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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和同事们出外就餐， 在一个女同事推荐的较干
净的饭店落座后，服务员小姐就殷勤的递上了菜单，菜单
上的“汤类”一栏里，我看见了“荠菜肉丝豆腐羹”这道美
味，眼睛豁然一亮，便如获至宝立即点了此汤，静静地等
着此汤的到来。不大一会儿，羹来了，称其为羹？还是汤合
适些吧！薄薄的勾芡，略略泛黄的荠菜切得极碎，极细，不
需要切得很规则的豆腐都切得极其规则地摆放在其中，
肉丝呢？ 噢，不是肉丝了，是肉丁！ 这是荠菜肉丝豆腐羹？

就在同事们都说味道不错的时候，我拿起调羹，舀了
小半调羹，送入嘴里。 片刻，我对同事们说“这是什么？ 荠
菜肉丝豆腐羹？不是！你们也都该吃过此羹吧？这是在糟
蹋美食！”我站起身来，径自向此家饭店的厨房走去，我要
看看这道羹是出自哪位“大厨”之手！ 厨房门口就看见一
个瘦瘦的“大厨”正在边烧菜边和其他的厨师们谈笑着，
都是一口地道的北方口音，原来都是一群北方厨子，怪不
得这么不解南方的风情！

“先生你们的菜正在烧呢，请你稍等。”一个跑菜的男
服务员说道。我退出了“厨房重地”，慢慢地落座在自己的
座位上，再也无心举起筷子了。

是啊， 一道经典的南方家常菜由一个来自北方的厨
子来做自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同样一个南方
的厨师也是无法做成北方的名菜的， 因为做的菜里总带
着南方的情结和口味，这恰恰是大忌！更不会烧得好北方
的一道普通的家常菜了， 因为家常菜是各家遵循着默认
的一个规则经过“千锤百炼”几代传世下来的，味道大都
相同，偶有小小的创新也决计不敢对其改头换面的！因为
这是经典！谁如果这样做了的话，那么就要借用满清时的
一句话来讲了，为“大不敬”也。

别以为烧一大锅子我就可以美食甚至是饱食一顿
了，因为我外婆是“光荣妈妈”，当时响应党的号召我妈的
弟兄姐妹们生养了十几个呢！ 当然不可能我那么多的娘
舅和阿姨们都会在场吃饭的，毕竟有的已经成家，有的也
是远在千里之外了，但是就是这么“一小股残余部队”也
是骇人的！我小娘舅、小阿姨、二阿姨、小舅妈，小姨父，表
弟，表妹，表姐，表哥等加上我和外公还有外婆，有时还有
我妈就这么多人在一张饭桌上吃饭！所以，那时对荠菜肉
丝豆腐羹的印象是模糊的。

热气腾腾的荠菜肉丝豆腐羹，放在汤碗里上桌时，待
要看清时，就看见数十根调羹上下翻飞，一会儿就使得汤
碗见了底，没事，等第二碗吧。待得第二碗上来时，我便配
合得站起来参与“争夺”的队伍，怎奈人小手短，捞得可怜
的半调羹回来已是不易啊。

罢了，每每此时，我便罢手，小手撑在桌子上，托着我
的小腮帮子看他们那副急相，那副吃相，那副嘴脸，每每
都会大声发笑，然后他们都会惊奇地看看我说道：“阿青，
在笑什么？ ”没有人知道我在笑些什么，以后他们也就见
怪不怪了，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我晚餐时，必要大声发笑
的惯例了。

乾隆下江南时，曾吃到这两道名菜，“金香白玉开”和
红嘴绿鹦鹉”你们可曾猜到是哪两道菜？ 聪明的读者们。
对了！就是豆腐和菠菜啊，乾隆爷对这两道菜是赞不绝口
啊，即刻封为天下美味！ 他要是尝到荠菜肉丝豆腐羹呢？
新鲜野荠菜香和鲜会敌不过菠菜？

母亲做的荠菜肉丝豆腐羹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美味！
母亲的厨艺得到了外婆和我父亲的真传再加上自己的创
新于是独树一帜，母亲的这道菜我是百吃不厌的！ 翠绿的
野荠菜，雪白的豆腐和细细的肉丝，翠绿的荠菜陪衬着切
得大快的白白的豆腐，就是看上一眼也会食欲大增的。

荠菜肉丝豆腐羹端上桌子了，于是我就会用调羹去舀
些出来到我的小碗里，舀的时候当然是想荠菜也要、豆腐
也要、肉丝也要往往不能如愿，于是便决定先舀豆腐！豆腐
挺大块的，小心翼翼的行动，生怕由于动作幅度大了搞碎
了豆腐，若是这样心里会很不舒服的，然后弃用调羹改用
筷子来搛荠菜和肉丝，一切到位后，开始品尝了，野荠菜的
清香和鲜，豆腐的滑嫩和滚烫，这里可要说明，吃豆腐时切
忌心急！不然，一小块烫豆腐滚落下肚，就会使你“烫心，烫
肺，烫肚肠”了，新鲜的猪腿肉切成的细肉丝，鲜鲜的有嚼
头，热、香、鲜、嫩、滑、柔、还有嚼头，美妙极了，美味极了。

下班到家，饥肠辘辘，一碗热气腾腾的荠菜肉丝豆腐
羹下肚后，可以吃得你会暗自发笑！ 满面红光，于是便会
和家人谈笑风生，不文雅的一些老兄还会“宽衣解带”松
松那个皮带扣子，呵呵，美食的力量啊。

神赐予我们食物，让我们的生命得以延续，我们怎么
来安排神赐给我们的食物呢？只要吃饱？胡乱的烧烧？随
便的煮煮？ 在原始社会我们可以当仁不让的这样做！ 但
是，现在是 E 时代！ 讲究个吃好和穿好还有住好等等，你
难道还不明白美食的力量？

荠菜肉丝豆腐羹
余 晴

天冷了，天空越来越空
像一些落魄的故事没有了皈依
像一个失足的浪子离开了家乡
像一条离开了农夫怀抱的蛇

一条赤着脚踝又一些疲惫的
对冬天不怀好意的母兽
以打霜的姿势凝望这个世界
打开河流 又关闭河流

我听见被尘世冲刷过的雨雪
发出白花花的孤独的声音
我看见一个花白的老女人
坐旧了整个乡村的黑

天冷了 心灵越来越空
被霜雪打过的冬天容易生病
那些失魂落魄的陈年往事
只能乱七八遭地丢在生活的低处

冬天的沉默会把你带入回忆之中
某些不寻常的温情

不是被别人拒绝 就是被自己拒绝
春天只能渴望 但不可靠

只能怨自己的肉身太薄
无法抵挡多年积累下来的寒冷
这个消瘦农妇的腰身无法捆住
一身至死不休的慢性疾病

对于穷人来说 越来越空的冬天
就像到处打滑的乡间小路
就像赤手空拳挣扎的人生
无声、空旷、漫长、无所依……

一个人的深山
慢慢喝一杯淡茶
如一个刚剃度的小和尚

走在一条羊肠小道
以一颗皈依的心

古寺的钟声袅袅
如一只鸟儿啄洗羽毛
没有什么打扰它们
悄悄录入大树的年轮

我深坐在深山里
无须思考与这个世界的距离
如一个快乐的盲人
走入一个多雾的秋天

可以一分一秒让岁月度过
可以一片一叶让秋天回归
像一个散淡的迷路人
不急于找到归途

撇开所有的人情
丢掉所有的虚荣
小风与大风
都是世间的空相

伤冬辞（外一首）

邹晓慧

春风送暖，大地回春。看着广场上空满天飞舞的风筝，我
的思绪，也随着它们飞向了少年时放风筝的美好时光……

少年时没有钱买风筝，风筝都是由大舅手工制作的。
风筝的样式也比较单一，一般都是左右对称的菱形风筝。
大舅找来一段长竹片，根据需要削成长短不一，竹筷粗细
的圆柱形竹条，经过规律摆放、捆扎，一个菱形的风筝骨
架就完成了。两面糊上报纸，用毛笔在上面描上两只毛茸
茸的大眼睛，再系上一根草绳尾巴，在规定的位置扣好拉
线，一个菱形风筝就大功告成了。

大舅做的菱形风筝有方桌大小，拉风筝的长线，是农
家插秧时用来拉行距的粗尼龙绳。这种大风筝，只有等到
风大时才能放飞。放风筝的主角，一般都是由大舅亲自担
任。 放风筝的场地，是村后数百亩开阔的麦田。 春天的小
麦不怕压，风起的时候，大舅拉着尼龙绳，我托着风筝，在
大舅一声“放”的指令中，急速地向上抛开风筝，大舅迎着
风，向前奔跑着，他边跑，边放着手中的尼龙绳，线轮“扑
簌簌”地在风中响动着。

“哦！ 上天啰！ 上天啦———”风筝在我高亢的叫喊声
中，迎着风，朝空中奔去。 慢慢地，大舅停止了奔跑，他的
眼睛死死地盯着风筝，就像猎人，看着猎狗追逐被射中的
猎物那种神情。 他不住地摆弄着手中的尼龙绳， 时而收
紧，时而放松，那翱翔在空中的风筝，在他的手中，像被驯
服了的猛兽，乖巧地御风飞翔着。 那草绳做的尾巴，随风
摇摆着，逐渐变小，最后变成了若隐若无的一条细线。

偌大的风筝，在空中变成了书本大的方块。那两只大
眼睛，到了空中却突然有起了神来，在春风的吹拂中，风
筝仿佛有了灵气，好似一副带着长尾巴的小丑脸谱，滑稽
地上下移动着。 我分明看到，那两只毛茸茸的大眼睛，正
笑眯眯地看着地下欢呼雀跃的我。每当这时，大舅会把手
中的尼龙绳转交给我， 并嘱咐我要使劲地拽住空中的风
筝。 记得有一次，我出神地看着天上飘舞的风筝。 我思忖
着，它是否本来就属于空中？ 到了空中它就长起了翅膀？
它是否会从此飞走呢？我正想着，突然手中的尼龙绳被风
筝拽了回去。 顿时，风筝像脱了缰的野马，在蓝天中奔腾
着。我和大舅昂着头，盯着风筝的方向，拼命地奔跑着。我

们踏过了麦田，越过了畦背，跨过了垄沟，跑掉了鞋子，直
至它被刮到了一棵大树的枝桠上才休止。

我和大舅费劲周折，才把它从大树上摘了下来。我们
对它有种独特的情愫，因为，它在我们的眼里已不单单是
一只风筝，我们已经把它当作了我们最要好的伙伴，探访
蓝天的伙伴。

现在的风筝已不再是什么稀罕之物，每年春天这个时节
的广场，琳琅满目的风筝，会飞满蓝天。 只不过，现在的孩子，
早已没有那亲手制作风筝的体验与奔走麦田的那种欢畅了。

放风筝的美好时光
徐志俊

三月五日，惊蛰。少年时在农村，惊蛰这一天，我最喜
欢干的一件事就是给果树嫁接。老人们说，嫁接这项工作
选择在惊蛰这个时间点最合适。要是早了，植物都还在休
眠状态，嫁接的枝条会被冻死。 这就如同谈恋爱，两个人
没感情，是撮合不起来的。要是迟了，春暖花开，树木抽枝
长叶，“恨不相逢未嫁时”，嫁接的成活率也很低。 所以从
那个时候开始，我深深地记住了惊蛰这个节气，感觉它很
特殊。

开年有春节，惊蛰被称为是二月节。 《月令七十二候
集解》中说：“二月节，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 是
蛰虫惊而出走矣。 ”植物也是这样，春雷一震，植物苏醒，
欣然接纳外物，所以嫁接也就容易成功。

打雷是这个节气最典型的特征。 也许冬眠中的小动
物们正睡得酣畅呢，气温上升一点也无妨，大不了由原来
怕冷的蜷缩样子现在改为全身舒展地躺平而已。 但雷声
一响，就不一样了，那是当头棒喝，就像孩子听到了严父
责令起床声，逼着你要一骨碌爬起来了。

惊蛰一声雷，也将诗人的激情唤醒了。贾岛在《义雀行
和朱评事》中写道：“玄鸟雄雌俱，春雷惊蛰余。 口衔黄河
泥，空即翔天隅。一夕皆莫归，哓哓遗众雏。双雀抱仁义，哺
食劳劬劬……”惊蛰了，鸟儿们都活跃起来了，两口子同心
协力，辛辛苦苦地养育下一代，这场面也够感人的。

鸟儿们忙开了，人更不能闲着。同样是唐代诗人的韦
应物作有《观田家》一诗，“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

几日闲，耕种从此起。”惊蛰是农事开始的起点，
一年春作首，农业社会，也许只有到了惊蛰，人
们才真正将一年的事情铺排开来！

雷是这个节气的标志， 所以古诗中写雷的
为多。 宋人仇远在《惊蛰日雷》中说，“坤宫半夜
一声雷，蛰户花房晓已开。 野阔风高吹烛灭，电
明雨急打窗来。”打雷又刮风，看起来惊心动魄。
宋人张元干作诗说，“老去何堪节物催， 放灯中
夜忽奔雷。一声大震龙蛇起，蚯蚓虾蟆也出来。”
此诗尤其是后两句写得虽通俗，但却耐人寻味，
大大小小的动物们都出来了， 这个世界从此开
始热闹了。

我大姐夫以前一直在外务工，但不废吟哦，
可以算得上是位乡村诗人。去年这个时候，他作
了《惊蛰感吟》一诗，“闻来此日有雷霆，草木萌
芽待雨青。唤起人间栽万树，留将后辈作凉亭。”
对了，惊蛰日种树也是一种习俗，此日栽树易成
活，与前文说的嫁接是一个道理。

惊蛰诗中万物萌
梅子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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