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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

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每当听到这首《风

吹麦浪》，我便会跟着歌曲那婉转悠扬的旋律，情难

自已地轻轻哼唱起来。我的思绪，同样会随着这缥

缈的歌声，回到远方的故乡，回到故乡那清朗明媚

的春天，回到村庄周围那广袤无垠的绿色麦田。

家乡地处皖中江淮丘陵北缘，自古以来，就是

水稻和冬小麦的主产区。这里，属于淮河以南冲积

平原，气候温暖湿润，土壤深厚肥沃，特别适宜麦子

的生长。每到春天，大块大块的绿色麦田，彼此相

连，绵延不绝，从村庄周围延伸到目光看不见的远

方，景象十分壮观。

春风吹过，春雨洒过。万物复苏，麦苗返青。

田野里，渐渐不见了昨年的枯草，也不见裸露的黄

土。头年秋天种下的麦子，走出风刀霜剑苦相逼的

漫长严冬，终于元气满满，恢复生机，不再瑟缩，不

再萎靡。麦子在春天集合，从春天出发，在坦荡如

砥的原野里，发起一场极其猛烈的绿色攻势。麦子

的绿色，铺展得无涯无际。

农谚云：“春分麦起身。”春分节气，算是麦子生

命历程中的一道分水岭吧。春分过后，麦子激情澎

湃，仿佛要把积攒一冬的力量，全部释放出来。在

春风的鼓动下，饱吸了雨水和肥力的麦子，像发了

疯一样，不分昼夜地拼命拔节生长。柔软嫩绿的麦

苗上，无数颗晶莹剔透的露珠，在熹微的晨光里闪

闪发亮。

对于故乡的麦田，我有着一种难以释怀的亲切

记忆。童年时光里，漠漠乡野，青青麦田，为乡下孩

子提供了一场原野盛宴。一双双身姿俊逸的燕子，

在麦田上空迅疾飞掠，撒下一路呢喃。婆婆丁、看

麦娘、姐姐苦、车前草、鸡冠花、打碗碗花，那些名字

非常有趣的植物，在麦地周围长得泼辣自在。蚕豆

苗势正旺，状如蝴蝶的蓝紫色小花开得闹嚷嚷的，

给麦田镶了一道漂亮的花边。麦田中间，纤柔袅娜

的豌豆须，伸长脖子，探头探脑，好奇地打量这个新

鲜而又陌生的世界。

我们这些顽皮的村童，三个一群，五个一簇，各

自挎一只竹篮，执一把铲子，欢蹦乱跳地走进春天

的田野，走在麦地边沿。那只浅浅的竹篮里，很快

就盛满毛茸茸、绿茵茵的野菜和猪草，也盛满鲜嫩

的阳光。其余大部分时间里，孩子们趴在青草披拂

的田埂上，心思专注地玩着属于我们这个年纪的快

乐游戏。村童们特别留恋这片松软的泥土，也很享

受这春日煦暖的阳光。

记忆里的童年，每当黄昏来临，那头暮归的老

水牛，温驯地把我驮在脊背，慢慢悠悠走在弯弯曲

曲的田埂上。几声悠扬的牧笛，在旷阔澄明的麦地

上空飘来荡去。偶尔，老牛仰起脖子，发出一声低

沉的哞叫，那是亲切呼唤它跑进麦田里撒欢的牛

犊。一群放晚学的孩子，蹦蹦跳跳地穿行在麦垄深

处。他们身后，留下阵阵彩铃般的欢声笑语。

春天的大自然，万紫千红，莺飞燕舞。城市公

园里，柳绿桃红的景致固然美丽诱人，但最让我心

动的，依然是蔚蓝的天幕下那青色大海波涛般汹涌

起伏的无边麦浪。每当这个季节，我的内心深处，

像有一种声音在急促地召唤：到乡下来吧！到麦田

里来吧！

我长久地沉迷于麦田风景，同样喜爱吟诵古老

《诗经》和唐诗宋词中那些描写麦子的优美诗篇。

我喜欢《诗经》“我行其野，芃芃其麦”的古朴，喜欢

姜夔“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的婉约，也喜欢陆

放翁“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的歌吟。古人眼中

的麦子，不仅茂盛地生长诗意，也传递给我许多美

好的意象，给我带来心灵的快慰。

不知是因为怀旧，还是出于浪漫，差不多每年

春天，麦苗生长正旺的季节，我都要动身回一趟乡

下老家，看荠麦青青，看风吹麦浪。我愿意在麦垄

间慢慢行走，或长时间独自坐于麦地边缘，聆听麦

子分蘖、拔节的声音，感受这春天田野的郁勃之

气。温暖潮濡的空气里，弥漫着麦苗特有的青郁新

鲜气息，一缕缕直入肺腑，让我身心倍感熨帖。

美国作家塞林格的小说名著《麦田里的守望

者》中，主人公霍尔顿从叛逆、颓废、彷徨、逃离，到

最终回归现实。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特别精彩，

也令人难忘：“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

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

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的守望者。”

虽然我出走村庄多年，而且再也回不到那金子

般的美妙童年，但故乡的麦田，足以让我守望一生。

风吹麦浪
·刘宏江·

春天，我们一起到乡下赏春去。

你要问我，赏春为何一定要到乡下去。那我告

诉你，只有乡下才有春的全貌，才有最动人的春景；

在城里赏春，只不过是在花盆里寻觅春天的消息，

太零散，太片面，韵味是远远不够的，可惜了春的热

情呢。

春天，到乡下去赴一场视觉的盛宴。我想像不

到，世间哪种颜色在春天的乡下是找不到的。麦苗

将碧绿展示到了极致。大片的麦地闪着油油的绿

光，片片叶子剑一般的直指天空，显示着向上的力

量，那是催人奋进的色彩；桃花将粉红呈现得最动

人。“桃花春色暖先开，明媚谁人不看来。”桃林深

处，处处欢声笑语，“人面桃花相映红”，那是挑逗情

思的色彩；梨花将洁白演绎得最透彻。周敦颐赞荷

花“出淤泥而不染”，梨花不也是居俗世而自清吗？

那是振奋人心的色彩；油菜花将金黄阐释得最规

范。它们把天空和大地都感染得金碧辉煌，映照得

天空也瓦亮起来，像是给大地装上了一面明晃晃的

大镜子，让世间留不住阴暗，藏不得污秽，容不下不

公，那是涤荡灵魂的色彩⋯⋯还有星星般闪烁在草

丛中的各色野花呢，用赤、橙、黄、绿、青、蓝、紫，根

本无法形容春天丰富的色彩。春天的乡下，是一个

巨型万花筒，带给人们视觉的满足和精神的愉悦。

春天，到乡下去赶一场轻音乐会。如果把夏的

声音比喻成摇滚乐的话，那春的声音无疑就是安魂

的轻音乐了。解冻的河流、小溪，哗哗有声，叮咚作

响，清越激昂，那是舒缓的抒情歌曲；清风越过田

野，拂过柳梢，将莺燕的啁啾传到耳边，清脆的柳笛

也从孩子的嘴边畅快地流出，伴着孩子们的欢笑，

还有农人劳作的声音，那是最动人的生活曲；入夜，

一场好雨悄然而至，“淅淅沥沥、滴滴答答”，那美妙

的声音，足以慰藉你灵魂。清晨，来到田边，各种植

物的叶片上，都跳动着晶莹剔透的水珠，你似乎能

听到庄稼嚓嚓拔节生长的声音，那是最悠扬的圆舞

曲，温馨而浪漫，动人心弦⋯⋯还有那蜜蜂的嗡嗡

和各种小虫的嘤嘤，都是有着满满的治愈的力量的

声音。

春天，到乡下享受采野菜的快乐吧。看吧，田间

地头、渠埂河坝随处可见清灵灵，嫩生生的野菜。荠

菜、马兰头、灰灰菜、蒲公英、苦苦菜、野小蒜⋯⋯还

有那树上长的香椿、榆钱、槐花，哪一样不是餐桌上

的美味？哪一样也都像热情的朋友，牵了你的手，攫

了你的心，让你口舌生津，拔不动腿。

于是，提上篮子或袋子，伴着暖阳和柔风，在寻

寻觅觅之间，一切的烦恼和痛苦，就统统从你的心头

消失了。加之劳动后的满满收获，那是何等的享受

啊！采摘野菜的快乐，还不仅仅在于品尝它们的美

味，更在于它既能放松心情，又能强健身体，还能和

朋友一起分享劳动的果实，是一举几得的事情。春

天，我最喜欢挖荠菜，一个中午就能挖个十几二十斤

呢。我用荠菜包饺子，包包子，烧汤，做荠菜饼，全家

人都吃得开心。当然，我把更多的荠菜都分享给了

我周围的人。这荠菜还成了我的外交官，为我交来

很多的友情呢。春天，荠菜让我大大赚了一笔。

春天，农民春耕春种的场景，也是最动人的春

色。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农民是最谙熟这一

道理的；他们更懂得“春种一粒黍，秋收万颗籽”的道

理。于是，春天，农民是惜时的。他们总是顶着料峭

的晨风下田，收获各种时鲜蔬菜，到集市上卖个好价

钱，再种下春季的另一茬作物，等待着下一场丰收。

晚霞落入西山，他们还在田野浇水、施肥、挖地⋯⋯

你从他们身上和脸上，看不到半点消极与懈怠，只能

看到“一耕耘，一分收获”的向上激情，这对你的学

习、工作和生活，何尝不是一种激励呢？

春天，到乡下去吧，那里才有最美的风景。

到乡下赏春去
·武梅·

生了馋，想吃春卷了，才想到母

亲。

电话里，母亲笑了，说，“周末你们

回来吧，炸春卷吃。”不仅我高兴，我的

小儿也雀跃起来。母亲啊，总能用她

那灵巧的厨艺和令人垂涎的饭香勾住

我们的双脚。真是让人急不可待，恨

生双翼。

我觉得唯在春日里最是吃春卷的

佳时。《岁时广记》载：“在春日，食春

饼，生菜，号春盘。”分明古人已经为我

们食春卷标记了时节。无限春光，大

美佳境，田间葳蕤，

随意凑合些绿的韭

菜，鲜的荠菜，调些

粉丝的碎末，把喷

香橙黄的鸡蛋皮儿

切匀混合馅中，再

用 薄 薄 的 面 皮 裹

上，小心翼翼地贴着热油上煨炸，至色

泽变黄，香味氤氲，起锅，盛入盘中，就

是一道实实在在的世俗美食。一枚、

两枚、三枚⋯⋯排成一圈。旁边的“饭

桶”们已经按耐不住了，不等凉些，就

夹到嘴里，烫得直吸溜，也忍着热大嚼

不止。

这是我们俗人的吃法，古代文人吃

春卷则文艺多了。雅士们给春卷起了

一个好听的文字——“黄金卷白纱衣”，

文静，秀气，还带着些许书香味。在袁

枚的《随园食单》就有关于春卷的记载：

韭白拌肉，加作料，面皮包之，入油灼

之，面内加酥更妙。比起来，和今日的

做法并无大的差异。可在大文豪的笔

端，寥寥数笔，却将春卷勾勒得悠闲疏

朗，想着袁枚真不愧是古今第一饕客。

春卷，名字好听，这是外美；其实

它内更美，是典型的“秀外慧中”。不

要说吃了，单单是看上去就非常养眼，

鸡蛋金黄，韭菜碧绿，镶嵌在白色的面

粉上。吃上一口，软软的，又脆脆的，

有蛋香，有韭香，有菜香，特别是那韭

菜的香味，经过炙火之后，香味升华，

闻上去就已是熏熏欲食，吃起来，更是

满嘴春光。

曾有一年春日，随一文友游颍河，

至晌午，山野茫茫，无处寻食，饥肠辘

辘。勉强又往前

走了三里多路，忽

然闻到一缕诱人

的饭香。我俩循

着香味，来到一农

舍院前。门是柴

门，没关，我俩贸

然进入。庭院一角，一对老夫妇正在

烹食。老头先看到我们，并不惊怪，

“来了，坐吧。”听他这么一说，我俩倒

诧异了。我上前向老夫妻说明了原

委，他们只是点点头，说，“春卷马上就

好了，等一会吧。”老婆婆负责包春卷，

老头负责炸春卷，相得益彰的配合，十

分温馨动人。春卷炸好，先给我们端

上一盘，我俩饥不择食，也没客气，就

狂嚼起来。那次吃春卷，味道真是香

啊。临走时，我们要付账，老夫妻坚决

不要，还各送了我俩一捆鲜韭菜，弄得

我们实在不好意思。

想来春卷之所以醇香无比，大约

是因为里面包裹了鲜嫩的春之食材，

还裹和着浓浓的人间真爱。

春食春卷
·祝宝玉·

早晨，我去菜场买菜，菜摊子上多

了好些蔬菜。常去买菜的阿姨招呼我

过去，指指摊位说道：“刚到的春笋

呢。”我笑着走过去，看到一箩筐的春

笋整齐地叠在竹框里，拿起春笋看了

看，还带着新鲜的泥土呢。菜场人声

鼎沸，一片繁忙的景象，摊位上的时令

菜有荠菜，春笋，韭菜等等，我感到春

天来了。

春季的笋肉脆而鲜。唐代诗人杜

甫的《咏春笋》中有,“数春笋满林生，柴

门密掩断行人。”讲的是无数的春笋生

满竹林。春笋是春

季的时令菜，放在腌

笃鲜里的春笋比肉

还要好吃。虽然本

地也有春笋，但是产

量不多，去菜场多数

时候买到的是浙江、

江西来的春笋。春笋细细的，剥开能

看到黄色的笋肉。春笋炒来吃或者放

在汤里都十分美味。我很喜欢春笋炒

咸菜这道菜。咸菜是初春时腌制的，

拿出来提前泡一下。春笋用滚刀切

好，起油锅，先放春笋再放咸菜，翻炒

几下就可以出锅了。这道菜不需要放

任何调料，就足以鲜掉眉毛。

到了春天我会吃一种味道辛香的

菜。它就是香菜，小时候我不喜欢它

的味道，后来发现很多地方的饭桌上

都有它的身影。香菜自有它的独特。

春日用香菜拌木耳，加几粒小米椒，是

一道色香而味美的菜。不过这道菜母

亲始终不太喜爱。

野荠菜是一种春季才能吃到的食

材。我去到母亲那里，看到桌上放了

一篮子当季的荠菜。母亲正坐在门口

的小板凳上一边择菜一边和路过的阿

姨闲聊说过两天再一起去挑菜。荠菜

是春天的时令菜。野荠菜要去山里

挑。春天的山里，映入眼帘的一片绿

色。荠菜长在山里的小坡地上。母亲

摘荠菜的时候，一手抓荠菜，一手用剪

刀把根部一剪，就可以摘出一颗完整

的荠菜。小时候和母亲一起去挑荠

菜，母亲教我分辨野荠菜和野草，野荠

菜趴在地上，叶片散而且比起野草叶

片更细小。荠菜

最 出 名 的 就 是

鲜，《诗经·谷风》

中就有“谁谓荼

苦，其甘如荠”，

说的是荠菜的鲜

甜。荠菜可以做

春卷，做春卷的荠菜要沥干水分，然后

把荠菜切很细，混合肉，用春卷皮裹起

来。春卷放在油锅里一炸香味四溢，

吃一口外脆里鲜，回味无穷。荠菜还

可以包馄饨，味道鲜美，口感清爽。

韭菜是春天的时令菜，本草纲目

记载:“正月葱，二月韭”农历二月的韭

菜最应季。李时珍说：“韭，叶热根温，

功用相同，生则辛而散血，熟则甘而补

中。”韭菜既是蔬菜，还有药用价值。

春天的时候比起韭菜我更喜欢吃韭

黄，韭菜的味道重，韭黄就很清淡且有

甜味。一盘韭黄炒鸡蛋上桌，不消几

筷子，盘子就空了。

春天的味道里有一种鲜，一种香

还有一些甘甜。

尝一口春味
·姚瑶·

前段时间，在一档节目里听到一句话让我很触

动。“出门看到两棵树，一棵是银杏树，一棵是槐树；

一棵 350岁，一棵 250岁。槐树不在的那一个世纪，

就是属于银杏的百年孤独。”这句话犹如一片树叶落

在我记忆的清波里：我们镇上好像也有那么一棵樟

树，好像永远那么孤独。

我的家乡在赣西北的一个小镇，这棵树就在镇

上的一条街上静静地站了七百多年。没错，这是一

棵古树。它十分的高大魁梧，树干粗得需要四五个

人才能抱紧它。

它被周遭的各种建筑包围着，这抹绿色在这条

街道显得尤其孤独。虽然它的颜色如此显眼，可却

很少有人为它驻足。它永远那么孤独。

一年寒冬，持续的低温天气让人直打哆嗦。这

棵古樟树作为一棵亚热带的常绿树，却快落光了叶

子，留下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摇曳。我很遗憾，

这棵百年的樟树将以这么落寞的方式离去，无人在

意。一个星期后，这棵樟树掉下了一段巨大的树

枝，还差点砸中行驶的汽车。它延伸到周边房子的

树枝，竟然钻出一条巨大的蟒蛇，爬入那户人家的

阳台，把房子主人给吓了一跳。接二连三的事情让

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棵“奄奄一息”的樟树了。从

那天开始，人们对它的态度变了。本来人们习惯漠

视的这棵树，却突然成了小镇居民的焦点。人们都

在猜这棵树能否挺过这个冬天。甚至附近的邻居

有人在樟树的旁边上香点烛为它祈愿。

难熬的冬天终于过去了，可这棵樟树却仍然毫

无生机。这次，每个路过的人都会驻足看它一眼然

后感慨：它真的到头了。但是驻足望向它的同时，

一双双眼睛里仿佛又闪烁着希望和期待。过了几

天，隔壁街道管道改造开工了，挖着挖着，竟然挖出

了这棵樟树的树根。原来这棵树早已深深扎根，并

且在一公里开外的地方，还有它的树根。施工队绕

过了这棵树的树根，也许是给这棵树最后的希望。

一个月过后，人们惊奇地发现这棵树竟然抽出

了绿芽。不久后，又再次变得绿油油的。不仅附近

的邻居为此点了鞭炮庆祝，政府也用精美的木制的

围栏将其围起，还在旁边竖了一块“二级保护植物”

的牌子。一段时间后，虽然人们没有之前那般热

情，但是也许这棵樟树知道了自己在人们心中的地

位。它被很多人关心着，它并不孤独。在这个新的

冬天，它傲然地展示自己的绿意。这棵陪伴小镇人

民几百年的树，已然成为小镇的一份子，和这么多

小镇居民一起，并不孤独。

那次回家，我驻足在这棵樟树前，它还是那么

富有生机。但是，原来热闹的街道现在却空落落

的。“有的人买房去了县城，有的人落户了外省。这

条街上就剩我们几个老人家啰。”外婆说。

也许不久后，属于这棵樟树的“百年孤独”才真

正开始。

樟树的“百年孤独”
·匡陈耀·

最浪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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