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讲义

♣ 周振国

没有走不通的路
♣ 范恪劼

从寒露到霜降
第一层霜才露出一点点白尖子就被生

产队长杨大哥看见了。
正是秋忙时节。小麦要种，棉花要摘，

大豆小豆绿豆玉米要收，更紧要的是作为
主粮的 200 多亩红薯要在霜降前刨出来分
下去还要藏到地窖里。

于是，杨大哥又从霜尖里看见了几十个
放了秋收假就等着召唤的学生娃。

其实，那些年月里，多出麦收假秋收假
两个假期的农村学生娃，对参与一场轰轰
烈烈的农事之战不仅习以为常，而且充满
期待——人是要吃食儿的呀，饥饿一直埋
伏在日子里，与父老一起从黄土地里接回
自己的粮食还不天经地义吗？

就这样，从寒露到霜降的半个月里，
我和本生产队小学四年级以上大大小小
的学生娃们一起又开始了保留节目——
割红薯秧。

在各种农作物中，红薯算是让农民相对
少掏许多力气的体贴庄稼了。除了育苗栽
种时的小心翼翼，生长期的几回除草翻秧，
挖刨前的割掉秧蔓，乡亲们可以任它们在
地垄中肆意延展秧蔓尽情长到胖圆。红薯
产量高，又可以储存几个月，还可以晒成红
薯干磨成面，在细粮交了公粮就所剩无几
的嗷嗷无告岁月里，它以其不择土地厚薄
的宽宏、不让老少贫富的慷慨、不避粉身碎
骨的赤诚，救活了多少蝉腹龟肠的乡亲。

刨红薯前要先割掉那些披头散发的秧
子。割红薯秧用的是镰刀。参加过麦收的
伙伴们，在这些无刺无芒的红薯秧前都有

点大大咧咧。每人一陇，齐排割过去，直到
腰酸疼得直不起来，才又想起这活计的吃
重。覆在地上互相纠缠的红薯秧，会让人
在一次次地弯腰弓背中体尝农活不掺一点
假的瓷实与步步都有汗的咸涩。

有人嘟囔一句，“哪口吃食儿不是汗
水 泡 出 来 的 ？”口 气 像 是 自 豪 又 像 是 自
劝。一听就知道这是王小孬他父亲王老
三的口头禅。

又有人接上，“哪个身板不带腰子？”
哈，是调皮鬼李二娃。

五月麦收时，才上初一的他一下子瘫倒
在麦茬地上喊腰疼，生产队长杨大哥扭过
头来啐他一口，说小小年纪哪有腰啊？李
二娃一听，爬起来将镰刀把插到裤带上，一
扭一晃地在队长前后喊，“我的镰刀呢我的
镰刀呢？”众人闻声看过去，有嘴松的吆喝
道，“啥记性啊，镰刀不是在你腰里吗？”李
二娃就等这句话，趔趄着胯骨站在队长杨
大哥面前追问，“这是不是腰？”杨大哥嘿嘿
一笑，说：“傻瓜子，腰不是腰子腰子不是腰
啊，大了你就懂啦。”

懂不懂不要紧。腰疼肯定是真的。于
是临时学生队队长高中生贵哥便喊大家歇
工一会儿。这是最快活的时间了。女生们
眼睛尖，她们三三两两地散开，不一会儿就
找到了又酸又甜的叫“马包蛋”野草果；男
生则更热衷于捕捉那些一肚子黄灿灿肥籽
的蚂蚱，几把干草点上，一会儿馋人的香味
就飘起来。有那么几次，有人用镰刀把指
着崩开垄土露出一大截的红薯，嚷嚷着要

扒几个红薯烧了吃。话音未落，香甜的烧
红薯味就仿佛一下子钻进了大家的口舌之
间。这时候，临时队长贵哥的一句话立刻
刹住了几乎刮起来的腐败风。呵呵，其实，
贵哥只淡淡地撂下一句：

“我看谁敢！偷吃公家东西，好进不好
出呀。”

那一刻，几十个少男少女散落在秋风漫
卷的红薯地里，一脸凝寒。

是的，是霜落在红薯叶上之后的那种冷
峻和寒禁，以至于几十年后我写下这些文
字之际还能感同身受。清贫的生活拮据的
日子，早已让我们这些学生娃懂得了衣食
的艰辛和人间的苦楚，更知道每一粒粮食
不仅来之不易，而且属于一起劳作的所有
人。谁多拿一块多吃一口，就意味着别人
要少一份欠一口。没有多少长辈絮絮叨叨
地给后生们讲过集体呀公物呀舍己呀这些
大词和与此相关的各种道理，我们是从父
母们日常里的克己自守和长辈们对稼穑成
果的敬畏中，明白了每个人该得的和不该
有的之间，有一个不能逾越的边界。

与红薯秧撕缠的十几天其实很快。在
我们割完最后一块地的秧子时，挑着一担
绿豆汤的队长杨大哥来了，算是给我们的
慰劳品。大家一边大呼小叫地轮换用铁皮
马勺喝着醇香的豆汤，一边不忘拿白眼翻
向队长的脑袋。几个女生忍不住，终于笑
得蹲了下去。队长腾出捏着旱烟袋的右
手，在自己又光又亮的脑袋上摸了几把，也
嘿嘿地笑起来——成片裸露出本色的红薯

地太像队长杨大哥刚理过发的脑袋啦。
霜终于降下来了。哦，不，霜是从地上

长出来的。
每天早上，走出家门后都可以看到无所

不在的霜，田埂的野草，砍倒的玉米秆，新
翻出的土块，甚至靠在柴垛边的铁锹，都有
一层像白糖又像盐粒的物什。那当然是
霜，催着人穿夹衣的霜，走在雪之前的霜，
提醒人们青黄不接更难捱过的隆冬将临的
霜。霜也会挂在树叶上，几天工夫，椿树、
柿树、黄栌都会在寒霜的催逼下一脸彤红，
好像因自己占了一片土地让乡亲们少种了
几棵庄稼而羞愧不已似的。说实话，那时
候，我们对于这些红于二月花的霜叶从没
有细细端详过。即使偶尔钻进林中，仰望
它们，也只是对悬挂在树枝上的虫茧感兴
趣，那玩意用火一烧，比蚕蛹还好吃呢，尤
其在霜打后。

霜当然还在应时而来着。作为大自然
的物象一种，它们虽然有着赖以形成的某
种因缘际会，却以其倾覆的广大和天然的
物 理 ，未 曾 错 过 每 个 从 大 地 上 走 过 的 行
者。不再在意农时更不关注这些似有似无
的 霜 往 霜 来 ，这 是 进 入 都 市 栖 居 者 的 常
态。偶尔，有些敏感的人聊发流逝之慨，将
霜字载入辞章，也不过寄兴于物情而已。
真正一遍遍踩着霜迹，从寒露走到霜降的
人，他们目遇鸿飞霜降，肌肤卧雪眠霜，乃
至雪鬓霜鬟，却并不太以霜露为意。

毕竟，物质那层霜，再厚，又能有多大
的重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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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降时节，是柿子成熟的季节。深秋的
一天下午，我回到心驰神往的老家。老家的
沟、老家的岭、老家的古寨、老家的河流、老家
的田地边，开满了沁人心脾、遍地芳香的野菊
花。远远望去，古寨上的那棵历经千年、苍劲
如虬的柿子树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挂满了
像灯笼一样红彤彤、圆溜溜的果实。

我独自来到柿子树底下，光秃秃的树干
和树枝上仅剩下寥寥无几的叶子，唯有诱人
的红彤彤的柿子，让我垂涎三尺。

秋风拂面、果味飘香。尘封中记忆的闸
门被瞬间打开，儿时的画面便潮水般涌现。
小时候，我家住的窑洞上方有一棵三人合抱、
树冠足有半个网球场那么大的老柿树。春
天，树上长出了一粒粒、一簇簇竞相开放的小
黄花。树上的黄花和农田里绿油油的麦苗，
在温暖柔和的春光里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线。过不了多久，经过春风春雨的滋润，小黄
花萌发成嫩嫩的果实，隐藏于带有叶柄、表面
光滑、卵状披针形的叶片间，圆嘟嘟的个个都
像戴着一顶逗人喜欢的小花帽。等到小麦由
绿变黄的时候，金黄色的小花帽落在麦芒或
麦秆上，我们将小花帽称为柿花儿。俏皮的
小姑娘将一个个小柿花儿用小麦秸秆串起来
戴在脖子上，像项链似的，逗得男童伴儿禁不
住多看上几眼。勤劳的爷爷奶奶把柿花儿捡
起来，回家烙成柿花儿饼，好吃极了。

每到夏天，我们在树底下乘凉、捉迷藏、
讲故事、唱歌，有时候还撂窑儿、打扑克牌、看
连环画等。等到微风一吹，偶尔会落下一个
小小的柿子，砸在我们的小脑袋上，我们都会
好奇地仰头望着树冠，寻找那一颗颗如翡翠
般、藏在硕大树叶后边的尚未成熟的果实。

每天放学走到柿树旁边，我们都会有意
无意地向树上瞧一瞧，看一看，看看是否有一
颗红柿子。

民间有一谚语：“七月枣，八月梨，九月柿
子红了皮。”果然，到了农历八月，满树的柿子
由青变黄由黄变红。这时候，爱偷吃嘴的小
伙伴慢慢爬到树上，摘下一颗泛红的果实吃，

谁知，柿子往嘴里一塞，如吃药般又涩又苦。
正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到了农历九
月，霜降时节，连叶子都染成红色的柿子树
上，挂满了晶莹剔透、像灯笼一样红彤彤的果
实。这时候，有的果实熟透了，摸一摸软软
的，剥开它的皮，果肉晶莹剔透，红的艳而不
俗，轻轻地吃上一口，绵软醇厚的感觉让人心
里甜蜜蜜、美滋滋的。

人们每年收获柿子的时候，总习惯在树梢
上留下几个。老人们说：“那是给鸟儿留的。”
望着挂在树梢上的红柿子，更勾起了我对农
民的善良和农民对生命无限热爱的敬畏！

柿子不仅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道美食，还
是一种味道极佳的调味品。

柿子有多种食用方法。一是用“温”的方法
做成“揽柿”。将成熟的坚硬的柿子从树上摘
下，放入器皿中。在器皿中倒入温水，表面放上
一层柿叶，将盖子盖上，放在生火的灶台上，一
个晚上就揽熟了，第二天就可以食用了。

二是做成柿子饼。先将柿子用开水烫一
下去皮，经去皮的柿子倒入面粉中一起和
面。将面和好后，放置15分钟，就可以擀成小
面剂。然后将调好的花生馅或者芝麻馅包入
小面剂中擀成饼。锅里放少许油，将饼放在
锅里去煎，煎熟就可食用。

三是做成柿饼。将成熟的柿子洗净，沥
干水分，再用削皮刀削去柿子表皮；将削好皮
的柿子摆放在竹屉上，在日光通风条件下晒
至柿子表皮干枯，用手轻轻将其挤压成饼状；
再将挤过的柿子放回竹屉上晒制，约八至十
天后，再挤压一次；将晒制好的柿饼，均匀地
码入小缸中，用保鲜膜封好缸口盖上盖儿，使
柿饼上霜即可。

四是做成柿子醋。将柿子皮破损或者形
状不佳的柿子放在坛子里炮制，一直到出现
汁液为止，液体就是柿子醋。醋是生活中的
调味品，那酸酸的味道伴随着儿时的梦，走过
了人生的风风雨雨，春夏秋冬。

柿子红了。秋风瑟瑟，秋雨潇潇，但那像
红灯笼一样红彤彤的柿子，将永远挂在心头！

知味

♣ 赵云洲

又见柿子红彤彤

最新科幻小说《裂缝》是继《火星孤儿》《井
中之城》后，刘洋的又一部长篇科幻作品。此
前，《火星孤儿》《井中之城》分别获得第十届华
语科幻星云奖——长篇小说银奖、第十五届华
语科幻星云奖——长篇小说金奖，因此，刘洋也
成为国内最受关注、创作较为稳健的青年作家
之一。《裂缝》延续了刘洋一以贯之的新古典主
义科幻小说的风格，在小说语言和叙事结构上
大胆尝试，展现了全新的长篇风貌。

《裂缝》的开篇从一次离奇的爆炸写起，爆
炸后闪电留下的裂缝状痕迹久久才从天空中
消散，爆炸产生的深坑周围遍布着体积巨大、
质量却极轻的岩石碎块……这一切不同寻常
的超自然现象都引起了张霖的好奇。为了追
寻真相，张霖的人生轨迹自此改变，更多离奇
的事情接连发生……刘洋擅长将科幻元素融
入日常生活中，往往在诸多平凡普通的细节里

密织出一条不同寻常的线索，并经由主人公的
不断探索，终于在重重谜题、团团困惑中突然
发现世界的真相。悬疑元素融进科幻小说中，
不仅极大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也在引人入胜
中将深奥难懂的硬核科幻拆解明白，达到深入
浅出的效果。

相比此前的两部长篇，《裂缝》的叙述语言
更加生活化，这不仅和故事发生的地点——成
都及周边城市的人文环境相得益彰，而且极度
贴合人物表达，尤其是在社会边缘小人物的塑
造上，获得了极大成功。无论是艰难讨生活的
瞎子一杭，还是濒临破产边缘的游乐场老板老
胡，或是心智不全的“偷盗三人组”，他们的插科
打诨、嬉笑怒骂不仅展现了川渝人民幽默积极
的生活态度，也深刻触及了庸常生活中普通人
的辛酸无奈。刘洋的科幻创作深入生活细节，
建立在真实的生活之中，令读者极富代入感。

书人书话

♣ 碎 碎

为什么要不断地去远方
《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是一个很奇特的

文本。它的写作形式，它的结构，作者对世界
的观察和对世界的呈现方式，都非常有个
性，非常细腻，超出了我对这类行走文学的认
知和既有阅读经验。也让我对作家墨白有了
新的认识。他总能给我们带来出其不意的东
西，新鲜的东西。很有趣，很深邃，很慰帖。

这些年我也去过不少地方，每年寒暑
假，也会带孩子去尽可能遥远的地方。看
了这本书给我一个很大的刺激，就是和墨
白对一个地方的沉潜观察、深度的进入比
起来，我们很多人的旅行都是浮皮潦草、走
马观花、不值一提。我们很多人的旅行都
是流于到此一游，吃喝玩乐，拍几张照片，
发个朋友圈，俗话说的打卡。浮在表面，没
有自我生命的投入和情感的融入。

看墨白写的通过关于青藏高原的一切，
他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他结识的人，甚至
包括他看到并用镜头捕捉的一朵云、一匹
马、一棵树，每一种植物、动物，每一幢房
屋，每一阵风，都融入了他的生命，成为他
内心和情感世界的一部分，是他生命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这不是一部游记。它给予我们最
大的启示和营养，是告诉我们抵达远方的
方式、扩大自己生命的方式、沉顿自己内心

的方式、和世界深度连接的方式。这一点
特别打动我。

书的第一部分，非常奇特的写作，非常
奇特地解锁这个地域和这种异质文化的方
式。墨白通过一个一百多年前的人物，来
到云南的奥地利探险家洛克，以及墨白理
解小说的方式，讲述小说创作的方式，去解
读那里的山川、河流、历史、文化和人。这
种写作非常有趣，也是小说家，一个时刻在
场的小说家观察世界的方式。他的观察，
他对人和事物的理解，都充满小说家的意
味。饱含一个作家对世界的深切的爱，对
人和事物的深度的理解。

毫无疑问，一个人活的深度和高度，决
定了他所能看到的东西，看到的人间万物
的深度和高度。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能
看到怎样的世界。很多我们麻木、忽略、不
在意的地方，可能恰恰是小说家会捕捉和

停留的地方。小说家的行走和他所观察的
世界，无时无处不充满文学的意味、形式的
意味、人文的意味。

第三部分《音乐唤醒的旅程》，是墨白在
行走途中与河南大学一个研究生的通信。
信很长，也像是写给自己的日记。是把收信
人刘一帆作为他对世界诉说的对象，是他所
思所想和一路行程的直接展示。这些信里
有他对写作、音乐、行走的思考，也因为他在
不同地方、场景的变换，行走，挟带着那些地
域的空气的湿度、土地和植物的气息。给人
感觉是湿漉漉的充满水汽和深度思索的行
程。他一方面深深地走进生活，打捞的每一
点滴都是富有意味的生活；一方面又时时地
跳出生活来观察生活，有一种抽离的能力。
它们又是一体的，非常有意思。感觉看这些
信，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成为墨白最亲密的朋
友，走近他的内心深处。

最后一部分以纪录片剧本的方式书写
三江源的野生动物，又换了一种文体。不
同的文体，也是不同的思维方式，是观察世
界的不同维度。

这个书有散文随笔，有书信，有一个小
剧本，因为通往青藏高原的路这个主题统
摄在一起，丝毫不给人违和感。这种融合，
好像是随意的不期然的，妙手偶得却又有
机统一，有种奇妙的连接，给人一种原来书
还 可 以 这 样 写 ，一 种 被 刷 新 被 打 开 的 感
觉。这是独属于墨白的叙事，独属于墨白
的文学创造。

就像墨白在书里所写到的：“我们之所以
总是渴望在路上，或许，就是希冀不断地与偶
然又必然的事物相遇。”你就是你走过的路，
你就是你读过的书。真正有意义的旅行，一
定就像这本书所展示给我们的，深入他乡的
腹地，用自己的双脚走过那里的山川河流，领
略其中的风情万物，品尝当地的食物，与当地
人的生命交融，走进他们的文化，看到人的多
样性与生活的更多可能性；在彼时彼地有新
的参照，更好地看到自己原来的所在。

好的旅行，是对你生命的全面打开，给
你崭新的、异质的生命体验，有生命内在的
刷新。《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带给你的，绝
不仅仅是这些。

艾子带着俩弟子执和通外出郊游，途中口渴，便派弟
子执去讨水喝。执来到一处村舍，见一老者在门口看书，
便上前行礼讨要。老者指着书中的“真”字说：“认得这个
字，给你水喝。”执认着“真”字。老者生气，不给。执空手
而返。艾子又派通前往。 通读“直”“八”二字，得水而
归。艾子说：“通聪明啊！如果还像执那样认‘真’，一勺水
我也喝不上！”这是明代陆灼《艾子后语》中的一则故事。

故事虽属戏说，但其中不乏深刻的哲理，世上的事不
能过于执着和认真，有时还要懂得应变和圆通。譬如

“真”字，认成一个字“真”当然没错，一般情况下可能都这
么认；但在特殊情况下或根据需要，把它认作“直”和“八”
两个字，抑或折成“十”和“具”甚而“十”“且”“八”三个字，
恐怕也都说得通，都没有毛病。

《周易·系辞下》里有句话：“穷则变，变则通，通则
久。”当事物发展到达极限或面临绝境的时候，就要设法
求变，变方能赢得转机，使事物的发展得以通达并进而长
久，这也是成语“穷则思变”的最早出处。道理世人都懂，
并且常挂在嘴边，譬如俗话说，不能一条道走到黑，不要
在一棵树上吊死，山不转水转，东方不亮西方亮，到什么
山上唱什么歌，退一步海阔天空，条条大道通罗马，等等。

俗语“没有卖不出去的豆子”。源于希伯来人卖豆子
的故事。说有个卖豆子的希伯来小商贩，豆子卖不出去，
就发成豆芽卖，豆芽卖不出去了，就育成豆苗卖，豆苗卖
不出去了，就栽成盆景卖，盆景卖不出去了，就把豆苗移
植到土地里，让它继续生长，进而开花结果，收获更多的
新豆子。这恰恰印证了希伯来人的一句名言：“思维致
富。”我们也常说思路决定出路。在 1915年的国际巴拿
马商品博览会上，中国送展的茅台酒起先一直无人问
津。正当大家着急郁闷的时候，有位参展人员灵机一动，
搬酒时故意装作不小心把酒摔在地上，顿时一股浓郁的
酒香弥漫了整个大厅。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茅
台酒在这次博览会上被评为世界名酒，从此声名远扬。

遇到问题是多想想，还是一根筋；是多自问，还是迷
之自信；是用脑子，还是使性子，其结果是不一样的。这
里的关键，是要有问题意识，即怎么样才能解决问题，解
决问题是硬道理，别的都是次要的，或者说都是可以拿来
商量的；再就是思维或思路问题，遇到问题不能直愣愣
的，还要学会拐弯、绕道，学会考虑后果，不能总是习惯于
直线思维，还要学会曲线思维；不能执拗于顺着问题想，
还要学会反过来看，或反思、反证，不能总是习惯于正向
思维，还要学会逆向思维；不能满足于做现有归纳总结，
还要不拘一格、求新立异，不能总是习惯于聚合思维，还
要学会发散思维；不能自囿于一个人想破脑袋，还要学会
多听听别人的意见，“两个脑袋总比一个强。”这是世界著
名数学家爱尔德什的一句名言。

畅销书《思维破局》中说：“只有没想通的人，没有走不
通的路。”爱因斯坦也讲过：“一个人最高的本领就是适应
客观条件的能力。”说到底，适者生存。所以有人说，人生
就是一场拐弯的艺术，这就如不息的川流，九曲十八弯。

当然，还回到故事中，如果那个叫通的认“真”为“假”，
或毫无底线地胡乱地“通”，那恐怕就要另当别论了。

秋高气爽，秋意渐凉，女儿提议自驾去皖北游玩。汽车
沿高速公路向皖北驶去，一踏上皖北的土地，仿佛翻开了一
本厚重而又多彩的史书。

亳州花戏楼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恰逢国庆假期，花戏
楼周围人山人海商贩云集。花戏楼的三绝分别是铁旗杆、砖
雕和木雕。它的正门两侧矗立着两根铁旗杆，每根重达
12000斤，高达16米，直插云霄。铁旗杆上盘踞着一条龙，
形象生动，仿佛要一飞冲天。这两根旗杆上还悬挂着24只
玲珑的铁铃铛，每当清风吹过，铃铛便会发出悦耳的叮咚声，
成为花戏楼的一大特色。二绝是精美的砖雕。花戏楼是一
座三层建筑，上面镶嵌着内容丰富的立体水磨砖雕，这些砖
雕人物栩栩如生、玲珑剔透，展现了古代匠人高超的雕刻艺
术。第三绝是花戏楼的木雕，共有18处三国戏文，人物数百
神态各异，展示了中国传统木雕艺术的魅力。

花戏楼除了“三绝”展示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精湛工艺，还
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彩绘，至今还有一幅彩绘色彩鲜艳，让游
人惊羡。阳光洒在戏楼上，斑驳陆离，似在诉说着往昔的繁
华盛景。曾经，这里锣鼓喧天，戏子们水袖轻舞，唱腔婉转悠
扬，台下看客如痴如醉。如今，虽时光流转，但那雕梁画栋间
的韵味依旧，让人不禁遐想曾经的热闹非凡。

走进亳州曹操地下运兵道，如同踏入一条神秘的时光隧
道。步入其中，阴冷的气息扑面而来，墙壁上似乎有盏盏油
灯闪烁着微弱的光。游客脚步的回声在地道里回荡，耳旁仿
佛能听到千军万马奔腾的声音。这里是智慧与谋略的结晶，
曹操曾在此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历史
的厚重，每一块砖石都见证过金戈铁马的岁月。

淮北的相山公园，青山绿水相依偎。山峦起伏，像是大
地的诗篇。漫步在山间小径，树木郁郁葱葱，鸟儿在枝头欢
唱。就连微风拂过脸颊，也带着花草的芬芳。我们站在山顶
的亭子中极目远眺，城市的轮廓尽收眼底，只见高楼林立一
派繁华，尽显淮北这座新兴城市欣欣向荣的景象。

南湖公园是淮北国家矿山公园的一部分，我们驱车来到
这里，只见水波荡漾，湖水清澈，游船艘艘川流不息，谁能相
信它曾是当年的煤矿塌陷区呢。湖岸边绿树成荫，远处山峦
起伏，长桥卧波。湖边专门修有游人步道，游客们三三两两
怡然自得，享受这颇有杭州西湖景色的美景。

宿州的皇藏峪古老而神秘。山林间树木参天，阳光透过
树叶的缝隙洒下，形成一片片金色的光斑。传说中，刘邦曾
在此避难，为这片山林增添了一抹传奇色彩，“皇藏峪”由此
得名。山中的清泉潺潺流淌，似在弹奏着一曲空灵的乐章。
三角洲公园就在我们住的宾馆附近，汴河穿园而过，树木葱
郁，植被茂盛，道路平坦，是市民们休闲游乐的好地方。

皖北的小吃，更是舌尖上的盛宴。亳州的牛肉馍外皮酥
脆，内里鲜嫩多汁的牛肉馅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淮北的烫面，
细软的面条配上香浓的汤汁，一口下去，满是温暖与鲜香。符
离烧鸡，全国闻名，我岂能空手而归。进店买了两只，一只装入
礼品盒，另一只拿上餐桌品赏。我让饭店老板微波炉里加热，
老板笑道:“您是外地人吧，符离鸡当地人只凉着吃，加热后味
道有变。”外孙女、外孙吃得津津有味，连连称赞。

几天的假期一晃而过。回望皖北这片土地，它的每一处
景色、每一种美食，都编织成了皖北独特的风情画卷，美得让
人沉醉、让人眷恋。

♣ 张福周

皖北的风情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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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

荐书架

♣ 向心愿

《裂缝》：以硬核科幻故事预警未来

人在旅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