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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如绿翡，越来越给人无
限的念想和翘盼。富足的肉食

已填满了人们饱足的胃囊，只待
鲜亮亮的春天，在转瞬即逝的时

令节点上，送来鲜翠翠的春花、

春菜。
春天还嫩得像花骨朵时，人

们已在一天暖过一天的春光里，

开始寻摸味蕾的新鲜和大自然
的赏赐了。绿嫩嫩的野荠、春韭

率先登场。随着春日时令鱼跃

似地往前走，春笋、水萝卜、豌豆

头、芝麻菜、马齿苋、锦鸡儿花、
椒蒿，苜蓿、香椿、槐花、榆钱，也

排着队蜂拥过来。这些春赐可

赏可餐，可诗可画，虽俗亦雅，虽
唾手可得，可样样奉为佳品。若

拿来夯实在家家户户的真实生
活中，那就逐个大口去尝鲜吧。

野荠、春韭不用多说。越过

寒冬，春一招手，过不了几日，野
荠菜从地垄、田埂、土坝上冒出

头来。蜗居一冬的人们，冲在开
春之元的微寒春光里，去野地挖
荠菜，比赶个早集买鱼割肉还要

迫不及待。辽旷的绿野上，波浪

般潮涌着一拨拨一片片赶早摘
鲜的人。他们蹲着，走着，又或

低头俯身，左顾右盼，一把把小
铁铲将野荠菜，送进了春风歌吟

的提篮里。
初春正值素味寡淡，嫩油油

的野荠菜便成了人们吃春的头

一道鲜。原本鸡蛋荠菜饼、鲜味
荠菜羹、荠菜馅大饺子的十足引

诱，早在冬日退身之前，就已钻
进了他们的思想，大放异香呢。

饱了这些美味，遂上一份心愿，

韭菜合子、春韭炒河虾、韭菜烀
饼闪了个身，又跟过来。赶上了

这道鲜，无须敏捷的思维与冥

想，“夜雨剪春韭”的古言美句，
也会自个儿冒出来。此时油光

滑腻的嘴上不说，心里也忍不住

诉一下衷肠，尝一口鲜，仍是春

好啊！
再往前走去，万物争相生

发，一株株，一丛丛，谁也顾不得

多瞧谁一眼，相互之间连打个招
呼的心思也成了一纸空白。昨

天还是叶尖如针，倏忽之间便青
叶簇簇了。野葱、蒲公英、野芹

菜、马齿苋、春笋、红樱桃，就这

样纷纷登场。单说春笋的嫩滴
滴，马齿苋的青野劲儿，红樱桃

的艳姿含情，野芹菜的青葱范
儿，只要被视觉捕捉到，即便不
烹成美味吃上一口，走进心里的

也是快乐自足。可是，迎面走闯

来春鲜，未尝怎得春滋味，于是
一盘盘蒜蓉蒲公英、马齿苋菜

卷、春笋白拌鸡和一碗碗小米樱
桃粥，总是在大好春光里，鲜活

了人们的好生活。
春天浓过一半，香椿树给天

空送来一树春香。鲜绿的香椿

小叶片，一边追赶春潮，一边隐
隐散发香郁。春行的人似乎等

了很久，才等到了这春菜的又一
抹鲜。将香椿菜摆上春盘，无可

争议地占据了春菜宴的半壁江

山。嫩嫩的牙片儿，寻寻常常，
紫红泛绿，却能让人在舌尖上领

舞春光。当下，新鲜的香椿并不

鲜见，从树上摘来，或买了捆成
小把的香椿，用来炒鸡蛋或拌豆

腐，或变着法儿做成虾皮拌香

椿、舂香椿、黄花鱼香椿和炸香

椿鱼，哪一道香椿菜，都满口浓
香和新鲜。

深浓的春天，椒蒿躲在山

野、林缘、田边、路旁，摇晃起迷
人的姿影，同为春色中可餐的喜

人之物。椒蒿，学名龙蒿，又名
狭叶青蒿、青蒿。若取来两片揉

搓，其味浓烈辛香。食之似薄

荷，又比薄荷的轻柔多了一分热

烈，麻而微灼的感觉蔓延舌尖。

作为春菜，这奇特的椒蒿可焯一

下凉拌，还可与羊肉爆炒，做成

椒蒿土豆丝、椒蒿鱼，包椒蒿饺
子亦为家常。山里人家饮酒后，

喜欢来一碗椒蒿汤饭，以解酒醒

神。椒蒿如芥末，不少体健力壮

的汉子，连同妇人小孩，偏偏独
爱椒蒿饭，喜爱这道鲜。椒蒿多
生于山坡、草原、林缘、路旁、田

边及干河岸。

春事中，惹人的要数一树树

槐花白了。乡间的刺槐开花，是
春分过后的事。别的园子里已

繁花落尽，河边弯柳也退去风
骚，默默的槐树才赶在春天转身

离开之前开出花朵来。这一开，

村落里像下了一场雪，院子里也
便有了月光落地的声音。这个

季节乡下人最不可错过的事儿

就是采摘洋槐花。往昔的村落
里，家家户户都有刺槐守家护

院，槐树的影子随处可见，村里

人像种庄稼一样栽种它们。刺

槐在乡下极普通，开的花瓣也不
大，状如张开翅膀的白色小蝴

蝶，但它们洁白又清秀，一串串

散发着香气和笑意，按说在乡间
也极具美感和诱惑。要是将它

们入口，还真别有一番风味呢。
槐花的吃法很多，蒸、炒、

煎、做成馅和汤，变着法儿做出

的都是美味，乡下人最喜欢把槐
花做成槐花饼了。槐花和榆钱

相似，它们先后长出来，都是村
落里房前屋后守家护院的树开
出的花，既可观也可餐，乡下人

真是有福气。

踏实的人们惜爱春天的“一
口鲜”，更爱豪情满怀和喜悦的

春天。人们去春天尝口鲜，还尝
出了春天的生机与期冀，尝出了

一场盛大生命的初始与勃发。
这浓浓春菜的味道里，更藏着一
个饱满的春天呢！

“一口鲜”里藏春天
董国宾

我的奶奶是一名目不识丁

的乡村妇女，她对粮食无比敬畏
的态度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

印象。

常常忆起儿时，全家人围

坐在一起吃饭，我们小辈有时
候掉几粒米饭在餐桌上。奶奶
总是一脸严肃地呵斥道：“伢呀，

人靠粮食养命，糟蹋粮食是不对

的。”说完，她伸出手指把米一粒

粒捻到嘴里，脸上的表情很自
然，一点也不觉得那些饭粒脏。

有时候，奶奶看见我们碗里的饭
没有吃干净，哪怕碗边只剩下

几粒米饭，她也一定会命令我

们把这些饭粒吃干净。我们懵

懵懂懂不解其意，看见她神色
庄重的模样，只好乖乖地吃完
碗里的饭粒，再也不敢浪费一
粒米。

后来上了学，我跟着长辈们

下地劳作，对粮食来之不易有了

切身体会。春天，奶奶和父母亲
一起精挑细选种子，撒进精心整

理过的土地中。在阳光雨露的

呵护下，种子慢慢长成秧苗。炎

炎夏日，长辈们面朝黄土背朝
天，弯腰佝偻着身子，忍着蚊虫
叮咬，一步一个脚印走在水田里

插秧，经常忙得“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下午放学后，我知道他

们都在田里忙着插秧，也赶快跑
到田里去插秧。

粮食的成长注定是一场漫
长的旅程。农民不断施肥拔草，

从事各种田间劳动，像抚育自己

的孩子一样用心管理着。种子

从春天里播种，在夏天里拔节和
抽穗，在秋天迈向成熟，足足经
历三个季节。当秋天水稻变得
黄澄澄稻穗饱满时，农民又忙着

收割。从前的秋收都是靠人力，

费时费力，是一年中最忙碌的季

节。我们和长辈们一起用镰刀
收割稻谷，然后捆扎、搬运、叠

码、铺场、磙碾、翻叉、收草、扬

壳……十几道工序下来，才变成

谷子，再被父亲一担担地挑回
家中。

记得那时家里完成秋收后，

奶奶一刻也不停歇，每天又忙着

去地里拣拾被遗漏的粮食，自家

地里拣拾完了，她就走向远方的
地垄草窠中一粒粒拣拾，一点点

积攒，每天能拣拾好几斤的谷
子，她还是那句口头禅：粮食能

养命，浪费不得。

奶奶的经历让她深深体会

到，没有粮食，活命就是一句空
话。所以，她敬畏每一粒粮食，
就像敬畏生命一样。奶奶不会
读“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

诗句，更不知道“一粥一饭，当思

来处不易”的格言，她一直用自

己朴素的行动，在日常的生活中
践行敬天惜粮、勤俭节约的传统

美德。

童年时代，我亲眼见证了

稻谷的成长和农民为之付出的
艰辛劳作。如今，即使在实现
了农业机械化耕种，物质已非

常富裕，每一粒粮食依旧来之

不易。从播种到收获，每一粒

粮食都可以说吸附了天地日月
之精华，倾注了农民无数汗水

和心血。民以食为天，粮食，永
远是芸芸众生最为依赖的生活

物资，我们有什么理由浪费和

糟蹋呢？

珍惜碗里的粮食，对天地心
怀敬畏，对粮食心怀敬畏和感
恩，我们方能以淡定的心态从容
而优雅地过好每一天，这也是

“碗净福至”的意义所在！

敬畏每一粒粮食
高桃芝

春来了，花期的喷涌
鲜花眨眼盛开在溪边、大地上

踩着春的脚步迎风舞蹈

露出了渴望已久的笑靥

桃李满坡、披靡绚烂
每一朵粉嫩的花，每一片嫩绿的叶

在熏人的春风里抽出新的生长
渲染了春耕人生的生活色彩

扛着锄头、背着筐子的人们奔向田园地头
翻滚芳香的泥土，铁犁下唱出春耕的歌

为着这块休眠已久的土地弯下脊梁

播下带着温度的种子
让青草的芳香润湿眼睛

阳光照耀着波光潋滟的河流

风一路打滚，奏响元素太多的交响曲
春耕让世界变得像赛场

抚摸着地的嫣然，以劳动的姿态植下
最美的希望

耕耘着幸福的味道

田野奏响奋进曲
种下希冀，装满丰收的粮仓
绿色精耕，收获稳稳的幸福

让中国人民的饭碗端得更牢
铺就更加壮美的幸福之路

春耕，擘画田野上壮美图卷
周玉成

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不仅滋养心
灵，遇见最好的自己，还能带入新动能，去
营造一个属于未来的新世界。

要有文化，就得多读书。孩童时代，母

亲曾教育我，“家有良田，可能被水淹；肚里
的文化，水淹不掉，火烧不掉，谁都拿不
走！”家里堆了很多书，只要有时间我就会
走进书房，翻一翻我喜欢的书。比如，《三

国演义》《西游记》等四大名著，《桃花扇》
《东周列国》等文言文，《红与黑》《巴黎圣母

院》《呼啸山庄》等外国小说，每次看都有不
同的体会。

读大学期间，毋庸置疑，我最喜欢去的
就是图书馆。自带保温杯，静静坐下来，温

习功课、查阅文献。当累了，就去景区景点
类的书架上，找一本景点介绍的书，沉浸在
景区美食、美景中，仿佛走向了远方。

在南川，一大群爱读书的朋友，闲时都
会到南川大观原点“读书”，去聆听原乡的
颂歌、去穿越花海的曼妙、去感受乡野的韵
味。原点咖啡、稻田泥鳅、圆环酒店、农事

体验场、乡野集市、原点图书馆等吃、住、
行、游、购、娱于一体的乡村旅游业态吸引
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对我而言，吸
引我的还是原点图书馆。馆里陈列着各式

各样的书，有党建的，也有农村适用技术
的，还有儿童绘本，反正能符合各类读书群

体阅读的需要。

那天，原点图书馆里的读者更多了。
有邱华栋老师，有蔡骏老师……名家们的
到来，让文学爱好者纷纷跑去索要签名，倒

不是因为跟风去签名，或者炫耀去签名，主
要还是喜欢作者写的书，签名做个纪念。

这不，有的文学爱好者签到了蔡骏老师的
《不微笑的蒙娜丽莎》，有的签到了马金莲

老师的《伴暖》，我手里则捧了一本《在群山

之间》，带着它寻找作者。

《在群山之间》——诗意的书名，让人

一看题目就忍不住往下阅读。这本书是一
本非虚构文学的书。它的作者以前是甘肃

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冶力关镇池沟村
“第一书记”。无论是作者笔下对于当地现

实生活复杂不易的叙述，还是对未来美好

前景的畅想，都引发读者思考。

我想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写
出这样的文章来。读这本书，联想到我在

基层工作的日子，比如当语言不通时如何

与群众打交道，那必须得使用“土话”聊天；
比如当基层杂事多，分不开身时，就得“十

个手指头弹钢琴”，分清主次。读这本书，

感觉自己也走了一段脱贫攻坚路。

群山之上是一本书，基层田野也是一
本书。望着乡野，细嗅书香，读书已成为一

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成为我们打开发展之

路的金钥匙。
春风拂煦来，惟有读书好，让我们莫负

春光，品味那一缕书香，享受这一丝静谧，

在春风中感悟读书的智慧。
走，我们到一线去，到有书的地方去，

去畅游“无字的大书”，去品味大地深处的

阵阵书香。

去
有
书
的
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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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追溯漱玉崖的来龙去脉

必先俯身，低头

掬一捧崖下泉水，听它深处的回声

“山溜何泠泠，飞泉漱鸣玉”

那个为民请命的人

那个“人回故里魂在南川”的人
终其一生以飞泉漱玉的姿态，用200多年

的时光倾泻生命深处最珍贵的清亮底色

我身披一袭泉声与你共守丹心

你的傲骨，像“德政坊”石牌楼的碑文
那样不朽，不倒

2
山泉泠泠，映照出清晰镜像

公元1804年，广西灌县蒋作梅
执掌过宣成、营道书院的清瘦书生

怀揣百姓甘苦，随清风潜入南川大地
自此，一方鲜活的山水涓涓地溢出

一眼泉，一道崖，就是人间正道的修辞

我们在宾兴会、在隆化书院、在半河山路

在龙崖城巅……轻易就辨认出清廉如水的基因
那是蒋知县安抚炊烟和黎民

留下的，浅浅深深的足印

你是用身体里清清白白的血液

化开浓墨伏案而作，“讼至立决，狱为之空”
一个“物力丰盈”的南川在泉水里跳动

你呷一口滋润咽喉，兴文教，修地方志

小小一眼清泉，胸怀却是整个人间

3
流水潺潺，似有人煮酒品丝竹，烹茶话桑麻
山风习习，吹面皆是教诲警醒之言
你供养过诗经，也灌溉着鱼米

掬水入口，还可校正日渐失重的灵魂

漱玉崖下，清泉溅起无数朵水花
洗濯了我身体里的贫瘠
那一刻阳光倾洒在漱玉湖上，碧波荡漾

天地间一清二白，我在其中

干净，透明，心怀坦荡
你抚平了一座江山伤口，喂养着生命的荒芜

你是清正廉洁，美德的喻体
漱玉崖，用时光倾泻的浩然正气

漱
玉
崖
，用
时
光
倾
泻
的
浩
然
正
气

罗
林
衡

白云生处
有人家
赵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