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9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2014 年 4 月 9 日

周
刊

阅
读
改
变
生
活

第 136 期
主 编：冯永亮
电 话：010-82296740
执行主编：解成君
电 话：010-82296732
投稿信箱：zgjsbjssh@vip.163.com
美编：梁颖宁 电话：010-82296743

孙 东 电话：010-82296730
投稿信箱：zgjsbtp@vip.163.com

首届 “中国教师报·教育情怀”书画邀请赛
为给广大热爱书画艺术的教师提供广阔的发

展空间与全方位的发展策划和包装，为海内外文化
艺术市场推出教育界的书画艺术名家、培养扶植艺
术界的后起之秀，中国教师书画院决定在全国范围
内举办“首届‘中国教师报·教育情怀’书画邀请
赛”。特向全国热爱书画艺术的教师征集评选作品，
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 活动宗旨

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大力弘扬发展
文化事业的精神，激发广大教育工作者的书画创作
热情，通过书画艺术作品展现祖国建设的辉煌成
就，更好地传承弘扬中华民族的书画艺术传统。

二、 活动目的

1. 为教育界的书画艺术爱好者搭建更好的展
示平台，为基层书画教育工作者提供与书画名家交
流和学习的机会，弘扬传承中华民族传统书画艺术。

2. 增强艺术教育工作者的民族自豪感和归属
感，培养民族自尊心。

3. 提升艺术教育工作者的专业发展，丰富教
育工作者的艺术修养。

三、 征集评选对象

全国教育系统书画艺术爱好者

四、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教师报·中国教师书画院
承办单位：北京翰逸九州书画院
指导单位：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

中国国家画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美术学院、清
华大学美术学院

五、活动组委会专家团队（排名不分先后）

蒋采苹、唐秀玲、崔晓东、胡宝利、邓远坡、郑培
亮、余润德、蔡梦霞、尤德民

六、书画征集评选日程安排

第一阶段：2014年6月15日前，全国范围内
征集作品。

第二阶段：2014年6月30日前，专家评审作
品。

第三阶段：2014年7月12-14日，拟在北京
举办“‘中国教师报·教育情怀’”获奖书画作品展。
邀请获奖者参加“‘中国教师报·教育情怀’书画展
暨首届全国教育系统书画创作研讨会”。

七、征稿要求

（一）内容：
1. 书法作品：以“教育情怀”为主题，健康向上

的诗词、楹联、歌赋、自作诗词联赋等。
2. 绘画作品：以“教育情怀”为主题，可通过自

然、社会、风土人情等来展现。
（二）规格：
1. 书法作品：书体不限，作品尺寸不超过 6

尺宣纸，书法作品草书、篆书须附释文。篆刻作品在
12方以内，附边款 2-4方，拓印在 4尺斗方或条
幅宣纸上，作品请勿装裱。

2. 绘画作品：画种不限，作品尺寸不限，作品
请勿装裱。
（三）作品标注：
参评作品请用铅笔在作品背面右上角注明作

者真实姓名、年龄、性别、所在单位、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详细通讯地址及邮编（请务必使用正楷
书写）。
（四）参评作品恕不退稿，在法律许可范围内活

动组委会拥有参评作品的版权和所有权。

八、 作品评奖、作者待遇

评委会将制定评审细则、评审工作流程和
评委守则，力求公平、公正、公开。评委会将从
所有来稿中评选出获奖作品。其中一等奖 5
名，二等奖 15名，三等奖 30名。一等奖奖金
3000元 / 人，二等奖奖金 800元 / 人，三等奖奖
金 300/ 人。

获奖者由“中国教师报·中国教师书画院”颁发
获奖证书和奖杯，获奖者自然成为中国教师书画院
会员，获奖名单在《中国教师报》和中国教师书画院
官网公布。具体获奖待遇如下：

誗邀请到北京参加“‘中国教师报·教育情怀’
书画展暨首届全国教育系统书画创作研讨会”

誗获奖作品将在《中国教师报》发表
誗近距离与名家交流、作品点评及合影留念

（注：参会者携带自己作品）
誗与名家共同参加笔会
誗赠送画册10本 / 人

九、作品寄送至组委会秘书处

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0号中国教育报
刊社中国教师报703室

邮 编：100082
联系人：魏春林
电 话：13366612008 010-56181658
邮 箱：zgjsshy@163.com
网 站：www.zgjsshy.com

中国教师报·中国教师书画院
2014 年 4 月

清·明
关于清明，人们最深的印象莫过于纷纷细雨和“断魂”的行人。 但从古至今，

清明就不止是个追远怀思的传统节日，除了扫墓、缅怀先人，人们还会赏应时之
景、尝时令之鲜，尽享美好的春光和大自然无私的馈赠……在这个特别的春日，
除了寄托哀思，本刊通过特别的视角，为您奉献一个清新明丽的清明节。

陌上清明
□ 苗君甫

古诗中，清明多是清冷的，“古墓花影
白杨树，尽是生离死别处”，这笔调，写满
的是惆怅。“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
杜鹃”，这场景，写满的是悲切。

但是我，一直很固执地认为，清明节
是走在阡陌上的，而且是以一种欢快的样
子，美目盼兮、携着花香走在阡陌纵横的
田野上。

可不是吗？ 你看，清明节，瞅准的就
是仲春与暮春交接的日子。 这时候，柳树
已经开始轻摇她柔嫩的枝条，看到她，会
突然发现 ，怎么一夜之间 ，就 “万条垂下
绿丝绦”了呢？ 尤其是乡间的柳树，多是
成排的，“拂堤杨柳醉春烟”， 这场景，更
是愉悦，让人忍不住对这浪漫的春光，无
限感叹。

而桃花也开始绽放出美丽的笑脸，尤
其是一夜春雨过后，“桃红复含宿雨，柳绿
更带春烟”，那场景，更是美妙无比。 乡间
的桃花，无须雕琢，却更清新，只等着用最
美好的花香，醉了扫墓人的心；而那娇嫩
的花蕊，也悄然拂去了扫墓人的泪。

而我最喜欢的场景是和一群小小
孩童一起 ，仰起脸看清明时节飞在天上
的风筝 。 长长的线牵在手里 ，舒活的腿
脚迈在田野上 ，活泼泼的光阴 ，悠长长
的牵挂 ，还有那亮闪闪的春光 ，就这么
在风筝上诗意地写着 ， 装点了天空 ，也
装点了心灵。 那时候，笑容是明朗的，筋
骨是舒活的，就连神经都是松弛的。

我是如此感谢清明节， 要不是清明，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机会，亲近这春日的美
好？要不是清明，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契机，
把人们都唤到绿意盈盈的阡陌上？要不是
清明，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机缘，接近这美
丽的春光，收获这温婉的明媚？

所以，清明节，你一定要到乡间走走，
因为阡陌上的清明节， 正对你娇羞含笑，
满目深情！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洛阳市伊滨区伊
滨一高）

舞烟眠雨话清明
□ 罗 伟

初春虽至 ，可直至四月 ，和风悄至 ，
天气才开始回暖 。 四月的春风 ， 吹过小
城，舞烟眠雨。 半烟半雨的溪桥畔 ，柔柳
婀娜轻飘摇 ， 给烟雨蒙蒙的小城平添了
几分生机。

清明宜插柳。 在古代，人们摘取柳枝
一二，插于檐下，作预报天气之用：“柳条
青，雨蒙蒙；柳条干，晴了天”。 清明追念
的时刻，折取柳条，或是赠送，或是凭吊 ，
是古来传统 。 唐人施肩吾 《折杨柳 》写 ：
“伤见路旁杨柳春，一重折尽一重新 。 今
年还折去年处，不送去年离别人 。 ”哀婉
绵绵，情思款款。 现代人 ，大多不沿袭此
传统 ，但于我，却仍是痴迷于古典诗词和
传统文化的意味。 每每上坟 ，路过垂柳 ，
我总会折取一小截 。 到了坟前 ， 虔诚而
插，寄托我的哀思。

春风春雨，于清明这一祭祀之节而言，
实在太适宜了。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
人欲断魂”。 江南多雨，烟雨轻至，笼于江
上，笼于山岭，更笼于心间，仿佛天随人意，
与人们共同寄托哀思。 点点滴滴， 不是雨
水，是祭者泪。清明扫墓，不光是纪念先祖，
也是祈福。 古代帝王将相有“墓祭”之礼，
民间相继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 于是，历
代沿袭， 成为中华民族固有的习俗。 对于
过往的人，要凭吊追思；对于活着的人，更
需相亲相爱。 我想，这就是清明祭扫的含
义吧。

其实，这个节日并不十分沉重，相反，
还颇为“清明”。 此节气位于冬至后第 108
日，代表着古人“完美”、“吉祥”之义。 此时
气象万新，万物生长清洁明净 ，天地阴阳
之气流转，故名“清明”。 这个时候正是春
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
点豆”之说。 此外，踏青、荡秋千、踢蹴鞠、
打马球、放纸鸢、射柳、斗鸡等丰富多彩的
活动，也让这个节日显得轻松活泼起来。

听风听雨，同过清明。 这个日子，让炎
黄子孙有了共同的牵挂与认同。

（作者单位系广西桂林市英才小学）

乡村的路
□ 路来森

清明时节，乡村的路变得很特别。
那些路多是一些狭窄的土路， 弯弯曲曲地从

村头伸向乡野。 春已深，土已软，娇嫩的小草浅浅
地绿着，空气中氤氲着一种融融的春气。 小路上，
行人渐多，并不忙碌，他们在做着清明节该做的事
情。

清明节的前一天，乡下人叫“一百五”，这个日
子里，要做的是“添土”。 乡间小路上，走动着一些
肩扛铁锨的男人，奔向同一个去处———公墓。 公墓
里葬着他们的先人， 那些曾经传递过生命烟火的
人们。 他们在公墓边上，铲出几锨土，培到自己先
人的坟头上，这就叫“添土”。 “添土”的意思，大概
相当于给已逝的祖辈维修一下房屋， 同时也告诉
活着的人们，这个家族，后继有人。 第二天的下午，
这些男人们还会行走在这条小路上， 他们手中端
着“祭品”，再次来到这个公墓，祭祀自己的先辈。

慎终怀远，在清明是表现得最为充分的。 这些
乡间的小路，这些行走的男人，就构成了一条生命
的“河流”，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延续。

清明的早晨，太阳还没有出来，乡间的小路清
静而又热闹。 大人、孩子，都会通过这一条条小路，
赶向田野“踏青”。 大人们，大多牵着或者赶着自己
家的牲口，比如，一头牛，一群羊。 牲口慢吞吞地走
着，人悠悠地跟着，春意冉冉地润着，一条乡间小
道，漫溢着一种悠闲的韵致。

孩子们总会跟在大人们的后面，他们的手中
挥舞着柔软的柳枝， 或者口中吹着自制的柳哨。
大胆的孩子，或许还会骑到牛背上，唱出“牧童骑
黄牛，歌声振林樾”的诗意；一些孩子，跑在前面，
早已把一只风筝放起 ， 这便有了一些飞翔的意
味。更小的村童，则是边走边嬉闹，玩着“碰蛋”的
游戏。鸡蛋是刚刚煮熟的，都染上了红红的色彩，
有的还用线络子包裹着，相互碰撞着，挤成一团，
吵嚷、喧闹。

清明的早晨， 恣意盎然。 牲口在路边吃草，草
很青、很嫩，这也许是牲口今年里吃下的第一口青
草，所以乡下人叫“开青”，意味着从此以后，牲口就
能经常吃到青草了。

村口，是乡间路的开端，清明节的村口，常常
会搭上几架秋千。清明节荡秋千，自古行之，大多
是女人的事情。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点绛唇》中曾
描写道：“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
薄汗轻衣透。 ”真是柔媚、婉约之至。 女人们在秋
千上，荡来荡去，翩然若飞，曼妙而美好。俗语曰：
“大清明，小清明，打了秋千不腰疼。 ”荡秋千，也
许就是一种健身之术， 女人因此而变得轻捷 、矫
健。秋千，荡向高处，或许还寓意着荡得越高生活
越美好。

清明节，家乡风俗，已婚的女子回娘家，她们
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 尚
未生育的女子，大多夫妇相随，衣着光鲜，明亮了
一条山道；有小孩的女子，则携儿带女 ，很容易让
人想到那首叫《回娘家》的民歌：“身穿大红袄，头
戴一枝花……”乡间的小路 ，因此而有了一种浪
漫的情怀。

“路上行人欲断魂”，“断魂”何谓？ “断魂”的，
是那淳淳的乡间风情。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昌乐县实验小学）

思念
□ 陈海金

是谁从日历里
打开清明的窗口
让一场雨
迷离了所有的风景
又是谁点响鞭炮
惊飞了一朵杏花的梦
梦中是否是一张陨落的脸
一睁开眼
便幽幽地吐露满腹的哀思

我知道 这个时候
父亲的身影已穿过油菜花田
松林 以及一滴滴鸟鸣
一些坟茔
早已长成父亲内心的疙瘩
必须来一次跪拜
才能缓解那些思念的阵痛

纸钱在烈火中燃烧
一些黑蝴蝶就突然蹿起
寻觅着去年的春天
蜡烛点亮的往事
又能屏退几多逼近的野草
只是父亲不知道 永远不知道
他的背是一张弓
偶尔的咳嗽
总能射中儿子
千里之外一颗漂泊的心

吃春
□ 吴 建

清明时节，杨柳青青，莺飞草长。 一个大年正月，大鱼大肉
吃得肚圆肠肥，不少人因此倒了胃口，于是，到了清明前后便有
吃春菜的风俗。 春菜在香、味、色等方面不但要注重清淡、素雅
和香甜，而且要突出春的颜色———绿。

吃春菜的首选蔬菜，非荠菜莫属。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
溪头荠菜花。”辛弃疾的诗句是关于荠菜最美的诗。民谚说：“吃
了荠菜，百蔬不鲜。”荠菜的鲜美，非一般菜蔬所能比拟。早春时
节，大地回暖，万物勃发，田边地头，荠菜顽强地从解冻的大地
里探出头、直起腰，沐浴春风，微微摇曳，淡淡地洇透着一抹葱
茏，翠色喜人。从田间挖回家，洗掉尘土，再用开水焯烫一下，便
随各人喜好，做成各式美食。或清炒、或凉拌、或包馄饨、或烧菜
汤，都是珍馐佳肴，萦绕鼻尖的全是一股浓浓的乡野味道。

韭菜虽然一年四季都可食用，但以初春时节品质最佳。 春
韭上市，大约是在清明之后，谷雨之前。乡谚曰：清明断雪，谷雨
断霜。 春日，春寒尚料峭。 经过了立春、雨水、惊蛰，春韭缓缓地
生长着，一点一点，一寸一寸，清明时节终于披一身浓绿的翠
衣，婷婷于田间了，远望如一畦一畦汪汪的春水。由于寒风的压
制，春韭叶片很短，却厚重，有弹性、韧劲，泛着浅淡儿清新的绿
色，细嫩稚气，看着就惹人爱怜。 春韭柔嫩多汁且鲜美，是春天
人们提味增香的佳品。 春韭的吃法多种多样，既可佐助肉、蛋、
虾、墨鱼等，炒制成各种色、香、味俱佳的菜肴，又可作为饺子、
包子的馅，或在炒豆芽菜、豆腐干或泡包菜时，加些春韭，吃起
来鲜美无比，满口含春，齿颊留芳。

芦蒿别名蒌蒿、水蒿、柳蒿等。 芦蒿全国各地均有生长。 宋
代苏轼有诗云：“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说的正是
此物。做芦蒿需要的是一份精细，一斤要掐掉 8 两，单剩下一段
干干净净、青青脆脆的芦蒿秆儿尖。炒香干也是“素”炒，除了一
点油、盐，几乎不加别的作料，要的就是芦蒿秆儿尖和香干相混
的那份自然清香，食后唇颊格外清爽。芦蒿在炒之前，最好是在
清水中浸泡一会儿，这样可以更增加其鲜嫩，炒的时候则需要
旺火，出锅之后保持鲜嫩挺拔，带着春天清新的气息。

说到“吃春”，不得不提的就是春笋。 春笋，笋体肥大，美味
爽口，营养丰富，有春天的“菜王”之誉，被誉为“素食第一品”。
袁枚在《随园食单》里详细记载：“笋十斤，蒸一日一夜，穿通其
节，铺板上，如做豆腐法，上加一枚压而榨之，使汁水流出，加炒
盐一两，便是笋油。 其笋晒干，仍可作脯。 ”春笋其实可荤可素，
做法不同，风味各异。一只鲜嫩的竹笋，可根据各个部位鲜嫩程
度不同，分档食用。如嫩头可用来炒食；中部可切成笋片，炒、烧
或作为菜肴的配料；根部质地较老，可供煮、煨以及与肉类一起
烹汤，还可放在坛中经发酵制成霉笋，炖食别有风味。

春江水暖，肥了田野阡陌边的野菜；薄雾晨露，润了山间竹
林的笋芽。 春天吃春，吃出满嘴的春香，满心的春绿。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如皋市顾岱小学）

闽南春卷
□ 张文华

寒冬还未走远，春已袅娜而至了。 看着窗外抽绿的
草芽、天空掠过的燕子，心也不再慵懒。 挽起袖子，做一
份家乡闽南独特的春卷，用春的气息驱走冬的阴霾。

春卷，又叫薄饼，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在闽南地区
祭祖的时候人们都要吃春卷。 春卷的做法很简单，就是
将各种蔬菜切成丝，炒好，用饼皮卷在一起即可。 做饼
皮，一定要用劲道的面粉，还要搅一个鸡蛋，这样摊出
的饼皮才有嚼头。 配菜的原料可选的很多，豆芽、韭菜、
土豆、芸豆等。

在闽南还有一样材料是不可或缺的 ， 那就是海
蛎。 清明节临近时，海蛎是最肥美而不腥的。 做好的饼
皮上涂些辣酱，海苔或芥末等 ，将炒好的各色时令菜
肴摊上，颜色鲜艳，令人垂涎三尺，卷成筒状就可以大
快朵颐了。 能忍着不吃，还可以将春卷封口处涂上面
糊，下油锅炸成金黄色，皮酥菜嫩，吃起来又别有一番
风味。 吃春卷一般还要配上汤羹，牛肉骨汤即是不错
的选择。

相传在唐朝，就有立春吃春卷的习俗。 杜甫诗云：
“春日春盘细生菜。 ”《四时宝镜》中也说：“立春日，食芦
菔、春饼、生菜，号春盘。 ”春饼传至闽南，演变为青明节
的应节食品。 据说闽南春卷与郑成功有关。 清初，郑成
功与清廷对抗，被围困漳州达 7 个月之久。 此间漳州死
亡 73 万人，全城幸存者仅一二百人，一时间城中尸体
堆叠，一派惨相。 守城清兵只得用草席裹尸，草草理葬
了。 幸存百姓为了纪念这段惨痛的历史，以春饼拟作草
席裹尸，在清明的日子食用春饼，以示不忘。

但于我而言，吃春卷更是一种思乡的情愫。 小时
候，每到春天，我和弟弟的脸颊就会生皮癣，小小的皮
屑作祟，不但不好看，有时还痒得用手抓。 母亲认定是
我们的身体里缺某种营养，便用不同的蔬菜为我们姐
弟做春卷。 说来也奇怪， 平时最不爱吃的胡萝卜、豆
芽，一经春卷的包装，我们竟毫不挑剔，有时一次能吃
上三四个，这时母亲在桌边慈祥地看着我们 ，眼里全
是笑意。

对于在外的游子而言， 吃恐怕是无论如何也抹不
掉的记忆。 又是一年春来到，故乡却在千里之外，但愿
这从母亲那里学做的春卷可聊解我思乡之愁。

附：闽南春卷菜谱
主要材料：豌豆、肥瘦猪肉、海蛎、胡萝卜、地瓜粉、

豆腐皮、鱿鱼、葱、鸡蛋、海苔丝、油、盐、面粉、鸡蛋。
材料处理：
1. 胡萝卜、豌豆处理成丝后分别加盐炒熟。
2. 用海蛎、地瓜粉、鸡蛋、葱、盐等混合做成海蛎煎

后，捣成约 1/4 掌心大小的块状。
3. 将鱿鱼切成圈加盐炒熟，豆腐皮加盐炒熟。肥瘦

猪肉切成条状炒熟。 将炒熟后的猪肉、豆腐皮、鱿鱼、海
蛎煎、胡萝卜丝充分炒混在一起。 （豌豆丝不用一起混，
豌豆经过多次翻炒易软掉，会失去清脆的口感。 ）

4. 将花生炒香后， 放入搅拌机内搅成花生末后加
入白砂糖。

5. 将面粉用温水和鸡蛋和好，小火烙熟成饼皮。
6. 将海蛎煎、海苔丝、豌豆丝和炒好的菜丝按顺序

放到饼皮上，卷好即可食用。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沈阳师范大学附属学校）

清明螺蛳
□ 戴永瑞

清明前后，家乡人最希望能吃上几顿清明螺。
在家乡，有“清明螺，胜似鹅”的说法。 冬天，螺蛳潜伏到泥

土里，等到春天再爬出来。 刚爬出土的螺蛳泥腥气小，养了一个
冬天，此时的螺蛳肉质肥嫩，且没有产子，不会一口吸下去，满
嘴小螺蛳壳。 难怪人们觉得，清明前的螺蛳，是一年里最鲜最美
的时候，比“肥鹅”还要鲜美。

螺蛳喜欢生活在池塘里、小河里、沟渠里、水草间。 在我们
家乡，河网密布，沟渠纵横，清凌凌的水潺潺流着。 只要有水的
地方，都会发现螺蛳的踪影。 当然，水乡所有螺蛳都是野生的，
到现在都没有人工养殖。 一次父亲少了下酒菜，想起要吃螺蛳，
临吃饭前，我跑到河边沟渠用手捞着，一口气就抓了一大碗螺
蛳。 “一味螺蛳千般趣，美味佳酿均不及”，一直以来，螺蛳都有
“盘中明珠”的美誉，它的吃法很多，蒸、煮、炒都行。 尤其炒螺
蛳，是家乡每个家庭都会做的一道菜，因为炒螺蛳做法简单，只
要将养上几天的螺蛳，剪了螺尾，滗干了水，放了葱、姜、酱油、
料酒、白糖，用猛火一炒，揭开锅盖，那香气会溢满了整个屋子，
尝上一口，那鲜美的味道，简直无与伦比。

吃螺蛳也有人叫“吮螺蛳”。 如果就着螺口猛地一吸，带有
浓味汤汁的螺蛳肉， 就连汤带肉吸入口中。 一家人团坐在一
起，只听到“嘬、嘬、嘬”的吮螺声，会引得旁人也会禁不住想尝
上几口。

不要小看这块小小的螺蛳肉，有句民谚说“清明食螺，眼不
生疴”，当然它的营养价值远不止这些。 但不管怎样，家乡人并
不是看中这点，而是被它的美味吸引。 还有，吃上清明螺的那股
悠闲劲儿，怕你一辈子也忘不了。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大纵湖小学）

又是野笋上市时
□ 陈国丽

清明时节，餐桌上忽然多了碗时令鲜菜，指
节般长短，碧绿的身段，纤细的腰肢，和着自家
腌制的咸菜一炒，每一根都绿油油地发光，入口
轻嚼满嘴的山野清香———野笋上市了， 似一片
春色，瞬间扑入我家。

这个春天， 我不曾拜访花朵， 不曾看望远
山， 不曾细听春雨的缱绻……这碧绿的野地小
笋，却冒冒然地，一把将我拉进春的记忆里。

“陌上柔桑破嫩芽”，“平冈细草鸣黄犊”。 很
久远的画面了：桑海，黄泥冈，无边如丝的柔草
和悠闲啃草的水牛。 江南农村的风景，散记在千
年前宋代词人的笔下，更鲜活在我的记忆里。 春
来， 桑树嫩芽折断， 乳白色的汁液散发奇异的
香；水田里，新翻的泥土露出暗褐色的体肤，紫
云英的花朵在泥块下随风轻摇；大路上，水牛庞
大的身躯带着它特有的青草甜香的气息， 用脚
掌在松软的土地上留下深深的印记……往日的
旧光景丝丝缕缕在记忆里苏醒。

小时喜欢春天，不是因为鸟语花香，不是因
为山清水秀， 只为春天漫地的野菜偶尔丰富了
平时仅靠干菜与酱油汤支撑的餐桌。

我最喜欢野笋，拿来炒咸菜，香而鲜嫩。 若
是把笋尖切碎，打到鸡蛋里，做成蒸鸡蛋，掀开
锅盖，能看到鸡蛋上嵌满一个个碧绿的小圆圈，
“绿茵碧影上瑶台”，大概就是这碗中情景了。 舀
一勺放到嘴里，鸡蛋的嫩滑，笋的鲜脆，俨然一
场味觉的清欢。

但我却不是拔野笋的行家。 一次，我鼓足勇
气钻进低矮的野竹林里，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
头发也乱了，汗也湿透衣背，笋背回来一大堆，
喜滋滋地剥完了壳， 把洁白如玉的笋放在灶台
上。 正打算听大人夸奖，母亲却说：“这是苦笋，
没法吃的。 ”这样的傻事连续发生了好几回，我
也没长什么记性， 至今都搞不清苦笋和平常吃
的野笋有什么不一样。

邻家有位婶婶， 对于村庄前后的野笋了如
指掌，哪里的先长，哪里的后长；哪里的壮实，哪
里的修长，一切了然于胸。 清明后，她总是背回
来一大袋一大袋的野笋， 如小山一般堆在堂屋
的中央，然后坐在小椅子上，拿剪刀把野笋的头
剪开， 用手指像绕布条一样三下两下将笋壳剥
个干净，洗净后煮上一大锅，在阳光下翻晒，做
成青绿色的野笋干，密封在袋子里，一家人可以
慢慢吃到过年。

我偶尔也跟她去拔笋， 却不敢跟她往竹林
更深处钻。 野竹林那么大，那么密，竹与竹之间
纠缠不清，我怕失散了找不着她，更怕碰到蛇或
者其他意想不到的东西丢了小命， 便一直在外
圈东找西寻，收罗一些人家落下的边脚笋，边拔
边等。 总要几个小时后， 她才从竹林深处钻出
来，告诉我哪里有多大多粗的笋；也告诉我哪里
见到了蛇、黄鼠狼。 我总是又喜又怕地听着，但
始终不敢跟进。 想吃到好笋也需要点冒险精神
的，而我恰恰没有。

我只是一如既往地喜欢野笋，年年春天，都
惦记着去拔，虽然这种惦记越来越流于形式。 偶
尔去踏春爬山，遇到野竹林，我都会下意识地低
头到路边寻找嫩笋，但这种意外总是很小。 野笋
似乎也懂人心， 它不会长在你一眼就能看到的
地方；哪怕它不小心长错了地方，等我到时，也
可能早被人拔走了。

还是公公、婆婆有心，在这个清明假期，在
业已废弃好几年的农校旧址上发现了一窝野
笋，嫩生生地拔了来，做成了一道我最解馋的好
菜。 只是奇怪，记得这地方去年我也去过，拔回
家的却是一把苦笋，最后只能煮熟晒干泡茶喝，
大概人与物之间也讲一点点的缘分吧， 我只能
这样轻轻安慰自己了。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诸暨市牌头镇小学）

那股悠闲劲儿，怕你一辈子也忘不了

萦绕鼻尖的全是一股浓浓的乡野味道

接近这美丽的春光，收
获这温婉的明媚

烟雨轻至， 笼于江上，笼
于山岭，更笼于心间

这些行走的男人， 构成了一条
生命的“河流”

用春的气息驱走冬的阴霾

俨然一场味觉的清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