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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春”，在我老家的方言里
被念作“冲”音。其实，细细想来，潜藏
于漫长严冬下的春天，早已按捺不住，
一直憋着劲儿，欲在某一刻，冲破寒
潮、冰封，冲出个生机勃发、万紫千红。
因此，我也便乐意将错就错地将“春
天”调侃成“冲天”，且作出恰到好处的
别解。

和暖的春风虽说是柔情万种，但
在时令的加持下，却有了刚劲的内核，
一路扶摇北上，这冲劲儿，赋予了春天
一种别样的英勇之气，天地生灵皆感
应到了，纷纷在春之声的召唤下，华美
地释放活力，绽放青春。

眨眼间，小草们就直冲冲地向
上蹿了个儿，生发着，涌动着，成就
了山野碧绿的主色。爱美的春草，
还会插上数朵小花儿在发端：白的
荠菜花、地点梅，紫的二月兰、紫花
地丁，黄的蒲公英、苦荬菜……尾随
的狗狗看了，猛地冲进草丛，欢实地
在花毯上打起了滚儿。若不是踏青
人往来不绝，我真想学着狗狗享受
一番。

春天的树最是神奇，我愿亲切地
唤作“春树”。起初，它们都是一副模

样，光秃秃、干巴巴、暗塌塌，有的甚至
被冻在了冰雪之中。可忽然有一天，
远远望去，成林的春树似是被涂了一
层淡绿的油彩，那些树们又复活了，好
不震撼。

春树中，有的是花儿占了上风，
艳红的梅花，粉红的杏花，绯红的桃
花……有的是芽儿占了上风，香椿树
生出香喷喷的香椿芽，似小姑娘的冲
天小辫儿；垂柳似扎了无数灵动飞舞
的蝴蝶结；榆树慷慨地挂满簇簇肉墩
墩的榆钱，招引人来撸个精光，也仍在
枝头粲然欢笑。

每个春天，我都会被春树感动
着，不知这些花儿、芽儿使了多大的
力，才冲开干瘪的树皮，生出饱满的
花苞、芽苞；又不知接续付出了多少，
才冲破花苞、芽苞，绽出娇艳的花儿、
芽儿，送来春光，又占尽春光。这是

“枯木逢春”“春风吹又生”的强大力
量在蓬勃，让我在“春去春又来”的自
然轮回里，永远坚信生命的顽强，进
而感觉自己也成了一棵树，在春风里
笑傲。

趁春光如此真切地在眼前恣肆
浩瀚，我也正盘算着，冲出房间，冲进

春天！“当时年少春衫薄”，多么美好。
在这无尽春光里，无论年方几何，我
们都是活力全开、希望重燃、春心荡
漾的少年，任暖风吹动衣衫，吹开每
个沉寂一冬的细胞，去寻春、踏春、赏
春，春耕、春种、春忙……反正，“冲”
就是了！

“忙趁东风放纸鸢”也不错。在旷
野、在山冈，一根丝线牵引一只风筝冲
向天空，迎风飞翔。风筝在天上飞，人
儿在地上追，有什么不快，有什么梦
想，皆附与一纸风筝，托与一阵清风，
放逐天际，心旷神怡。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与泠泠缓
流的春水逆向而行，冲入春谷，问候风
烛残年的老屋，沐浴如纱如雾的花雨，
逗趣往来翕忽的鸟雀，与山对坐，心似
谷一般空灵。

“夜雨剪春韭”，尝鲜儿的时节，味
蕾最是冲动，催着人们去采摘新发的
韭菜、菠菜、榆钱、羊角葱、香椿芽、芥
菜苗……变着花样儿地精做一桌春季
时鲜，犒劳舌尖，饕餮一春。

在田里耕作了一辈子的父母，
已年过七旬，时常喟叹：“唉，老了，
干不动了，来年说啥也不种地了！”

可来年春一到，父母又似被按下重
启键，哆哆嗦嗦、兴致冲冲地在田间
忙活开了。花生呀，红薯呀，蔬菜
呀，树苗呀，只要种进土里，有了收
获，就不会饿了肚子，这是父母这辈
人坚信的真理。再买些鸡雏、鸭苗、
小鹅，抱回几只猫呀狗的养着，只要
一摆开饭桌，它们就冲过来，围拢
着，讨吃食。如此，只剩父母生活
的小院儿，也便叽叽喳喳、热热闹
闹，有了些生气。

“一年之计在于春。”求学的孩子
们、外出的打工人，正忙着收拾行囊，
踏上又一年离家的征程。就地工作的
人们，又开始了新一年的打拼，种菜
的、种香菇的、种果树的、开民宿的、开
餐馆的、跑运输的、做手工活儿的、单
位上班的……不论哪个领域、哪个阶
层，只要踏实肯干，不负韶华，冲浪时
代，定会迎来人生出彩的那天。

春乃四时之始，一切皆有可能。
我们总爱站在春的源头，企盼着冲散
一切迷雾，冲破一切束缚，冲向一个新
世界，冲出一片新天地。那就如春一
般，无惧酷寒，奋力重生，勇敢绽放，奔
赴专属自己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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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冲”
■张金刚

每到春暖花开的三月，全国人大和政
协会议都会在首都北京举行，这是全中国
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两会”不仅
吸引着中外媒体的目光，也让每一个中国
家庭分外关注。我家自然也不例外，“两
会”召开之际，我们一家人每天都会端坐
在电视机或广播前，认真地收看收听“两
会”的相关报道。

我家在父亲的组织和带领下，每晚的
《新闻联播》时段，就是雷打不动的学习“两
会”精神时间。这时，父母会早早地做好晚
饭，吃过晚餐，大家都会静静地守在电视机
前，等着观看相关报道。并且，在观看完
后，还会就“两会”的中心议题，结合自己的
工作实践，展开热议。讨论的焦点，通常是
老百姓关心的民生话题，有“两会”制定的
大政方针，有关涉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的生
活福利，有对房价物价的关注，也有对教育
文化事业的倾心。一家人或理论联系实
际，谈现象说本质；或引经据典旁征博引，
看宏观洞微观，揭示问题的根本要义。大
家只要一谈起一年来国家的发展变化、社
会风尚、文明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等话题，都会情不自禁地赞叹说：“两会凝
聚起了咱国人的士气，在新的一年里，相信
我们的国家一定会越变越富裕越变越强
大。”这种对家国的认同，有力地助推了我
们一家学习“两会”精神的热情。

为了使大家深入学习和领会“两会”
精神，父亲自告奋勇出任我家的“新闻发
言人”一职。这项工作需要很强的理论水
平，既要组织一家人学“两会”专题，还要
针对会议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及时地为
我们答疑解惑。但这难不倒他，父亲退休
前，在一家企业任车间党支部书记，平常
除了抓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之外，还经常
性地组织车间上下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日
积月累，也造就了父亲过硬的思想功底。
他看问题，想得深，看得准，而且查摆和分
析问题时，条理清晰，言事说理很有说服
力。因此，在我们一家收看“两会”专题期
间，担任“新闻发言人”的父亲把学习和宣
讲“两会”精神，当成了他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父亲的宣讲，朴实生动，既有理论上
的释义，又有结合实际的分析，听了他的
宣讲，我们一家对“两会”精神的理解，往
往在思想上会更深入更统一。

有一年“两会”期间，许多代表都极为
关注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社会问
题，纷纷建言献策，希望国家出台相关政
策，释放出更多的改革红利，以缓解老百
姓在医疗问题上的窘境。为此，我们一家
还有过激烈的争论，最后，父亲从“为什么
要医改、如何医改”上统一了大家的认识。
今年“两会”期间，当我们全家得知国家将
进一步出台新的举措，确保老百姓看得起
病、看病也不再是难事时，都不由得感慨
说：“这样的医改顺民心、接地气，改革梦
不愧是我们心中最美的中国梦！”

万众瞩目的“两会”，为中国的改革与发
展描画新的蓝图。时光流转，每年的“两会”
期间，我家收听收看“两会”的传统就这么一
直沿袭了下来，不仅成了全家人的一项自觉
行动，也成了我家引以为傲的良好家风。在
这种家风的浸润下，我家的“两会”情结，亦
随着那美好的光阴，变得越来越浓……

我家的“两会”情
■刘小兵

随闲庭 笔

浪生活 花

花馔，是优雅说法；吃花，是通
俗称谓。

早在屈原的《楚辞》里，就有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
落英”的句子。鲜花可食之风更是
盛行于唐代。据载，武则天于花朝
日（每年农历的二月十五日）游园
赏花，令宫人采集百花，和米捣碎，
蒸成百花糕分赐臣下。她本人十
分喜欢松花，爱吃一种用松花制成
的糕点。打那以后，鲜花入馔之风
日盛。

唐以后，一些文人雅士把食花
看作是一种情趣高雅的生活享受，
留下许多的佳话。苏东坡喜用松花
制作食品，并挥毫作了《中山松
醪赋》。

南宋林洪留下一本《山家清
供》，记述烹调鲜花的“花馔谱”，
里面写到 8 种花 12 道菜。入馔
的鲜花有梅花、栀子花、荼蘼花、
桂花……

花朵能养生，盖因其含有对人
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做成花馔，更
具食疗作用。比如，木棉花煲汤
可以清热解毒；合欢花粥能够安
神美容；热牛奶泡茉莉花，能缓和
胃痛……

拿梅花粥来说，梅花与雪是冬
天的一对清友，“梅须逊雪三分白,
雪却输梅一段香”，二者合而同煮
粥，洁白清香兼而有之，粥的味道自

不待言。清人曹庭栋《粥谱》中载，
梅花粥有“解热毒”等功效。杨万里
有诗《寒食梅粥》描写梅花粥：“才有
腊后得春饶，愁见风前作雪飘。脱
蕊收将熬粥吃，落圌仍好当香烧。”
凋落的梅花拾来熬粥，还可做熏香
的材料，颇有一种物尽其用的朴素
的价值观。

难怪坊间流传着一句话：“花开
则赏之，花落则食之，勿使有丝毫损
废。”足以窥识古人爱花之切，即使
枯萎也不愿离弃。

每每想，花朵除了观赏，还可以
养生，便觉春夏秋冬之可爱。大自
然赐予人类多少免费福利：阳光、雨
露、空气、花朵……这些自然造物，
不仅点缀着我们的生活，更以各色
饮馔的形式，滋养着我们的味蕾与
身心。

俗话说：春吃花，夏吃叶，秋吃
果，冬吃根。春天里，晴日花争发，
拾花入馔是最佳时机。

待暖风催开“竹外桃花三两
枝 ”之 时 ，桃 花 饭 粉 墨 登 场
了——唐代诗人李群玉说“倚棹
汀洲沙日晚，江鲜野菜桃花饭”，
皮日休说“桐木布温吟倦后，桃
花饭熟醉醒前”，无论在哪位诗
人笔下，桃花饭总是一种美与生
活的连接。

紧接着，便开始饮松花酒。松
花是春日间松树雄枝抽新芽时长

出的花骨朵，色泽灿黄，酿出的酒
想必也是甘冽清芬，否则怎能让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生出“腹空先
进松花酒，膝冷重装桂布裘。若
问乐天忧病否，乐天知命了无忧”
的感叹？

等到荼蘼花开的时候，便是春
的尾声了，“荼蘼不争春，寂寞开最
晚”。宋人爱用这小小的白色花朵
熬粥，豪富之家还将其制成美酒，
相互赠饮，想想那场面甚是动人：
荼蘼酒是荼蘼和粮食经过长时间
发酵才能酿成，今年喝的荼蘼酒里
蕴藏的是往年的春天。而开饮之
前，站在花架下，用杯子接住今朝
的荼蘼花，两个春天便在一杯酒中
相遇了。

采得百花配成菜，总叫人百吃
不厌。

前几天，去朋友家做客，她拿
出了亲手做的“藤萝饼”，咬破饼
皮，满口芳菲，直叫我赞叹。她制
作藤萝饼的手艺很是精细：买来紫
藤萝花，加白糖和熟猪油调制成
馅，以酥面做成小圆饼，烤箱里一
烤，酥皮微微有些鼓起即成。除了
藤萝饼，她还能制作玫瑰饼、荷花
饼、桂花糕、扁豆花糕、芍药酥、牡
丹酥、荷花粥哩！

春光无限好，正是吃花时。有
花，有草，有情调，有花堪吃直须吃，
才不负大自然的馈赠。

花馔
■杨崇演

杂风物 谈

文

感故土 怀

童
年
的
野
菜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由于生活条件差，曾吃过
荠菜、苜蓿、斜蒿、苦苣、五
叶等野菜，但记忆中印象
最深、最难忘的还要数帮
助人们度饥荒的野菜苜
蓿了。

记得那时，每当春天
来临，家乡的山野开始有
了淡淡的绿色时，在向阳
的山坡上一撮撮探头探脑
的苜蓿，在漫山遍野的枯
草里偷偷冒出了星星点点
的、碧绿的小脑袋，露出肥
硕而嫩绿的新芽。

每到周末或放学后，
我常常和几个小伙伴一
起，手中挎着小篮子，带上
一把小铲子，高高兴兴地
跑到村子附近的山坡上掐
苜蓿。刚刚拱出地皮的苜
蓿芽，叶片还没有舒展开，
胖乎乎，毛茸茸，根部呈粉
红色。我们三三两两或蹲
下，或弯腰，一双双小手在
一片又一片的枯草里慢慢
蠕动，轻轻掐下苜蓿鲜嫩光滑的叶子，留下粗壮
的根须，暗地里较劲互相比赛，看谁掐得多掐得
快。天黑时分，一个个篮子、小布袋子被塞得鼓
鼓囊囊、满满当当。

瞅着我掐回来的鲜嫩的苜蓿芽，母亲高兴
极了，她放下手中的农活，仔细择掉里面的杂草
和枯叶，用清水冲洗干净后，烧一锅开水焯熟苜
蓿芽，然后用凉水浸泡几分钟，轻轻搓去部分汁
液，将热辣辣的胡麻油浇上，加上食盐、香醋及
蒜泥等调味品，配上早已烙好的白面煎饼，一家
人坐在热炕上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有时，母亲
还难得地用苜蓿与事先准备好的猪肉剁成馅，
拌上调料，和面包一顿饺子，但这种时候，在我
的记忆里很少。

上世纪 60年代，物资匮乏，生活困难。每
到青黄不接的时节，乡亲们唯一能指望的就是
那些生长在荒山野岭、田间地头的野菜了。田
野里，人们三五成群地挖野菜，是常见的场景。

那时，母亲常带着我和妹妹，牵着蹒跚学步
的弟弟，去山坡上寻找野菜。春天苜蓿刚出芽，
老早就被人们抢着掐。近处掐苜蓿挖野菜的乡
亲多了，母亲就只能领着我们去更偏远的荒坡
野山。好在春天里苜蓿不但生长很快，而且再
生能力也很强。掐过一茬，经过几场雨后，过不
了多长时间，第二茬新芽便会长出。这样一茬
又一茬，可以一直掐到五一前后。

如今生活好了，各种新鲜的时令水果蔬
菜琳琅满目，但人们吃苜蓿等野菜的习惯却
似乎一直没有改变。每到阳春三月，野菜上
市苜蓿飘香，菜市场、小区门口都有卖苜蓿
的商贩，闻着那熟悉的气味，我不禁想起儿
时和小伙伴们掐苜蓿芽的情景，想起在那个
饥馑年代靠着它们艰难度日的岁月，对故乡
浓浓的怀念、对草木深深的感恩之情顿时涌
上心头……

■
薛
雨
青

放飞的春天放飞的春天 汤青汤青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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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新家时，母亲捎来一把锃亮锋利的新剪刀。
她说，剪刀代表勤劳，可以让我们记得自己该承担的
责任。

母亲是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有双巧手。不仅针
线活出名，剪纸的手艺也很精湛。逢年过节，或家
有喜事，人们都请母亲剪纸。她三下两下，便可妙
手生花。“喜鹊登枝”“龙凤呈祥”“年年有余”“踏雪
寻梅”……每幅剪纸都细腻流畅、栩栩如生，堪称艺
术品。

有一次，我想像母亲一样潇洒熟练地剪纸。可
刚拿起剪刀，就觉得手和剪刀都不听使唤，十分笨
拙。好不容易剪了个歪扭的“喜”字，便赶忙夹在书
本中，想着第二天在小伙伴面前炫耀，结果被母亲发
现了。她笑着拿起剪刀一步一步地耐心教我：“应该
这样剪，先将纸对折两次……”我拿出纸跟在后面
学，将剪刀认认真真地握在手里。与以往不同，母亲
剪得格外慢，讲一步，剪一刀，咔嚓咔嚓，剪刀在纸上
灵活穿梭。从那以后，我迷上了剪纸，跟着母亲，在
树荫下剪、在微风中剪、在宁静的夜晚剪……

除了用剪纸变出各种活灵活现的花鸟虫鱼、窗
花，母亲还会裁剪衣服鞋袜。夜深时，她挥动剪刀，手
指在棉布上来回游弋几番，鞋面就做好了，套进棉絮，
压实，在缝纫机上快速一滚，就成型了。然后就是粘
鞋帮，钉鞋底。烛火摇曳中，母亲的动作如行云流水。

因为经常使用，家里的剪刀都不需要磨，永远闪
着锋利的光芒。母亲在手柄处缠了几圈细布条，每
次使用前，都要净手擦拭，十分虔诚。

我的少年时光，因有剪刀相伴，过得充实有趣。
喜爱的文章，剪下来；挑一片树叶，修修剪剪，做书
签；一方旧丝巾或纱裙，剪几下，粘在扇子上，成了跳
舞的绸扇……剪刀有股魔力，能化平凡琐碎为神奇。

岁月如梭，后来，我外出求学、工作、成家，像飘
荡的风筝，离母亲越来越远。我想念她，想念她的剪
刀。母亲安抚我：可以用剪刀表达思念。于是，每次
相见时，我们都会为对方准备用剪刀做出的礼物：窗
花、绣花拖鞋、帽花、手链……剪不断的情思一直在
我们心里滋长。剪刀，见证了我们彼此的爱意！

一把剪，一世爱
■邹娟娟

拾真情 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