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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喜爱莲花，除了它“香远益
清”“亭亭净植”，更因它出淤泥而不
染，濯清涟而不妖，高雅、圣洁的品
质。

我自小生活在北方山区，周围
少有湖泊、池塘，自然没有见过多少
莲花，更别提“接天莲叶无穷碧”的
壮观场景了。只偶尔在有水域的地
方看到零星的几株莲花，袅袅婷婷，
高出水面，开着白色或淡粉色的
花。美则美矣，但总觉清冷了一些，
全然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所以，
当我在杭州西湖第一次看见大片大
片盛开的莲花时，心中的兴奋难以
抑制，使我总想高歌一曲。不可否
认，当众多的美聚集到一起时，爆发
出来的力量以及带给人的视觉震撼
是完全不同的。

后来，我又在莫愁湖畔、大明湖
畔欣赏过田田的莲花。莲花适合默
默欣赏，如若人声嘈杂，极易扰乱心
绪，领会不到花的美，也嗅不到花的
香，好比珍馐入口却味同嚼蜡，实在
是暴殄天物。三两人相伴也可，最
好一人独行，取一个“静”字——静
心、静神。或立于岸边，或漫步于曲
桥之上，或乘小舟驶入荷塘深处，仔
细观察每一朵莲的姿态，再把目光
越过整个湖面，感受一顷如碧的极
致的美。

从古至今，无数文人墨客毫不
吝啬对莲的描绘与赞美。“秀樾横塘
十里香，水花晚色静年芳”“岸柳染
绿清洗水，荷香沁沏金色秋”“采莲
南塘秋，莲花过人头”“暴之烈日无
改色，生于浊水不受污”，从各个角
度歌颂了莲花外在的美与内在的
美。更有不少文人志士把莲花当作
心中的向往，争做“君子之花”。

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的《池塘·
睡莲》令古往今来无数人着迷，莫奈
对于光和影的运用，把睡莲的温柔
与唯美描绘得淋漓尽致。波光粼粼
的水面，如火焰般暗红的花朵，如梦
似幻，却能让人感受到实实在在的
美。可以说，这幅画满足了人们对
睡莲之美的所有想象。

有一回，我和朋友去家乡的月
山寺游玩。寺内有一条转山渠，渠
内竟有睡莲浮在水面。墨绿的心形
叶子小巧精致，淡黄色的莲花点缀
其间，水面平静，一丝风也没有，睡
莲像睡着了一样。时值傍晚，落日
余晖为睡莲罩上了一层金色薄纱，
更显静谧安详。此时，忽有钟声从
远处传来，顿觉内心空明澄净，灵魂
似乎都沾染了香气。

雨后的傍晚，山阳大
地沉浸在灯火阑珊之中，
游走老城的街巷，穿行在
熙攘的人车之间，弥漫于
喧嚣熟识的家乡语境里，
久违的气息沁人心脾，不
禁顿生一种异样的情怀。

新华北街，曾是我市
最早建埠的地方。走过

“百年焦作博物馆”，这里
的烟火气息愈加浓重扑
面。明忠饺子馆里人来人
往、灯火通明，尽显老字号
商家一如既往的诚信和厚
道。糊涂店、刀削面馆、砂
锅居，在此处业已扎根数
十载，自己也多次光顾。
在老三饸烙面馆门头上

“一碗炸酱，一碗麻辣，还
有一种情怀是两掺”和旁
侧“创始于一九八六年，焦
作路边的饸烙面，居民楼
下的小地摊”的妙语，甚是
诱人。那些老门老店的老
板和老板娘还是那么热忱
爽朗地迎来送往，上菜倒
茶，勤劳不辍，用自己的服
务水准和饮食质量立业守
拙，探索创新，一步步赢得
新老客户的青睐与呵护。

老一中南门外的那条
街，是矿务局的一些单位
和家属楼的聚集区。窄窄
的街道显得些许拥挤，居
住院落和鳞次栉比的商
店、食堂、流动摊点，将城
市的烟火气烘托得盎然蓬
勃。有匆忙下班的市民停
车驻足，在门店购物采买，
选择小吃佳肴、面点饮
品。有三五成群，或夫妻
并肩，小伙子大姑娘相约
而来的，他们大多端坐在
餐馆大厅或雅座里，细品
慢饮，放松心情。还有的
闲聚于店外临时加放的小
桌子旁，海阔天空，把酒言
欢。道路两侧还有序排开
了一行行小车饮食的摊
点。灯火朦胧中，招牌高
挂。有的一两人，有的二
三人，操持着各自阵地，招
揽着过往的行人驻足品
用。尽管口音不同、风味
各异、理念不一，但都独具
特色，吸引着消费观念迥
异的食客。几家烤肉和烧
肠的摊上，烟火缭绕中，老
板边扑扇着火苗，边向上
撒着香料，使过往行人不
由地想大快朵颐。

从团结街中段顺老邮
局北门，拐入民主北路。
这个窄窄的、斜向的小巷
子里，依然有十多家或大
或小的饭店错落分布。有

的门店气派正规，人多客
满。有的“以车代点”流动
经营，经营微、特、快饮食
类别。但每家都顾客盈
门，生意兴隆。老板和服
务员的脸上，一样荡漾着
幸福的笑容。

进入学生路西端，立
刻让人目不暇接，西餐、甜
点、快餐、冷饮，咖啡厅、老
四川菜馆、扯面馆闪亮登
场。有的在此已风光多
年，所有店内人头攒动。
有间咖啡厅外墙写着“同
在一座城市，为什么好久
不见”的亲情语言，撩拨着
正欲踌躇不前的客人。时
尚的甜品铺子镶嵌着“愿
您所有的美好，都如愿而
至”，怎不使人心生暖意？
百货楼步行街里，忙碌一
天的店员有的正在打烊，
有的还接待着一批批途经
的散客，米线、馄饨、热干
面、擀面皮一应俱全。在
实验中学附近，学子们三
两成群，喜笑颜开，在摊位
前选择自己喜爱的食品，
幸福满满地走着、聊着。
这让自己回想起40年前
高中生涯时，校门口的那
间铁房子和玻璃柜台上令
人垂涎的橙色汽水……

北苑西路的几家大饭
馆门庭若市，顾客一家老
小，男男女女，进进出出。
小零厨房仍在繁忙地营业
中，接待着他们的新老顾
客。公园东南门口和桥头
处几家路边摊点也热情呼
唤着来往的客人。在元气
冰粉、奶茶铺、台湾饭团、
胖子炒凉粉、手工凉皮、
甜品铺子摊位上，不时有
大人和孩童在慷慨地享
受着心仪的佳味。北苑
后街路南的老市委两层
门面楼房依然矗立挺拔，
向市民提供优质的饮食、
服务、百货等。文化巷里
甲壳虫超市，一对和谐的
夫妇在悠闲地清理着商
品和卫生，女人还同时照
看着童车里的孩子。这
样的场景，宛如一幅美轮
美奂的夫唱妇随、其乐融
融的温馨画卷。

民以食为天。每一缕
馨香都来自于汗水，每一
种劳动都值得尊重。慢行
在有故事、有温度的街区
老巷，感受极具亲和力的
熟悉场景，这些连接着地
气的烟火气，何尝不是万
家灯火里无穷无尽的祥和
与幸福！

当石榴花开得火红、布谷鸟的叫声响彻田野的时
候，端午节就到了。

儿时的端午节前，母亲和外婆会早早准备好端午
节用的食材：江米、红枣、花生米、红豆，还买来红糖和
白糖……应有尽有。

端午的前一天，母亲便从地里割了新鲜韭菜，外婆
把韭菜择净用草纸包好(防止韭菜变蔫)，为第二天炸菜
角备用。母亲还带着我们姐弟几个到村外的芦苇塘里
釆摘用来包粽子的芦苇叶。采摘芦苇叶是我们最开心
的事情。我们钻进芦苇荡里，阵阵清香扑鼻而来。小鸟
在芦苇间飞来飞去高声鸣叫，不知名的草缠在芦苇上开
着鲜艳的小花，几只蝴蝶站在小花上展示着自己的美
丽。我们挑宽大的芦苇叶釆摘，时而捉个蚂蚱，时而抓
只蝴蝶，采摘几束野花、学几声鸟叫，欢乐的笑声在芦苇
荡上空回响……再采几把芦苇塘边的艾草，回家挂在门
上和窗户上。

包粽子是外婆和母亲最拿手的活计。端午节天刚
蒙蒙亮，母亲就起床把江米淘洗后泡上，将采摘来的芦
苇叶清洗干净，江米泡好后，外婆和母亲开始包粽子。
青翠的苇叶包上江米再放入红枣、红豆、花生，经过包、
裹、绕、缠，一个精致的粽子便包好了。将包好的粽子放
在地锅上的大铁锅里，添入适量水，外婆点火开始煮粽
子。先是大火煮沸，然后改用小火慢慢煮。

母亲做好韭菜鸡蛋馅，便开始包菜角和糖糕，然后
在煤火上开始炸菜角、糖糕、麻花……粽子淡淡的香甜
气味和油炸食品浓浓的香味溢满屋子，不由得令人垂涎
欲滴。

近午，外婆和母亲己做好端午大餐。母亲把粽子、
菜角、糖糕和麻花拾了一小盆，让我先给对门的烈属郭
婆婆送去。郭婆婆的丈夫和独子为革命都牺牲在战场，
是村里的“五保户”。母亲每每做了好吃的，都会第一时
间给郭婆婆送去。

外婆和母亲先把粽子、油炸食品和五月桃摆在供桌
上祈福，然后再把美食摆上饭桌。我们围着饭桌，看着
满桌美食喜笑颜开，便无拘无束地大快朵颐，吃在嘴里，
香在齿唇间，更是甜在心里。

外婆做的香包在村里是有名的，不但样式多，而且
非常漂亮。端午前几天，外婆己准备好了做香包的布
料，去药铺买来装香包的香料，便开始制作。外婆做的
香包有大红的、粉红的、橘红的、紫红的、浅绿的……有
小鱼形、鸡心形、月亮形、星星形……最精致的香包是用
硬纸折成粽子的样子，里面装满香料，外面用七彩丝线
缠绕，一个角缝上挂绳，其他角都挂着小丝穗，那真是一
个精美的艺术品。

外婆还带着我们做五彩绳，把五种鲜艳的丝线放在
一起，捻、揉、搓、结，一条条美丽的五彩花绳便呈现在眼
前。外婆做好多香包和五彩绳，留一些我家的姐妹戴，
大部分都送给了街坊邻里的女孩子们，她们都喜欢外婆
送的礼物。端午节前夜，外婆就给我们系上五彩绳、佩
戴上香包，那淡淡的清香沁人心脾、弥久留香。

又是一年端午节，又是一个粽子飘香的日子，总难
忘却儿时端午节那一盘盘粽子、一束束艾草、一根根彩
绳、一个个香包，无不弥漫着父母和外婆的深情。很多
年过去了，但儿时欢快的端午节却永远镌刻在我记忆的
长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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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丽娟

焦作老街烟火气
□南乡木

观莲归来一身香
□张君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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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首届荷花文化旅游节开幕我市首届荷花文化旅游节开幕

市“双减”工作协调机制办公室发出《致家长的一封信》

减轻校外培训负担 让孩子快乐过假期

奋不顾身跳湖救出轻生女孩

大学生海世纪，好样的！
我市获得19项
河南医学科技奖

敬告读者
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2023 年端午节放假安排的通
知，本报出版作如下调整：6 月
22 日至 25 日无报，6 月 26 日起
恢复正常。

端午节假期，本报新媒体
平台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请
关注本报官方微博、微信公众
号、视频号，下载“焦作+”手机
客户端，我们与您相伴每一天！

本报编辑部

千亩荷花竞相绽千亩荷花竞相绽放放 夏日美景醉游人夏日美景醉游人

央视推荐焦央视推荐焦作武陟荷花作武陟荷花
详见A02版

端午时节，武陟县大虹桥
乡黄河龙泽园万亩荷花竞相
绽放，作为今年我市“龙腾怀
川·‘粽’情焦作”系列文旅活
动之一的焦作市首届荷花文
化旅游节也在这里开幕。图
为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董柏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