣
树和杏树已消失无踪，只有那
棵被枯藤缠绕的大柏树方为

“旧时相识”，依然默默地坚守
着……眼前的寂寥与荒芜，怎
一个“酸”字了得！抚今追昔，
令人倍感沧桑，万千思绪，滋
生乌巷之叹：

步径枯丛踏嫩寒，
依稀往事问残垣。
文章鲁迅今犹在，
手墨如何不见传？

往事·残垣
张传明 南湖堤上

宁静·悠然

独步南湖日已斜，霞蒸云岫水萦纱。
无端一阵乱香起，疑似山风戏野花。

初冬感吟
江声中

初冬凝露菊篱黄，岫色枫林沐玉霜。
雁字成行寻故地，鸥群做伴去南方。
清波闪闪银鱼跃，紫气悠悠彩凤翔。
岁晚夕晖谁执笔？秋翁诗赋韵余香。

冬 韵
杨世初

风催岁月三冬近，傲骨红梅香暗盈。
雪映华堂增彩色，客来把酒叙闲情。

天 地 颂 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