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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明庆

山里农家喜吃春
春分过后，乡下的野菜便多了起来，从树头

枝梢到田野地头，到处可见。雪白的槐花，鲜
嫩的香椿，绿灰的茵陈，刚出芽的柳絮。有的
滴翠凝碧，有的娇嫩舒展，真是秀色可餐。

我的家乡位于太行山东麓浅山区，丘丘岭
岭，沟沟坎坎，非常适合槐树生长，从山脚下到
沟岸边，随处可以见到一行行一排排的槐树。
每年 4 月中旬以后，槐树会在春风的吹拂下催
开花蕾，然后长成一串一串、一嘟噜一嘟噜的
槐花，一夜之间像瑞雪尽染枝头，真有“忽如一
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意境。田野里，
山坳间，沟底中，到处氤氲着槐花的芳香。这
个季节里，槐花是很好的食材，它含有丰富的
维生素和多种矿物质，同时还具有清热解毒净
血润肺降血压防中风的功効。

槐花的食用方式很多，我们乡下最常见的
有凉拌和蒸菜的吃法。凉拌就是把槐花洗净，
用开水焯一下沥干水，加盐醋味精香油等，搅
拌均匀盛到盘里，一道美味的菜肴就做成了，
吃上一口，清爽香甜。如果邀请几位诗友，盘
腿坐在槐花开满枝头的槐树下，把酒临风，吟
上 几 句 唐 诗 宋 词 ，猜 上 几 拳 枚 ，你 会 飘 飘 欲
醉，真能体会到诗仙太白斗酒诗百篇的感觉。
另一种吃法就是蒸菜。将采摘的新鲜槐花洗
净后晾成半干半湿的状态，拌上适量的面粉，
放上盐葱花姜末等搅拌均匀，然后上笼蒸，蒸
上十几分钟，等到香气四溢时出笼。我们老家
把这蒸菜叫“疙捞”，吃时蘸上蒜汁，吃在嘴里
又绵又酥，甜丝丝，香喷喷，回味无穷。这种

吃法在我们乡下最流行，因为口感好又挡饥，
既可当主食又可做副食。

吃香椿是一种奢侈，因为香椿只有前三茬
最好吃，且每次只能采摘到很少的数量。老家
的院墙外长着一棵香椿树，树干已超过房顶，
每年春分过后，枝头都会发出嫩芽，这时母亲
总会催我攀上树头采摘，扒了一茬又一茬。把
嫩黄嫩紫嫩红的香椿细芽扒下来，母亲会把这
些香椿细芽淘洗干净，细心地切碎，拌上香油
醋细盐，调成一盘凉菜，等着收工回家的父亲
一块吃。这时春天的气息会随着切碎的香椿
四溢，满屋满院都是春意浓浓。

香椿炒鸡蛋对农家来说是一顿大餐。春
天 只 有 来 了 客 人 或 亲 戚 才 能 吃 上 香 椿 炒 鸡
蛋。把采摘的嫩香椿芽洗干净，用开水烫一
下，捞出放入冷水中使其变冷，然后再捞出沥
干水切成碎末，将鸡蛋磕入碗中，加入香椿碎
末 盐 料 酒 ，搅 成 蛋 糊 ，炒 锅 放 入 油 烧 至 七 成
热 ，将 鸡 蛋 糊 倒 入 锅 中 ，这 时“ 嚓 ——”的 一
声，一股袅袅的炊烟会从锅中徐徐升起，炊烟
慢慢地延着厨房的墙根向上爬走，然后透过窗
户的缝隙跑到院中，鸡蛋的清香和香椿的浓香
会弥漫在整个农家小院，院外街上行走的路
人，不用进门准能猜到是谁家在做香椿炒鸡
蛋。锅里的蛋糊要来回翻炒，炒好后装入盘
中，鸡蛋的金黄裹着翠绿的香椿，黄绿相间，
让人喜欢得不忍下口。

记得有一年，姥姥家一个远房的舅舅来我
家串亲戚。这个舅舅五十来岁，光头，满脸的

皱纹像山坡上的梯田，手很粗糙，手背像榆树
皮，留着一攥山羊胡须，上身穿一件掩襟的棉
袄 ，胸 前 有 好 多 饭 点 点 ，下 身 穿 一 件 大 裆 棉
裤。母亲说这个舅舅很命苦，他很小的时候父
母就不在了，他是跟着叔叔长大的，由于家庭
条件不好，一直没有寻上媳妇。母亲对娘家人
到来当然要热情三分，赶忙招呼我上树采摘香
椿，一再嘱咐要挑选最嫩的采摘。母亲把煤火
捅开，放上小炒锅，倒上油，又从桌子下面拿出
三个土鸡蛋，和刚采摘的香椿一起，炒了一碗
黄澄澄裹着绿油油的香椿炒鸡蛋，又麻利地用
白面擀了两大碗面条，煮熟后端到舅舅面前。
舅舅一再推辞不吃，母亲多次劝说，舅舅才拿
起了筷子，不一会儿工夫，两碗面条就入肚了，
我看到舅舅狼吞虎咽，胡子上都沾有不少碎鸡
蛋。舅舅临走时，母亲又让我去采了一把香
椿，连同家里仅有的四个鸡蛋让舅舅一块带
走。母亲拉着我的手把舅舅送到村口，直到看
不见舅舅的身影，我们才回来，母亲对我说：

“这一把香椿和几个鸡蛋你舅舅不知道舍不舍
得吃？”

如今，家乡大规模种植了香椿树，山里人做
起了香椿生意，产量也不断增加，一斤香椿可
卖到三四十元，季节一到，前来订购香椿的人
成群。香椿变成了商品，真是一把香椿饱了城
里人的口福，鼓了乡下人的钱包。

茵陈是廉价的春菜。每到春天，山沟河滩
地头随处可见，在疏松的黄沙土上面它最早绽
放，颜色灰绿，闪着金属的光泽，样子酷似菊

花，贴在地皮上，下面是隔年的尘地草屑，上面
是暖暖的阳光。茵陈二月份最好吃，“二月茵
陈三月蒿，五月到来了把柴烧”，到农历三月，
茵陈就长成蒿草了，有一股薄荷的味道，是牲
口的饲料。茵陈可凉拌，可炒肉，我们乡下人
经常用它蒸窝头。将嫩灰色的茵陈洗净沥干、
切碎，用新鲜的玉米面和面，加上适量的盐、五
香粉，有条件的可以加点打碎的花生仁，捏成
头尖身大腹中空的窝头，上笼蒸半个小时到四
十分钟就可出锅下笼了，一股清香扑鼻而来，
吃在嘴里，玉米面的松软沙酥、茵陈的嫩爽清
香让你回味很久很久。这种农家食品，既可当
饭吃也可当药吃，据《中药材本典》记载，茵陈
窝头对急性黄疸性肝炎有一定的疗效。

柳絮在河岸边随处可摘，趁嫩随手采一把
就够了，采多了就奢侈了，别人会说你“暴敛
春色”。带着嫩黄的柳叶，淘洗干净控水，拌
面 拌 鸡 蛋 ，放 盐、大 料 粉 ，搅 拌 均 匀 ，坐 锅 热
油，挂着面糊的柳絮旋转入锅，一圈又一圈，
直到面糊发白起细泡，即可翻转，将火调小焙
至发黄，再翻转一下，一两分钟后出锅装盘。
吃吧，那真是一个嫩香、清香、热香。趁热蘸
一筷子烧了麻油的醋，那无敌的香气中就透着
一股酸爽。

春光正好，踏青正当时，不妨走出家门走出
城市，走向田野走向山岭，走向多姿多彩的春
天，感受一下明媚的春光，呼吸一下新春的空
气，顺手捋一把树叶，顺手挖一把春菜，饱饱口
福，不要负了这个美好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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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济源因水而生，因文化而兴。在
灿烂如星的历史文化中，位于城西北角的龙潭
寺就是其中的一颗璀璨明星。

龙潭寺也称延庆寺，坐落于济水西源龙潭
岸边，始建于唐垂拱三年（687年）。鼎盛时期，
寺院建筑达二十余座。院中有一座北宋景祐
三年（1036年）建造的舍利塔，巍峨挺拔，优美
壮观，2006年 6月被确定为全国文物保护单
位。听老一辈人讲，古时龙潭泉水充沛，水面
浩大，每逢阴历十五月圆之夜，泉声寺影，塔月
相映，如诗如画，便有了济源九景之一“龙潭夜
月”之美景。

从史料中得知，济水的发源地位于济源境
内王屋山上的太乙池，在地下向东潜流七十余
里，到龙潭和济渎庙从地面涌出，形成珠（济
渎）、龙（龙潭）两条河流向东，最终百折入海。
而珠龙河就从我们村（碑子村）中穿过，蜿蜒向
东，孕育万物，润泽乡村。我的小学、初中都是
在本村上学，学校后面是操场，紧挨着的就是
珠龙河。儿时的记忆中，河水清澈，时有鱼虾
在河水中游弋。到了夏季，还不时有人在河中
洗澡嬉戏。

如今的龙潭寺已经被天坛办事处打造成龙
潭公园，秀丽的园林风光，丰富的文化内涵，吸引
了许多游客前来观赏。来到龙潭寺门口，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高大的牌坊，牌坊上红色的门联
格外引人注目：“更倚云岩构兰若，直疑风物胜江
南。”这副门联选自北宋宰相富弼的《题龙潭》：

“乱山深处一龙潭，竹削琅轩水泼蓝，更倚云岩构
兰若，直疑风物胜江南。”从诗中可见古人眼中的
龙潭比江南还要美。

让我感到羞愧的是，作为地地道道的济源
人，对龙潭文化却一无所知，少时仅存的一点印
象是知道那里曾经是一所学校。后来大嫂在化
肥厂上班，有时周末我会骑着自行车去大嫂那
儿看望小侄女。路过龙潭学校，也不曾觉得那
儿的风景有多么美，只是远远就能看见矗立的
一座佛塔。后来参加工作，更是“两耳不闻窗外
事”，对济源本土文化知之甚少。

对龙潭的了解，是近几年看到的一些关于
龙潭的文章，优美的文字、真实的历史故事都在
吸引着我去探寻，去了解。

过了牌坊往里走，在甬路两边竖立着四尊
铜像，分别是陈省华和他的三个儿子陈尧叟、
陈尧佐、陈尧咨。从文字介绍和讲解中了解到
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阆中陈省华任济源县
令，因见龙潭风物之美、潭水之奇，举家迁居延
庆寺西佛院。在陈省华夫妇的严格教育下，陈
氏三兄弟通过自己的努力，先后科举及第，长
子、次子状元及第，为将为相，勤政爱民，造福济
源一方百姓，传为美谈。陈家后世子孙为感念
祖上的德行，在寺院内建有四令祠堂，北宋大
史学家司马光亲自作了《四令堂记》，对陈省华
的家风家教大加褒奖。陈家良好的家风、儿子
们自律、刻苦读书的精神让我肃然起敬。更想
不到的是，初中时学习过的古文《卖油翁》中的
故事竟然就发生在此。文中主人公正是陈省
华的三儿子陈尧咨。

延庆寺寺门紧锁，无法进入院中一睹舍利
塔和四令堂遗址的风采，但内心已经足以感受
到千年文脉的深远和厚重。

寺院西侧就是济水西源龙潭，也叫老海眼，
汩汩清泉涌出，泉水清澈见底，波光粼粼。龙潭
之所以叫龙潭，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据说在很
久以前，龙潭周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天上降下
的一条龙落到了潭中，泽被一方。此时，不仅想
起刘禹锡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
龙则灵”。虽然现在的龙潭湖是人工注水，但有
了水，整个园子就有了灵气。古寺塔影倒映水
中，如诗如画的景象，让人流连忘返。我想，如果
在华灯初放时欣赏龙潭夜月的美景，肯定是另
一番诗意。

占地三百余亩的龙潭公园，有桥有水有长
廊，更兼古塔古寺古文化。在杨柳青青、梅花
朵朵的姿容里，焕发出勃勃生机。一步一景一
画卷，移步换景画中游。生活在这如诗如画、
风光旖旎、独具魅力的山水灵秀小城中，能不
惬意吗？

人与自然

♣ 宗志霞

乱山深处一龙潭

荐书架

♣ 孟小书

《饿兔子跳》：展现女性困境与自我救赎

电影《涉过愤怒的海》凭借精彩的情节、深刻的主
题以及黄渤、周迅等主演的出色演绎，收获票房佳绩和
出色口碑，成为年度话题之作。这部电影也让更多人
认识了原著小说作者老晃。展现女性困境与自我救赎
的老晃新作《饿兔子跳》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

曾为电影杂志主笔、知名影评人的老晃，2015年
起涉足小说创作，推出了《蚀骨塔》《涉过愤怒的海》等
备受好评之作。长篇新作《饿兔子跳》是一部欲壑难
填、扑朔迷离的人性之书，鲜明地承继着作者一以贯之
的小说观念和美学理想。

一个虚拟网名“饿兔子跳”背后的欲望与谎言，一
段来自暗夜的监控视频，一起扑朔迷离的少女失踪案，
一个孤悬海上的小岛，一次自我救赎的冒险……《饿兔

子跳》的故事由此展开。该作展示了虚拟世界的人际
风险向现实世界溢出的完整过程，淋漓尽致地展现了
凶案悬疑类小说扣人心弦的情节魅力。

在叙事手法上，《饿兔子跳》采用回忆与现实双线交
织的叙事方式，让读者为女大学生阮冬冬安危揪心的同
时，也深入了解女主人公阮金并感受她的内心世界。这
种巧妙的叙事方式不仅增加了故事的层次感和丰富度，
还让读者更能沉浸其中，与角色一同经历喜怒哀乐。

老晃犹如一个孤独的猎手，在平静如水的日常生
活中开掘和勘探着波澜不惊的故事之弧，他的叙事层
峦叠嶂而峰回路转，充盈着悬疑魅力，既有寒冰般的凛
冽荒寒，又不乏春风拂面的温暖动人。据悉，这部小说
影视改编正在推进之中。

郑州地理

♣ 贾国勇

我在郑州赏牡丹

郑州大学校园内天健大道边有一处袖珍型的
牡丹园，里面种植了上千株的牡丹，花开时节，花
朵的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样样俱全，往往赢得很
多人的观赏。举家迁来郑州后，居住的社区与郑
州大学为邻，我和夫人常一早一晚进校园去散步，
对牡丹园内的牡丹一举一动都非常关心。可以
说，从牡丹花含苞欲放到完全绽放，每一个变化全
被我们尽收眼底。

牡丹花还是花骨朵儿的时候，就像怀孕待产
的妇人，饱胀得马上就要破裂似的，一道道的淡
粉、洁白、紫红等颜色在花骨朵上显现出来，就像
是孩童玩的七彩琉璃珠，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射着
璀璨的光芒。过不了多长时间，或许是一夜的工
夫，牡丹花骨朵就争先恐后地开放了，这个时候再
去牡丹园，你会发现刚刚绽开的花骨朵上仅有两
三片的花瓣，却可以让人感觉到生机勃勃；完全绽
放的花骨朵儿像考了百分成绩的孩子，露出灿烂
的笑脸，高高地举着成绩单，热烈欢迎着每一个欣
赏者。或许是一阵春风，或许是一夜春雨，牡丹花
就会彻底地绽放开来，其花朵娇艳饱满，花瓣重重
叠叠，花色更是数不胜数。课间的时候，大学学子
会三三两两地来到牡丹园赏花拍照，有侬语悄悄
相依相偎的情侣，也有欢声笑语喜气盈盈的同学，
牡丹园内变得五彩斑斓，春光无限，这里确实是郑
州大学不应该错过的一道风景。

前年，我在郑州绿博园一墙之隔的社区买了
房子，准备做养老之所。郑州绿博园内的牡丹园
内有 5万株牡丹，主要特点是花大、色艳、型美，花
期较长。每到花期，菏泽园内牡丹竞相盛开，花色
各异。有十样锦、海黄、岛锦、花王、绿幕隐玉、乌
金耀辉等十几个品种，它们不约而同地或盎然怒
放，或绽放花苞，在绿叶的映衬下格外娇艳美丽；
花型有单瓣型、菊花型、荷花型、绣球型、蔷薇型多
个种类，其花朵硕大艳丽，花色丰富多样，冠绝群
芳。当几万株牡丹婀娜绽放的时候，不仅仅吸引
了许许多多慕名而来的游客，还有成群结队的蜜
蜂前来采蜜，为整个绿博园园区增添了独特的风
韵。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绿城”。作为
郑州市牡丹芍药花展的主会场，郑州植物园、市人
民公园、碧沙岗公园内的牡丹都值得一看。郑州
植物园内栽植有牡丹400个品种、4万余株，有红、
白、粉、黄、紫、蓝、绿、黑及复色九大色系，单瓣、荷
花、皇冠、绣球、菊花、蔷薇、楼子台阁、千层台阁八
种瓣型。不仅有贵妃插翠、青龙卧墨池、豆绿等国
内牡丹精品，还有日本的花王、圣代，美国的海黄、
金晃等海外精品，可以说就是一座牡丹大观园。
人民公园的牡丹也不含糊，包括姚黄、魏紫、二乔、
洛阳红、豆绿等牡丹，进入盛花期后，雍容华贵的
牡丹花在微风中身姿摇曳，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
欣赏。碧沙岗公园的牡丹园非常有特色，五个种

植池经匠心雕琢，犹如盛开的牡丹花瓣，与中央形
如牡丹花蕊的种植池交相辉映。这里的牡丹红色
热烈如火，白色纯洁如雪，令人陶醉其中，流连忘
返。

喜欢牡丹，就和牡丹结下了很深的缘分。今
年春天，儿子给我送来几株菏泽牡丹苗，我把它们
种植到楼前的小花园里。牡丹开放时，我发现里
面竟然有一株姚黄、一株魏紫。其中，姚黄像一位
汉子，高高地站立，碧绿色的叶儿，金黄色的花朵，
颜色的反差带来欣赏之美。姚黄之美还在于它的
气宇不凡，黄色的花朵彰显着帝王的气魄，挺拔的
身姿更像是一位俊美的王子，和姚黄对视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它身上带来的霸王之气，山河之美；而
魏紫则像一位美丽的姑娘，比起姚黄略低，低出了
温柔之美，其风姿绰约更让人叹为观止。魏紫的
花朵同样是层层叠叠非常厚实，春风吹来，枝摇花
动，花瓣儿就跳起舞来，如同唐宫乐舞中那些丰腴
的舞女，穿着百褶长裙飞扬。

“偶然相遇人间世，合在增城阿姥家。”出自唐
代文学家刘禹锡诗《思黯南墅赏牡丹》中的这两句
诗，道尽了偶遇牡丹的欣喜之情。面对妙手偶得
的姚黄魏紫，我心中更有说不尽的欢喜，把朋友邀
请过来赏牡丹，给他们讲述我与牡丹的故事，对大
家说，如今我要做一位灌园叟，陪伴这两株姚黄魏
紫，享受幸福的退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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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慧根

红 梅

一边亲吻流年 一边解锁春天
我如一位歌者
在城池之间温润而感伤
深情而深刻

我和你们在蓦然回首中相遇重逢
是内心的斑驳 这座城市的街巷与灯火
还是一地的落英缤纷 树影婆娑

可以琉璃房中咖啡 书香
也可以在谈笑中春风荡漾
可以明灭于光阴做个深呼吸
也可以沁人心脾于芬芳
与希望再重新出发

岁月的风吹绿身体的枝丫
催促自己要向上生长
一边守护血液 守护温热的生活
一边守护魂魄 守护温润的精神内核

♣ 吴相瑜

留住春天的模样

♣ 杨水林

春分（外一首）

昼与夜的角逐
在你的注视下
握手言和，平分光阴
挽着春光一道撒欢

春分麦起身，肥水要紧跟
春管，春耕，春种
土地尽情上演着人欢机鸣的话剧

田埂上，村庄里，谷垛旁
人们簪花饮酒
把春宵醉成软软的柳丝
依在圆月的门扉
顾盼流连，兀自风情

清 明

当杜牧的羁旅愁绪
被晚唐的春雨打湿
被杏花村的酒旗招引
你就带着忧郁的色彩
和祭祖怀远发生了某种关联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
家家户户插柳枝
男女老幼戴柳冠
踏青的人们
在感念先祖的追思中
把阴邪之气阻挡体外
沐浴吉祥之光
走进暮春时节

梨花风起正清明
你的调色盘
让一个季节的表情丰富多彩
而耕耘
则成为一切风景的主体
让日子丰盈 岁月可期

一抹一抹的嫣红
与阳光一道
回到前世的自己
不用白雪 也不用春雷
画眉鸟敲着锣鼓出门
也只是给季节助兴
有穿村而过的河流就够了
水影里的梅萼是流动的

站在树下 拍一张春分的萌动
手臂 摆脱了时间的束缚
怎么放都那么舒展
任何一个瞬间都在拉长景深
梅萼 则会分开昼夜
带着独有的幸福编码
解锁想象之外的滋味

梅的底色 从黄土地溢出
与阳光的善念交融
无论身外风云怎么变幻
或是更换着方法剪辑
拼出魅力的模型 也只能
引来一场又一场的大笑
用双手抱紧坚硬骨骼
站在红梅的光芒下
心跳是那么踏实

当鸭子划过湖面的一片涟漪
东风正在把一根根柳枝柔软成一抹抹嫩绿
候鸟欢快地啼叫着迎春花的绽放
返青的麦苗映衬着蓝天白云
粉红的桃花
已酿成美酒的味道
三月的季风
裹挟着春雨淅淅沥沥
踏青的人们采撷着一枚枚春天的影子
蓝天下飞翔的风筝
正品尝着蜜蜂的花蜜

♣ 尚纯江

春天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