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飞龙　曹晋

当飞机顶着一夜的星光南下时，大
家都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手表、手机时
间向后调整一个小时，“过一个年，我
们不但没有老，还年轻一岁。”机舱里
大家开玩笑地说着，一边将厚重的冬衣
脱下，换上夏装，准备迎接一段异国旅
行。

期待让人变得兴奋，即便是凌晨 2
点钟，也不想睡觉，眼睛里闪烁的是客
舱外城市里的光，机舱大门开启时温润
的空气与鱼贯而出的人群形成对流，顷
刻间过境大厅变得热络起来，取行李、
过关、换币一气呵成，推开机场出口的
门，轻柔冰爽的海风按摩着每一位旅人
的身体，仿佛是身穿奥黛少女的双手，
帮你撇去亢奋使整个人都安静下来，芽
庄就这样轻描淡写地让每个人都慢了下
来。

大巴沿着海岸线的公路行驶，一边
是沉睡的城市，一边是泛起白色浪花的
大海。还是不想睡，拉开面朝大海的窗
帘，厚重的云层开始透亮起来，忽然远
处传来晨钟的声音，空气里也开始氤氲
出淡淡的佛香的味道，和着海水的清香，
摇醒芽庄每一条街道，这里看不到炊烟
四起，但来往于车上的摩托车已经告诉
人们，城市已经开始一天的劳作。而海
边早有人择一块沙滩享受朝阳或是干脆
跳到海里痛快地洗个海水澡，反正有大
把的时间可以挥霍。

芽庄就是这样子，比北京时间整整
晚了一个小时，所有的工作都突然慢了
起来，慢慢地摆摊，慢慢地挑选水果，
慢慢地礼佛，慢慢地度过生命中的每一
寸时光。准备去海边走走，却看到等在
酒店门口出租车司机正虔诚地将一炷香

插在车牌上，信仰的力量影响着每一个
人。走在“廋廋”的街道上，虽然拥挤
却不拥堵，街道没有太多的红绿灯，据
说整个芽庄也不超过 10 个，过道时你
只需把手伸出来做一个阻挡的样子，这
比红绿灯还有效，那些风驰电掣的往来
车辆会缓慢地减速等你走过去。过了街
便是沙滩，光脚是对沙滩的一种礼遇，
沙滩是如此的干净，没有垃圾，就连烟
不离手的我，也是将烟头用水打灭后放
到兜里，经常听人们说无论是贫穷还是
富裕，只要有信念的地方，就会幸福。
芽庄傍着大海，一座婆那加占婆塔供奉
的天依女神，保护着靠海吃饭的渔民，
人们怎么忍心去污染他们赖以生存的环
境。

海浪幸福的将沙子、贝壳、珊瑚推
上岸再拽回到怀里，年复一年，日复一
日把沙磨细，海是极品翡翠绿，纯的没
有杂色，用水天一色形容显然不准确，
在目光所极之处，海是绿的，天是蓝的，
各自炫耀自己的色彩，绝不干涉对方的
分毫，偶尔一片闲云不知从哪里飘来，
就在这碧海蓝天间停下歇歇脚，在变换
几个形状后，便被海风吹上一段新的旅
程。

旅行总要有一点仪式感才好，如果
能遇到一个节日那就算上是锦上添花，
刚好我们的旅行日期与情人节交叉，听
说幸福的海配甜蜜的节日刚刚好。清晨
安静的海边，一对情侣在这里看日出，
他们相互依偎，听涛观日，今早的朝阳
很给力，就像甜掉牙的麦芽糖一样，金
色的光粘住这对情侣，以及海滩上的一
切，想必他们正在向未来的幸福许愿，
看着他们突然想到自己当年和妻子在金
字塔下许愿的画面，幸福不在于你在哪
里许了什么愿，而是和你许愿时身边总

有一个爱着你的人。阳光从柔和变得刺
眼时，海滩上的情侣们三三两两地离开，
此时，冲浪、日光浴或是坐在那里发呆
都是不错的选择。

看累了海就去看街，一条条狭窄的
街道，被两侧各种植物簇拥着，一树一
树的花开是多么想留下每一个旅人的脚
步，无奈有时候人们走得太快，总是忘
记欣赏身边的风景。一朵在树上待腻了
的鸡蛋花落到地上，它赌上性命希望能
有人拾起它仔细观赏，这次它是幸运的，
一个女孩儿捡起它，轻轻闻了一下，开
心地把它簪在发际，这朵鸡蛋花竟比落
时又开了一些，难怪“云想衣裳，花想
容”。

阳光、海浪陪着人们疯了一天也累
了，路灯亮起时，街边多了许多水果摊，
小吃摊，几块钱的释迦吃到饱，来一份
越南米粉，还不等米粉上来，老板先送
上一杯凉凉的龙桑茶，含一口茶慢慢地
让它滑到胃里，那叫一舒服。老板笑呵
呵地端上一碗米粉和一小碟青柠，放在
面前，看着清汤清水的米粉以为一定淡
之无味，可是加了几滴青柠之后的，这
米粉便有了生气，只需要轻轻一吸，独
一无二的香灌满整个口腔，再咬上一小
口辣椒，由不得你向老板示意 ：“再来
一碗。”

在这里每次看表时，总感觉时间过
得好慢，好像有太多的时间让我们消遣，
导游说当地人很幸福，因为他们总是感
觉时间如此的充裕。每一次的旅行都会
给我带来不一样的感觉，这一次给我感
觉是独一无二的“晚点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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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发笔
|| 刘先卫

|
父亲有在新春动笔的习惯，

且一直坚持了很多年。农历大
年初一，是我们全家大团圆的
日子，待“纳财”“敬神”“挂红”
仪式过后，父亲必在这天“发
笔”，神情庄重正襟危坐端坐案
前，一边磨墨一边挥毫，然后
在红宣纸上一丝不苟，书写“新
春发笔，大吉大利，万事如意”
等吉语，并写下一年的希望、计
划、理想，诸如全家健康，子
孙平安，事业顺利等。

“新春发笔，万事如意”，
这是大年初一早起，民间新春
发笔写的一副对联。清朝雍正
元年以后，各帝王也要新岁发
笔，他们以朱笔黄笺，写上“风
调雨顺、五谷丰登 ；国泰民安、
天下太平”之类的话。这些开笔
吉语现珍藏在北京中国第一历
史档案室，其中尤以乾隆皇帝
的最为完整和具有代表性，言
吉意佳。

父亲 4 岁丧父，穷人的孩
子早当家，1955 年只有 17 岁
的父亲，靠一手打得滴溜溜转的
十珠算盘，幸运地被临时招进
了国家粮管站。在永兴寺伍祠
堂父亲任粮仓保管员、资料员，
诸如扇谷，过磅，做饭等脏活
累活抢着干，且样样在行都是
里手。此后多年父亲从业务单
位改到行政部门，进入乡镇机
关任办公室秘书、组织委员。

虽说父亲是脱产干部，秘
书看起来也算是一个闲职，但
人民公社人手不够，父亲像一
个陀螺连轴转。每天除了处理
繁冗的公务，上传下达上级文
件会议精神，一个人管理公社
食堂，还得调解民事纠纷，办
理结婚证登记等繁琐事务。一
般没有节假日，即使春节过年
也不休息，为的是不让老百姓
吃闭门羹走冤枉路。

那个年代，粮食和燃料等
物资极度匮乏，电灯更是个稀
罕物，电压不稳定且经常断电。
没有照明电的时候，父亲晚上
就着煤油灯在钢板上刻蜡纸油
印，有板有眼，行得正端得正
恰似父亲做人的原则。父亲的
毛笔字虽达不到艺术家的高度，
但字字遒劲有力，不媚俗不奉
迎，透露着两袖清风刚直不阿
的格调。

父亲任组织委员期间分片
包点，走遍了泉湖的山山坳坳。
由于父亲不会踩单车，清早头
领草帽脚穿草鞋去农户家指导
生产，同时要家家户户催收粮
款，下午很晚才回到黑灯瞎火
的机关大院里，上山下乡几年
磨烂了好几双解放鞋。

退休后的父亲，总爱在大
年初一写几副字帖、对子，孙
子和外孙儿围坐在旁边，那些
小不点儿看得津津有味，写字
一招一式也模仿得有板有眼。父
亲每年新春发笔，对我的人生
影响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获
益匪浅。正直做人、诚实做事，
奉行光明磊落心怀坦荡处世，是
父亲教我的做人本分。

晚一小时的

春韭
|| 王琴

立春是春韭来启开春天大门的。春雨
一下，春韭如同听到一声号令，破土而出，
呼吸自然气息。其绿逼人眼，其态惹人喜，
其香诱人嘴。

即便春节已过去，脑中仍想起在朋友
家尝过的自创佳肴，很感独特。朋友真不
愧是美食家，常独具匠心地做出道道贺年
菜。在满桌佳肴中，双眼被一道无论从颜
色搭配上，还是从口感上都让人记忆深刻
的菜吸引住。当朋友双手把菜端上桌时，
用清脆的声音介绍道 ：“金蛇戏春。”惊得
满桌愕然。低头细看，哪有蛇踞盘中？哪
有早春景色？分明是条长长的黄鳝昂然踞
于盘中，两边都是碧绿的韭菜。黄金色，
嫩绿色，两色相配，鲜明中让人眼前一亮，
眼中只有金蛇戏于春色中的那种栩栩如
生。

众人都不忍下筷，建议那盘菜只许赏，
不许吃。如同记忆深处大年三十饭桌上那
盘鱼一样，母亲只许看，不许吃，留着年
年有余。终究敌不过馋嘴的我，在他们划
拳闹酒之际，冷不丁伸筷夹肉于嘴里。鳝
鱼细嫩，肉质入喉润滑，慢咽细品之余，

再夹块碧绿春韭，清香味和着鳝鱼特有的
鲜味，缕缕透进肺腑，直叹友人绝佳手艺。
众人见我痴呆样，纷纷下箸。不一会儿，
这盘“金蛇戏春”就全到腹中开泰了。

回到家，按友人教我之术，也做了一
盘“金蛇戏春”，虽味儿不及友人做得纯正，
但口感上也算不差太多。

朋友在美食上真是广闻博识。这道菜
不但在搭配上显出新年喜气，也让朋友们
感到友情安泰祥和，更有健康养身之功效。
鳝鱼形似“蛇”，通身有滋补功能，虚弱者
常吃鳝鱼，不但体有活力，还行动如“蛇”。
中医资料显示：“它有补气养血、温阳健脾、
滋补肝肾、祛风通络等医疗保健功能。”

春韭，虽是四季都有，但经过冬土厚
待后，早春一来，它们如草般齐出土，肥
厚宽大，清碧嫩绿，很是养眼。难怪民间
俗称它为“起阳草”。还阳后的生命，春
季蔬菜中，谁可与之相比？当然，它还能
杀菌、消炎，其保健作用不亚于鳝鱼。具
有提高人体免疫力，对高血压及心脏病者
也有治疗作用。真是吃了佳肴，通身舒泰。

一道寻常菜，既赋予它美学意义，让
我知道是春韭轻启春门的，又赋予它各种
健康内涵，一举多得，其乐怡然。|

|| 李晓琦
|
夹携着细柳拂面的清爽与温柔，春天

揪住冬的尾巴一骨碌地将我们拖入她的世
界。不像萧瑟的秋冬，也不似热切的夏，
春至，天气回温，万物复苏，连春食也带
有被春浸透的温润。这种舒适与季节的贴
切使人胃口大开。于是，我们开吃，以春
天的名义。

小时候最喜欢吃的是春卷，又名春饼。
春日食春饼的民俗传统由来已久。据古书
陈元靓的《岁时广记》中记载 ：“在春日，
食春饼，生菜，号春盘。”现在想想这个名
字极富意象，面皮这么一卷，似乎就把整
个春天都卷进食物的香气中，再送入嘴里，

把春吞下肚，方心满意足。记忆里邻居阿
姨做的春卷最香，每当她做春卷时，我们
几个小孩就围在旁边眼巴巴看着，看着春
卷皮在她手里灵活翻动，皮被黄黄绿绿的
菜丝一点一点地填满，再放到锅中炸出“滋
滋”响声后出锅的黄灿灿的炸春卷。皮薄
酥脆，馅心香软，每个孩子垂涎三尺，好
像对春天的期待，就辗转进一盘春卷中。

春笋的嫩滑爽口也是春食中难以忘怀
的一部分。有过几次大家一起去后山竹林
挖春笋的经历，每挖出一根细长鲜嫩的春
笋，就像和春天来了一次亲密接触，连鼻
尖都钻进了春天的味道。采回后无论将其
配菜还是煮汤，都给其添上了一份独特的
鲜美爽口，仿佛清爽的春天在你的味蕾上
起舞。

还有经过精巧的泡茶手艺后，慢慢浮
出春茶的醇香，又把春天萦绕一遍。“春
日百花艳，春茶最风华”，茶芽肥硕，
色泽翠绿，叶质柔软，惬意时泡
上一壶，既能提神醒脑解春困，

也可平心静气品茶香，可谓雅之极致。而春，
不正是个雅的季节？

有人说，“唯春光与美食不可辜负”。
喜欢春天，其孩童般的活力，少女般的温
柔，学者般的儒雅，一点一点润泽了世间
万物。而每一份春食，都是春天带给我们
的见面礼。春日，连枝头的桃花都可食用，
还有漫山遍野的野菜，放眼望去，满是食材。
暖暖春光中，在舌尖上感受春的流连，岂
不美哉！以对待春天的态度，来对待随春
而至饱满食欲，整个人都容光焕发。

没有细细品过春食的人，对春天的享
受可就显得单调乏味了。何不趁现在，阳
光正好，微风不燥，约上三五好友，品春食，
以春天的名义。

春蒿
|| 王吴军

春蒿是春天的白蒿，它是一种野菜，在我的
乡下老家称之为春蒿。

春蒿生长在原野里，叶如细丝，似初生的松
针，色微青白，其气息稍似艾香。初春时节，春
蒿的嫩苗初长，是这个时节尝鲜食春的美味，此
时大多野菜还没有出现，所以吃春蒿是最佳时机。
记得母亲常说 ：“正月茵陈二月蒿，三月拔下当
柴烧。”茵陈其实是春蒿的另一个名字。春蒿长
得快，吃的时候是要朝夕必争的，春蒿吃的时日
很短，吃的方法也极其简单。

吃春蒿其实就是吃春，把美好的春意在唇齿
间品尝，唇齿之间是美妙的清香，这清香是芝麻
香油伴着鲜嫩野菜的清香，不过，这清香中也有
淡淡的苦味，是隐隐约约的苦。我喜欢在这样的
味道中流连，那些鲜嫩的生命中萌动着蓬勃的春
意。

春蒿可以蒸着吃，满满的一盘蒸春蒿，彼此
依偎，彼此缠绕，看上去虽然有些不够清爽，但
是用筷子一挑，却是一根一根的，嫩生生，鲜亮
亮的。吃蒸春蒿的时候，每一次要不多不少，吃
多少蒸多少，若是吃剩的，再吃的时候就会在口
感上大打折扣。不论是什么菜，如果要牢牢抓住
人心，不在于多，而在于精，还想吃的时候已经
是没有了，留下念想，下次再来品尝这种感觉。
这也像极了画家的画，画到精彩之处，猛然收笔，
让人在无限的遐想中回味无穷，只有用心体会这
其中的滋味，才能懂得。

初春时节，春蒿也是可以凉拌着吃的。刚刚
经历了漫长的冬日，很少吃凉拌菜。可是，到了
春天，凉拌菜春蒿就登场了。吃凉拌春蒿犹如是

品味乡间小调，亲切而质朴，却又美妙无比，原
汁原味。春蒿也有可用来清炒，少放盐，多放油，
吸足了油的春蒿吃起来会更加绵软。清炒的野菜
如素描，其实最能体现出真实的功力，简单的笔
墨一出手，便知功力如何。

“人间有味是清欢”这句话深得我心。清中
细品味，清中有欢乐，在我的眼里，春蒿尽管只
是一种普通的野菜，却是难得的好滋味。宁静的
春日里，每日吃春蒿，我会像古人那样扪腹而笑。
这是一份豁达，也是一份真性情。清淡之蔬，最
是天然好滋味。其实，好文字往往就有清淡之蔬
的味道，我喜欢这样的文字，平静地叙述中洋溢
着迷人而绵长的气息，实在是好。好书法也是有
清淡之蔬的味道，怀素的书法，苏东坡的书法，
清味悠长，清香弥漫，笔墨之间的神韵流淌，看
着看着，让人不知不觉中便心生愉悦。

市场上也有卖春蒿的，在干净的竹筐里堆叠
着，一层层的青绿，模样十分喜人。然而，这远
远不如自己去原野上挖春蒿来得快乐。

春分前后，阳光明媚，春意盎然，顺着窄窄
的田埂，春蒿铺展开了水灵灵的绿意，嫩得能掐
出水来，挖着挖着，手指上的绿意半天不散。晴
天中间会隔着一天半天的雨，挖过春蒿的地方会
长出新的春蒿来，连续挖上五六天不成问题。一
起挖到的还有荠菜、野韭菜等，都有春水初涨的
味道。

每吃一次春蒿都会有不同的滋味，虽然是短
短的一周，连续吃了五次，一两次是在刚过惊蛰，
鲜嫩中饱含着丰腴。中药典籍上说，春蒿能明目
利湿是一味好的药食，乡间老中医在药方上写到
春蒿的另一个名字——茵陈，是清肝利胆的首选
之药。

春蒿寂寞着混在杂草中兀自孤独地成长着，
等长得叶子肥大变成名为茵陈的中药时，才显示
出自己的身份与众不同。这些长成可以做中药的
名为茵陈的春蒿，颜色不那么青绿，而是有些粉
白色，看上去倒也悦目。我曾经在一个偏僻的小
巷里，看到一户人家在院墙外用竹篱笆围起来一
小块地方，里面种着春蒿，一棵棵在阳光里长得
秀颀挺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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