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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前老树开新花。 文静 摄

烟雨花香又一春
◎谭雪花

三月之魅
◎邓荣河

◎丁兆永

读书是最好的家风

是风筝甘愿自缚的累
完全的放纵与自由
只能换来跌落尘埃的不归

是杨柳弯腰俯首的垂
妙龄青春儿
又有哪个不醉

是燕莺且歌且舞的飞
骨酥筋软的日子
舒展一下妩媚

是柳笛嘹亮三月的脆
小手拧出的春天
最靓也最美

是春风一路小跑的追
遭遇一场又一场的花事
幸福无比地追尾

忘记一个人
◎李季

忘记一个人的眼神、面容和声音
如果可以，也关闭梦的门扉
日子依然不好也不坏

草木复苏时，我依然离题万里
那些花要开
就往死里开

我不动用花香，也不动用旧时月光
心情需要虚构，我有潜流暗涌
已被大坝拦阻，那流水要静止
就静止成死水决不允许
它再流往伤心之地

春天短暂，阳光明媚，有着隔世的温暖
鱼群正列队上岸
鸟雀正纷纷投江，我正在忘记一个人
春风浩荡，越阡度陌
已是另外的光阴

河蚌伴好运
◎陈卫卫

俗话说：“春天喝碗河蚌汤，夏天不生痱子不
长疮。”春天的河蚌最干净，肉质也最肥厚，正是
品尝的好时节。

吃河蚌是别有情趣的，因为有时你运气好的
话，还能吃出圆滚滚、晶莹剔透的野生珍珠。这吉
祥的兆头，预示着你今年会有好运相伴。

著名的吃货文学家郁达夫最爱蚌肉，还称蚌
肉是色香味俱佳的“神品”。有一年他来到福州，
正值蚌肉上市，于是红烧白煮地吃了几百个蚌方
才尽兴，并且视为一生的豪举。1928年春天，郁达
夫和王映霞在上海结婚后，作为浪漫派大师的郁
达夫一边吟着“天降妙句”，一边教王映霞用河蚌
下厨做“紫苏炒西施美人舌”。这道王美人亲制的
佳肴入口滑嫩柔软，果然不愧其“美人舌”之名，
让郁达夫每天大饱口福。

每年刚入春的时候，我老家那位喜欢下河捕
鱼的邻居总会送来一堆河蚌，于是老妈乐滋滋地
把晶莹剔透、粉嫩诱人的蚌肉和豆腐放在陶瓷煲
中，突突突地煮到汤色变浓、呈现出奶白色之后，
眼见蚌肉已经酥软，撒上一把葱花，“鲜到眉毛都
要掉下来”的河蚌豆腐汤就出炉了。这道美食既
是菜、又是汤，入味的不得了，好吃到打耳光也不
放。记得那年春天吃了几碗河蚌豆腐汤后，我们
一家人在炎热的夏天里还真的没生痱子！于是，
一到春天吃河蚌豆腐汤就成了我家餐桌上的特色
传统。

要说河蚌烹饪美味的最高境界，那就非“河蚌
咸肉烧青菜”莫属了。它将时鲜的蚌肉和腊味十
足的咸肉一起烧，这样就把河蚌的鲜和咸肉的香
完美融合在一起，加上翠色欲滴的青菜作为点
缀，春天的鲜味全都在里面了。这道菜最值得称
道的是乳白色的浓汤，喝起来鲜咸可口，让人欲
罢不能。如果盛一大碗白米饭就着蚌肉吃，那个
舒坦绝对是彻心彻肺的。

江南一带的人家最擅长做蚌菜，有脆嫩爽口
的“春笋炒蚌丝”、鲜咸香美的“河蚌炒韭芽”、红
润滑嫩的“鱼香蚌丝”、清新养眼的“汆蚌肉菜心”
等多种菜式，最经典的则是“红烧斧足”，因为蚌
肉很像斧头的形状，故得其名。这道菜是先将蚌
肉和五花猪肉切块，猪肉块经煸炒再加入用旺火
烧开的蚌肉，焖至肉酥汤稠后，放入八角、葱花等
翻炒均匀，即可起锅装盆。

“红烧斧足”是道经典春鲜，蚌肉鲜美、猪肉酥
嫩、香味醇厚，光是闻到那个香味，就让人垂涎欲
滴了。

盼望着盼望着，经过了一个长长的寒
冬，终于，春天来了。

都说二月春风似剪刀，她灵巧地缔
造出了青枝新芽、花红柳绿的景象，尽管
依然有些寒意，但阳光却是和煦的，让人
时不时地萌生出，在阳台上慵懒地躺上

一个下午的欲望，翻翻
书，喝喝茶，这是何等惬
意的生活啊！

“小雨知时节，当春
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
物细无声”，几场春雨之
后，阳光更加温暖了，三
月里，人们脱下了厚厚的

棉服，穿上了轻便的装。在这万物复苏的
时节，大大小小的学校，迈开了青春的步
伐。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孩子们争先
恐后地奔出校园，背上简单的行囊，踏上
远足的路。长长的车队，舞动的旗帜以及
白衣的少年，组成一条巨型的长龙，蜿蜒

在金黄色的油菜花里，掩映在青山绿水
中，煞是壮观！煞是好看！歌声，笑声，追
逐声，响彻田间地头。来回四十公里的路
程，孩子们相互鼓励，相互扶持，没有哀
叹，没有埋怨，倾心投入美好的自然，尽情
享受这难得的欢愉。看，一张张红扑扑的
脸蛋，油浸浸的额头，绚烂的笑容，让我们
再一次体会到了年轻的生命所蕴含的勃
勃生机，让这个春意盎然的季节更加生动
明艳。

写字楼的人开始坐不住了，有阳光
的日子，面对窗外的江对岸，更是心生向
往。天这样蓝，风这样暖，水这样清透，阳
光这样明媚，都说春来不是读书天，同样
的，这样灿烂的日子，不能像小鸟一样感
知窗外的世界、呼吸春天的气息，也是一
大遗憾！心痒痒，牙切切，熬吧，等两天到
周末了，定要去繁茂的翠屏山漫步，带张
吊床，摇曳在阳光斑驳的树林中；定要去
开满油菜花儿的江边垂钓，烤河虾，烤河

鱼，吱吱美味爽翻天；定要约几个志同道
合的死党，去云南会馆的院坝里喝喝茶，
听听曲儿……，春天里，要做的事好多，
这一番规划之后，顿生愉悦，抡起膀子，
狠狠地甩上几圈，便沉下心来，开始愉快
的工作。终于等到了周末，等到了周末
啊，哦豁，下雨了，计划没有变化快啊，一
连骂了几声“鬼天”。然后，下个礼拜的某
一天，又在封闭的写字楼里，继续对着窗
外的绿水青山咬牙切齿地长吁短叹！

街上的行人多起来了，公园里也热
闹起来，至于凉姜的桃花、流米寺的李
花、巡场的茶花、佛现山的梨花、以及南
溪石鼓和临港龙头山的花海、更是春潮
涌动，游人如织。身披五彩丝巾的美女们
（眼下美女一词，仅作为性别鉴定，不分
老少，不分美丑），手拿自拍杆，兴趣盎
然，或躺或卧、或群或单、或静或动、或笑
或嗔，搔首弄姿，好不妖艳。那些个专业
的、业余的摄影爱好者们，背着长枪短

炮，频繁出没于各景区，摄影的姿势千奇
百怪，明明是在拍美景，不曾想，却被拍
美景的人制作成了风景。

朋友圈里的春天更是刷爆了屏，给
人的感觉是眼睛一睁开，满满的春意便
扑面而来，隔着屏，你都能闻到绿草的气
息，泥土的清香，鲜花的芬芳，以及新枝
的芳香，你听到了鸟儿的欢唱，山谷的回
响，江水的奔流，蜂蝶的酣畅。于是，在这
个春暖花开的早上，你的心被一句优美
的诗弄得柔肠万千，——愿你如三月的
阳光，明媚不忧伤，愿你如三月的花朵，
美丽不张扬，更愿人世间所有的美好都
如期而至！驿动的心，萌动的情绪在蓬勃
生长，生命的激情一下子堆积如山，似要
喷薄而出。

春风又绿江南岸，烟雨花香又一春，
在这个播种的季节，让梦想在春天中萌
芽，让真心在三月里开花，春天来了，撸起
袖子，加油，干！

榆钱糕 槐花饺
◎徐学平

梁晓声先生说过，“好的家风，一定是有
读书传统的家风。书架，应该是一个家庭好的
不动产。”是的，对此我非常赞同，而且也是这
一家风的受益者，更是这一不动产的传承者。

我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贫苦山
村，从我记事起，勤劳的父亲白天在地里忙
着干活，晚上的时光就是守着一盏昏暗的煤
油灯，捧着一本本借来或者买来的小说，如
痴如迷的看。父亲是一名高中毕业生，因历
史的原因未能参加高考实现自己的大学梦，
但他没有抱怨生活，依然乐观地生活在黄土
地上，尽管农村精神生活极度贫乏，父亲依
然保持着读书的习惯。尤其当我上学之后，
也许是父亲把他的大学梦寄托到我的身上，
把他珍藏多年的《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
义》等名著送给我读，让我从小浸润在书香
中，在最好的年华里与书籍为伴，与墨香为
伍，让我在文字和墨香里开阔了视野，增长
了知识。记得小时候，最温馨的画面莫过于
在雪花飞舞的冬夜，父亲、妹妹和我每人捧
一本书，忘情地读着，外面大雪纷飞，小屋内
书香四溢。

在父亲的熏陶和鼓励下，我深深地爱上
了读书，开始了在书海里畅游的日子，买书、
读书成了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尽管生活非常
艰难，父亲还是从牙缝里省出一部分钱给我
用来买书。记得当时，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
的时候，我们家却没有，一是怕耽误学习，二
是大部分钱用来买书了，我们家直到我大学
毕业后挣了第一份工资才买了电视机，这在
当时的农村成了街坊四邻嘲笑的对象。父亲
却不毫不理会这些，因为他深深明白知识的
重要性，明白只有好好读书才有更好的出
息，尽管生活艰难却毫不吝啬地支持我买
书、读书。正是这一本本书滋润了我的灵魂，
让我在青春年华里收获了五彩缤纷的知识。
我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成为小山村的第

一个大学生。这个时候，再没有人嘲笑我们
家买书、读书的事情，却成了很多邻居学习
的榜样。就这样，我坚持买书、读书的习惯一
直保持着，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再到工
作、结婚生子……

女儿出生后，我更是把读书的家风传给
她。生活水平的提高，让买书已经成为一种
生活方式，为此我给女儿买了大量的绘本。
每个静静的夜晚，我和妻子、女儿每人捧一
本自己喜欢的书在默默阅读，这已成为我家
每天晚上睡前的必修课。有时，我和女儿同
读一本书，一起讨论书中的情节，在孩子健
康成长的同时，也增进了我们父女的感情。
儿子出生后，虽然还在襁褓中吱吱呀呀不会
说话，我在看他的时候就给他读绘本、读唐
诗宋词。现在小家伙虽是一见到书就兴奋，
舞动着小手要，我想这也一定是个爱读书的
孩子。尤为可喜的是，在与女儿共同读书的
过程中，让我有了更多的人生感悟：正是我
们家喜欢读书的良好“家风”，熏染了女儿，
使她不仅获得了知识，开阔了视野，更重要
的养成了积极乐观阳光的性格，这才是孩子
一辈子的宝贵财富。

“至乐莫过读书，至要莫如教子；寡智乃
能习静，寡营乃可养生。”这是清代文学家蒋
士铨撰书并悬于大厅用以自励的一副对联。
上联语本《史典·愿体集》：“至乐无如读书，
至要无如教子。”意即不仅把读书视为最大
的快乐，还把教育子女当作最要紧的事情。”
父亲的所作所为就是把至乐的家风传给了
至要的我，我又传给了我的儿女。读书是最
好的家风，父亲把家庭中最重要的不动产传
给了我，我又将把它传给我的儿女，我想我
的儿女们也会将接力棒传递给他们的下一
代。时过境迁，沧海桑田，无论社会如何变
化，让世世代代在书香中浸润自己，成长自
己，成为最优秀的自己，这将是永恒的……

糯米元宵的清香悄然淡去的
时候，乡村的春天就俏皮地探出了
头，她站在榆树稍，立在槐枝上，被
蜜蜂、蝴蝶簇拥着款款走来。

早春的阳光温暖地照着大地，
老家的榆树上又吐出新绿了，一串
串鲜嫩的榆钱儿便挂满枝头。榆钱
是榆树的果实,，嫩绿、扁圆, 有点
像缩小版的铜钱，小孩最喜欢它们
了。胆大的孩子早就猴子似的爬到
树上，一把一把地撸榆钱了，他们
一边满嘴地塞榆钱，一边将长得繁
茂的枝折下来，扔给等在树下的小
伙伴。树枝随着孩童的身体摇晃
着，小点小点的榆钱就跟下雨似的
落下来，飘舞在风中，散发着丝丝
的甜润。

当榆钱还是绿绿嫩嫩的时候
可以直接摘下来吃，生吃很甜，有
一股叶的清香。更多的时候，人们
还是用细细的白面，和了榆钱，再
加些蜂蜜蒸成一锅好吃的榆钱糕。
蒸榆钱糕，先得把淘净的湿漉漉的
榆钱拌上面粉，加水和匀，垫上笼
布，盛在蒸笼里，放进锅内用文火
蒸。蒸熟后，用刀划成块状，然后捏
着笼布角和盘出锅，倒在小盆里。
滴上几滴芝麻油，再浇两勺蒜汁，
撒上些葱花或芫荽，顿时，热腾腾、
香喷喷的榆钱糕便做成了。白绿相
间，香甜适口，此时，所有乡村的滋
味就都呈现在了你的面前。不过，
再过些时候，榆钱长老了，变黄了，
就会籁籁地飘落下来。

在乡间，你大可不必为一种植
物的凋零而感到惋惜，因为新鲜总
是接踵而来的。比如说槐花，她总

是紧紧地跟随在春天的后边，在细
密嫩绿的叶片间，结出一簇簇洁白
晶莹的小花，在空中飘溢着阵阵清
香。槐花含苞待放之时，又是人们
大饱口福之日。甭说孩子啦，即使
大人也经受不住那香甜的诱惑，纷
纷拿起镰刀，攀上梯子，采摘槐花。
人们用事先准备好的簸箕、箩筐，
将槐花装得满满的，回家洗净后或
热炒或凉拌，都是极好的牙祭。

槐花是我印象中最好的野花
了，槐花性情随和，生熟皆宜，可荤
可素，要是仍然意犹未尽的话，还
可以把余下的槐花做成饺馅包饺
子，那就另有一番风味了。把一串
串的槐花洗净，先用开水氽去青
气，然后摊放在芦苇帘上晾干，再
混入拌好的肉馅里就可以备用了。

母亲巧手如蝶，左右翻飞，只
一会儿便包出一帘小巧玲珑的槐
花饺子。锅里的水已经沸腾开了，
小心地将那些饺子放入锅中，轻推
慢搅，几个回合后，熟透的饺子便
纷纷浮出了水面。看着那些晶莹剔
透的饺子，光闻味道也会令人垂涎
三尺，迫不急待地咬上一口，一股
花香夹带着丝丝甜味儿直入口中，
顿时感到齿颊生香，余味绕舌。听
老人讲，榆槐是穷人的树，特别是
在饥饿的年代，它们用自己的花果
不知救济过多少灾民。

如今又是多年过去了，然而那
份记忆却被我小心翼翼地封存到
了心底，至今都难以释怀。榆钱糕
呵槐花饺，一直都被我固执地偏爱
着，一如从乡村走来的我，始终沾
满泥土的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