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蜉蝣之羽
◎路来森

夏日到，蜉蝣生。
蜉蝣，是一种原始而美丽的昆虫。据说，它是

最原始的有翅昆虫，距今至少已有两亿年的历史。
就是这样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昆虫，其肢体，却极
其柔弱，一只蜉蝣拿在手中，只要轻轻用手一捻，
就可以使其“香消玉损”。

小时候，在河岸边，常常会捉一些蜉蝣，拿在
手中玩，却也很少有将其捻毙的时候，只因不忍。
因为，蜉蝣的外表，实在是太美了，它那柔弱的肢
体，楚楚可怜，美艳动人。

《诗经·国风·曹风》有《蜉蝣》一诗：“蜉蝣之
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于我归处？蜉蝣之翼，采
采衣服。心之忧矣，于我归息？蜉蝣掘阅，麻衣如
雪。心之忧矣，于我归说？”虽然，全诗的主题，是借
蜉蝣以比兴，感叹生命之短暂的，但诗中“楚楚”

“采采”“如雪”等词，却是客观地来描写蜉蝣外表
之美的。

楚楚：鲜明整洁，或五彩缤纷；采采：鲜明的样
子，或者众多的样子。所以说，“楚楚”“采采”，其实
都是来描写蜉蝣外表的鲜明整洁或五彩缤纷的。
而“麻衣如雪”，则是描写初生的蜉蝣，其翅翼，如
雪的洁白和翅翼上网状如麻的纹理的。

蜉蝣之美，来自蜉蝣独特的形体、外表。
蜉蝣，肢体修长，头部，有两条短须，尾部，则

有两条长长的尾须；眼睛，似蜻蜓的眼睛，属复眼，
圆圆的，大大的，鼓鼓的，仿佛整个头部，就只是两
只眼睛了；然而，蜉蝣的最美之处，正如《诗经·蜉
蝣》所描绘，在于它的翅翼。翅翼薄而大，安静时，
双翅耸立，像是要随时飞起的样子，翅翼上，布满
了清晰的纹理，似一片纹理分明的树叶。那种“纹
理”，仿佛书写着天地经纬，想借自己微弱的身体，
来彰显一份大自然的幽眇和深刻。

蜉蝣，有着不同的色彩。有人说，是因为环境
不同所致，即蜉蝣如变色龙，可以随环境的变化而
变化，只是不似变色龙那般变化多端罢了。也有人
说，蜉蝣色彩的不同，是因为蜕变带来的，因为蜉
蝣是少有的成虫后，可以整体蜕变生长的。应该
说，后者是对的。《诗经·蜉蝣》中“蜉蝣掘阅，麻衣
如雪”，就是写刚刚从洞穴中出来的蜉蝣，其翅翼
似雪一样白。确然如此，而且不仅仅是翅翼“如
雪”，整个身体，都是洁白透明的，只是身体边缘，
有着一丝丝的红线，这倒反而愈加衬托了它整体
的白了。那种白，真是纯洁、干净，到了晶莹剔透的
境地，容不得半点瑕疵。

蜉蝣，虽然色彩纷繁，但却以浅黄色和白色为
主。浅黄色的，是一种嫩黄，像柔软的蛋黄，透着软
绵的体香；白色的，真白，白得晶莹剔透，能透过那
种洁白，看到体内殷红的脏器，而殷红的脏器，在
整个躯体上，又仿佛胭脂一点，愈加增强了一只蜉
蝣的美感。

蜉蝣的身体，太弱了，弱不禁风，仿佛始终处
在一种“颤栗”之中，正如华晨宇唱的那首《蜉蝣》
歌的几句歌词：“睡在夜色中都惶恐，躲在喧嚣中
都寂寞……”不过，也因为蜉蝣身体纤弱，就拥有
了一种特别的“俏丽之美”——静，或者动，都楚楚
惹人怜爱。

蜉蝣，通常生活在浅水中，栖息在水草边。有
时，几只蜉蝣，一同栖于一根长草上，翅翼耸起，
光洁明亮，那么安静，那么亮洁，纯净如赤子，真
是叫人喜欢得不得了。蜉蝣，也会戏水，它们贴水
而飞，却总也飞不出水面；飞行时，头须和尾须都
张开，呈八字形，特别是两条长长的尾须，像极了
两支划水的船桨；船桨划动，周围荡起浅浅的涟
漪，荡漾着，荡漾着，像清浅而美丽的梦，此时，水
梦也生香……

有人说，大凡生命短促的事物，通常都会爆发
出绚烂的美。比如，昙花一现，比如，蜉蝣一生……
蜉蝣虽美，成虫后，它的生命却仅能活几个小时，
所以，人们就常常借蜉蝣来感叹生命之短暂。《诗
经·蜉蝣》，是如此，后来的苏轼，更是在《前赤壁
赋》中，藉此大发感慨：“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
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可是，又有何妨？虽然短暂，但毕竟灿烂过了，
也值得。

离老家六、七里的地方，有座古
镇，镇上有条古街，街道是用青石铺成
的，南北三里多长。过去，本地盛产海
盐，常有盐商雇船前来运盐，据说这些
青石是用来压舱的，它们跟随着空船，
沿水路长途跋涉而来，聚少成多，最终
铺成了一条街。时光把这些石头打磨
得锃锃发亮，走在上面，就像走在一面
青黑色的镜子上。

小时候，青石街是我们最向往的
地方。因为这条街上有各种各样的美
食。从白白胖胖的肉包子，到黄绿相间
的葱油饼；从蘸满芝麻的“龙虎斗”，到
缀着红枣皮的桂花糕；从扎在塑料袋
中的薄荷糖，到装在玻璃瓶子里的鱼
皮花生……凡是我们所知道的好吃的
东西，在这里都应有尽有。更何况，在
青石街上还可以租小人书看，有时还
能看到杂耍，这对小孩子来说，该有着
多大的诱惑呀！

可是，父母却很少带我们来。不仅
因为我们嘴馋，总是嚷嚷着要买东西
吃；还因为那时候大人们到镇上办事，
都是靠步行，小孩子走路慢，大人们怕
耽误时间，自然不愿带上一只“小蜗
牛”。好在每年春节前，爷爷都会带着
我们姐弟几个到镇上的浴室洗澡，于
是一进入冬天，我们便开始期盼那个
日子的到来。

那时小镇只有一家浴室，年前洗
澡的人特别多。记得有一年，我们早早
起床，吃过早饭就往浴室赶。可即便去
得早，也排了好一会儿队才轮上。洗完
澡后，爷爷领着我们走过一条长长的
巷子，来到青石街上，给每人买了两只
肉包，另外还买了一包薄荷糖分给大
家。我迫不及待地抓过肉包就咬，满嘴
肉汁，那香味儿至今难忘。而爷爷却什

么也不吃，置办一些年货后，便领着
我们往回赶。半路上，看我们筋疲力
尽了，爷爷变魔术似的，从挂在肩头
的布袋子掏出几只“龙虎斗”烧饼，大
家浑身又充满了力量。只是我至今也
弄不明白，爷爷是什么时候去买那些
烧饼的。

我第一次独自去青石街是十岁那
年。新学期开学后，看到班上不少同学
都背着黄帆布书包上学，而我背的仍
是姐姐淘汰下来的又旧又丑的碎布书
包，心中感到很委屈，特别渴望也能拥
有一只黄帆布书包。向父母要钱是不
可能的，我悄悄把自己藏着的压岁钱
数了数，还不到两元，于是又攒了一个
秋天，终于凑足两元。一个星期天下
午，天阴沉沉的，刮着北风，很冷，我偷
偷出发了，供销社在青石街的旁边，经
过青石街时，我多想买只肉包或葱油
饼解解馋，可还是强咽着口水走了过
去。让人难过的是，我数了又数，手里
钱根本不够买黄帆布书包，最后只得
含泪回家。不巧的是，外面又下起了
雪，回到家时，已成了一个小雪人。那
天晚饭也没吃就上了床。后来，直到第
二年春天，我才凑足钱，去买回了梦寐
以求的黄帆布书包。

再大一些后，去镇上的次数多了
起来，但每次来到青石街，心中仍感到
无比兴奋。数年后，青石街的旁边新修
了一条街，非常宽阔，不少商家跟着搬
了过去，可我每次来老镇，仍爱去青石
街走一走，从南往北，从北往南，边走
边看，乐此不疲。

初中毕业后，我考到了城里读师
范，一学期才能回家一次。记得那年寒
假，我先坐公共汽车到镇上，然后步行
回家。经过青石街时，习惯性地准备进

去逛一逛。可眼前的一幕却让我惊呆
了，那一块块光滑的大青石不见了踪
影，取而代之的是平平整整的水泥路。
望着眼前面目全非的老街，我的心一
下地像被掏空了，那种难受，如刀割一
般……从此，经过镇上时，我再不去老
街了。

可是，我怎么能忘记那条青石街
呢?于是它便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我
总是梦见自己独自游走在青石街上，
哼着小调，嗅着各种食品的香味。等醒
来时，才发现原来是一场梦，泪水悄然
湿了眼睛。

一晃好多年过去了，有一次去合
肥，听说城外有个三河古镇，镇上也有
一条青石街，经历千百年风吹雨打，依
然横卧在那儿。于是便去看。当我随着
人群踏上那条青石街时，心再次难受
起来，因为它太像老家那条青石街了。
唉，如果老家那条青石街也能保存到
今天，那该多好呀！

从此，我养成一个癖好，不管去什
么地方，只要听说当地有青石街，一定
想方设法去看一下，我知道，我是想从
它们身上，获得某种慰藉。

去年在高淳的老街上驻足时，有
人告诉我说，当年许多地方大拆老城
老街时，有人专门收购被拆下的古石、
古砖、古桥，异地复建古建筑。我想，假
如老家青石街上的青石也因此得到保
留，被重新铺在什么地方，哪怕天涯海
角，我也要去看上一眼。我甚至想，如
果有朝一日，我发达了，一定要花重金
把那些青石重新买回来，铺到老街上，
那样的话，我就不用四处寻青石街看
了，更不用到梦中逛青石街了！

曾经的那条青石街，你真的会在
某个地方急切地等着我吗?

◎吴应海

梦中有条青石街

夏日美味绕舌尖
◎李炳森

“薄纱厨，轻羽扇，枕冷簟凉深
院”。浅夏的风送走了绿意盎然的春，
也迎来了吃酸嘢的季节。民间流传这
样一句谚语：“英雄难过美人关，美人
难过酸嘢摊”。

在我的家乡，水果应有尽有。市面
上沙哑的大喇叭在努力吆喝着：“来咯
来咯，又便宜又好吃的水果，不好吃不
要钱呐！”十元三斤是常态，所以至今
调侃着，广西的水果终逃不过十元三
斤的命运（大部分都是），毫不夸张。许
多慕名而来的外地朋友，也一探究竟，
也终于信服。但放眼望去，酸嘢摊比比
皆是，琳琅满目。气势压倒了水果摊。
酸嘢，其实就是一些水果腌酸，加上配
料做成的。十元几斤的水果经过这么
一折腾，卖得贵了，人们反而乐意。

每当华灯初上，夜空吹响冲锋的
号角，小贩们便拉着一个小推车出来
摆摊，醒目的招牌悬挂着“广西酸嘢”
几个大字，在灯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
明显，摆着很多玻璃罐子，依稀可见的

水果片，芒果，石榴，李子，山楂，杨桃，
猕猴桃，菠萝，梨等。不仅水果难逃厄
运，连蔬菜也可“酸”，萝卜、黄瓜、木
瓜、莲藕、包菜、蒜头、豆角等。

制作过程简单易学：将一个个圆
润饱满的水果洗净，接着将水果切成
块状，一刀下去，果汁四射，沾满刀的
边缘，一股甜甜的味道溢满鼻腔，然后
放少许盐水给它们泡一个澡，这样口
感会更加脆。过半个时辰后，就可以把
水倒掉，在凉白开里面倒进醋，白糖，
辣椒，盐等，根据个人口味调制酸水，
甚至可以加上椒盐，味道也别具一格。
搅拌一下，素雅的水果片经这么一点
缀，状如淡妆浓抹的待嫁的新娘子，实
在秀色可餐。密封几天，会更入味。

小时候，水果总是可望不可及。只
有田间地头呆头呆脑的萝卜，也算是犒
劳了那寡淡的童年，那时候没有“酸嘢”
这个名词，我们当时称之为：酸萝卜。

让我念念不忘的还是奶奶做的酸
萝卜。她将坛子洗净，萝卜切片，泡盐

水，加盐，将萝卜片一块块放进去，用
一块砖头压住，让它浸泡着，切记不可
以碰油渍，不然就会发霉腐烂，白忙活
一场。腌制一星期后，便有酸味刺鼻而
来，大概十几天，可以食用，这是天然
酸，不添加任何配料，环保又健康，吃
上一片，嘎嘣脆，爽口，解腻又解馋。年
幼的我常常盯着坛子，趁大人不在家
一次性吃上好几片，肚子圆滚滚的。那
个味儿，至今我依旧怀念。

据说早在春秋时期，便有酸嘢的
记载，《诗经·小雅·信南山》中写道：
“中田有庐，疆场有瓜，是剥是菹，献
之皇祖。”《周礼》中记载：“‘七菹’指
的是韭、菁、峁、葵、芹、菭、笋七种腌
菜”。不得不赞叹，古代人们比我们还
会吃。

徐霞客更是留下一句“以糟芹为
案，山家清供，不意诸蛮中得之，此已
一奇也。”酸嘢，是夏天的动词。更是我
们广西小吃的代名词，也愿家乡的小
吃人人都能吃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