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人书话

民国时期，小杨月楼的戏班因水灾
受困天津，行头押在当铺，水退后想回上
海，素不相识的李金鏊出面把东西赎了
回来。锅伙们佩服李金鏊的义气，自发
把欠下的赎当钱补上。再后来，上海滩
天寒地冻，打天津去扛活的弟兄们没活
干，饿得皮包骨头。去上海办事的李金
鏊请小杨月楼等一帮名角义演，让穷弟
兄顺利渡过了难关。一个京剧名角，一
个别人眼中的小混混，还有一帮锅伙们，
就这样你来我往，共同演绎出了一段扶
危济困、知恩图报、重义轻财的佳话。

冯骥才的小说《小杨月楼义结李金
鏊》仅2000字左右，通篇没有一句废话，
行文跌宕起伏，场景描写生动细腻，篇幅
虽小，却给人以浩荡之感。小说紧扣一
个“义”字，把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人们
对传统美德中“义”的认同和追求表现得
淋漓尽致。

小杨月楼第一次见李金鏊时，“进了
屋，屋里赛破庙，地上是土，条案上也是
土，东西全是东倒西歪；迎面那八仙桌
子，四条腿缺了一条，拿砖顶上”。这样
穷酸之人能拿什么帮忙？不仅如此，当
时李的“眼神还挺横。不赛对客人，赛对
仇人”。这让小杨月楼对于帮忙一事根
本不抱什么希望。第二天，满腹狐疑的
小杨月楼去了当铺，“进门却见自己的十
几个戏箱，早已摆在柜台外边。”

后来，李金鏊为了上海滩的脚夫们
去找小杨月楼。小杨月楼脸上带着油彩
就跑出来，口呼：“‘二哥’!三步并两步跑
下台阶。脚底板给冰雪一滑，一屁股坐
在地上，仰脸对李金鏊还满是欢笑。”此
时，小杨月楼不想让李多等一分一秒、内
心对李的感激、别人口中的“二爷”他口
中“二哥”的亲热，都给读者带来强烈的
视觉和心理冲击。

作者特别擅长描写人物，比如写李
金鏊，“这人足有六尺高，肩膀赛门宽，老
脸老皮，胡子拉碴；那件灰布大褂，足够
改成个大床单，上边还油了几块儿。”小
杨月楼则“一身春绸裤褂，白丝袜子，黑
礼服呢鞋，头戴一顶细辫巴拿马草帽，手
拿一柄有字有画的斑竹折扇”。鲜明的
对比显示出了两人身份的差异。然而在

“义”字面前，他们的表现又都可圈可点。
冯骥才是写小说的高手，整篇小说

语言生动巧妙。写天津水灾：“龙王爷闯
进天津卫”“龙王爷赖在天津一连几个
月”“人都泡在水里”，“闯”“赖”“泡”三个
字生动表现了洪水的无情；写桌上的茶
壶“破嘴缺把，磕底裂肚，盖上没疙瘩”，
用“大河盖上盖儿”形容天寒地冻之情
状，简直是“历历开元事，分明在眼前”
了。另外，天津方言的使用让整篇小说
充满了浓郁的地方色彩。比如用“锅伙”
指代简陋食宿处住着的单身工人、小贩，
用“死千”形容担当出生入死的差事等。

列夫·托尔斯泰说：“艺术起源于至
微。”这里的“至微”指那些具有永久艺术
价值的细节，“应声打屋里猫腰走出一个
人来，出屋直起身，吓了小杨月楼一跳。”
一个“猫”字既让读者感受到了李金鏊身
材的高大，又显示了他居住房间的狭
小。当铺老板不肯收钱，锅伙们把钱“截
着柜台扔进去就走”。锅伙们的简单率
直、对自身举动的得意等一下子跃然纸
上，可谓“一瞬传情，一字传神”，给了读
者包裹在文字之外的艺术美感。

冯骥才说，天津这块儿地里边有碱
有盐还有硝，因生出各色性格的人，又热
又辣又爽又不好惹……如果没这些人
物，就不知道嘛叫天津卫。据说，他写文
章一定要亲自考察，真实感受老百姓的
日常，然后将这些故事、情感沉淀到内心
形成作品。这篇小说像一幅幅风情画，
又如一帧帧影视镜头，时间、空间、人物
转换自然，再加上别致的叙述方式，使所
写场景人物活灵活现、呼之欲出。

♣ 殷亚平

尺水微澜意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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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山药种植面积不断
扩大，河南、山东、湖北、山西、江苏等
5个主要生产省份种植山药面积均
达到数万公顷，并大致形成了几个山
药种植面积较大的集中地带，如河南
焦作市，山东省潍坊市，河北蠡县，广
西桂平市，江苏丰县，山西平遥县、浑
源县等。其他如安徽（淮河以南）、浙
江、江西、福建、台湾、湖南、广东（中
山牛头山）、贵州、云南（贡山、德钦和
丽江）、四川、甘肃（东部）和陕西（南
部）等海拔350~1500米的地区，也
都有种植。我国之外，山药在朝鲜、
日本也有少量种植。
第三章一个新中国家庭的粮食记忆

现在电视、网络、平面媒体上关
于美食的栏目很多，人们平时谈及吃
食的时候，说的也大多是舌尖的 新奇
感受、稀奇古怪的体验或繁复、绝妙的
烹饪手法等，很少想到吃饱吃不饱的
问题。实际上在不远的从前，凭票定
量供应粮食，总是处于半饥饿的状态，
还是今 天中年以上的人曾经的生活
常态。在此，我们想通过 尚本礼老师
一家的经历，唤起国人几十年来关于
吃、关于粮食的记忆。

2020年，尚本礼老师整整 80
岁，他生活在河南滑县县城，就是以

烧鸡闻名的道口镇。尚本礼老师出
生于1940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他
9岁，早已记事。

新中国成立70年来，豫北农村
波澜起伏的发展历程，他亲眼目睹、
亲身经历。以下内容根据他的讲述
整理，涉及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
城市粮食分配等问题。

“缺粮款”与工分
1974年腊月的一天，尚本礼老

师从学校回到村里，把凑齐的120多
元“缺粮款”交给了生产队。那年尚
本礼老师34岁，师范毕业整整10
年，月工资45元。

当时物价低，工资也低。尚本礼
老师说，参加工作第一年，算实习期，
月工资29元，转正后，工资增加到每
月34元。一直到1971年上半年，尚
本礼老师的工资都停留在34元。这
一年的 10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调整
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工资的通知》，对
职工工资从当年7月开始调整尚本礼
老师的工资增加到了45元。

一个月40多元钱，倘若是尚本
礼老师一个人用，在当时应该是绰绰
有余。但尚本礼老师还有一大家子
人，他是典型的“一头沉”—— 尚本
礼老师1964年与农村社员祁青芹结

婚，1966年有了长子尚学民，1969
年、1972年又分别有了次子、女儿。
四口人在农村，祁青芹要带三个孩子，
还要照顾家，参加生产队劳动就很有
限，挣不了多少工分，按照人头平均
分到粮食，就得拿“缺粮款”。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
草案》（1962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
通过）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各尽
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
不得食的原则”，“生产队对于社员粮
食的分配，应该根据本队的情况和大
多数社员的意见，分别采取各种不同
的办法，可以采取基本口粮和按劳动
工分分配粮食相结合的办法，可以采
取按劳动工分分配加照顾的办法，也
可以采取其他适当的办法。不论采
取哪种办法，都应该做到既调动最大
多数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又确实保证
烈士家属、军人家属、职工家属和劳
动力少、人口多的农户能够吃到一般
标准的口粮”。

按此条例精神，尚本礼老师家
所在的河南省滑县万古人民公社冢
后大队第二生产队，与大多数农村生
产队一样，对粮食的分配实行的是

“人六劳四”的办法，也就是在交够公

粮、留够生产队所需的粮食（种子、化
肥、农具等公益金）之后，把剩余粮食
的60%按人头平均分，另40%再按
社员劳动的工分分配。

根据“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
原则，如果一个家庭按“人六劳四”
所分配到的粮食总价值超出了这个
家庭劳动所挣工分的总值（根据粮食
价格、粮食产量、全队社员全年劳动

核算出工值），超出部分便以欠账形
式记账，这就是“缺粮户”。“缺粮户”
一般是孩子多、劳力少或者有困难的
家庭。反过来，分到的粮食价值低于
家庭劳动所挣的工分值，就是“余粮
户”。“余粮户”并不多，大多是一些青
壮年多、孩子少、出工多的家庭。

到了年终决算时候，无论是“缺
粮户”还是“余粮户”，原则上都是要
兑现的：“缺粮户”以现金的形式向生
产队支付“缺粮款”。也有的家庭实
在交不起“缺粮款”，就累积到下一
年，甚至多年累加，欠到三四百元。

“余粮户”则可以分到“余粮款”，或者
得到等价的粮食—— 这是那些辛苦
劳动一年的青壮劳力最高兴的时候，
会趁着过年的菜，喝上二两七八毛钱
一斤、带着股甜味的本地红薯干酒。

尚本礼老师的工资，除去他本人
在学校的伙食费和一家五口人的生
活开销，每年要节余出100 多元来缴

“缺粮款”，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尚本礼老师在万古公社所在地

万古联中任教，吃住在学校，“粮食关
系”也在学校。按当时的说法，尚本礼
是吃“商品粮”的，即他属于城镇居民
户口，非农业户口。在当时粮油统销
体制下，吃“商品粮”的干部、工人、城

镇居民等，每人或每户都有一个“粮
本”，即“居民购粮证”，凭“粮本”可以
到指定粮所（店）购买核定数量的粮
油。因为由国家做后盾为这些人提
供定量的粮油，能保障他们基本吃饱
饭。这令农民老大哥非常羡慕，他们
称这些吃“商品粮”的人为“定量户”。

农民老大哥就没有这个粮食“定
量”保障，他们只能靠生产队分粮食。

那时候粮食产量低，在中原绝大
部分地区，每个人一年分到的小麦只
有几十斤，好的时候也不上百斤，占不
到全年口粮的四分之一。而粗粮中，
玉米占的比例也很低，与小麦差不多，
农民的口粮绝大部分是红薯。

《滑县志》记载：“1953年11月，
滑县开始实行粮食计划供应。居民
每人每月30斤，机关团体每月人均
25斤，重体力劳动者 45~50斤。
1955年执行国家《关于市镇粮食定
量供应暂时办法》。1957 年，针对
粮食供应中‘定量偏高，供应偏宽，
控制不严，粮食浪费大’的情况，实
行四类九等口粮定量法。机关、团
体、学校等单位每人每月32.5~33
斤，区干部 35.5~36斤，小学教员
36.5~37.5斤，勤杂、保管、轻体力、中
学生为 37.5斤，高中生40斤。压缩

行业用粮 15%~20%，临时特殊用粮
一律取消。1960~1965 年，调整幅
度不大。1965~1987年，特重体力
48~60斤，重体力37.5~46.5斤，轻
体力31~34.5斤，脑力劳动者29斤，
高中生男31斤、女29斤，初中生男30
斤、女29斤，市民26斤。”

1960年9月7日，中共中央下
发《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
的指示》，要求“农村的口粮标准必
须降低。淮河以南直到珠江流域的
地区，应当维持平均每人全年原粮
360斤。遭灾的地方应当更低些。
丰收的地方在完成原定外调的和为
支援灾区而增加外调的粮食任务以
后，还有余粮，口粮标准可以提高到
原粮 380 斤，最多不能超过原粮
400斤……”

“凡是超过400斤标准的要降
下来，这自然要进行艰苦的说服工
作，并且必须做好商品粮较多的地区
的商品供应工作，以便把余粮更多地
卖给国家。淮河以北地区的口粮标
准，应当压低到平均每人全年原粮
300斤左右，东北等一部分严寒地
区可以稍高一点；而各省的
重灾区，则应当压低到平均
每人300斤以下。” 18

连连 载载

小说塑造了一个 20 世纪 90 年代
毕业的大学生老五形象，品学兼优的
老五本该有大好前程，但他单纯善良，
一不小心跌入了遍布荆棘的现实暗
道，成了处处碰壁、事事坎坷的倒霉
蛋，错失了爱情，也“走丢”了自己，历
尽坎坷，山穷水尽；好在他乐观豁达、
锲而不舍，硬是在跌跌撞撞中寻得人
生的柳暗花明。小说以幽默的对白、
近乎写实的笔法展现大时代背景下普
通人的命运，折射时代的变迁以及人
性的对决，歌颂了对爱与善的坚守。
作家止庵读完如此评价：谢刚笔下的
老五，如同阿甘一样善到极致，却没有
阿甘的幸运，他在大时代下挣扎坚守，
在破败的人生面前自我救赎，也正因

如此，他的人生才更有价值。作家邱
华栋评价称，小说中老五即使遇到各
种各样的人生磨难，都没有失掉对真、
对善的追求，这个文学形象塑造得非
常成功，他跟很多大学毕业的人走的
路不太一样，但是他又作为一个非常
独特的人物形象旁证了改革开放年代
里面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奋斗历程。

时值六月毕业季来临，大学生们
即将告别校园生活走向社会，开启人
生的奋斗之路，他们对未来充满了憧
憬和迷惘，未来也给他们提供了机会
与挑战，现实题材小说《老五》的推出
可谓正逢其时，这部小说用文学的方
式给即将踏入社会的青年们描绘一
种可贵的坚守。

荐书架

♣ 曾雪梅

《老五》：高校毕业季回望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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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雪林

难忘儿时吃西瓜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到了每

年的暑期，太阳像火球炙烤着大地，
满世界绿树铺满浓荫，无数知了从
早到晚不知疲倦地一齐喊着“热”的
时候，那解渴生凉、甘甜多汁的大西
瓜，就晃晃悠悠、蹦蹦跳跳地向千家
万户奔来，成为人们消暑度夏的美
味佳食，更成为孩子们的心头之爱。

大清早，路口、树荫下、街角、菜
场……小城的角角落落，不知何时一
下子冒出许多拉车的、开三轮的、驾
驶手扶拖拉机的卖瓜农民，满满的、
圆滚滚的装满了一大车，青皮的、花
皮的翠翠绿绿，有的瓜蔓上还保留着
一片两片带着绒毛的青青瓜叶，叶上
还残留着露珠，分明是新摘的，瓜儿
新鲜水灵、饱满圆润，沾点泥的还透
着田野泥土的芬芳，特别诱人。

西瓜古称寒瓜，清甜多汁，营养
丰富，有夏季百瓜之王的美誉，且物
美价廉，其清凉消渴、解暑降温的特
点，老少咸宜，尤其儿童最喜食之。

“拔出金佩刀，斫破苍玉瓶，千点红
樱桃，一团黄水晶，下咽顿除烟火
气，入齿更作冰雪声。”“缕缕花衫唾
碧玉，痕痕丹血掐肤红，香浮笑语牙
生水，凉入衣襟骨有风。”读到这些
古诗句，让我仿佛能看到炎炎夏日

的古时候人们围在一起吃西瓜的快
乐图景，那入齿的快意、透骨的清凉
和迸发的欢声笑语，也一股脑袭来。

每当这时，我脑海里就会蹦出儿
时一家人吃西瓜的快乐画面。那时
家家几乎都很清贫，吃西瓜并不是天
天都能有的事，我家一个夏季也就吃
上三四回，因为难得吃到，所以觉得
儿时的西瓜特别清甜，味道特别甘
美，至今回味仍让人记忆犹新。

我记得小时候每年夏天西瓜大
下市时，我们兄弟姐妹就馋得不得
了，常闹着父母买西瓜吃，因为家里
生活拮据，每一分钱都要掰着花，哪
有多余的钱随随便便给我们买零食
吃？可是又拗不过儿女们的渴求，
父亲母亲总会心软下来，偶尔挤出
一些钱以解儿女们的馋欲。特别赶
上月底发工资的日子，中午下班时
分，赤日炎炎、热浪滚滚的当口，父亲
的自行车后座上，保准适时地夹着一
个胖胖墩墩令人垂涎三尺的大西
瓜。每每此际，我们兄弟姐妹就会手
舞足蹈、欢欣雀跃，迎着父亲的自行
车像快乐的小鸟一样飞前飞后穿梭
不停，这时还会情不自禁欢快地唱起
西瓜的儿歌：“青青藤，满地爬，结出
果子圆又大，瓤甜水多绿娃娃。”那一

刻父亲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和得意
的笑容。到了屋里，父亲又不让马
上吃，吩咐我们到隔壁邻居家打桶
井水，把西瓜浸在桶里，等到午睡后
再吃，说这样经过井水拔凉的冰镇
会更加清凉解渴甘之如饴。父亲吃
过午饭就休息了，我们兄弟姐妹怎
么也睡不着，一会爬起围着水桶转
悠，还不时将手插进桶里拨弄着西
瓜，看着西瓜在水桶里荡漾起伏，心
中迫不及待的馋欲更加难耐。

终于等到父亲午睡起，他用左
手将青腾腾的西瓜从桶里捞出，托
起水淋淋的瓜儿靠近耳旁，右手砰
砰拍几下，换过左手又砰砰拍几下，
这时我们睁大眼珠异口同声地问父
亲:“熟透没？”父亲眯眯笑着说：“保
准甜掉你们的大板牙！”我们就会乐
不可支地笑得前仰后合。然后父亲
轻轻地将瓜放在桌上，举起菜刀，刀
刚沾上瓜皮，只听清脆的噗一声，西
瓜就炸裂两半，青皮红瓤，一股清凉
甘甜沁人心脾之气溢出，顿觉眼神
也似乎凉悠悠的。那时的西瓜特
大，有时母亲也会叫我们用盘子端
上几牙，送给对门或邻舍以保持淳
朴情谊，然后迅速跑回来，于是一家
人欢快无比地围着方桌大快朵颐。

有时吃过的西瓜皮母亲也舍不
得扔，用刮皮刀削去表层青皮，再用
菜刀削尽啃剩的红瓤，切成条块，凉
拌、清炒都好。西瓜子漂洗干净，放
在烈日下一个下午就可晒干，等到夜
里乘凉，母亲化些许盐水炒熟，一人
分一小把，有时邻居一起乘凉，母亲
也会将瓜子分给大家一同分享。躺
在大院里竹椅、竹床或门板上，遥望
满天星斗，沐浴习习凉风，听着精彩
传说故事，嗑着香香的瓜子，让人感
觉日子甜蜜芬芳。

现在大棚培育，西瓜一年四季
都有售卖，生活富足了，吃西瓜早已
不再是难事，可父亲、母亲先后去世
了，兄弟姐妹们各自成家分散在小
城的南北西东，天天各忙各的，难得
一聚，儿时夏日父母为我们兄弟姐
妹分食西瓜的欢乐场景，已成了遥
远的记忆。如今回忆起来，令人唏
嘘，再也回不到童年那天真烂漫的
时代了，再也不能沐浴从前那温暖
温馨的时刻了，即使暑季里天天吃
西瓜，却再也无法吃出儿时的快乐
和甜蜜的味道来。

怀念儿时吃西瓜，更怀念父母
都健在的那个虽然清贫但却温馨其
乐融融的家！

那年冬季，由于多方原因，我所在的单位重新
组合，只有极少部分人留在单位继续工作，大部分
人下岗，另寻出路。我也成了一名下岗职工。告
别四散离去的工友，望着依然熟悉的办公大楼，想
到以后生活的压力，我心里升起了一缕淡淡的哀
愁，有一种难言的苦涩。

为了重新工作，我早出晚归，跑了几家单位都
一无所获。不是没有岗位，就是临近年关领导忙
于其他事情，无暇顾及。我心情郁闷，决定回老家
过年，等待消息。

返乡后，父亲望着失魂落魄的我询问原因，我
便把工作的遭遇、生活的挫折对他进行了诉说。父
亲听后笑着说，现在下岗的人多了，苦恼也没有用，
别想那么多，在家待着也没事，不如帮我干点农活。

我点头答应了。我帮父亲牵出家中的黄牛，
扛上齿耙，走向了村东的麦田。

这一年是个暖冬，太阳终日悬挂在蓝天，把它
温暖的光线投射在大地。由于小麦灌溉及时，肥
料充足，青苗开始疯长，距“立春”还有一段时间，
麦苗便分蘖出多片绿叶，生长的速度超出了人们
的想象。

望着长势良好的麦田。我不知父亲要我来帮
他干些什么。

这时，父亲已给黄牛套上了齿耙，然后把齿耙
翻转过来，站在上面。一声吆喝。齿耙像碧水中
行驶的竹筏缓缓前行。竹筏过处，激起了一层细
细的波纹，麦苗开始侧伏，有些青叶也开始脱落。
不一会儿，侧伏的麦苗平铺在地上，坦荡如砥，就
像一条绿色的大毡子。

望着一片狼藉的麦田，我很吃惊，不知道父亲
为什么人为地损坏青苗，把麦田弄成这样。

半晌时间，父子俩便收工了。
此时父亲看出了我的疑惑，便说，小麦是耐寒

作物，有极强的生命力，风雪压迫不了，折磨不了，
它能屈能伸，有韧性，有弹力，现在看似伏卧在地，
不久将会重新抬起头来生长。今年天暖，墒情又
好，如果不给点压力，恐怕春天一过再抽穗，夏天
成熟籽粒就不会饱满。

我突然明白了，知识不多的父亲原来是在以物
喻人，用暖冬里的麦子生长来告诉我做人的道理。

果然，“立春”不久，倒伏的麦苗焕发了无穷的
生命张力，重新抬起头来。脱落叶子的青苗又重
新长出了一片片绿叶，麦田又是一派生机。

那年，我家的小麦籽粒饱满，又迎来了一个丰
收的年成。而有些农户，由于没有及时地给旺盛的
生命一些压力，硕大的麦穗上却是干瘪的麦粒。

后来，我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工作中无论遇
到什么样的压力和挫折，我都淡然处之。因为父
亲的话永远记在我心里，那块暖冬里生长的麦田，
给了我无穷的动力。

人生讲义

♣ 李荣周

麦田启示

人与自然

♣ 王留强

过雨荷花满湖香
六月，沿着湿漉漉的湖岸环行，

满目青翠的绿植和行道树的枝条，
伴随夏风摇曳闪挪，仿佛《诗经》里
走出的女子，述说着龙湖的远古故
事。6000多年前，中华人文始祖太
昊伏羲氏率领部族，历经艰辛，长途
跋涉，发现了水草丰茂、适宜人居的
龙湖，遂在此定都。这个叫作宛丘
的地方，就是中原的淮阳。太昊伏
羲氏定都后，以龙纪官，号曰龙师，
因而此湖得名龙湖。每年的农历二
月二到三月三，各地成千上万的人
都要来太昊伏羲陵赶庙会拜祖，畅
游龙湖。浩渺广阔的万亩湖面上，
荷叶田田，风动荷香，令万千游客心
旷神怡，流连忘返。

望着鲜荷盈满的龙湖，导游小
妮指着左前方的一片水域说，这里
有一景，名为九曲十八弯。水道迂
回曲折，荷花绕生，柳暗花明，一弯
接一弯。大家接下来乘船游湖，必
定能体验到湖水的绝美和妙趣。

按照导游的指引，我们依次登
船，穿好橘色的救生衣，湖面上风声
乍起，刚刚还晴朗的天空，忽然间暗
云涌动，接着蒙蒙细雨飘洒而至。
湖面上顿时烟雨朦胧，静谧深邃。
还好，游船有篷，置身于烟雨水波之
中，灵魂仿佛要出窍而去。

船缓缓而行，过了一座三拱石
桥，便是一片开阔的湖面。湖面上，
满目荷花，着碧镶绿，仪态万千。雨
雾中，隐约可见右前方有一小岛，树
木葱郁，间或有两三只小舟环绕。
同行的朋友风趣道，这该是个情人
岛吧。谈笑间，湖面上隐隐有筝声
传来，远远望去，一只仿古画舫泊于
荷花丛中，舫上人影绰绰，行近一
看，只见一女子手抚古筝，行云流
水；一女子翩翩起舞，妙姿绰约；男
子奋力撑篙，使舟欲行。再行三五
分钟，航道渐次窄狭，向往已久的荷
花扑面而来。“荷叶罗裙一色裁，芙
蓉向脸两边开。”我侧身手掬清冽的
湖水，洒向荷叶。荷叶顿时像被泼
上了一捧晶莹剔透的珍珠，哗啦啦
一颗颗滑入湖中。

不多时，船进入一片蒲苇丛地，
有燕子在苇丛间翻飞追逐，有鱼儿
在湖水中穿梭畅游。两侧芦苇葱

葱，热空气骤然聚拢过来。我忽然
忆起《诗经》中《陈风》所描绘的神
句：“彼泽之坡、有蒲有荷……，彼泽
之坡、有蒲有茼……。彼泽之坡、有
蒲有萏。”朋友们拿手机，以苇为景，
或拍他或自拍，留下了美好的瞬
间。言及蒲苇，驾船的小哥说，蒲苇
是淮阳的名菜，别号“淮阳大葱”。
因其生菜水灵白皙，鲜艳嫩脆成为
别具风味的一道美味菜肴。这里有
一个传说，春秋时代，大思想家孔子
周游列国时，曾三次来陈，居留四
年。在龙湖岸边的高台之上收授门
徒，讲儒家治国之道。此间常以龙
湖里的蒲根为食物，所以又称为“圣
人菜”。我们对小哥的解说报以热
烈的掌声，这掌声换来了小哥对我
们更多的热情，他说还有一个好地
方，顺便带我们去看看。小船向着
湖中的一处岸点驶去。登上岸，是
一片开阔绿地，花草茂盛。蒲苇掩

映处，是一个偌大的荷花园，名为荷
花大观园，有的荷花粉红如脂，有的
洁白如玉，有的杏黄醉人，有的翠绿
赏心，各色花貌，光滑油亮，或羞涩
含苞，或并蒂竞放，婀娜多姿，风情
万种。其间时有游客登岸入园，赏
荷闻香，拍照留影，人荷交互，自然
贴切，别有一番情调。

饱赏了美丽妖娆的荷花仙子，我
们又顺水前行。荷花丛里，不时有小
船停泊在那里，有男儿女子，静坐于
船头，船上摆着竹桶或竹筐，里面装
满了绿茵茵的莲蓬。他们只是向我
们轻轻挥手，却不大声叫卖。悠然自
得的神情，令我们艳羡。我们岂能错
过擦肩的机缘，各买了几支，分享着
甜香的莲子，心也香甜了许多。

雨丝被微风悠悠扯断，龙湖也
渐渐从我们的视野里远去。龙湖，
碧水盈盈，安详静谧，博大精深，波
澜不惊，与厚重的陈楚古地血脉相
连；荷花，亭亭玉立，含情浅笑，展红
傲绿，超尘脱俗，一如这块大地上勤
劳善良的人们。荷花因龙湖而生
长，龙湖因荷花而绮丽。在这平静
而俊雅的水面上，我看到了一种珠
联璧合之美，相得益彰之善。这湖
美这荷香，将氤氲于我淮阳之行的
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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