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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家楼的味道

唐家松

真的，谁也没有想到，时隔半个
多世纪———

2014

年的秋天， 巴家楼
又一次名声大振， 十里八乡的乡亲
们羡慕极了。

第一次名振十里八乡是
1963

年。这一年的秋天，巴家楼一个叫方
运江的年轻人， 县高毕业参加高考
时，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武汉大学。据
说，这一年高考，素有“大别山下状
元县”之称的商城，就只考上了两名
本科生。

1963

年的前几年， 正是建国初
期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这期间，

豫南大地发生了“信阳事件”，很多
人让饥饿夺走了生命。 方运江的母
亲没能幸免， 也在这场大饥饿中去
了天堂。

方运江的继父秦叔， 个子不高
但很有力气。 他从山上挑下来的一
担柴禾，和他同龄的人需分两担挑。

秦叔说，其实，每次挑柴禾回来也觉
得很累。秦叔会钓甲鱼，烈日炎炎的
盛夏中午，他找一个僻静的水塘，把
插有树枝的竹篱笆青棚放在塘坎子
上，自己躲藏在里面，用一根竹竿把
变了味的死青蛙挑到水面上。 出来
晒盖的甲鱼追腥逐臭纷至而来，秦
叔就趁其不备， 用另一根绑有锐利
铁钩子的竹竿去钩它们。 功夫就在
这一钩上，出手不仅要快，而且钩得
要准，拉回来要迅速，这中间不能有
丝毫响动，其他甲鱼一旦听到响动，

很快就销声匿迹，最糟糕的是脱钩，

只要有一只甲鱼脱钩， 这一季子你
就别想在这个塘里再见到甲鱼的影
子。秦叔一中午忙下来，在青棚里被

太阳蒸得汗流浃背， 还常常被虫子
叮咬得奇痒难耐。可是，他钓的甲鱼
舍不得吃，全都拿到集市上卖了。是
秦叔的不舍不弃，悉心呵护，才能够
让方运江和同母异父的小妹幸免于
难。秦叔既当爹又当娘，惨淡经营着
小家， 节衣缩食供方运江读完初中
和高中。当然，方运江也是一个懂事
的孩子，理解秦叔的苦心，终于以一
份大红的录取通知书了却了秦叔的
心愿。

由此， 秦叔成了巴家楼家长的
标杆， 方运江成了巴家楼学子的标
杆。 家长苦供和学子苦学成了巴家
楼的传统。恢复高考以来，巴家楼这
个
20

来户的小山村，竟出了
1

个公费
留学生、

6

个硕士生， 几乎家家都有
大学生。

这一次， 巴家楼许是因它深邃
的底蕴， 也或许是因民风的淳厚质
朴，或者其他什么特别因素，被乡里
和村里稍加打造，便成了“新农村建
设示范点”。由此，巴家楼再一次名
声远扬， 不仅吸引来十里八乡的乡
亲们参观游览， 还吸引来县委书记
和县长到此考察。之后，县领导组织
全县各乡镇主要领导来此观摩学
习， 还多次陪同省市领导来此视察
调研。

据传说，清朝初年，巴姓人来此
定居， 为防匪盗就打寨墙筑土楼，

俗称巴家楼。后巴姓人发迹，渐次
迁出巴家楼。接着有丁姓人迁来居
住，渐成一方绅士，建国前丁姓直系
已全部迁出。 巴家楼现在是个居民
组， 有

20

来户人家，

10

余个姓氏，百

十口居民。

巴家楼是我的故乡。 它虽然不
是我的出生地，但它是我的成长地。

我
3

岁的时候， 跟随父母迁居到这
里。我熟悉这里的每一位父老乡亲，

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 我虽然考上
师范后因学习和工作离开了它，但
一直以来， 我无数个夜晚的梦境都
还是在这里。 这里是我不竭的生活
源泉， 我作品人物的生活原型大多
来源于这里， 所描写的景物和背景
也大多取材于这里。 方运江考上大
学时，我还不谙世事，没能感受到那
个时刻被人羡慕的滋味。这一次，作
为巴家楼人， 我是真真切切地感受
到了这种滋味。有一次在公交车上，

我听到人们称赞巴家楼， 我喜滋滋
地说，我老家就在巴家楼。他们立即
投来羡慕的目光，说你巴家楼人啊，

那里建设得真漂亮。还有一次，我在
大街上遇到老家邻组的熟人， 他摇
着我的手说， 这次你们老家又出名
啦，搞得那么好看，你最近回去看过
吗？ 我说还没有。 他说你该回去看
看。我说一定。他又说，所有的山村
都要像那样该多好。我说，不久的将
来就会实现。

过去， 我几乎每个月都要回一
趟巴家楼看望父母。 十年前父亲去
世后，我接母亲和我一块儿住了，回
去就少了。今年清明节前，我回了一
趟巴家楼，先去后山上给父亲扫墓，

刚上山， 就有一股幽幽的清香扑鼻
而来。我知道，这是兰草花开了。顺
着清香寻过去， 柴丛中几株兰草花
艳艳地开着。山上的松树，在春天的

阳光里舒展着枝儿， 枝儿上的松针
翠绿翠绿的。 映山红也一簇一簇挤
出柴丛，显摆着粉红粉红的花朵儿，

虽然不烈，但确浓艳。庄前庄后的桃
花梨花槐花杏花也都争先恐后地开
着。站在高处看巴家楼，它就像五颜
六色的锦缎，铺展在绿水青山之间。

从山上下来后， 我围着巴家楼
走了一圈， 认真地品尝了一回新农
村建设的成果。

巴家楼的房屋都是坐东朝西、

依山而建的，从南到北像一条弧线。

庄前两口大塘， 两条塘埂成一条直
线像一根弦。人称巴家楼月亮地、好
风水。从前，进庄只走两塘交界那一
条路，我们叫它塘坝子。小时候，盛
夏夜晚的塘坝子，是我们的乐园。从
坝上可以溜到塘里去洗澡， 坐在塘
边可以听大人们谈古论今。如今，塘
埂和家家门前全部硬化，小车可以围
塘转，进庄的路变成三条了。塘埂边
安装了太阳能路灯，把夜晚的巴家楼
照得亮亮堂堂。家家门外洁白的外墙
上，或简笔画或名言警句，都变成文
化墙了。 人们自觉圈养家禽家畜，村
庄干净整洁，塘水清澈明亮。过去走
路爱拢着手哈着腰的熊叔，如今也挺
起胸甩开手了。他跟我说，俺大孙子
读研了。那口气，挺自豪的。

站在塘坝子上， 我突然想起我
一个同事常说的一件事。他说，俺们
老家那队长坏得很， 说我们家兄妹
多干活的少，不仅扣我们家的粮食，

还不准我上学， 硬要我给生产队放
牛，我差一点就成文盲了。我仔细想
想，我们巴家楼从来没有这样的事，

分粮食时或从南到北，或从北到南，

挨家挨户地送， 缺粮户的欠款都记
在账本上，没一个人说三道四。

进了庄往南走几家， 是张家的
楼房，过去这地方是小队的队屋。想
起队屋， 我的口水就出来了。 那时
候，每年端午节的前一天，队长都安
排两个人给会炸油条的汤小奶打下
手，炸油条炸糖糕炸麻花，那一整天
我们巴家楼的上空都飘着菜籽油的
清香。虽然诱得我们馋涎欲滴，但父
母有嘱咐， 孩子们不能随便去打零
嘴。一直熬到傍晚，队长一声分油条
喽，我们才敢提着竹筐跑过去。参加
分油条的大多是孩子， 队长按顺序
叫着户主的名字， 这家孩子就把竹
筐提过去， 汤小奶就按队长说的数
装油条。油条是按人头数分的，从来
没有余粮户和缺粮户的区别。 油条
一装进筐，我们就忍不住了，抓起一
件自己喜欢的就吃。汤小奶就说，孩
子慢点慢点，有得吃有得吃。孩子们
一边提着筐往家走， 一边用吃着东
西的嘴应着，嗯，嗯，嗯。中秋节到
了，我们会再一次品尝油条盛宴，当
然这一次香味更浓， 因为这一次炸
油条用的是芝麻油。看到这里，有朋
友会问，咋不一家一户做呢，害得孩
子们那样馋着。朋友，你哪里知道，

大集体那时候， 队长如果把菜籽油
或芝麻油分到户， 谁家还舍得用它
炸油条？

朋友，说了这么多，你品尝出巴
家楼的味道了吗？当然，耳听为虚眼
见为实，要真正品尝巴家楼的味道，

不妨到这里来旅游观光。

人为何这样累

西木

周末回家看父母， 一进门
就看到两岁多的小侄女坐在院
子的小板凳上， 脸枕着手趴在
方椅上一动不动， 不像以前见
到我就一路蹒跚跑过来。 我诧
异不解地问道：“怎么了宝宝，

咋不高兴？”只听她长长出了口
气说：“唉！我累。”我忍俊不住
大笑起来说：“才多大一点，知
道啥叫累？”这时妈从堂屋迎了
出来， 边走边抱怨道：“咋不累
呢？一会儿让她学写字，一会儿
又要她学唱歌跳舞， 一会儿又
要她背唐诗儿歌，别说是小孩，

就是大人也累坏了！”听到妈的
话， 我刚刚放松的心骤然沉了
下来。

“唉， 累死我了！”“活着真
累！”现在不管走到哪儿，都能
听到这样的感叹声！ 现代社会
进步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体力劳动
日渐减少， 为什么劳累感却成
为现代人的普遍感觉和生活常
态呢？

现在的孩子累。从幼儿园
到大学， 每个孩子都逃不过学
习的烦恼。 在这个重视教育的
年代里，学习各种特长、培养孩
子能力、开发孩子智力、锻炼孩
子身体， 眼花缭乱的课外班已
成了孩子必不可少的经历，不
仅仅是每一位家长希望孩子成
为一名全才， 而且在未来人才
竞争的社会里也确实需要综合
素质。由于社会竞争激烈

,

孩子
们自然也成了竞争的工具。虚
荣心和危机感促使家长们信奉
决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于是孩子们终日奔走于各类辅
导班中， 各种复习资料压得他
们透不过气。

现在的老人累。 老年人辛
苦了一辈子， 退休后该卸掉工
作的重担， 可以轻轻松松过日
子， 快快乐乐享受自己的老年
生活了。可是他们总是闲不住，

不仅在家包揽所有的家务，还
帮子女们照看孙辈子女， 一辈
子没有一个真正清闲和属于自
己的时候。 老人背上好像总是
背着一个古老的、沉重的、绑得
紧紧的永远卸不掉的包袱，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坎坷的生
命之路上步履蹒跚地走着，没
有穷尽。 老人们一天到晚忙得
晕头转向，累垮了自己的身体，

但只要看到儿孙们在眼前晃动
时， 就仿佛看到了自己生命的
延续。为了这自然延续的生命，

他们便又像充气的皮球立马精
神抖擞起来，再苦再累，也心甘

情愿。 结果天伦之乐变成了天
伦之累！

现在的女人累。 现代的女
人大多数与男人共同承担着家
庭的责任。 为了生存女人同样
要奔波劳碌。 女人要被家务所
累
.

：一日三餐要你来做
,

家的整
洁要你来维持

.

；女人要受养育
后代之累： 先要忍受十月怀胎
之累

,

又要忍受“陪读”之累；女
人要为工作所累： 无论能挣多
少钱女人工作都要认真努力。

女人为了让孩子感受到母亲的
慈爱

,

让丈夫体味到妻子的温
柔

,

让公婆读懂媳妇的贤惠
,

让父母享受女儿的孝顺， 让单
位认可满意的职员……如此种
种， 多重角色的扮演和巨大的
生存压力， 让女人感觉到的是
过度负荷带来的心理和身体上
的双重疲惫。

人活着累的一大部分原因
来自于生存。 现代社会飞速发
展，容不得人们有太多的思考，

而现代人要扮演的角色也越来
越多， 多重角色的扮演和巨大
的生存压力， 让人们很难不感
觉到心里累。 浮躁的社会大环
境让人平添许多欲望：住

150

平
方米以上的房子， 开

30

万元以
上的车，买几万块的名牌包，孩
子上私立学校……看到有钱人
奢侈的生活自己就坐不住了，

不断地攀比，为了挣更多的钱，

不断压榨自己的健康。 这些都
是造成累的重要原因。 其实想
要从根本上降低压力， 让自己
不那么累，减少欲望是关键。

同样， 身体上的异常也会
导致人感到累。疲惫、乏力是亚
健康人群的第一大表现。累，并
不可怕， 它像是一种善意的信
号， 在提醒着你需要重新界定
自己的角色， 时刻注意自己的
身体健康。当你累的时候，不要
马上去否认和对抗， 应该尊重
并享受它。

生活就如同一面镜子，你
对它笑， 它就对你笑， 你对它
哭，它就对你哭，你感觉幸福，

它就会给你幸福，你感觉不幸，

它就给你不幸！ 幸福是一种感
觉！其实累，也只不过是一种感
觉！ 只要为所爱的人或是为社
会而累， 这种累你不感觉到幸
福吗？

争俏 高晋新摄

走过交河故城

曾庆棠

曾经看过西欧的中世纪城堡，

也目睹过断臂维纳斯雕塑， 我确信
“废墟”与“残缺”不失为一种美。但
这次走过新疆的交河故城， 心灵的
感触之深是我以前所没有的。

交河故城是古丝绸之路上曾经
最为繁华的城市之一， 是世界最大
最古老、 也是保存最完好的土建筑
城堡， 被誉为“世界上最完美的废
墟”古城。中国当代艺术大师吴冠中
20

年前的一幅彩墨画《交河古城》，

以其天价刷新了中国大陆当代艺术
家国画拍卖的最高纪录。 这里除了

大师作品的艺术价值之外， 与故城
本身所独具的魅力也有一定关系。

交河故城位于新疆吐鲁番市西
郊
13

公里的雅尔乡， 刚看到它时只
觉得是一片并不起眼的废墟， 而在
导游的解说和别人的议论中， 特别
是渐渐走进故城的深处之后， 我才
知道这片废墟却有着许多不为人知
的历史与传奇。

交河故城地处雅尔乃孜沟中。

雅尔乃孜沟是远古时代由洪水冲刷
而成的一道河谷， 经过千百万年冲
蚀， 在河谷中央形成了一个平面呈
柳叶状的河心洲， 交河故城就坐落
于这河心洲巨大的黄土高台上，因
河水分流绕城下最后又交汇到一起
而得名。 这座故城可以说是一个庞
大的古代雕塑， 其大部分建筑物都
是用“减地留墙”的方法，从高耸的

台地表面向下挖掘，挖出了街道、房
屋，挖出了院落、城墙，挖出的最高
建筑物有

3

层楼那么高。其建筑工艺
之独特，不仅国内仅此一家，国外也
罕见其例， 充分体现出古代劳动者
的聪明才智和艺术创造力。 这种别
出心裁的建筑格式， 是为了防御外
敌？还是为了抵挡炎夏的酷热高温？

这已成了留给后人的千古之谜。城
堡的整个形制布局与唐代长安城相
仿。城内的市井、官署、佛寺、佛塔、

街巷以及作坊、民居、演兵场、藏兵
壕和寺院佛龛上的泥菩萨等， 都还
可以找见，有的仍清晰可辨。

交河故城是公元前
2

世纪至
5

世
纪由车师人开创和建造的， 在南北
朝和唐朝达到鼎盛。

9

世纪至
14

世纪
由于连年战火，交河故城渐趋衰落，

到元末察合台时期遭至毁弃。 明代

吏部员外郎陈诚曾出使西域来到交
河，登临古城而留下一首诗：沙河之
水自交流，天设危城水上头。断壁悬
崖多险要，荒台废址几春秋。

古老的城堡， 传递给人们的是
历史的沧桑和岁月的恒久。

走在故城的土地上， 一个强烈
的感觉就是酷热难当。莽莽黄原，断
壁残垣，赤裸在灼热的强日下，犹如
火焰山一般，置身其中，只感到被一
种“巨热”所包围。我举着遮阳伞，仍
敌不过如此的烈日火灼， 汗水不断
地涌出， 即刻就被极度干燥的空气
给挥发了。 路边低洼处偶尔出现的
一小丛骆驼刺， 是故城里唯一可见
的绿色植物。听导游说，吐鲁番全年
的降水量不足

10

毫米， 而蒸发量却
高达

2000

毫米，空气特别干燥。加上
四周被大山阻挡，闷热无风，太阳照

射的热量散发不了， 因而地表温度
极高，成了有名的“火盆”。正是由于
吐鲁番这种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条
件， 交河故城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
历史沧桑之后， 城堡建筑布局的主
体结构才得以奇迹般地保存下来，

许多城垣断壁依然巍巍屹立， 使其
成为新疆珍贵的文化殿堂， 也成为
我国乃至世界著名的研究古代城市
的仅有标本。

历史是那样遥远， 似乎又那样
近。当年车师人创建的交河城，一度
是城宇高耸、商贾云集、秩序井然、

百姓安居的繁荣祥和之都。 大唐设
置于此的安西都护府的旗帜曾在交
河上空高高飘扬， 显示出与大唐盛
世相称的辉煌。曾几何时，战火使它
失去了繁华与光彩。 交河故城如一
位饱经风雨的老人， 亲历战争的刀
枪剑戟，体味着岁月的坎坷曲折，愈
显得淡定与超脱。其实，人生何不如
此？没有什么抹不去的痛楚，没有什
么从头到尾的风光， 也没有什么放
不下的名利……

逝者如斯。走过交河故城，它教
会了我们如何去阅史阅世， 如何去
欣赏残缺之美。

息夫人赋

孟庆安
息国息壤在淮一方春秋立国武王封疆
陈国君主有女成双次女貌美国色天香
幼聘良师学有义方勤读诗书细写文章
日学周易夜观星象经通六艺礼乐至上
聪慧才智英姿飒爽父疼母爱明珠在掌
出嫁息侯龙凤呈祥息君治国尚欠良方
诸侯吞并心无提防息侯夫人辅国盛昌
挑灯劝君指点迷茫喻灯比国巧劝君上
将楚比虎息喻山羊猛虎之侧岂能无恙
居安思危江山久长息侯醒悟治国安邦

为防虎患当图自强倡耕奖织广兴农桑
交齐联陈共御霸强富民强兵繁荣兴旺
史潮滚滚腾翻巨浪列国纷争开土拓疆
礼崩乐坏争霸称王息域楚吞国土沦丧
夫人息妫身陷蛮乡不畏强暴誓死不降
重义抛利抵封拒赏不更二醮以死对抗
忧国忧民情系故乡志在复国养晦韬光
熊赀出游买通守将郢城门下出见君郎
泪如雨注倾诉衷肠对天盟誓不嫁楚王
作诗同穴挥泪北望以身殉国血染红装
息侯痛绝自杀身亡同日俱死惨烈悲壮
震惊朝野感动楚王守节有义品德高尚
待以诸侯国礼合葬楚都黎庶倾城送葬
殉国圣地修庙瞻仰桃花夫人美誉永享
故国子民立祠建堂身在楚域魂归故乡
浩然正气日月同光千古传颂吾辈弘扬

遥远的小山庄

王雪
在我的记忆中，外婆的家，

那个叫作下老庄的地方， 真的
是一个很遥远很遥远的小山
庄，它被大山包围，树木茂盛，

清水环绕。儿时，只有暑假才能
来此小住， 所以小山庄给我的
都是夏的回忆。

一想起那个小山庄， 脑海
中飘现的依然是重峦叠嶂的山
群，中间流过一条清清的河水，

田野里长满了不知名的大树、

灌木和杂草， 山间平地里则种
着庄稼， 外婆家就在山脚和河
水之间的坡上。 门前清清的河
水一直蜿蜒到很远很远的地
方，夏天掀开河水边的石头，下
面十有八九会有螃蟹， 端着小
桶沿着河水， 半晌就可以捉大
半桶大大小小的螃蟹， 再经过
煎炒，那味道脆香可口，咬在嘴
里咯吱咯吱地响。 外婆家屋后
的大山， 爬一小会儿即可到达
山顶， 视野骤然开阔， 山峦起
伏，山间烟雾缭绕，云彩干净透
明。顺着山间的小路，走向山的
更深处， 遮天蔽日的各种叫不
出名的树木遮住了太阳， 林荫
下一簇簇红的、白的、紫的野花
鲜艳招摇， 山坡的草窝和灌木
里不时窜动着野兔、野鸡、松鼠
和刺猬， 沿途还会发现很多芍
药、牛抵头、娃娃拳、黄黄苗等，

当然还有甜甜酸酸的山里果钻
进我的嘴里。夏季，山村的白天
是聒噪又安静的， 金壳郎、知
了、花大姐、鸟儿混杂的叫声此
起彼伏， 而水流潺潺之声却轻
轻地消失在静谧的大山深处。

山村的夜晚， 在大门口端几把
木凳子，吹着凉丝丝的山风，吃
着捞面条，聊着家常话，真的惬
意极了。有的时候，躺在大门前
的椅子上， 能看到满天亮晶晶
的星星散布目光所及的整个天

空，给人无限的想象，也让年轻
的我不禁畅想未来的自己是什
么模样。虽是仲夏，夜里睡觉却
需要盖床小棉被， 裹着凉丝丝
的被子酣然入梦。清晨，睡梦中
时常迷迷糊糊能听到布谷鸟的
叫声响彻在山村高远的蓝天
里，仿佛看到了它的影子，却又
坠入睡梦中。

儿时记忆里， 小山庄有几
十人。 现在只有十几个老人和
小孩，外婆已经离世，房屋也早
已不在， 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新
修的路。 大舅和舅妈则一直守
在小山庄， 他们的家就在外婆
家旧址的隔壁。前段外公病危，

被送回小山庄，我们回来探望。

那是初夏，一下车，轻柔的
风儿夹裹着稻壳、牛粪、菜园子
的味道扑面而来。 大舅家的小
院三面都有房间， 另外一面则
种着菜，有五香、豆角、青椒和
苋菜， 院的东南角种着一棵梨
树。山顶依然旷远，梨树依然硕
果累累， 树林中的小路依然通
向幽深的远方， 红砖蓝瓦的房
子，古朴的小院，母鸡带着一群
小鸡慢悠悠地觅食。 唯独不见
的是门前清清的河水， 曾经可
以浣洗和游泳的河流， 变成了
一弯浅浅的水沟， 更不见了螃
蟹和鱼，猪粪和垃圾随处漂浮。

屋后的山群， 开挖出了一条大
路，山间的野猪、野鸡、野兔鲜
为人见。

外公在小山村度过了他人
生的最后一段时光， 告别了昔
日熟悉的一切：山间的鸟、夏天
的雨、屋顶的风、门前的河、树
上的果、麦田的香……

山风依然吹拂， 白云依然
飘荡在山庄上空，只是人变了，

山庄的景象也变了， 记忆里那
满满的山庄味变得遥远了。

古诗词中闻韭香

曹雪柏

“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

这是清代著名文学家曹雪芹《红
楼梦》 第十八回中的一句名句。

春回大地，阳气上升，满畦韭菜，

一派欣欣向荣。此时的韭菜味道
最佳， 历代文人墨客颇爱韭菜，

古诗词中就有大量描写韭菜的
诗句。

杜甫《赠卫八处士》中就有：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
会面难，一举累十觞。”诗人是在
动乱的年代、 动荡的旅途中寻访
故人的。可以想象，那烛光融融、

散发着黄粱与春韭香味， 与故人
相伴话旧的一夜， 对于饱经离乱
的诗人， 是多么值得眷恋和珍重
啊。杜甫所说的春韭，其实就是韭
黄，仅在春天韭菜发芽时才有的。

这是真正的韭黄，滋味非常甜美，

此时的韭黄短茁肥嫩， 是果蔬中
的珍品。朋友相见，冒着夜雨剪来
春韭， 这自然是再家常不过的饭
菜， 却体现出老朋友间不拘礼节
的淳朴友情。杜诗中鲜嫩的春韭，

滋味悠长， 美好之中多了一种沉
郁的滋味。

明代高启的《韭》诗，就更有
诗情画意了：“芽抽冒余湿， 掩冉
烟中缕。 几夜故人来， 寻畦剪春
雨。”春雨淅沥，春风轻拂，正灯下
读经，忽柴门轻叩，友人来也。披

上蓑戴上笠， 到菜地里割几把韭
菜回来，做个韭菜炒蛋，再煮块老
腊肉，抓一把花生放在桌上，搬出
一坛自酿的黄酒， 与来客把酒谈
经叙旧，多么令人神往！

《山家清供》载，六朝有个叫
周的人，清贫寡欲，蔬食为生。

文惠太子问他蔬食何味最胜？他
答曰：“春初早韭， 秋末晚菘。”寥
寥八字

,

简洁雅致
,

千载之下
,

其清
廉恬淡之风让人向往， 这可说这
是对于韭菜最有理解也最有风趣
的评价。

关于韭菜的诗句还有许多，

如“一畦春雨足， 翠发剪还生”

（宋·刘子翠）、“韭畦时一摘烟苗”

（宋·方岳）、“韭早春先绿”（金·元
好问）、“早韭绿且纤”（元·周权）

等。 为什么诗人会如此赞美韭菜
呢？《说文解字》 中对韭字这样解
释：“韭，菜名，一种而久者，故谓
之韭。” 一茬一茬地连续收割，收
割过后，韭菜就会自动生长，剪而
复生，有旺盛的生命力。韭叶挺秀
娇美，韭花幽雅朴素，韭味鲜香，

韭性辛辣，可谓形、色、香、味俱
佳。

韭菜在我国的栽培历史悠
久

,

在《诗经》中就有“献羔祭韭”

的诗句
,

由此可以证明韭菜在我
国已有

3000

年以上的栽培历史。

农谚有“南椒北石榴， 要富还栽
韭”，为何？皆因韭菜产量高又不
费事之故也。 所以古代韭菜也有
“懒人菜”、“长生菜”之说。

春闻韭菜香， 即使不能亲近
韭菜，只在古诗词中徜徉，也是如
临其境，妙趣多多。

旅游散记

开卷有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