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间真情

16 ２０21年 2 月 26 日
星期五芳草地 □责编：冯长福 □电话：０５５１－６５１７９７８9

安徽日报农村版报社出版 地址：合肥市政务区潜山路 １４６９ 号 广告热线：（０５５１）6５１７９７８６ 报纸投递投诉：（0551）6５１７９７７７ 国内统一刊号：ＣＮ３４－００７5
发行单位: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安徽省分公司 发行方式:邮发 邮发代号：２５－１２１ 全年定价:120 元 印刷单位：新安传媒有限公司印务公司 地址：合肥市望江西路 ５０５ 号

这边风景

我路过你的村庄
池州 杨天

踏上蜈蚣岭的那条古道，我不是要
去远方，或者归故乡，我只是一个路人，
路过了你的村庄。那儿，山岗绵绵，小桥
静卧，老树守村口。 那儿的天空依然纯
净，人们依然安祥。 如果套用甘地的那
句“我的村庄就是我的世界”，那么，我
笃信，你的世界还在，我羡慕你呢。

你知道海子吧，1989 年的春天，诗
人回到老家怀宁陪家人过春节，但是故
乡之行却让他产生了巨大的失落感，他
和诗友聊天说 “有些你熟悉的东西，你
再也找不到了，在家乡，你完全成了陌
生人。 ”我理解那样的感伤，因为对于个
体而言，承载乡愁的并不止于一个特定
的地方， 它可能是村口的一棵老树，屋
前的一条河，成片的稻田与麦浪，又或
者是山头的野果与鸟鸣，再或者是一种
心情。 找不见一样，故乡的浓墨就擦去
一层，再找不见一样，再擦去一层……
擦到后来， 那个灵魂的栖息地就模糊
了， 离人与它感性的交流便不再热烈，
故乡啊，挨着碰着就成了带刺的花。 你
呢？ 你不会有那样的感伤吧，因为你是
富有的。

先说说我路过你的村庄时，走过的
那条古徽道吧。

那条古道的前世今生，它的贫穷与
富贵，它之前载过多少远行和归家的脚
步， 见证过几多熙熙攘攘的利来利往，
这些都不重要。对于你而言，重要的是，
你是村庄的孩子，这条道注定要陪你长
大，伴你山重水复的流年。 你小时候的
玩耍，求学时的上进，你的卑微与荣耀
都泼洒在它身上。 这是你的路，既便去

了异乡， 你还会背着它的春夏秋冬，寻
找阴凉，寻求慰藉。它以八华里的路长，
或许就蜿蜒成了故乡的缩影，成了你乡
愁的牵引索。说你富有，是因为他们说，
这条路存在了很久很久，它从前和现在
都是你熟悉的模样。 你忘不了它，它一
样记得你，当你从异乡归来，它会笑迎
你，牵你还乡。

而我，是一个路人，我关注到的只
是古道石阶长宽的尺寸，嗬，多么大的
石块啊，黑魆魆的，颜色真漂亮。 哟，枫
叶红得亮堂堂， 山里的初冬真是不一
样。 这些都是村庄的外衣啊。 忽然就想
起王安忆在文章中回忆过的一个细节，
她问路遥： 陕北既然那么贫困闭塞，何
不把人们从黄土高坡迁徙出去。路遥愣
了一下，说：“这怎么可以，我们对这土
地是很有感情的啊！ 初春的时候，走在
山道上，满目黄土，忽然峰回路转，崖上
立了一枝粉红色的桃花，这时候，眼泪
就流了下来。 ”这里，王安忆也是一个路
人，路过路遥的村庄。

路过你的村庄时， 我还见到了一棵
黄叶飘飞的千年银杏，碧蓝的天空下，满
树黄蝶舞。它不像那些年轻的银杏，很威
风地直指天空，当然，它年轻时一定也是
那样腰板挺直，昂扬向上的。 现在的它，
就是一棵老树的样子，肌肤千沟万壑，躯
干像弯曲的山道四方蔓延，而那些黄叶，
我特地捡了两片，带回家做比较，明显比
现在的银杏树叶小很多， 是这棵老树顽
固地保持了叶子最初的模样，还是它已
苍老得无法丰盈毛发了。

是的， 它确乎就是村庄的老者，是

村庄的记忆， 故去的人不见今日的它，
但今时的它却见过你所有的先辈们，村
庄的寒来暑往、 风尘起落都在它的眼
里。最早的时候，它也许是谁的树，而现
在，它是村庄的树，是你们所有人的树。
“走，我带你们去看千年银杏。 ”这时候
的村民很骄傲，这时候的银杏成了村里
的宝。 和我一样的外乡人啊，你可意识
到，这邀约是一种尊享呢。

我记得，2019 年 《中国国家地理》
湖北专辑刊出过一张图片：在被规划为
三峡库区的湖北秭归县郭家坝镇，移民
刘敏华，在与故乡永别时，小心翼翼地
把家门口的一棵桃树背在肩上，带往他
乡。 那个安静的画面，足以让所有心中
有故乡的人落泪……我路过你的村庄，
心里清楚，你的古树你会永远珍惜。

古树旁有阿婆在翻晒萝卜干，竹匾
是赤红色的经年老物，阿婆穿着对襟青
衫，头上系了条白色毛巾，清清爽爽。我
问她，可不可以拍她，她笑得像个孩子，
说行。阿婆赤红色粗糙的手轻轻地在萝
卜干上拨弄，两大竹匾萝卜干在太阳底
下殷殷透亮。我迅速地拍到了想要的画
面，也闻到了儿时的味道一一我的外婆
也喜欢切块状的萝卜干， 穿对襟青衫，
她晒东西的竹匾也是赤红色的，还有和
善的脸庞， 劳作的双手……在你的村
庄，我隐约见到了自己的故乡。

我终归是一个路人，偶尔路过你的
村庄，我见到的东西不多，但我知道：没
故乡的人走四方， 有故乡的人回故乡。
愿你我，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熟悉的世
界，都有可归的故乡。 春到溪头荠菜香

芜湖 徐新

“过春风十里， 尽荠麦青青”。
一场温润的细雨过后， 在暖融融的
春阳和吹面不寒杨柳风的轻抚下，
恬静的平原悄然间萌发出勃勃生
机， 氤氲着缕缕清新和芬芳。 新鲜
的野菜都顽皮地冒出了头， 郁郁葱
葱，远远眺望，好似铺了一层柔软的
绿地毯。 一簇簇荠菜更是恣意而野
性地蓬勃着，抽出细细的苔、长出芽
芽的苞、 裹着嫩绿的外衣俏生生地
摇曳，流淌着醉人的清香。

荠菜是率先报春的时鲜野菜，
被称为“百脚荠菜”。 无论多么寒冷
的冬天它都能安然度过， 大地春回
又默默地、 毫不张扬地展示着它的
生命力。 荠菜遍布于河畔溪边、田
间地头、房前屋后，不管地势的坑洼
与平坦，还是土地的贫瘠与肥沃，只
要有足够的阳光， 它就能凭借着发
达的根系顽强生长。 一丛丛挤挤挨
挨的荠菜葱茏欲滴， 给初春的大地
带来了灵性和活力。

荠菜是春天不可多得的美味，
清香可口。 俗话说：“吃了荠菜，百
蔬不鲜。 ”在物质匮乏的童年年代，
大自然馈赠的荠菜成了我们大快朵
颐的期盼，“时绕麦田求野荠” 则是
当年小伙伴们经历的真实写照。 春
风拂面，阳光和煦，儿时的我们拎着
小篮子、握着铲子，在田野里俯首躬
身地寻找着。 荠菜也会根据所处的
环境改变颜色， 因此并不起眼。 当
和青草长在一起的时候， 它是翠绿
的，叶子也向上伸展；如果长在空地
里，它的叶片则紧贴着地面生长，变
成了灰褐色。挖荠菜也是细致活儿，
一般都是一手捋起荠菜的全部叶
片， 另一只手用小铲子往叶片与根
茎相连的底端铲下去， 然后轻轻一
提， 放入篮中。 荠菜的食用方法多
种多样，可炒食、凉拌 、煮粥 、烙菜
饼、包饺子等，尤其以荠菜鲜肉饺子
最为鲜美。 热气腾腾的饺子、 薄如
蝉翼的皮里隐隐透着荠菜的碧绿，
一口下去，满口含春，齿颊留香，慰
藉着身上每个细微的毛孔， 至今想
起依然回味无穷。

荠菜还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
谓百蔬之冠，维生素 C 和核黄素含
量极高，蛋白质、胡萝卜素、脂肪、各
种矿物质含量也比较高， 还含有十
多种氨基酸。它又是一味天然良药，

民间素有 “农历三月三， 荠菜赛灵
丹”的说法。 古代医籍《名医别录》
曰：“荠菜，甘温无毒，和脾利水，止
血明目。 ” 古人甚至把荠菜粥叫作
“百岁羹”， 寓意常食此羹既防病又
延年，可见荠菜的药用价值很高。

无私的荠菜厚积了一个冬天的
养分将天然美味奉献给了人类，它
也是维持人们生命的宝贵食物，有
一个美丽的传说就和荠菜有关。 唐
末丞相之女王宝钏抛绣球择婿，选
中乞丐薛平贵， 丞相不允。 王宝钏
便与薛平贵私奔， 住在长安城南武
家坡的寒窑中。 恰逢西凉国反唐，
薛平贵奉命征西， 王宝钏孤身一人
苦守寒窑十八载， 靠着挖荠菜充饥
度日，终于苦尽甘来，夫妻团圆。 小
小荠菜成为了一段坚贞的爱情故事
的见证者。

荠菜很早就被人们当作野蔬中
的珍品， 历史上的文人墨客对荠菜
也是称颂备至。 董仲舒在 《春秋繁
露》中赞美荠菜说：“冬水气也，荠甘
美也”。 北宋苏易简曾向宋太宗推
荐荠菜，夸赞道：“残雪中覆一荠，连
茹数根， 臣此谓上界仙厨， 鸾脯凤
胎，殆不及。 ”大美食家苏东坡给朋
友徐十二写信， 专谈荠菜羹：“今日
食荠极美……虽不甘于五味， 而有
味外之美。 ” 郑板桥对荠菜也是钟
爱有加， 题画诗云：“三春荠菜饶有
味， 九熟樱桃最有名。 清兴不辜诸
酒伴，令人忘却异乡情。 ”在荠菜的
花香味甘中， 已经让人忘记了身在
他乡。 当代文学界的“知名吃货”汪
曾祺在《故乡的野菜》中描述了凉拌
荠菜的做法， 还专门介绍了在北京
吃过的翡翠蛋羹，“一个汤碗里一边
是蛋羹，一边是荠菜，一边嫩黄，一
边碧绿，绝不混淆，吃时搅在一起。
这种讲究的吃法，我们家乡没有。 ”
可见， 荠菜备受历代文人的推崇和
青睐。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
菜花。 ”冬去春又来，孕育了一个寒
冬的荠菜竞相从厚厚的泥土中钻了
出来。 我静静地走在春意盎然的田
间小路上，望着草木葳蕤、散发着清
新气息的田野， 那关于荠菜的记忆
愈来愈清晰， 尘封已久的童年的温
馨和欢乐的场景再次轻袭过来……

拜年囧事
安庆 张磊

������俗话说：“大人望插田， 小孩望过
年”， 小孩子盼着过年， 为的是有新衣
穿、有鞭炮玩、更重要的是有好东西吃。
中国传统的节日，吃总是最能体现节日
氛围的了，尤其是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更
是如此，因而，拜年是我们小时候最乐
意做的一件事。

拜年， 在老家是有许多讲究的，正
月初一一般只在同姓宗族叔伯之间往
来走动拜年，初二开始从舅爹爹、家婆
开始拜年， 再到其他亲戚六眷拜一遍，
然后被拜过年的人家也要回拜一遍才
算结束，拜年的时间通常不超过正月初
七（即“人日”）。拜年有许多不成文的规
矩，通常有人上门拜年了，被拜的一方
在走的时候还要馈赠些糕点，俗称“回
箩”。 若所带的礼物中有糕的话还要让
拜年的带回去的，寓意糕（高）来糕（高）
去，小孩头一次上门要给红包等。

当然，拜年的过程中一些细小的规
矩不注意的话也会惹出不少的囧事
来。 记得小时候，有一年正月去一远房
亲戚家拜年，父母亲因有事不能前去，
母亲便让我带着年幼的弟弟去拜年 ，
由于是第一次在没有大人陪同的情况
下拜年， 母亲头天晚上就将拜年中要
注意的事项左叮咛右嘱咐， 什么到人
家里要有礼貌、见长辈要称呼人；不该

吃的不要吃，不能拿的不要拿。 我们一
边小鸡啄米似的点着头，一边盘算着，
明天会有哪些好吃的东西了。 第二天，
走了五六里山路才到亲戚家， 我与弟
弟分别拜过了长辈，不一会，亲戚家端
出了两大海碗长寿面 （正餐前的点
心 ），看到碗头上横放着的鸡腿 ，黄亮
亮、油汪汪的，实在诱人。 但想着临行
前母亲的嘱咐， 咽了咽了口水没敢动
筷子。 那时拜年，面条里的鸡腿一般都
是不能吃的， 主人家端出来放在碗上
也是做做样子， 客人只吃掉碗中的面
条， 鸡腿端回去还会留着应付下一个
拜年的客人， 除非主人家提前将鸡腿
给撕碎了才可以吃的。 可能是那天走
了几里山路有点饿了，只顾自己吃面，
也没在意弟弟的反映。 忽然间，一抬头
发现对面的弟弟， 正在用筷子在碗里
不停地忙活着， 像是在翻找着什么东
西，连忙轻声问他：找什么呢？ 没想到
弟弟的回答吓我一跳， 竟然说牙掉进
面条里了，这时，我才发现他嘴角似乎
有血迹。 连忙问怎么回事，弟弟不好意
思的说，鸡腿啃不动，生拉硬拽中把一
颗松动的牙给扯掉了， 这时候我才想
起来，忘记告诉他鸡腿不能吃的。 想不
到弟弟的一次贪嘴， 竟然意外拔掉了
那颗正要换的牙， 这也算是 “意外收

获”了。
乡下人拜年吃茶时， 宾主双方总要

先客气一番，一般客人都不会完全吃掉，
用面条招待的话要挑下一点出来， 是荷
包蛋的话也要少吃两个的， 这也是乡间
的礼数，尤其是妇女们来拜年更是如此。
邻家有个小男孩儿最喜欢吃荷包蛋，每
次客人来拜年总能得到几个“剩蛋”吃，
有次一个亲戚来拜年， 家里照例用荷包
蛋“烧茶”待客，不知是客人忘记了还是
可能真的饿了， 竟然把主人家端上来的
四个荷包蛋给统统吃个精光， 在一旁等
着“捡漏”的小男孩，看到客人手中空空
如也的蛋碗，立马呼天抢地号啕起来，拼
死赖活地在地上翻跟头带打滚， 又是哭
又是闹的，把客人弄得摸不着头脑，连忙
上前想去扶他，没想到小孩子，真是童言
无忌，边哭边骂：好吃不要脸的东西，把
我家鸡蛋都吃光了。客人方才恍然大悟，
顿觉无地自容，束手无策。

如今生活条件好了，由拜年引发的
一些吃的囧事也不会再有了，拜年的形
式也在不断变化，再也不是单一走亲访
友的串门了， 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电
话、短信、微信等多种形式来给亲朋好
友来拜年，但不管形式如何改变，拜年
这种中国传统的年俗还会继续传承发
扬下去。

失踪的汤圆
湖南 刘希

母亲是个做汤圆的好手， 不仅
汤圆做得又圆又甜，又糯又软，而且
个头大小均匀， 像模子里倒出来的
一样，我们全家都很爱吃。

那些年，因为家里穷,每年元宵
节，母亲做的汤圆只能“限量供应”，
爷爷奶奶各二十个，父母各十五个，
我和妹妹各十个。

汤圆的味道真美呀！ 我吃完，
总要向别人的碗里瞟， 希望别人多
剩点，爷爷奶奶的我是不敢觊觎的，
父亲会骂， 瓜分父母的倒是理所当
然。 每次瞟过母亲的碗，总是空的，
而父亲的碗里总还有几粒， 他会疼
爱地分我们两个，而每每这时，我就
会嗔怪母亲吃得太快。 母亲总会笑
着说：“下次，下次一定吃慢点。 ”而
来年，母亲总是忘了自己的承诺，每
次我去看她的碗，都是空的。

十岁那年的元宵节， 我留了个
心眼， 想守在母亲身边看清楚她是
如何迅速消灭那碗汤圆的。 那天，
汤圆煮熟后，我们每人都分到一碗，
母亲也不例外，满满的一碗汤圆，冒
着欢腾的热气。 虽然是最后摆在灶
台上的， 但对我的诱惑力还是足够
大的。

吃汤圆时， 我们都是把碗放在
桌子上，慢慢地吃，而母亲是两手举
着碗，几乎是把整个头埋在碗里吃，

生怕我们看见似的， 我担心汤圆被
她吃完， 冷不及防地拍了一下她的
背，母亲停下手，把头扬起来。 我看
到，母亲的碗里根本没有汤圆，而是
半碗清汤。 我错愕极了， 汤圆去哪
儿了？ 我明明看到分到母亲碗里的
是满满一碗汤圆呀！

我四处寻找， 终于在我家唯一
的保温盒里发现了失踪的汤圆，母
亲留着汤圆干什么呢？ 看见母亲提
着保温盒出门，我悄悄跟在后面，不
知不觉就到了王爷爷家。

回来后， 我问母亲：“你干嘛自
己不吃汤圆，而给王爷爷吃？ ”母亲
见我发现她的秘密，语重心长地说：
“孩子，王爷爷是个五保户，无儿无
女，怪可怜的。而且，你小时候溺水，
要不是王爷爷搭救， 差点儿就没人
了。 你要记住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
相报的道理。 ” 母亲又叮嘱：“你别
让爷爷奶奶知道， 要不他们吃得不
安心的。 ”

那一碗失踪的汤圆， 成了我和
母亲的秘密。

再之后的元宵节， 母亲的那碗
汤圆仍旧会失踪， 只是我再也不会
让母亲捧着一个空碗做样子， 我总
是找各种理由，分一半汤圆给她。

母亲让我明白，爱，是需要及时
回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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