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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学

春雨如丝贵如油，穿梭于风中，春的世界也跟
着倾斜起来，插入青山秀水里，泛起滔天绿浪，鲜
妍无比。一畦畦春韭，生长在一片醉人的绿意里出
类拔萃，在绿浪里散发出独特的香味，干净纯粹，
比花香更加妥贴入心。

儿时的那片菜园子，就在家门前。穿过家门口
的那条泥土路，跨过一道田坎儿就到了。那片不大
不小的土地上，一年四季种植着时令蔬菜。还有一
个小角落，是奶奶的“专利”：记忆中还算健朗的奶
奶把那个小角落从四面挖掘平整，开辟出小小的一
片儿地种上了韭菜。一年四季绿油油的，高低错落
有致。高的韭菜自然是等着被收割的。低的韭菜，
往往前一天刚割下，从断裂的地方还渗出了绿色的
汁液。第二天一早，被割了韭菜的地方都冒出了嫩
黄色的新芽，断裂的“伤口”处早已“结痂”。新芽

探头探脑，颤颤微微，娇柔而又勇毅地探索着这个
未知的世界，既让人震撼，又惹人怜爱。

春天的韭菜最是鲜嫩，是家家户户都比较喜爱
的春的使者。它在我的生命里，如一日三餐一样不
可或缺，百吃不厌。在物资贫乏的年月，腌韭菜、
凉拌春韭既下饭又顺口，如果遇到家里谁过生日且
可奢侈一回：金黄的土鸡蛋煎在锅里，用韭菜炒了
先做成一道菜，再用切得细碎的春韭拌上化开的猪
油调成馅儿包饺子，如果还能再侈奢一些，可在馅
里拌些鸡蛋碎，黄绿青白，色泽诱人，这绝妙的美
食组合绝对令人荡气回肠，浸入肺腑后余味缭绕三
日不绝。

小时候，曾有一次看到没吃中饭的二叔着急忙
慌从稻田里回来，光着大脚踩在厨房的泥地上“咚
咚”有声。他先在锅里添了两瓢水，灶堂里生了
火，塞入好几根竹棒，就又忙着操起一把镰刀三两
步跳出家门口那截土路，跨过那道田坎，钻进菜园

子找到奶奶刚伺弄过的那畦韭菜。他左手满满抓住
大大的一簇韭菜，右手一挥，刀起春韭裂，韭菜香
从断裂处飘溢出来，满心的香绿直接入肺腑，二叔
满意而归。放一桶水洗了，也不用挑拣，用二叔的
话来说，自家种的最干净。待到水一开，下入一大
把面，断生，加入洗净的韭菜搅匀——韭菜也不用
切，再加入盐，化一坨猪油进锅，倒入几粒味精，
出锅，满满一盆。鲜嫩的韭菜和面条一融合，一青
二白，缠缠绕绕，浇上一勺子红艳艳的油辣子，倒
少许酱油和香醋，味道和吃法都很诱人。二叔搅动
一筷子面大口吸入嘴里，满院子都是香味。二叔就
这样蹲在院子里把一盆子面吃得满头大汗，酣畅淋
漓，看得我眼睛瞪得溜圆满嘴流哈喇子。

长大后，知道韭菜还有其它的名字：丰本、草
钟乳、起阳草、懒人菜、长生韭、壮阳草、扁菜
等，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胡罗卜素，还具有补
肾，健胃，提神、清肠等功效。同时还让我认识了

很多用韭菜做成的菜肴：韭菜包鱼、培根炒韭菜、
韭菜豆渣饼、韭菜煎凉粉、烤韭菜、鱿鱼丝炒韭
菜、韭菜虾仁汤、韭菜炒粉丝、韭菜榛子沙拉、韭
菜炒猪肝……

读过曹公的《红楼梦》之后，我记住了黛玉的
诗句“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记忆中的春韭，
一畦畦于春风中长得翠绿欲滴，令人欢快，令人感
怀。更不用说那“十里稻花香”了。诗里好象在预
告一个丰收的年成。不错，在和平年代，在这片理
想的乐土上，一切都看似生活得幸福而安逸，至少
要比过去好很多。但毕竟幸福的家庭都一样，不幸
却各自有不同。因此，人当如春韭，不管遭受了何
种苦难，哪怕经历疫情的重创之后，流过血，流过
泪，也应该像春韭一样，留有一息在，仍然能从被
割裂的伤口重生出嫩绿柔韧的新芽来，生生不息，
永生永世。

（作者系河北省张家口市文学爱好者）

一畦春韭绿

□郑素静

春回大地，田野上已是生机一
片，各种野菜遍地可寻。朋友及家
人开始结伴拿着工具采挖野菜，愉
悦身心的同时，也给餐桌增添了一
道美味佳肴。

春天最早可以挖来吃的野菜是
蒲公英。它是对春天最敏感的一种
植物，当春风吹过，大地苏醒，它
就迫不及待地伸出自己娇嫩的小
芽，几天后，植株已有五六片叶
子，便可以吃了。散发淡淡清香的
蒲公英，没有异味，因而做起菜来
非常简单。母亲常把挖回的蒲公英
择洗干净，蘸上自制的农家黄豆
酱，吃上一口，真是清香爽口，甭
提多有味道了。据了解，蒲公英维
生素含量丰富，而且有清热解毒的
功能，适合早春吃。尤其是在上个
世纪七八十年代，棚菜很少，农民
早春的餐桌大多只有咸菜、大酱，
好吃的蒲公英幼苗无疑是帮助大家
补充维生素的“功臣”。

“三月三，苣荬菜钻天！”阴历
三月，苣荬菜就像约好了赶集似地
钻出地面，头一茬的幼芽是绛红色
的，也是农民认为营养最丰富的一
茬。小时侯我和村里的伙伴们一起
拎着小筐去挖菜，回来后，我和母
亲会将它们择好洗净，然后放到清
水中浸泡一段时间，控干。接着加
盐、酱油、老陈醋和少许糖等调
料，拌好，这样一来，苣荬菜的苦
味大减，鲜味大增；还可用苣荬菜
做汤和小炒，但我觉得都不如母亲
凉拌的好。苣荬菜是我们如今最喜
欢的一种野菜，据传民间食用苣荬

菜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同时苣荬菜营养成分丰富，含有多
种维生素。另外，它再生能力强，一茬接一茬，仿佛取之不
尽，在走过的饥饿年份，它的这种品性让我们尤其觉得可贵。

小根蒜又名薤白，俗名野蒜、小根菜等。老家的人们管
它叫大脑瓜儿，其气味辛辣，是餐桌上不可多得的野味。记
得小时每年春天，便和伙伴们相约去挖小根蒜。生长在田间
的它们，几乎遍地都是，一颗颗，一簇簇，绿意盎然。不消
多长时间，就会挖一小筐。回家把其洗净，蘸酱，生吃即
可，这个原生态吃法一直是我推崇的，延续至今。据营养学
家讲，小根蒜不仅营养丰富，同时还有解热、祛痰、促进消
化吸收、抗菌、防癌、抗癌等功效，建议多吃对身体百利而
无一害。

打碗花是最能牵动人们怀旧心弦的野菜。打碗花根又称
“甜根”，记忆中，在家乡的田间地头就能刨到白嫩脆生的打
碗花根。那些白胖根茎甜而多汁。母亲将它们掰成段，加上
一些白米煮成粥。盛一碗趁热喝，清香甘甜，美味非常，母
亲还会用这些根茎掺面烙饽饽，那饽饽香甜可口。打碗花根
茎做的粥和饽饽我们都挺爱吃的，母亲却从来不动一筷，说
自己吃“伤”了。当时我还纳闷，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会不
愿意吃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懂得了母亲的良苦用心。

瓜菜半年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野菜用于充饥的价值也
越来越小，但野菜营养、美味，以及它们勾起的温馨的怀旧
情结却让我欲罢不能。

（作者系辽宁省盘锦市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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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来森

门前有花开，就好，什么样的花，都好。
门前花开，可观，可闻，可赏，尤可怡

情。门前种花的人，占一份风雅，纵是乡野，
亦是野趣纵横，日子斑斓而明灿。

我曾乡居多年，住房为一四合院，院内有
阳台；门楼外，有篱园。阳台下，我种植有月
季数丛，石榴数棵；门楼外，篱园下，则是杂
花丛丛，虽多为草本花木，然蔚然一地，就别
成一道风景。

春天一到，阳台下最先开放的，是月季
花。红的、白的、黄的，色色俱全。月季花是
一茬一茬开放的，春天的月季花是首茬，因
之，花朵就特别大，花色也特别艳。尤其是那
大红的月季花，朵朵盛放，红艳得不得了，仿
佛整个春天都在燃烧。真是满院流光，喜气盈
盈。于是，在那些日子里，早饭后，我就习惯
于在花前流连一番，看花开，嗅花香，感觉春
晨的时光，洋溢着诗意般的浪漫情怀。进入晚
间，春月熹微，如纱如梦，月季花中的“杏黄
五春”，就花香洋溢了。“杏黄五春”特别香，

“杏黄五春”的香，浓郁而不黏稠，它是漫卷而
来，香味弥漫整个庭院，人立庭院，便觉有一
份醉酒般的微醺。

五月，石榴花开。
盛放的石榴花，一朵朵，一团团，真个是

“五月榴花红胜火”啊。红红艳艳，熙熙攘攘，
热烈、热闹，一院的灿烂，一院的喧闹。你会

感觉，五月的风情，石榴花是一位重要的写
手。该怎样来形容石榴花的美呢？唯有“明
灿”二字，似乎最为恰当。它的红，是一种明
亮的红，晴光流淌，青睐人的眼目；它的美，
是一种炫目的美，一种充满诱惑的美，若然说

“色之欲”，石榴花似乎就最具一份情色的味道
了。而晚间，石榴花的美，就不在于花色之美
了，而在于花枝影窗，花朵照窗了。月光之
下，花枝、花朵疏影斑驳，投射在玻璃窗上，
别有一份迷离之美，一份虚幻之美。

清风一吹，石榴，花枝摇曳，起舞弄清影。
篱园内，有菜蔬，篱园下，有草花。草花

一地，杂而乱，然则，杂而乱，却也别具一番
篱下风情。昨日，菜园刚刚水灌过，今日清
晨，你站立在大门外，湿气淋淋，菜蔬的清
芬，扑面而来，草花的清香，肆意流淌，一切
都新鲜得不得了，一切都馨香得不得了。此
时，或许，你就能真切地感受到“什么是田园
之美”了。

田园，就是一畦菜蔬；田园，就是满地花
草；田园，就是你站在一边望风景——你眼中
有风景，风景中有你。

那年，春末，我到一座名曰“金山”的地
方看风景。金山，山不高，但在一片平原之
中，就显得特别突兀。山顶，是披散的薄地，
薄地上种植有大片山楂树；薄地的边缘，则是
一座土房，青砖堆砌，乱石立墙。独处的所
在，简直就是一处世外桃源。

推门而入，霍然间，我的眼睛就被燃烧

了：两边的石墙上，满是红艳的玫瑰花。纯然
一红，绝无杂染。黑色的石块，成为了花色的
背景，映衬之下，那玫瑰花就彰显得格外红，
红出一种芳心欲碎的痛疼感。

庭院内，一对老夫妇正在吃茶：石桌、石
凳，像石头一样精神矍铄的两位老人。无须多
问，就知道，这一定就是两位看山老人了。老
妇人起身，让我在石凳上就坐，我说：“不坐
了，就看看你们的花。”于是，环庭院而行，走
近那盛放的玫瑰花，我发现，这玫瑰花不仅花
色艳，花朵也特别大。我推想：这一定不是野
玫瑰，而是两位老人特意种植的。

我嘴上不言，心中却大为惊叹：这真是两
位懂得生活的老人啊。品位何在？你懂得了生
活，你就有了品位。

回身，走向大门，站立门口，眼前就是那
大片的山楂林。此时，山楂花开得正盛，碎而
白的山楂花，一簇簇，一串串，莹洁而明亮，
热烈、喧闹，简直是有一种轰轰烈烈的气势。
最重要的是那种淡淡的清香，扑面而来，熏
然，醉然，感觉真是春意浓得化不开了。

回首看看两位老人，依然在吃茶，安静、
淡然，一派萧然……哎，我猜想，他们，大概
早已习惯于这门前花开的幸福了。

何为田园？门前有花开，便就是田园了；
何为幸福？门前有花开，你就拥有了一份幸福
了。

（作者单位山东省昌乐县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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