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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粒食时代，豆子直接拿来煮
成豆菽饭。当然，这是身份卑贱和家
境贫寒的人才常吃的主食。在漫长
的粒食时期，人们积累了丰富的食用
豆菽饭的经验：吃大量的纯豆子饭，
会引起腹胀或者消化不良，严重者甚
至会中毒，所以，人们会在豆菽饭中
掺一些其他粮食，即“杂菽为饭”。

据文献资料，宋代还流行豆粥。
宋徽宗时期名僧、诗人慧洪觉范写了
一首《豆粥》的诗作：“出碓新粳明玉
粒，落丛小豆枫叶赤。井花洗粳勿去
萁，沙瓶煮豆须弥日……急除烈焰看
徐搅，豆才亦趁洄涡入……”这时的
豆粥，还是以豆粒与其他配料熬煮为
主，想来和今天的八宝粥类似。

根据文献资料推断，从汉代到
北宋的千余年间，大豆在庶民膳食结
构中的地位仍然没有根本改变。大
豆磨粉食用是封建社会中叶以后的
事，直到近现代比重才开始增大。

豆酱、豆豉和豆腐的发明，是大
豆向美食转变的开始。

至今依然在餐桌上活跃的豆
酱，在先秦时的百姓家庭是十分普遍
的咸味调料。到了汉代，酱已成为与
传统的醢（即肉酱）并列的一大咸味
调料种类。“酱以豆和面而为之也”，

“酱之为言将也，食之有酱，如军之须
将，取其率领进导之也”，已成为寻常
百姓的生活常识。

酱类品种很多，其中以豆为原
料的酱又分作“以供旋食”的“末都”
酱和长期贮存的“大酱”。人们还会
根据放盐多少把酱分为咸味和略带
酸味的酱。

汉之后，民间有“可以调食，故
为之酱焉”“酱，八珍主人”“酱，食味
之主”等说法，反映了酱在厨房中始
终居于调味品的霸主地位。而在百
姓家庭，酱更是三餐必备的佐食之
肴、经久不变的副食，一日不可或
缺。“百家酱，百家味”是一句经久流
传的俗谚，它表明酱是庶民百姓常年
贮备的重要食料。

豉的历史要晚于酱，酱本来是
诸多“醢”的一种，而豉则是由豆酱衍
化出来的。

东汉王逸注《楚辞·招魂》中“大
苦咸酸”句云：“大苦，豉也。”故历来
学者均认为“古人未有豉也……盖
秦、汉以来始为之耳”。

可以断定，豉在汉代已经被人
们普遍食用，西汉初年豉便是城邑中
商人经营的主要日常消费食品之一，
也是百姓家常备的调料之一。《史记·

货殖列传》有“糵曲盐豉千荅”之句，
西汉史游《急就篇》提到“芜荑盐豉醯
酢酱”。

豉的种类也很丰富，按含盐量和
风味不同，有淡豆豉和咸豆豉两大类。

酱、豉之外是“豆酱清”，即“酱
清”或“清酱”，同样是汉代人十分喜
欢的美味调料。

酢，就是以大豆为原料制作的
醋，汉魏南北朝时普遍流行，最常见
的是“大豆千岁苦酒”和“小豆千岁苦
酒”等。

关于豆腐，《本草纲目》记载：“豆
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刘安是
汉高祖刘邦的孙子，袭父爵封为淮南
王。因热爱仙术，刘安经常聚集一帮
方士门客，在淮南八公山下炼丹。据
传，在一次把黄豆浆与卤水一起煮的
时候，发现有白色的凝块，一品尝，香
嫩可口，十分欣喜，为其取名豆腐。

唐以后，豆腐便不再只是官宦
贵族的“珍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
也便宜，深受寻常百姓喜爱。这是大
豆从“豆饭”“豆粥”等主食序列逐渐
退出后开始在副食领域独领风骚的
主要原因。

至宋代，随着“梦幻国都”东京
餐饮业的繁荣和市民生活的日益丰

富，豆腐制品花样繁多，有豆浆、豆腐
脑、水豆腐、油豆腐、冻豆腐、豆腐干
等等，人们变着法子吃豆腐。

豆腐的细加工品种也非常多，
如熏豆腐、鸡汤豆腐丝、五香干豆腐
卷、五香豆腐丝、茶干等，在清代及以
前的食谱中，均有大量文字记录。

豆酱、豆腐、豆浆和豆芽都是我

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豆制食品。关于
豆制食品，我国占了以下世界第一：
第一个用霉菌及其酶发酵基质生产
富含氨基酸的美味食品——豆酱及
酱油的国家，第一个榨取富于营养的
大豆饮料——豆浆的国家，第一个
在室内生产富含维生素 C 的蔬菜
—— 豆芽的国家，第一个分离和凝
固豆汁生产酪状物——豆腐、豆腐
干的国家。

黄豆芽，最初被称作“黄卷”。
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161
号竹简上即有“黄卷一石”字样。东
汉时期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也提到
大豆黄卷，这可能是指早期作为药用
的豆芽干制品。鲜豆芽作为蔬菜食
用，也应该从这个时期逐渐流传开。

而有关豆油的文字记载，最早
出现在宋代苏轼的《物类相感志》
中：“豆油煎豆腐，有味”“豆油可和
桐油作艌船灰，妙”。有专家推测，
在隋唐时期，已经开始用大豆榨油、
以豆饼做牲畜饲料了。

我们的祖先创造的大豆食品，
无论在营养还是口味上，都可与动物
性食品如肉、蛋、奶相媲美，也因此受
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如今，大
豆虽然从主粮中退出，但其地位依然

重要，拥有榨油、食用、饲用、种用四
种价值。

作为食物的大麻
“五谷”中还有一种今天想来不

可思议的食品——麻。大多数专家
认为，“五谷”中的“麻”是大麻。当
然，此大麻与用于制毒品的大麻有着
明显的区别，可以制毒品的大麻，主
要是指矮小、多分枝的印度大麻。

大麻的别称有山丝苗、线麻、火
麻等，在我国的栽培历史比麦子还要
早。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的先民已
经开始种植大麻，其纤维是古代重要
的纺织原料，而它的种子，古代称为
苴，曾经是重要的粮食之一，也因此
被列入“五谷”。

《诗经》《尚书》《周礼》等先秦典
籍，都有关于大麻的记载。仅《诗经》
中，就有 7 处提到麻：《曹风·蜉蝣》：

“蜉蝣掘阅，麻衣如雪。”《豳风·七
月》：“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
夫。”《豳风·七月》：“黍稷重穋，禾麻
菽麦。”《齐风·南山》：“蓺麻如之何？
衡从其亩。”《陈风·东门之池》：“东门
之池，可以沤麻。”《陈风·东门之枌》：

“不绩其麻，市也婆娑。”《王风·丘中
有麻》：“丘中有麻，彼留子嗟。”

如果按照《诗经·豳风·七月》中

“禾麻菽麦”这样的排序，大麻的地位
仅次于禾（粟），而居菽、麦之上。

大麻籽富含脂肪、蛋白质和多
种维生素与微量元素，在粒食时代，
古人把它当作粮食也是自然而然的
事情，或煮食，或直接食用，都可以充
饥和获取营养。

麻在宋代之前就已经退出粮食
序列，关于大麻籽做主食的吃法，史
料记载很少。

南北朝史书《南齐书·皇后传·
宣孝陈皇后》中讲了一个麻粥催乳的
事：“太祖年二岁，乳人乏乳，后梦人
以两瓯麻粥与之，觉而乳大出。”

白居易在诗作《七月一日作》中
写道：“饥闻麻粥香，渴觉云汤美。”
这就可以确定，唐代是有麻粥的，也
就是用麻仁熬的粥。

据民间资料，有一种“麻籽豆
腐”：像磨豆腐一样，把大麻籽细磨加
水滤渣，但此“豆腐”并不是固体的，
而是呈糊状，细而散。以此“麻籽豆
腐”配白菜或其他蔬菜一起煮，味道
鲜美。

满族人也发明了一种“麻籽豆
腐”，是在用大豆制作豆腐的
时候，加入少量的大麻籽，
使豆腐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4

连连 载载

人与自然

♣ 王晓静

润万物而生谷雨

谷雨生百谷，生万朵
花卉，生一切清洁美丽的
事物。

谷雨是二十四节气之
第六个节气，是春季的最
后一个节气。“时雨乃降，五
谷百果乃登”，此时降水明
显增多，田中的秧苗初插、
作物新种，最需要雨水的
滋润，降雨量充足而及时，谷类作物能
茁壮成长。《通纬·孝经援神契》中说：

“清明后十五日，斗指辰，为谷雨，三月
中，言雨生百谷清净明洁也。”《群芳
谱》也有记载：“谷雨，谷得雨而生也。”
谷雨前后，天气较暖，降雨量增多，有
利于春作物播种生长。

民谚云“清明断雪，谷雨断霜”，
谷雨一到，气温逐渐回暖，万物都变
得润泽可爱起来。仔细嗅，空气里
也都是温暖湿润的气息，那是春风
的呢喃，春燕的细语，是天地赐予人
们的蓬勃诗意。每朵花深藏一冬的
心事都在这如酒的阳光中酝酿出最
甜蜜的味道。所有的生物都在翘首
以盼，盼着一场雨。

谷雨节的来历，与仓颉有关。
据《淮南子》记载，仓颉造字，是一件
惊天动地的大事，黄帝于春末夏初
发布诏令，宣布仓颉造字成功，并号
召天下臣民共习之。这一天，下了
一场不平常的雨，落下无数的谷米，
后人因此把这天定名“谷雨”。

谷雨一到，天降甘霖，土壤湿
润，最适宜播种。也许是上天怕农
人们偷懒，专门派来春天的信使布
谷鸟催促农人春耕，苍翠的远山绵
延起伏，雾气氤氲的山林间，布谷鸟
清亮悠长的啼声回荡，“布谷，布谷
……”春天就忽然有了诗歌的韵律，
这一声声的催唤也渐渐擦亮了天

地，天愈发湛蓝，草愈发茵茵，花朵
愈发娇妍，万物仿佛都被这声声啼
鸣唤醒了。

在这场四月的雨前，一定不要
错过一种春天的珍馐——香椿。谷
雨前的香椿最为鲜嫩可口，故有“雨
前香椿嫩如丝”之说。在家乡河南，
人们把春天食用香椿说成是“吃
春”。香椿一般分为紫椿芽、绿椿
芽，尤以紫椿芽最佳。鲜椿芽中含
丰富的蛋白质、胡萝卜素和大量的
维生素 C，其叶、芽、根、皮和果实均
可入药，具有健胃理气、止泻润肤等
多种功效。

儿时老家院落里有棵香椿树，
每到谷雨前，母亲都会搬来梯子采
摘香椿芽，一捧捧香椿芽像群头发
蓬乱的娃娃，被清水和母亲的纤指
梳理得干净齐整，切碎后躺在小盆
里，一大碗金灿灿的鸡蛋液兜头浇
下，油热后刺啦一声，整盆的金黄翠
绿倒入，满屋子顿时腾起一种独特
的香气。入口慢嚼，那是春天独有
的气味，清馨芬芳，这种味道不同于
荤腥的香浓，是一种让人咬掉舌头
的鲜美，鲜到唇齿留香、余味绵长。

想像古人，坐对一山青绿，耳听
布谷啼鸣，迎面雨丝轻拂，品尝着香
椿美味，所以才会忍不住写下“山珍
梗肥身无花，叶娇枝嫩多杈芽。长春
不老汉王愿，食之竟月香齿颊”吧！

在谷雨这天，民间
还有喝谷雨茶、赏牡丹等
习俗，大江南北的人们都
在这天不约而同地庆祝
气温回暖，祈求谷物庄稼
茁壮生长，一年风调雨
顺。这是个充满希望和
朝气的节气。

茶树经过了一个冬
天的韬光养晦，被一场春雨温柔地唤
醒，谷雨时节的茶叶被充沛的雨量滋
养得格外鲜嫩丰肥，这样的茶叶在冲
泡前放一片入口，嚼之也是清香满口，
冲泡后更是满室盈香，回甘绵柔，满口
生津。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谈到采
茶时节时说“清明太早，立夏太迟，谷
雨前后，其时适中”。明代朱权在《茶
谱》中从品茶、品水、煎汤、点茶四项谈
饮茶方法，也认为品茶应品谷雨茶。
可见谷雨时节的茶为上品，从古至今
都是爱茶人士的心头好。

花信风即带有开花音讯的风
候。谷雨时节的花信风第一候是牡
丹，第二候是荼蘼，第三候是楝花，
《荆楚岁时记》说：“凡二十四番花信
风，始梅花，终楝花。”楝花开罢春事
了。牡丹在谷雨前秾艳到极致，姚
黄、魏紫、深粉、浅红，粉雕玉琢的花
瓣簇拥着嫩蕊，那样清丽的颜色也
只有牡丹配得上，花瓣上承托着盈
盈欲坠的雨珠，更添楚楚动人之姿，
难怪古人云“谷雨三朝看牡丹”。

作家冯唐写谷雨：“它挂在春夏
之交，如一道温润的幕帘，你从这边
掀起，跨过去，就是槐香细细的夏天
了。”怀着对春天的深爱和对夏季的
希冀，走得慢些，心再静些，好好品
味世间风物带给我们的喜悦和欣
慰。若无闲事挂心头，才是人间好时
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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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味

枸杞头
♣ 张青春

夜读《红楼梦》，第六十一回有个细节，
贾探春、薛宝钗商议要吃油盐炒枸杞芽，

“现打发个姐儿拿着五百钱”，给掌管伙房
的柳嫂子，而柳嫂子笑答：“二位姑娘就是
大肚子弥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钱的去。这
三二十钱的事，还预备得起。”由此可见，枸
杞芽在当时也是寻常的树头菜。

枸杞，亦名苦杞、杞根、却暑、羊乳、狗
奶子、仙人杖、地仙苗，俗称甜菜子，南北各
地皆有，是一种常见的多年生灌木，高三五
尺，茎干有小刺，春生苗，叶像石榴叶，但比
较软而薄。茎叶之间开小红紫花，一边开
花一边结果，零零落落，可持续整个秋天。
早春初绽的嫩叶、嫩梢，通称枸杞芽，而我
们那个地方儿则俗称枸杞头。枸杞头略带
苦味，有祛除肝火的作用，民间通常用来治
疗阴虚内热、咽喉疼痛、头晕目眩等。

枸杞古已有之。《诗经》曰：“陟彼北山，言
采其杞。”《本草纲目》亦曰：“枸、杞，二树名。
此物棘如枸之刺，茎如杞之条，故兼名之。”

记得生产队的时候，闹春荒，粮食吃不
到接新麦，人们皆以野菜充饥。野菜包括
野地的草类、树头菜。草类诸如荠菜、白
蒿、狗狗秧、婆婆丁、苦荬菜、兔儿酸、羊蹄
子棵、小米干饭等，树头菜比如柳絮、榆钱、
榆叶、榆皮、香椿、枸杞头、槐花、葛花、楮不
鬏（构棒槌）等。乡下人家大多采用水焯凉
拌、上笼粉蒸和油盐炒食等方式（其中，榆
皮选取贴住树身的黄白树皮，剪寸段，风
干，碓窑搉碎，罗面，掺入红薯片面、豆杂
面，擀面条。否则，面片不成块），就着这些
野菜喝红薯汤吃红薯面窝头，也就算是菜
了。有菜，总比没有好得多。

我们那地方儿，宅前、屋后、沟边、河沿、
地头，枸杞随处可见，开花后结长圆形浆果，
状如狗奶子，至霜降，红艳欲滴，而本地枸杞
从没有入药的，药性不如宁夏产的好，但是，
枸杞头却是可以吃的。出村东头，南行约莫
一里许，南北畛子麦地北头有一条东西向的
排水沟，割草的时候，发现岸边生长一簇簇
枸杞。一场夜雨过后，旭日东升，田野散发
一股清新的泥土味道，枸杞头蹿出一二指
长的新芽。此时采摘，茎、叶皆可食。提着
菜篮子蹚露水在枸杞棵子前转悠，叶片青
得发亮，好像上了一层绿色的釉子，嫩得能
掐出水。伸手一把一把采摘枸杞头，半个
清晨采下来，右手拇指、食指都是暗绿的颜
色，凑到鼻尖上闻闻，有一股子青草气味。
五六天过后，采过的枸杞复又钻出绿油油
的嫩芽，还可以接着再采。至多可采两三
遍，待到清明时节，一旦枸杞头有些“绵”，
新抽出的枝条逐渐木质化，枸杞头也变得
粗拉拉的，就不能再吃了。

食用枸杞头方法简单，有热炒、凉拌、
煲汤多种，特别符合乡下人简朴古拙的生
活习性。枸杞头井水淘洗干净，控干，菜刀
切寸段（不切亦可），先把葱花、姜末、干辣
椒大火煸出香味，随后倒入枸杞头，翻炒数
下，三五分钟即可出锅。亦可沸水下锅焯
至八成熟，切忌盖锅，以免煮烂，或者失去
新鲜的翠绿颜色，笊篱捞出，过井拔凉水，
控干，抟成一个菜团子，装盘，竹筷抄起，抖
擞，成宝塔状，食盐、酱油、陈醋、十三香调
料等，在小碗中调匀，从顶端轻轻淋下，滴
少许小磨香油，临吃推倒。油盐炒食、水焯
凉拌，皆有清香滋味，好像早春傍晚坐到小
河边闻到初涨春水的味儿。枸杞作菜，宜
少而精，待举手抬筷，忽见光盘，留下念想，
恰似作家写文章，至精彩处，戛然而止，不
写了，留下空白，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使
人回味无穷。

现在，乡下人们的日子也都过得滋润，
除了自家小菜园的蔬菜自给自足之外，一些
天南海北的蔬菜在附近大型超市或菜市也
能轻而易举地买到，很少有人家再以枸杞头
之类的野菜作为主要菜蔬了。但是，一到春
天，人们还会时常想起它，因为早年吃枸杞
头，成了习惯，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若不吃上
一两顿尝个新鲜，反倒觉得少了些什么。

♣ 傅 敏

太行山中邵康庄
太行纵贯中原南北数百里，脉向林虑山时便丰

富起来。北宋山水大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曾以
“太行枕华夏，而面目者林虑。”将林虑风光推到巅
峰。那个在林虑山腋下的上杆庄，却被岁月遗忘许
久。老一茬人的话语里，上杆庄偶尔会被提及。毕
竟已过去一千余年，村落的旧名或多或少地能被人
们提到，已经是很值得庆幸的事了。当更多的人称
呼上杆庄的别称时，上杆庄如同一个人的乳名，悄
然隐匿在大名后面，听任别人呼唤。

距离上杆庄不是太远，下乡工作或串亲访友很
多次都要从这里经过。不断把上杆庄作为据点，向
四处张望，寻思着距离哪一个方位的二三里处有炊
烟人家？哪一个方位有亭台六七？哪一个方位有
花开朵朵？有时也会站在村子的四至方位，回望二
三里处的上杆庄，从一排排规划整齐的新村居中去
往岁月的深处探寻着。千余年的历史跨度，上杆庄
远去的或至今流传的故事传说，如时间刻度上的厘
米向纵深处丈量。

一千年前的上杆庄，四五户人家，小几十口人，
拥有怎样的一份魅力，将一位退役官军校尉（县团
级干部）的脚步留住，从此安家落户。时至北宋初
年，宋夏之间战争频发，辞官回乡的官军校尉邵令，
为避战乱，安度晚年，携家眷先是从范阳（今涿州、
北京一带）迁徙上谷（今怀来县），然而，此地仍然战
事频发，居无宁日。邵令无奈再作决定，沿太行南
行，渡漳河，在林虑山下的衡漳（今河南林州）域内
停下脚步。望着高高的林虑山峰，邵令身心疲惫，
思绪万千：天地之大，何处可安吾身！

北宋时，吃百家饭的戏班儿，这种文化载体已
发展成熟。它的主要活动范围在乡下民间，粉丝、
票友、票房也多在乡村街市。存在规律如同做营
生，有淡季旺季之分。戏班儿忙时走村串户搭台演
戏，闲时便无处可去，糊口就成了他们的当务之
急。林虑山下的一处小村落，当家的宽厚仁慈，每
遇戏班儿入村皆以茶饭相待。最让戏班儿感激的
是，村里当家的给他们宽慰：别处有台口（唱戏的业
务）尽管去唱，没有台口时只管回来吃住，无须顾

虑。于戏班儿，这无疑少了后顾之忧。
消息传开，那些来衡漳的戏班儿纷纷云集于

此，村子渐次热闹起来，有了文化味儿。以现在来
看，村落如当下的影视基地或戏窝。

戏班里各有拿手绝活，跑马上杆就是他们的绝
活之一。此绝活主要看演员的身手功夫。就见那
演员骑一匹烈马呼啸而出，沿之前搭建好的设施场
地进行马术表演，马上马下，或跳或翻，或骑马钻火
龙跃障碍，此种表演在乡村被称为“跑马”；然后就
是“上杆”，两根柔韧性较好的木杆竖立起五六米
高，间隔两米余，演员依靠木杆上下滑动，腾挪跳
跃，抑或从此杆到彼杆交换杆位，金猴一般敏捷灵
动。演员表演的投入，使每个动作招数都让观众拍
手叫好，连声喝彩。在乡村，这应该是普通百姓最
奢侈的精神大餐了。

此种把戏惊险奇特，视觉冲击力强，很吸引眼
球。想表演好这一档节目，演员需要台下苦练基本
功。村里当家的专门辟出一块场地，让跑马上杆的
演员练习绝活儿。练习，也是一种表演，如影视剧
的前期拍摄。附近村民农闲时就过来观看，在“片
场”断不了也会鼓掌喝彩。时间一长，戏班儿每次
来这一带演出必选这个地方落脚；附近村民一有闲
时就呼朋唤友来观看跑马上杆。原来的村名叫啥
来？大家都想不起来了，干脆把村名叫上杆庄。

邵令听闻上杆庄的来历，有所触动，觉得此地
人善良，地吉祥，有文化色彩，适宜生活。还有一个
让邵令在上杆庄落脚的重要因素：从上杆庄向东百
里为周文王演绎八卦的羑里城，向南数十里为《诗
经》里多处提及的淇河，向北是他熟悉的来处——
漳河；当他获悉上杆庄背依的西山林虑即是魏文帝
曹丕笔下“西山何其高，高高上无极”的林虑山，即
是五代北方山水画派创始人荆浩隐居地，亦是唐代
高僧义泓、韩乾的挂锡古寺洪谷寺，还有与洪谷寺
只有几道岭之隔的黄华古寺。这些丰富的文化元
素让邵令更加笃定——定居上杆庄。烟村袅袅的
上杆庄，从此多了一户邵姓。

数年后，邵令的儿子邵德出生。邵令精心培

养，教育儿子习文研学，成为当地名儒。邵德袭传
家风，根据儿子邵古秉性、爱好，有针对性地引导培
养，最终在诗文、声律方面成就了一番事业。邵家
通过两三代人的努力，在当地已成为儒学名门。

时间到了1012年1月21日，农历庚子年腊月
二十九，也即是这一年的除夕。一声洪亮的婴啼从
邵家庭院传出，为节日里的邵家增添了几多喜庆。
此新生婴儿便是后来成就大业的大理学家、数学
家、文学家邵雍。这一年，宋朝还出生了韩绛、蔡襄
等北宋时的鼎级人物。至此，从邵令始起，到邵德、
邵古、邵雍，邵家已经在上杆庄延续三代。

邵雍天资聪慧，品学兼优，秉承家风，在学业方
面勤苦钻研。有传说，他在寒冬里不生炉火取暖，
在盛夏里不拿扇子纳凉，完全靠心智毅力来抵御外
界侵扰。为了演习《易经》，他独自在书楼上昼夜钻
研，十天半月不下书楼；还把书页拆开，贴到墙上反
复背诵，最后达到将《易经》倒背如流的效果。邵雍
也不是呆板地死记硬背，他主要靠反复读记，从中
感悟古人的智慧，探寻天地宇宙的奥秘，通过与典
籍深入交流，汲取其精髓，换化成自己的观点观念，
提升自己的学识境界。

邵雍很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活学活用。他在
学业修满后从家里走出来，攀林虑山去游览观赏洪
谷、金灯、黄华、太平等山寺胜景，到相州（今安阳）
羑里城考察周文王八卦、易经演绎地。还拿出大量
的时间到黄河、汾河、江淮、汉江及西周时的封国
齐、鲁、宋、郑遗址实地察看，心境、眼界不断提升。
很快，邵雍的声望学识被各界广泛认可，引起众多
有识之士关注。当朝的大学士、名儒们，听说林虑
山下的上杆庄有一位青年才智过人，满腹学问，便
纷纷前来试探、交流、切磋，然后成为朋友。其中就
有大家熟悉的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当朝官员
名流。那些日子，上杆庄的街道上，车马来往，轿篷
进出，千年少遇，给山村挣足了面子。

在上杆庄的村人眼里，邵雍就是一位品学兼
优、德才兼备、风华正茂的青年。他们教育子女，望
子成龙，常常把邵雍当作范例让子女效仿学习。更

让村民们津津乐道的是，这个邵家后生心性和善，
乐于助人，积极为村人做事。

上杆庄一带百姓常年以耕作为生，气象变化与
庄稼收种、储存密切相关。邵雍上知天文，下知地
理，风来雨去，冷暖变化从他嘴里说出来往往准确
无误，他就义务担当起了这一方百姓的气象员、晴
雨表，成为名副其实的乡村志愿者。

那年夏日的一个午间，晴好的天气突然翻脸，
云黑雷鸣，眼见一场暴雨将倾。邵雍的左邻右舍都
急着往晒场上去收盖摊晒的麦子，路过邵雍家门口
时，看到邵家人安然于庭前凉棚下喝茶聊天，邵雍
走出来给邻人说：“此雨只打台阶石，下不到晒场那
边，大家不必惊慌，回去安心午睡。”还是有邻人不
放心，跑到晒场时看见天空灼阳高射，由衷赞叹：邵
家公子非同凡人，老天爷的事儿他都知道。

邵雍16岁那年，被爱惜人才的辉县县令李之
才看中，在辉县苏门山专门给他找了一处“安乐
窝”，让邵雍静心钻研易经、理学，邵雍还虔诚地拜
李之才为师，虚心向博学多才的李之才请教学习
《河图》《洛书》及伏羲氏的八卦六十四卦图像。之
后不久，又被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司马光等友
人接到洛阳定居，创造出“北宋五子”的千古佳话。
上杆庄，这片生养邵雍的乡土烟村，成为邵雍真正
意义上的家乡。

时光浸润，上杆庄的村落街巷不断更改，但上
杆庄的村俗民风依然如邵令初入太行林虑山时那
样——人善良，地吉祥，民风淳朴。村人感恩于邵
家对当地百姓的文化熏陶和影响，感激于邵雍对家
乡的惠泽贡献，又无以回报，那就把村名改了吧，将
上杆庄改名为“邵康庄”，意含邵氏尊姓康节大名。
把村名叫作邵康庄，让子孙后代铭记，这应该是烟
村人家知恩感恩，最为淳朴虔诚的报答了。

春日，再过邵康庄。路经村里学校墙外，学
童们稚嫩的读书声入耳悦心：一去二三里，烟村
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一岁之事勤在
春,一日之事勤在晨。一生之事勤在少,一端之
事勤在新。

作为开创白话美文典范的散文大
家，朱自清以深挚、素朴的情感底色滋养
了一代代读者。他的散文创作，一则叙
事抒情，刻画生活细节，极具清秀隽永之
韵致；二则写实议论，任凭思绪翻飞，颇
有深邃辽远之况味。

该书围绕叙事抒情和写实议论两大
主题，分为五辑：第1辑 看过的景，行过
的路，全在心上；第2辑 人世间最美的向
往是一家团圆；第3辑 此生不能忘却的，
是那些奇妙的人；第4辑 一个人，不能全
靠谎言而活；第5辑 不论怎么忙，生活中
常有闲谈的乐趣。甄选朱自清50篇散
文，让读者一本书阅尽朱自清最经典的

散文名篇。叶圣陶曾说，每回重读朱自
清的散文，就回想起倾听他的闲谈的乐
趣，古今中外，海阔天空，不故作高深而
情趣盎然。他还能表达得恰如其分，或
浓或淡，味道极正而且醇厚。

朱自清的散文贮满了诗意，饱含质
朴深情，文笔细腻隽永，创造了独具风
格的情趣之美、意境之美、至真之美，被
称为“白话美文的典范”“天地间第一等
至情文学”。重读朱自清，既是找寻经
典中那份最纯粹、最饱满的情感，也是
用我们各自的人生阅历和生命体悟与
经典对话，在喧嚣又深感孤独的世界
里，重获心灵的力量与安宁。

♣ 青豆

《乐得暂时忘记》：重拾心灵的宁静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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