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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文苑
同护蓝天绿地碧水 共创卫生健康家园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千年历史古镇
平桥春意盎然，沐浴在春风春色之中，充
满了青春的活力和朝气。明朝大文学
家，《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曾写过赞美平
桥的诗《平河桥》曰：“日落牛蓑归牧笛，
潮来鱼米集商船。绕篱野菜平临水，隔
岸村炊互起烟。”描述了这里人间烟火和
田园风光。

平桥镇紧依京杭大运河。岸边花木
葱茏，桃红柳绿，垂柳依依，春风习习，一
片春色惹人醉。运河水自由自在地汩汩
流淌。河中汽笛声声，大船拖着小船
游。岸上车轮滚滚，川流不息。运河堤
旁密集的水杉树上悬挂着精致的鸟巢十

分引人注目。鸟语阵阵，鸟儿似乎也在
庆幸春天的到来。人勤春来早。春天的
空气中携来丝丝暖意。希望的田野上，
村民们正在忙着春耕、春播、春种。春种
一粒粟，秋收万颗籽。现代化的“小飞
机”正在给麦苗儿防病、治虫、施肥，到处
都是一派繁忙景象。

在这景和日丽的春光里，传统的一
年一度的笑人会拉开了帷幕。伫立在运
河东畔的迎龙亭没有迎驾“真龙天子”，
而是热情地迎接四方游客、黎民百姓。
各地的客商纷纷前来摆摊设点，售卖货
物。踩街的舞龙队神气活现地为笑人会
喝彩助威，给百姓带来更多的欢乐。“回”
字形街巷中，摊位一个接着一个。货物

琳琅满目，吃的穿的用的样样俱全。各
式农具、家具、玩具、日用品、化妆品、药
品、食品、工艺品应有尽有，五花八门，令
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叫卖声、吆喝
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周
边四乡八镇的群众前来赶会，前呼后拥，
摩肩接踵。一时间，购物的、说唱的、耍
猴的、卖艺的、相亲的，各式人等都云集
到笑人会上，仿佛要把个街巷挤破了似
的。人们在笑人会上购回了如意的商
品，商家则在交易中赚得个盆盈钵满而
喜笑颜开。人们往往乐不思归，以光临
笑人会现场，品尝平桥豆腐为幸事，这段
经历也成为他们日后炫耀的资本。

你瞧，平东家园社区广场上热闹非

凡。平桥故事说唱团顺势粉墨登场，演
出了一场精彩的文艺节目，宣传乡村振
兴、家乡变化以及身边好人好事，给人们
带来一场丰富的视觉盛宴。演员们演得
活灵活现，观众大开眼界，笑得前仰后
合，为笑人会呼风唤雨，推波助澜。一些
民间的摩登女郎、网红们则借景拍抖音，
摆出各种各样的姿态，演出自编自导自
演的喜剧段子吸引群众围观，品头评足，
逗得群众开怀大笑，给笑人会增添了一
点新意，几多声色。

春意藏在人们心中，流露在人们脸
上，笼罩着平桥古镇。不是春潮胜春潮，
家乡的春景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平桥的春天
李乃祥

我又来到了古城墙公园。
公园里，有一片湖，湖边有座小亭

子，微风习习，湖水扬波，人坐在里面，很
是舒心。这湖，去年冬天的时候，湖面结
了冰。虽不似北方严肃酷杀，倒也吓住
了鱼儿鸟儿，整片湖牢牢实实。碰着个
阴天，灰白色的冰面刺目逼人，看久了甚
至会流泪，人也是待不住的。现在，赏花
的，折柳的，打太极拳的，找小蝌蚪的
……不时有人来湖边找找春天，一下子
热闹了很多。

春已经很深了。桃花，李花，海棠
花，你追我赶，繁花满枝。那玉兰，早已
在枝头怒放，深紫浅紫的，一阵风吹过，
翩翩起舞。偶有几片落下来，落到地上，
便成了女孩的心头爱；落在水里，便成了
诗人的心中情。最令人惊奇的是那几株
山茶花,那么厚重的叶子间开满了艳红
的花。那花红得又浓又厚，特别惹眼，很
难不让人屏息驻足欣赏一番。说山茶花
又叫断头花，说是花开正盛时便会整朵
掉落，继而腐烂，不给自己一点喘息的机
会。难怪开得这么恣意。

湖边有一小片芦苇塘，中间有一道
石头堆砌的堤。不同于湖水的波光回
影，水面粼粼，这片小塘子早在去年冬天
就干得了。去年夏天来的时候，塘里还
长着一丛丛茂盛的芦苇菖蒲。若是晚
上，还能听见一两声蛙鸣，颇有“草深无
处不鸣蛙”的闲适。现在，全然不是这般
模样。塘里，乍看还是冬天的样子。去
年的枯苇东倒西歪，没有半点生气。一
些裸露的石子，阳光下也毫无光泽。当
你以为，这儿死气沉沉春天最晚时，那你
就错了。一脚踩进去，鞋子差点拔不出
来，好奇怪，明明前不久还可以在塘子里
面随意地走着，踩得那些枯芦苇脆响。
现在，板结的土块什么时候松动了，竟然
软软的。当你俯下身子，扑面而来的是
一股淤泥的味道，热气腾腾。春天首先
是闻到的。鞋窝里，竟然还有几棵被踩

坏的嫩芦苇。什么时候冒出来的？还有
没有？赶紧看看。愈看愈多，不大的塘
子里，这儿那儿，到处都是，有的都是一
簇簇的了。这些碧绿鲜嫩又坚又硬的苇
芽，藏在了干芦苇下，正铆足了劲儿往外
顶呢！那塘子里，细看之下，还有一堆一
堆细细密密的泥蛋子，那一定是蚯蚓拱
攒的。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呢？春天知道
的，大地知道的。这些活生生的事物，逼
真地让人感受到了生命的尖锐热切，那
是源于大地深处的激情和渴望。再来几
场春雨，这片小塘子就会沛盛润泽，恢复
往日的生气了。

抬身的瞬间，猛然发现一朵瘦小的
蒲公英，从石头缝里挤出来。许是阳光
还没照到，许是刚挤出来不久，小小的蒲
公英娇弱无力，一阵风吹过，颤颤巍巍，
生怕扭断了腰肢。每次遇到蒲公英，我
总是忍不住蹲下来细细瞧一番，不是为
着她的美丽。她努力地顶破石子，在阴
暗潮湿里左冲右突，终于找到了一丝空
间。当她终于呼吸到春天的气息时，她
便是最美的了。之后就是摇曳生姿，在
这春天里也讲一讲自己的心事。

看着石缝里钻出的蒲公英，我不禁
想起我的阳台上，我早已忘记的花盆里，
一抔干裂的枯土里，竟然也爆出了新
芽。破土而出，肥嫩新绿，不过两三片，
紧紧地抱在一起。叶片上是一层薄薄的
叶霜，尚幼小。这让我非常惊喜。这球
根还是我去年秋天从南京植物园捡回来
的，就这么胡乱地用纸包起来塞进背包
里带回来，种进土里时甚至外皮被搓掉，
一点的芽尖也被压断，遍体鳞伤。她熬
过漫长的寒冷和孤寂，在春天里，与百
花，和万物，如约而至。没过两天，就长
势喜人，叶片硕大，根茎细长高挺，鲜活
奔放。很快，一朵小小的花苞鼓胀起来，
绽出来的竟然是火红的郁金香。晨曦
中，看着那一朵嫣红，不禁热泪盈眶，感
慨良多。我相信一些日子后，她还会灼

灼其华，和这根蒲公英一样，捧出一盆的
自信。

顺着几块石板，我爬上了城墙。这
石板是前不久才铺的，现在还有一些废
弃的石料堆在坡底下。还记得第一次爬
城墙时，半途滚下来，裹得一身的土灰，
很狼狈。现在铺上石板，上去容易多了，
但也少了一些野趣。城墙上长着两排青
松，应该有很多年了，拂云百丈，摇动清
风。树根骨骼突出，紧紧地箍住不多的

土壤。站在城墙上，顿生“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的苍茫之感。和墙角下到
处涌动着春色不同，城墙上古意深深，日
色清冷。抬头向南看，是庄重的城楼；往
北看，是幽幽绵延的小路；往西看，是掩
映在春色中的城南人家；往东看，则是绿
的云彩的霞，不远处是龙光阁，与这人间
三月遥相呼应。真正是有亭有阁，有城
有河。如果再来点儿小雨，那真是“南朝
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春到人间草木知
张 衡

古城墙遗址公园 李正林 摄

雨水季节的萧湖公园，春雨如纱如珠，花蕾含露，绿树滴翠，满
目清爽。雨不大，伞面上因树叶上落下的水珠而滴滴答答，不像是
在下雨，倒像是在下雾，眼前的世界被封锁在密如蛛网的雨丝中。

撑伞行走在环湖的林间小道，只见雨滴在枝叶上轻轻跳动的格
外精神。雨丝时而直线滑落，时而随风飘洒，留下了如烟，如雾，如
纱，如丝的倩影；飞溅的雨花仿佛是在丝弦上跑动，优美地如丝如缕
飘落到树梢、滑落到地上。透过雨帘看去，人们兴趣盎然地撑着一
顶顶五色斑斓的雨伞，就像雨中一朵朵绽开的花朵，在雨中移动
着。再往远处看，河下古镇、状元楼、亭廊水榭和岛上游人，都只剩
下模糊的轮廓。

闲逛雨中，霏霏春雨像绢丝一样，又轻又细，雨滴为我送来了微
微的凉意。倾听雨滴碰撞树叶的微妙声，树叶都变成了奇妙无比的
琴键，飘飘洒洒的雨丝，是无数轻捷柔软的手指，弹奏出一首首优雅
的小曲，每一个音符都带着梦想的色彩。我闭上眼睛，屏息凝神地
仔细聆听雨点细细踩过树叶发出的声响，那种无声似有声，有声又
似无声，朦朦胧胧，隐隐约约，在心中奏出优柔婉约、拔动心灵的乐
曲。她不像夏雨热情粗犷，也不像秋雨端庄深思，更不像冬雨自然
安静，春雨是温情的，娇媚的。尤其是这如轻纱飘舞的细雨，冲洗着
树叶冬日的残迹，显得格外青翠欲滴。我忘情地收起雨伞，走进雨
中，任细小的雨滴打在身上。一点也不觉得冷，还有一种亲切清爽
的感觉。

菲菲春雨，缠绵而又争先恐后。正是雨水的畅快，又恰到好处
地洒在湖畔垂柳那青枝嫩芽间，柳条如戴上了一串串晶莹的珍珠项
链，真不知用什么词来描写雨中如此美妙的意境。快乐的鸟儿在雨
中穿来穿去，想用那欢快的歌声唱断雨帘。绵绵雨滴落在高大的香
樟叶上，沙沙声很像蚕宝宝在吞食采叶；落在早开的红梅花瓣上，如
同千万颗闪耀的珍宝滚动，灵动而漂亮。

眼前的春雨就是这么美妙，说她是朦胧的，却又是清楚的。她
给春披上一件缥缈的纱衣，她又把万物洗涤得清爽光亮。下得如此
轻柔，下得如此娇羞，下得如此有韵味，连落在肌肤上都感到滑爽
柔美。这雨如吟唱的抒情小调,让我想起孩提时代,雨天在母亲搂
抱中的哼唱。雨在湖畔林间丝丝柔柔，缠缠绵绵，如烟似梦，如歌如
吟，整个世界都醉在这温馨的氛围里。此时的心情，我似乎在雨水
清洗下都变得清亮无比，生出一种明朗欢快的感觉。突然，一对欢
叫的喜鹊穿过雨帘，像一幅画，让我泛起一片涟漪。

听着湖岸的雨声和着轻风轻抚垂柳低吟的欢畅，有节奏，有强
弱，时慢时快。看着栈道上一群女子手持的靓伞，撑起了一个花花
绿绿的世界。一群淘气的小孩嬉戏打闹，跑到树下抱住小树，用力
一摇，雨珠纷纷掉落到那些小孩的身上、脸上和衣领里，孩子们打着
哆嗦不停地欢笑，和着林间传来鸟雀的欢叫。看着孩子们天真烂漫
的笑脸，看着年轻家长的贴身呵护，目光不断地追寻着孩子们的身
影，我忽然觉得，那千丝万缕的雨滴深处，就是这千年萧湖的一行行
诗歌；湖中大大小小的小岛，正是这千年萧湖的韵脚；那雨伞上传来
的滴答声连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便是淮安古城人们幸福生活的最
美音符。它们在春的季节，终于以春雨得以巧妙呈现，给古城萧湖
平添了几分独特的美感。

我做了一个深呼吸，好惬意，好清新，空气中既有花香，也有青
草的芬芳，更夹杂着春雨挑逗湖水的欢悦。一群麻雀，欢叫着落在
红梅树下觅食。环顾周围，唯有红梅少许的花迎春绽放，用它的美、
它的香环绕我。突然心生感动，原来，春天就藏在这雨下红梅的花
朵里。

萧湖春雨
张顺志

正是人间三月，到处都是万紫千红的春天。
春到人间草木知，大地上各种花草树木争奇

斗艳，在最美的季节上演着生命的接力。生命不
仅是一场花开，不仅是一次拔节，更是一次体验，
是一次展现。在不朽的春天里，任何生命都有怒
放的权力，都有微笑的理由，任何生命都值得尊
重，都值得铭记。

神州大地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惠风和
畅，春日暖暖，那些陌上花开早已发出请柬，邀请
你去赴春日的盛宴，唯有抛却一切去寻春，于是
踏青赏花便成了三月永恒的主题。

桃花红、李花白、油菜黄、杏花粉，原野上那
些野花更是五颜六色，乱花渐欲迷人眼，让人目
不暇接。花事一场接着一场，那些花儿赶着趟
儿，都要在自己的春天里完成自己的锦绣文章。

满目山河，花事浩大，也许你欣赏了桃花的
鲜艳，却错过了梨花的烂漫；也许你赶上了玉兰
的盛开，却无缘樱花的花期。“一夜好风吹，新花
一万枝”，也许你匆忙的脚步，永远也赶不上花开
的节奏。

于是心中未免有所遗憾，总觉得不能尽兴，
不能把大好春风尽收眼底，不能把美好的春天都
带回。是啊，春光无限，春色无边，哪能“一日看
尽长安花”呢？

其实，我们可以放慢脚步，慢慢地享受眼前
的春天，让春天合着我们的节拍慢下来。在桃
林，你的眼中就应该只有那些灼灼其华的桃花，
感受它们的艳丽、芬芳和妖娆；在陌上，就应该体
味野花遍地、色彩斑斓的和谐，缓缓归就缓缓归
吧，让心灵在原野上得以栖息、回归和安放。

“春日迟迟，卉木萋萋。鸧鹒喈喈，采蘩祁祁。”放慢脚步，眼前蒿草
萋萋，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春日便也就显得缓慢而美好。

放慢脚步，春风中到处氤氲着花草的香气。你就能感受到“泥融飞
燕子，沙暖卧鸳鸯”“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的闲适和优美，感叹江山
秀丽，村居安闲，春光旖旎。

放慢脚步，动人春色不须多，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竹外桃花
三两枝，足可入诗入画；万条垂下绿丝绦，早已贯穿古今。春色满园关
不住，点燃诗人诗情的却是那一枝出墙的红杏；昨夜雨疏风骤，海棠依
旧绿肥红瘦。

春日慢，举杯邀东风，且共从容，让一切慢下来，留一份从容，留一
份洒脱，留一份自在；且将新水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豪饮春光当美酒，
去书写人生的壮丽诗篇。

春日慢，珍惜眼前，把握当下，活出自我。

春

日

慢

黄
森
林 “鲜”是人们对美食的审美定义。《说文解

字》中说“鲜”：“鱼名，出貉国。”可见“鲜”指貉
国的一种鱼，后用来类比形容人们尝到的美食
味道。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北方陆地，人喜食
羊，南方多水，人喜食鱼，含此羊字、鱼字，成一
个鲜字，然鱼与羊不能餐餐皆备，于是鲜又引
申为鲜少义。”完整定义了“鲜”这个字的含义。

我们的先人们，靠着和时间同频的生活节
奏，保留着对天地的敬畏，充满智慧地说出“食
能以时，身必无灾”的道理。告诉人们吃自然
方式成熟的食物和规律饮食的重要性。

有意思的是，我看到朱自清先生说“读书
如吃时鲜鲥鱼”这一特别有意思的说法，提出
了“时鲜”这个概念，应该是应时而新鲜吧。想
到时鲜，首先想起的是唐玄宗为了让杨贵妃吃
上鲜美的荔枝，一马接一马“奔腾献荔枝”的故
事。

吃时鲜，真是人生大幸，春赐妙物，数不胜
数，且不说诱人的刀鱼、鲥鱼、河豚，取之不尽
的竹笋，还有水汪汪泛着翠绿色泽的时鲜时
蔬，马兰、荠菜、蚕豆等等，令人感叹大自然造
物主的恩赐。

这个季节，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会上一道
应时的腌笃鲜。今年我在美食专家的指导下，
对腌笃鲜进行了一些创新，用百叶卷肉包、香
菇、木耳加几片咸肉低温慢煮，然后加入焯过
水的白嫩嫩的时鲜竹笋，出锅前十分钟撒入碧
绿鲜嫩的蚕豆瓣，出锅后，放入葱花或香菜。

这锅浓汤绿、白、黑色泽分明，汤汁浓郁，
香味扑鼻，都是春天自然的味道，不用佐料，营
养健康，即便你是一个新手的厨娘，照此做出，
端上餐桌，保证一扫而光，不留渣渣。这是一
道绝对可以用春日限定的“时鲜”来定义。

身边的吃货们向我描述各个季节的时鲜，
我记在心里，欣欣然期待着每一个美好的日
子。他们提到端午时节的三虾面。作为在上
海和苏州边上的无锡人，我居然茫然不知。也
巧，在上海本土人大力推荐的嘉里城里的食
庐，我竟然看到了三虾面作为春日限定的推荐
招牌，得以提前享用。

真是一道功夫菜，首先买来带虾子的虾，
取虾子，挤虾仁，剥虾脑，分门别类。细面是饭
店自做，用面粉和一定比例的鸡蛋进行调和，
充分揉、搓，使面有筋骨、有劲道。煮后捞起装
盘，晶莹剔透的虾仁和红色的虾脑，点缀其上，
撒上翠绿的葱花呈现，服务员用饭店特别的秘
制调料干拌分装，面条根根分明，不粘连，每一
根上都沾满了密密麻麻的虾子，像是蚂蚁上树
的样子，味道浓郁，偏甜口，还加了一点点醋，
非常的开胃爽口。

爱美食其实就是爱生活呀，我们熟知“春
江水暖鸭先知”，可是很少人知道后两句，“蒌
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由此可见，
苏轼肯定也是一位热爱生活的美食家。有记
载：苏轼被贬惠州，生活困苦，身体不佳，就在
集市将要闭市前去买了一段羊蝎子，虽然不值
钱，但他认真洗煮后用酒泡，再施火烤，吃得也
仔细，用细针从脊椎骨上剔出肉来慢慢吃，他
还戏称：比吃大闸蟹还讲究，还美味。写下：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的
千古佳句。人生如此艰难，却依然微笑面对。

其实并非山珍海味才是美好生活，美食只
是我们珍惜当下美好生活的一个载体，也反映
了我们的人生态度。就像孔子在论语当中所
说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也在其中
矣。”真正的乐，是取心境之乐为上啊！

舌尖上的春色
王凡文

勺湖之春 张 建 作

阳春三月，莺
飞草长。我们来到
淮安西南白马湖边
新河头小游。

这里五年前曾
叫南闸镇，现为“漕
运镇”。2021年 5
月，这里的南闸民
歌被国务院批准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称得上
是“歌乡”的神奇。

而称“掼乡”未
免让好多人不理
解。这掼就是掼
蛋，是一种扑克牌
游戏，已被国家体
育总局定性为智力
运动项目，纳入省
运会项目，已经被
全国1.4亿人所接
受。

三月底，在南
京全球掼蛋推广峰

会上，这里一名
80岁老机关工作
人 员 被 确 定 为

“中国掼蛋发明
人”，曾经一起打
牌的另三人也被
追授为“中国掼
蛋发明人”。

“ 歌 乡 ”和
“掼乡”成了这小
地方很特殊的双
璧文化亮点，也
成了对外特色文
化名片。掼蛋馆
正在举行全国百
万大奖掼蛋起点
推广赛，有40多
个 城 市 选 手 参
加，有 100 多桌
次，激烈的竞争
思潮融进纯美的
春色之中。

春忙时节，
湖岸新楼比肩耸

立，也就是两三百米长的住宅小区，五桌掼友敞着门在对垒，昭示
小街生生不息的灵气。

走着走着，便是村级居家娱乐中心。这里有六桌掼友角斗竞
争，另有四个象棋手对垒。有麦克风音响，有花船、花担、花车等表
演工具，那些老太级别的歌手脸上还化了妆，穿着黄绿的彩绸服，
其乐融融。室内火热气氛和室外金黄油菜花香让人心旷神怡。

我们从这美妙的歌声及掼蛋竞争的激情氛围中，看到了这种
特殊文化现象出现的渊源和必然。当地文友告诉我，他家所在村
庄就是远近出名的长寿村，两千人口村子，有九十岁以上老人十二
人，有两人已经超百岁。

清风徐徐、鸟语花香的白马湖岸，有歌乡掼乡的文化娱乐格
局，有歌友掼友的满面春风，正是新农村动态和谐的美丽画面。

歌
乡
与
掼
乡

金

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