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龙建雄

听听阳台的风 心心念念的马齿苋

静者于兰言静者于兰言（（书法书法）） 王治民王治民

人与自然

♣ 李人庆

漫过庭院的绿荫

《从内卡河到扬子江：一位德国医生的
中国岁月》一书为德国医生保罗·阿思密的
后人根据阿思密一百年前在中国拍摄的照
片、工作报告和日记等资料整理编写而成，
由旅德作家海娆发掘并翻译，是百年来首
次出版。

1900年保罗·阿思密首次来到中国，并
进行了一次从北到南穿越中国的旅行。
1906年，阿思密再次来到中国，他乘船逆行
长江到达重庆，开办了第一家德国现代医
院。他是当时重庆最有名的外科医生之
一，后与中国女子结婚，还曾开办私人诊
所，1935年逝世并葬于重庆。阿思密曾在

医学堂授课，也曾加入当地红十字会，为传
播现代医学和当地民众的健康做了很多有
益的事情。阿思密留下的照片和文字资
料，以“他者”视角记录了百年前中国的社
会风貌及地理样貌，是研究中国近代社会
的珍贵史料。

这些尘封在历史尘埃中的日记、照
片 ，长 期 以 来 一 直 未 进 入 研 究 者 的 视
野，其潜在的价值尚未得到充分发掘，
本次出版是这段历史百年来第一次完整
地呈现在大众面前，对于研究中国近代
社会和中德关系发展都是一次有益的史
料补充。

荐书架

♣ 曾雪梅

《从内卡河到扬子江》：一位德国医生的中国岁月

灯下漫笔

♣ 韩心泽

中年心境渐如水

人生天地之间，对诸般物理与世情的
认识由浅入深、由混沌到明白，是活着的主
要意趣与意义。可世界之广大、天道之深
邃，怎能一一看得明明白白，能活明白，已
是很多人人到中年后对自我的最大安慰。

懵懵懂懂中，稚嫩的心灵里都会潜伏
下一些梦想，因为我们接受的早期教育，基
本是为成长绘制美好的蓝图。然而，在父
母与老师的悉心指导指点下，我们的人生
道路，却从开始便在迷茫中瞎打误撞，不得
不一边成长一边调整着人生目标与努力方
向。很多人在少、青、壮年，都会面对一个

“活糊涂”的时期。我们的前半生都在努力
拨开梦想的迷雾去接近世事的真相，直到
中年，才渐渐有了活明白的清醒。

远取诸大千，近取诸身边，各种所谓的
“道理”背面，都深刻着“人性”“人情”四字，
只是我们却经常弄反，对别人的“人性”了
解太少，却在一路奔忙中习惯于对自己不
近“人情”。

所以中年后的活明白，不过是对世事
的曲折与复杂有了一定的认识，对自己这
一生能干啥、能干成啥的边界有了清晰的
认知，明白了成就人生不仅靠自己的能力
与努力，塑造人生的也有自己掌握不了的
各种不测之因。与其说是活明白了，不如
说是渐渐放开自己以及学着看淡世事的难
得糊涂。这时候在单位渐渐退居二线直至
到龄退休，何尝不是让平庸的自己有了一
个体面的台阶可下！

中年之后，“活明白”是具有终极意义
的内在求索，但不少人的“活明白”，也为遮
掩人到中年的庸庸碌碌与种种不堪，即使
没活明白也得装作明白，年纪一大把还没

活明白会不好意思混迹于同龄人中。当一
群油腻大叔凑在一起，越是一事无成、庸碌
无为，越得装出一副看破红尘、看透一切的
样子，把一脸的沧桑都化为满脸的无所谓，
意味深长地讲着大觉大悟的大话，并去劝
慰 别 人 到 这 个 岁 数 了 还 能 有 啥 活 不 明 白
的。在网络上，一些大 V 也以教人怎样活
明白吸粉无数，但这些“大明白”的醒世警
言，总是让你初听觉得有些道理，半夜醒来
一回味依然抚不平心中波澜。庸人的心中
隐痛是种没法去根儿的慢性病，世间焉有
一针一剂就把他们真正治明白的良药。

不过，活明白确是磨砺出的一种状态，
沉淀出的一种心态，而且，我们活到这个岁
数，一定要明白自己的心态是可以自我调
节的。不管遇到什么得失与悲欢，这个调
节心态的按钮都要牢牢操控在自己心中。
况且真到退休之后，没有了工作任务的琐
碎、工作纪律的约束、奖惩升迁的纠结，很
多人恐怕就只有心境和境界可追求了。晚
霞能带给人温馨从容的抚慰，不正是因为
沉沉西坠的夕阳，是个在暮霭与层云中自

娱也能娱人的造境大师？
公 认 的 活 明 白 的 标 志 是 学 会 善 待 自

己。看不清这个世界，至少要在人到中年
时努力弄清自己所需，把“自己”摆中间，别
再对自己还是那样苛刻，要以自己喜欢的
方式活着，要不然，必然会在生命的尽头空
余愧对今生的恨憾。

我们不敢奢谈看清生命的本质，但已
基于自己前半生的风风雨雨，形成了对生
命本质的独特理解。生命本质本就没有标
准答案，造物者只想从指纹、貌相、经历等
等方面，把每个人塑造成各不相同以致绝
不雷同的孤品，每个人都是一种独特的存
在，我们只需向赋予我们生命与独特生命
印记的冥冥中的上苍，交上一份实事求是
的让自己满意的人生答卷。

活明白了至多只是认清了自己，吾生也
有涯而知也无涯，我们对人生以及对这个世
界曾是那样的无知，而且经历过的越多越会
觉得自己无知，我们的平庸甚至让我们没有
倚老卖老的资本。不要停息对世界与未知
探索的步伐，对世界的认知深度，也衡量着

我们的人生深度。而且，时刻与天道的运行
与世界的发展同频共振，才能让生命韵律保
持在最佳频道。

中年往往并非自己的人生巅峰，黯淡了
经纶世务之心，反倒是来到了人生的平缓与
深阔之处。人上了年纪获得相对的悠闲，更
是天地造化、政策设计得来的一份人生福
利，我们的后半生会与前半生截然不同，很
多人的后半生都是人生新的起点，后半生多
做些自己喜欢的事，不仅能填充我们的空
闲，还正好补偿前半生的青涩与付出。

不知为什么，我们一边为自己曾经的
不谙世事、意气用事而悔恨自嘲，一边又莫
名怀念着那些被理想与梦幻激励着的云烟
过往。于是，我们在活明白的清醒中仍会
陷入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也许，我们在风景
中穿行，就不能没有云烟营造的意境，在人
生长路上前行，就不能没有美好理想的持
续牵引。

很多人的前半生不得不偏离自己的梦
想行驶的航道，于是在中年后，在时间可以
有更多自主的余生里，开始拾起自己的兴
趣爱好，至少也会培养一些情趣。人生如
寄，心中总归不能无所寄托。拾起的那些
兴趣爱好里，隐隐可见曾经的理想的虚影
与旧梦的残魂，即使没有意义也有些意思，
不但能陶冶性情、沉淀心境，若能小有成
绩，也可在人生的重围里，给自己来一个

“天亡我也，非战之罪”的正名吧。
暮色昏沉之前，山映斜阳之时，脚步虽

开始沉重，身心虽有些疲惫，却也多了悠然
心境与向自我回归的惬意。皓首回望来路
漫漫，苍颜面对脉脉余晖，让人对“满目青
山夕照明”的意境心生无限珍惜。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迷恋王菲的歌《归途有风》。
整首歌在王菲空灵嗓音下，前段以冷冽音色呈现孤独
感，中段刻画出满身风沙的漂泊感，后段则营造出人间
温暖的众生感，无不触动着听者对生命韧性的感慨。

或许是陪听次数够多，爱人幽默地对我说：“咱家
阳台有风，你静静坐那儿听听。”带着嘴角的一抹笑，我
接受建议，坐到阳台小茶几旁来感受风。

阳台有风，我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呢。闲时，我喜欢
站在阳台眺望，不远处，白云山常年郁郁葱葱，近处南
湖水面如镜，形似绸带飘落在大地上，公路上车来车
往、川流不息，远处正南一线，东塔、广州塔、西塔，以及
高楼尖尖，跟白云朵朵嬉戏一般，时隐时现……我常常
觉得，我家阳台一头盛着都市的烟火，另一头载着山间
的清气。

当初设计装修房子时，设计师极力主张全封闭式
阳台，振振有词：“广州梅雨季长，回南天多，还有灰尘
也多。”看着图纸上被切割成方格的湖光山色，我们终
究在实用与诗意间寻得平衡，决定追随与大自然亲近
的初心，果断保留原有“框架+玻璃”护栏，把阳台的东
西两侧固定封闭，南面则设计成可滑动的玻璃窗，完全
打开时收折于阳台西拐角处。七扇玻璃窗一开一关、
时开时关之间，像极了我们的生活时态：上班离开家，
下班回来家，工作日待在家。暴雨倾盆时，这里是守护
干爽的结界；晴好午后，又化作吞吐天光的豁口；当我
们把隐形晾衣架收于屋顶，小茶几摆上咖啡杯，展好小
藤椅，便感觉楼外的整座城市成了我家阳台的延伸。

阳台玻璃窗犹如天然画框，将自然的恣意即时定
格成水墨长卷。无风的清晨，楼下那成片的森林，墨绿
树冠静如北宋的青绿山水；轻风起时，不时传来“沙沙
沙”合唱般整齐的韵律；要是起了大风，那整片森林瞬
时就化作书法家笔下的狂草；偶有台风路过，森林里的
树木一个个在暴雨中狂舞乱跳，恍如千军万马摇旗呐
喊，颇为壮观，站在阳台上的我，则如观战的那个闲客。

爱人和女儿心思细腻，她们买来黄铜风铃挂在隐
形衣架上。于是，这风铃就成了迎接微风的信使，常常
第一时间告知我们“清风徐来”，其声四季稍有不同，春
如山泉叮咚，夏似蝉鸣悠扬，秋若落叶簌簌，冬作空谷
回响。有一天加班夜归，推开玻璃窗，凉风习习，满天
星斗，天际一线仿佛浩瀚宇宙悬挂在眼前，风铃在月光
里浅吟低唱，彼时彼景，忽对古人“卧看星河尽意明”有
了深刻认识，所谓诗意栖居，未必一定要学先人隐居深
山草庐，能在“水泥森林”里辟出一隅听风观云，亦是我
们现代人的一种修行。

很是喜欢元代张可久那句“住山不记年，看云即是
仙”。不记年，忘记时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终归要
为柴米油盐而奔波，在解决温饱前提下，学一学文人的
超凡洒脱倒是可以。站在阳台看城市的云起云落，悄
然洗涤心灵，安息浮躁，使得身心真正的通透；临阳台
而品茗，轻风包裹四周，便觉得生活本该如此，我们既
要有密封阳台的务实，更要持有推开窗户的勇气。

风铃骤响，抬头可见黑云压阵下的一道雨幕，正由
白云山一线向家这边奔袭而来，我已经来不及关窗，只
好任凭穿堂风带着潮湿的草木气息狂喜进屋。想起王
菲《归途有风》中那句歌词，“让来路带我回来吧，归途
上，总有风”，说时迟，风夹着雨急冲冲扑进了阳台。我
恍然惊觉，这方寸阳台不正是人生的驿站吗？玻璃窗
内外，等风来，待风去，顺风上，逆风行，这四季的风酿
成了岁月酸甜苦辣的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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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味

♣ 高玉成

言行一致是功夫

言行一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没那么简单。从
起心动意，到表达愿望，再到付诸行动，落地见效，往往
会有很多意外，有时甚至南辕北辙。

贞观十五年的一天，唐太宗问魏征：“近来大臣们
为什么不上书议论朝政了？”魏征说：“陛下只要虚心纳
谏，就一定会有提意见的人。大臣们愿为国循身者少，
爱惜自身的多，他们怕获罪，所以不愿上书言事。”太宗
感叹道：“是啊，大臣们如果因议论朝政而被处以刑罚，
与上刀山下火海有什么区别呢！”

这一问一答一感叹，说得多好，认识多么深刻呀。
然而紧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大相径庭。

那一天，宰相房玄龄路遇少府少聊窦德素，问道：
“北门近来正在营建的是什么？”窦德素就把房玄龄的问
话反映给了太宗。太宗大怒，立即把房玄龄叫来训斥：

“你只管执掌南衙政事就行了，北门小小的营建事，与你
有什么相干？”房玄龄吓得连忙磕头谢罪。

此时正好魏征也在场，立即站出来说：“我不知道
陛下为什么要责备房玄龄，房玄龄又为什么要谢罪？房
玄龄身为宰相，对宫廷内外事岂有不应知道的道理！如
果营建的事是对的，他可以帮助促成其事；如果营造的
事不妥，他可以请求停止营建。他询问有关部门是理所
当然的呀。”太宗听后十分惭愧。

唐太宗是历史上少有的贤明之君，以广开言路、虚
心纳谏著称，平时总是鼓励大家多提意见、当面批评，没
想到在具体事情上，有时也管不住自己，把自己的一贯
主张丢了个一干二净，不分青红皂白就训斥别人，足见
言行一致并非易事。

言行一致要求说话和办事始终保持一致，不能把
说出的话停留在口头上、纸面上，只说不做；更不能说一
套做一套，言行不一，口是心非。但遗憾的是，在具体事
情上，难免有人因为受主观干扰，客观诱惑，乃至情绪波
动等影响，定力不足，总想动点小心思，走点小捷径，占
一点小便宜，说的和做的不一致，或者逞一时之忿，意气
用事，管不住自己。唐太宗就是因为没有管控好自己的
情绪，一时冲动，失去理智，才言行不一的；所以魏征批
评他时，他才“上甚愧之”。

言行一致是一个长期实践、长期训练、长期自律的
过程，必须时时心中有，处处事上见，老老实实做人，踏
踏实实做事，经常曲不离口、拳不离手，成为一种习惯、
一种品格，因此言行一致不只是认知问题，更是实践问
题，同时也是一种修行、一种功夫。漫不经心，三心二
意，不严格约束自己，练不出功夫，也很难真正做到言行
一致。只讲言行一致而不下功夫践行，本身就是言行不
一的表现。

儿时的记忆里，我家院子里总会有一棵树。
那一抹绿荫，伴我度过了一个个炎炎夏日，也陪
伴了我整个童年和少年成长。

最早的记忆里，院子里有一棵香椿树，长在
院子靠近大门的位置。每年春分过后，椿树发出
紫红油亮的嫩芽，气味芬芳，母亲随手掐下一把，
滚水一淖，无论是凉拌或是炒鸡蛋，怎么做都是
美味。虽然那时还不能理解元好问“溪童相对采
椿芽，指似阳坡说种瓜”的意境，但那满院都浮动
着的醇香还是留给我舌尖上永远的回忆，让我早
早尝到了诗人笔下的春天。

香椿树下，是一块捶布石。捶布石是一整块
的花岗岩石，一米见方，向上的一面光滑平整。
晒洗的衣物，特别是被面、床单之类，奶奶和母亲
都要叠放起来用木槌反复捶打，捶打过的被面、
床单就没了褶皱，也增加了柔性，裹着皂角的清
香。等到了夏季，白天捶布石可以当作饭桌，在
绿荫下吃饭、纳凉，晚上奶奶会抱着我坐在捶布
石上，透过枝叶的间隙看满天繁星，给我讲那永
远也讲不完的牛郎织女、嫦娥奔月。

后来，香椿树粗壮的躯干上生了虫，皴裂的
树皮上还常常浸出一些黏稠透明的汁液，像老
树淌不尽的眼泪，树就慢慢地萎靡起来，失去了
往日的生机。椿树砍伐后不久，家里也批了新
的宅基地，把新房建在了村子后面的寨墙边，相
对老院，自然宽敞了许多，父亲就在院子里栽了
一棵核桃树。核桃树长得快，转眼就郁郁葱葱，
枝繁叶茂，浓阴匝地。那时老家还没有通电，夏
日的夜晚，萤火虫提着灯笼不时从眼前轻轻划
过，院墙外沟渠里聒噪的蛙鸣和着身边蛐蛐的
叫声，汇成一曲夜的交响。我和弟弟们在月影
婆娑的树下欢快地捉迷藏，尽情地玩游戏，直到
父亲用一把蒲扇轻摇，把稻花的香甜扇进梦的
门扉。金秋来临，收获后的院子里流光溢彩，黄
澄澄的玉米晾晒在阳光之下，还有一席花生、一

筐辣椒……丰收的景象与母亲和姐姐坐在树下
纳鞋底、织毛衣的身影叠加在一起，氤氲成一幅
幸福温馨的画卷。

核桃树经过多年的生长，叶片上滋生一种毛
毛虫，掉落在人的身上，皮肤一旦接触到即起一
层水泡，火燎般地疼。院中乘凉，家人几乎每一
个都受过其害，于是就在某一年的冬日，核桃树
被齐根砍掉。次年，父亲先是栽了一棵梨树，又
从亲戚家起回一棵石榴树，春日梨花白，夏初榴
花红，院子里陡然就多了一种诗情画意。特别是
石榴树，它没有挺拔的躯干，却枝叶婆娑，摇曳多
姿。一入五月，花苞含芳掩锦，次第开放，红艳艳
的花瓣儿簇拥着嫩黄的花蕊，火红一片，这朵落
了那朵开，整个小院充满了勃勃生机。最喜中
秋，石榴成熟，一个个红彤彤的，从炸开的口子里
就能看到里面鲜红圆润的籽粒，让人垂涎欲滴。
石榴是团圆的象征，也寓意多子多福，且籽多汁
满，鲜美怡人，小院里有了石榴树，生活似乎也多
了一份红火、一份甘甜。

其实，和我家一样，村子里每家每户的院子
里都会有一棵两棵不同品种的树。隔壁六伯家
的院子里就有棵高大的枣树。“七月边儿，枣红圈
儿”，每年一入秋，那满树枣红就会引得小伙伴们
时常惦记。看到上学前或放学后院墙外用竹竿
木棍敲打树上红枣的孩童，六伯最多也就是嗔怪
一声，有时，还不忘把院子里掉落的红枣拿出来
给每个孩子手里塞上一把，于是，伸出院墙的枝
干上，早早地就被摘个精光……

庭院深深，回忆悠长。院子里的树栽了伐，
伐了栽，在时光的轮回里，我也慢慢长大，直到沿
着门前那条弯弯的小巷走向远方。

此时，又是一个炎夏初临，行走在城市的街
道，看两旁绿树成行，突然就想起了童年，想起了
老家，想起了老家院子里的树，还有远去的父母
和那遥远的花香、蝉鸣……

聊斋闲品

♣ 刘传俊

长期在闹市生活，很难看到田野土地里生
长着的各种植物，太想了，只能凭想象来揣摩
它们在各个时节发育的模样。每天不是和住
宅林立的高楼谋面，便是与各等超市、店铺、菜
市场打交道。偶然看到早晨在十字路口摆摊
卖菜蔬的农人，总要情不自禁地凑过去，不管
是西红柿、黄瓜、茄子，还是苋菜、辣椒、洋葱、
长豆角，买一些新鲜的带回家，一来可满足口
腹之需，再者可品尝别样滋味。

我是农民的后代，曾长年累月和父辈们在
田间甩汗珠子，对农家苦衷了如指掌。见了长
途跋涉、不辞辛苦来市区卖自家种植的菜蔬的，
买一些拿回去自食的同时，也算多少减轻了他
们的负担，给予了些许慰藉，两全其美，不亦说
乎！尤其是看到地摊上有野生马齿苋，便一见
倾心，非要买上几把拿回去洗、焯后凉拌不可。
凉拌马齿苋微酸、滑溜，降血压又清心火，是我
的最爱。

看似普普通通、朴实无华的马齿苋，能使
人免疫力增强，具有一定药用价值。它可治疗
百日咳、痤疮粉刺、肠炎、痢疾、足后跟皴裂等，
用途十分广泛。儿时的故乡缺医短药，有小孩
儿患了痄腮炎症，家人就去地里掐回嫩马齿
苋，用蒜臼捣烂，掺鸡蛋清糊糊，几天就好了。
马齿苋属于寒性，有解热消毒之效。

马齿苋叶青、梗赤、花黄、子黑、根白，为一
年草本、药用两便野生植物。乡下的田埂河沿
区畔，随处可见，庭院向阳处也不难寻觅。它

食用同源，全草皆可入药，归肝经、大肠经，常
食之，既可起到消炎杀菌、降“三高”的作用，又
能抗癌防癌，还是减肥保健食品之一。也难
怪，人们见了马齿苋，往往喜上眉梢，笑逐颜
开，爱不释手。

上初中时，一到了放暑假的时候，我常常
与住在村西头的一同窗好友到地里割青草。
田埂上他说过的话，我至今还记得一清二楚：

“夏天一棵草，冬天吃个饱。”那草，指的就是马
齿苋。顺手将它们采回去晒干，冬天由妈妈煮
熟后剁碎蒸包子果腹，美味无比。大地上弥漫
的清香味在包子里存留，在口齿间流淌，味道
醇厚。

为了生计，母亲曾谆谆教导我如何自立、自
信、自强。耳濡目染，小小年纪的我就学会了烧
锅、做饭，后来学会了擀面条和蒸馒头。因时常
与土地接触，我熟知了各种野草与禾苗。对于
马齿苋来说，更不陌生。它开着小小的黄花，叶
面光滑闪亮，手感柔和细腻。见到后往往眼睛
发亮，有一种老相识之感。时常不自觉弯腰掐
回家递给母亲，让她加工后食用。长大了之后，
我就自主换着花样做马齿苋饭食了。

蒸马齿苋馒头。从地里掐回马齿苋后，先
淘洗几遍，切碎放入盆中，掺进白面粉搅和发
面，等面团醒发了，揉成馍剂子上锅蒸半个多
小时，出锅后趁热蘸了捣碎的蒜泥混合着的小
磨香油汁液入口，蒜香、油香、马齿苋的清香相
携相拥入胃，多种香味沉淀后再次跳荡着升

腾，让我想入非非。
野生植物马齿苋，给点阳光就开花，有点雨

水就成活。生长在庄稼地里的，虽被锄掉了，但
一挨泥土就又活过来了。毒辣辣的太阳，往往一
时半会儿晒不死它。只要肯弯腰，蹲在路边或地
边，很快就能掐下许多，成就一餐美味佳肴。

蒸马齿苋蒸菜。先将马齿苋切碎，撒上白
面粉或玉米面粉、豆面粉，淋一点食用油，加少
许食用盐、味精、十三香，搅拌后松松散散，待水
沸腾搁到箅子上蒸20 分钟即可熄火，根据个人
喜好，搅拌不同的料汁食之，相得益彰。如果恰
逢春季，院子里的香椿发芽儿了，掰几个青青的
香椿芽儿捣烂一同拌之，其味道鲜美至极，是不
可多得的乡野美食。新春新天新地新菜，新到
了生活中，新到了心田里，一新到底。

凉拌马齿苋。去掉马齿苋根和较粗实的
硬梗，棵条不要理得太碎，洗去尘土，放在开水
锅里翻几个滚，用笊篱捞出，下到凉水中漂一
漂，沥干水分，倒上事先备好的蒜泥、生抽、香
油、香醋和青红辣椒丁、葱花之类作料，或配饭
吃，或借酒下肚，都是不错的选择，自得其乐，
乐在凉调马齿苋中。若在炎热的酷暑盛夏，聚
餐时要是出现一盘如此这般的马齿苋，那肯定
会满座瞩目、满口生津的。

今年端午节前夕，我带小外孙到郑州南郊
一主题运动公园游玩，刚一进入公园北大门，
就瞥见大门东侧有一碧绿的荷塘，除了惊喜地
跑到荷塘边拍照外，便是蹲下来掐马齿苋。我

初次教小外孙认识马齿苋，并告知他马齿苋有
药用价值和食用好处，他似懂非懂地点头回
应。东去，坐在垂挂着累累果实的葡萄架下稍
事歇息的当儿，见左前方有一块长势茁壮的玉
米地，不由自主顺着田埂巡看，玉米地里成片
成片的马齿苋吸引了我。不多时，原来的两个
塑料袋已是鼓鼓囊囊的了。满载而归，做好的
马齿苋端上餐桌，小外孙第一次品尝其中滋
味，他说这野菜有酸酸的感觉，我告诉他马齿
苋营养丰富，含多种维生素，吃了开胃，清热解
毒，对身体有益处。它还有个名字叫“长命草”
呢！再说了，马齿苋不择地势、不讲环境，随时
随地就可落脚，头一年落籽了，第二年依然生
根发芽，根本不需要有人去特意培育。它极强
的生命力、甘愿奉献人类的精神，也是值得赞
赏的。

又一日，我到郑州北一个民俗村采风，一头
戴草帽的农夫正在用锄头“盘”菜地里的杂草，
其中包括马齿苋。先握锄头而后与马齿苋言
欢，拾拾捡捡薅薅一大袋子。归来后，蒸了两锅
马齿苋馍馍，分送给左邻右舍品尝，并多备了一
些料汁，一同端了过去。他们不但说吃到了稀
罕物，还直夸我厨艺娴熟呢。

马齿苋这一野生植物，人见人爱不无道
理。我的妻子也曾不只一次对我说，见了马齿
苋腿脚就不愿向前迈动了。隔三岔五，马齿苋
就要光顾我家的菜盘子，马齿苋一上桌，我和
妻子就会相视而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