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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吃春”
□ 周汉兵

小时候，每到春天，一家人围坐在乡下的
瓦屋里吃饭，桌上摆好了“蒿子馍馍”、蒲公英
猪骨汤、春笋烧肉，还有一大盘农家特色的

“烩厚皮菜”。屋外田野清明，春光大好，屋内
香气扑鼻。外公品着烧酒，外婆就会吟诗助
兴：“独访山家歇还涉，茅屋斜连隔松叶；主人
闻语未开门，绕篱野菜飞黄蝶。”外公听罢就
会似有不满点头给出评语：“得瑟！”——其实
是变着花样夸外婆“臭美”。

外公外婆小时候都读过私塾，没有少受
唐诗宋词的浸染，后来外公做了村里的语文
教员，时常在课堂上说一些“少壮不努力，老
大徒伤悲”“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书山
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之类的励志诗
词，少不更事的同学似懂非懂，但外公不急，
外公说学识不压身，有墨水的人长大才会身
轻如燕走进社会。

多年后，父亲走进了社会，成了县上的农
业技术人员。有一年下乡指导春耕，一位长
几岁的壮汉执意请父亲到家中小歇。午饭
时，壮汉端出春笋炒腊肉、凉拌枸杞芽，还有
一罐蒲公英骨头汤，他指着屋外的大好春光，
突然就说到了我外公。壮汉说：“有客来访、
绕篱野菜、翩翩黄蝶，令人神往的恬静幽雅的
山村生活，早在一千多年前就被古人规划好
了。念小学时承蒙老师教诲熏陶，到今天才
有彻悟，只有守护好青山绿水，让家乡美丽富

饶，才有幸福的田园生活。”父亲听罢满足地
闭上眼睛——诗词与文化传承的力量一定能
让九泉之下的外公瞑目。

又是一个春来早，我去当地的梨花沟采
风。这儿有着大片盛开的油菜花，但更吸引人
的，是满山的“当家花旦”梨花。从古至今，梨花
沟百姓爱梨树种梨树，太凡遇上婚庆、寿辰、满
月、乔迁以及节庆喜事，村民都以栽种梨树为
乐，以至于今天的梨花沟，方圆几公里的山沟里
遍布大小梨树近十万株，每年春天一派“山光悦
鸟性”的山野风光，吸引来无数的观光客。

不过，梨花沟人更骄傲的是，这两年他们
引进现代农业，通过文创产品开发、农特产品
深加工，引导全村向绿色产业和农旅融合迈
进，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目标。

那天，天空飞来一群春燕，梨花沟村年轻
的第一书记随口吟道：“几处早莺争暖树，谁
家春燕啄新泥。”他眺望远方说到，1200年前
的孟春，大诗人白居易到西湖赏景，一时兴之
所致挥毫写下《钱塘湖春行》一诗，对西湖情
有独钟的白居易，如果生活在今天，又来到春
潮涌动的梨花沟，会不会来一首《梨花沟春
行》直抒心意呢？

这是诗词带来的美好胸臆，而作为传统文
化中的瑰宝，古诗词一直流淌在人们的生活中，
滋养着人们的心灵，陶冶着人们的道德情操，这
是外公外婆的念想，更是今人的诗与远方。

离城区几公里外，有一处梅花基地。
从冬天起，我便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惠姐，快来，梅花开啦！”梅花基地女主人
蒋二妹发来了消息。雨后初霁，站在半山腰俯
瞰，远山逶迤，淡淡晨雾缥缈，白墙青瓦的农
房，鸡、鸭悠闲踱步，偶尔传来几声狗吠，山脚
下、田埂上、小道旁，红梅盛妆、白梅素裹，一片
花的海洋，将春寒料峭的初春点燃，美丽清新
的田园画卷映入眼帘，如同到了陶渊明笔下的
世外桃源。

“梅枝开两朵，已觉春心动”。一朵朵花儿
在枝桠上点染，开得无所顾忌，如少妇般风韵十
足；半开未开的，似窈窕少女低眉含羞。红的如
彩霞，白的似飘雪，相映成趣。阳光洒在枝头，
迷了眼眸醉了心。

梅园里梅香阵阵，人未走近，已闻其香。梅
香绕过发梢，停在衣襟扑入怀里，整个村庄漫溢
梅香。

几棵柳枝梅吸引了我的目光，树不高，一根
根酷似柳枝的枝条倒垂下来，长短不一，错落有
致，细长的枝条上挂着花苞和一朵朵花儿，轻轻
摇曳，韵味悠长。

蜜蜂嗡嗡嘤嘤，在花蕊间吮吸着花蜜。
有三两棵梅树急不可耐地提前开了，风吹

过，花瓣簌簌飘飞成雨，落英缤纷诗情画意。
“妈妈，这是什么花？真漂亮！”一个小女孩

歪头问道。
“这是梅花，花开了，春天就来啦！”母亲

说。“噢，梅花开啦！春天来啰！”小女孩连蹦带
跳。

不远处，齐人高的红梅灼灼绽放，一团团、
一簇簇，似熊熊燃烧的火焰，一眼望过去红彤彤
一片，染红了半边天，美不胜收。

几个年轻女孩拍着短视频，青春活力逼
人。阿姨们靠着梅花打卡留念。孩子们在梅花
树下跑来跑去，笑声震落了开盛的花瓣。

数千盆景品种繁多、造型奇特，还有多色珍
稀梅花，姹紫嫣红，芬芳四溢，让人眼花缭乱，基
地女主人蒋二妹正忙着直播带货。

“梅花销售怎样？”“还不错，天天在地里转
呢，看我一手的泥。”她说。

“忙得过来吗？很辛苦吧？”“忙点累点没
啥，这心里头踏实。”蒋二妹笑了，那笑像梅花一
样动人。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没有
努力和付出，怎么会有收获？

梅花基地负责人老唐和妻子蒋二妹在种植
梅花前，一直漂泊在外，这些年也攒下了点积蓄，
但长年在外无法照顾家里，后来便回到了家乡。

2016 年，他们开始种植梅花。老唐勤奋好
学、能吃苦，不懂就上网查、自学，认真摸索，渐
渐掌握了种植、嫁接、打造盆景等技术，蒋二妹
负责管理与销售，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经过
几年的打拼，终于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2019 年，镇上招商引资，老唐以此为契机，
扩大规模落户镇上的黄桥村，建立起以梅花种
植、育苗、盆景销售以及梅花文化体验的基地，
种植面积1200余亩。

基地刚建成时，一切从零开始发展困难重
重，一度陷入“苦寒”境地。但开弓没有回头箭，
老唐跑遍全国各地的梅花展、交流会，向同行老
师请教。当地政府也给予了大力关心和扶持，
修建了“芳香步道”、梅花主题观景台、盆景花
台，派林业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引进优质梅花品
种。基地不断探索创新，改进技术，加强管理，
并通过线上线下将产品销往全国各地，赢得了
回头客，生意越做越红火。

如今，梅花基地逐渐发展壮大，拥有了上万
粉丝，成为梅花稀有品种繁育基地，获得全国梅
花展银、铜奖各一枚。基地还帮助周边农户代
销农产品，带动村民增收。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人
生路上不只有坦途，只要不放弃，勇敢迈过风雨
坎坷，生命的春天便会春暖花开。

宅在家里，不想去出买菜。猛翻一阵冰
箱，竟然发现了一袋速冻饺子。“哪里来的饺
子？”我迅速打开记忆的阀门进行搜索，记起
是春节期间在一块地里撬的荠菜，妻子把它
们包成了饺子。

吃着这荠菜饺子，望着屋外明媚的春光，开
始惦记大自然中的野菜，垂涎这春日的香味。

春天是热烈的，繁花、百草、禽鸟、人群，都
在以各自的情调释放个中情怀。花儿用灿烂
的容颜和迷人的风采，诱惑得蜂蝶翩翩。它们
潇洒的渲染，让春天变得五彩斑斓。即便小
草，也是争先恐后破土而出，迸发出“野火烧不
尽，春风吹又生”的力量。这野菜，同样不甘示
弱，看似若有若无、星星点点，却有“丛生遍原
麓”的豪迈，更是赢得了众多百姓的钟爱。

春天不仅是可以欣赏的，也是一年中各
种吃货最丰富、最鲜嫩、最芳香、最好吃的时
候。不少地方有“吃春”的习俗，吃春也称为
咬春或者啃春，就是以春天的新芽、新叶为
食。吃春的习俗不知源于何时，但千百年来
生生不息、历久弥新。人们之所以如此留恋
这样的食俗，很大意义不是在乎吃，而是在意
春天苏醒的味道。

诗人说：“试寻野菜炊香饭”“春食野菜寒
仙丹”。这不起眼的野菜，实在是春天最美的
馈赠——荠菜、灰灰菜、折耳根、野葱……星
星点点的，躲在草丛里、蔬菜旁、石堆间，默默
地散发出那诱人的芳香。

春风吹过，田间、地头的那些荠菜、灰灰
菜等便匆匆钻出了地皮，在阳光下舒展着自
己嫩而不娇的身体。这些小菜，不需要很多
作料，只需要简单的加工，或包饺子，或煮面
条，或者煮汤。把挖回来的荠菜洗干净、剁
碎，放入绞好的肉馅里，加上调料，就可以美
美地吃上一顿荠菜饺子。

折耳根是很多人的牵挂。可以说，整个
春天，都充满着折耳根的味道。从初春，到暮

春，生生不息。尤其初春的折耳根更是脆嫩
爽口，咬在嘴里咔咔作响。折耳根的做法也
很简单，用清水清洗干净，折成小段，洒入盐
巴，拌上红油、酱油、醋、白糖，等上三五分钟，
就是一盘可口开胃的下饭菜。

春天吃野菜，不能缺了野葱这道美味。
挖回的野葱，洗净、切碎、加盐，倒上醋和酱
油，淋上几滴香油或熟菜油即成。喜欢辣味
的，再加上几勺辣椒红油。青翠欲滴的小葱，
点缀以红艳艳的辣椒油，只那明艳的色彩，就
能把人馋死。挑起一小撮，放入嘴里，鲜味、
辣味、辛味，夹杂着一丝丝苦味，一齐沁入五
脏六腑，让人数日齿颊留香。

还有香椿，打上几个鸡蛋搅拌，混合炒熟
即可。只需调配一点盐巴，不需要添加其它
调料，吃起来就是爽爽的。

可以说，野菜是春天的乡愁，野菜也是春
天的情调，是城里人最难舍的乡情。春天里，
城里人便惦记着那些并不名贵也不高贵的野
菜，他们穿梭在菜市场中，瞥见折耳根、野葱、
香椿芽这些，总会多看上几眼，总会忍不住买
上一些。闻着这些散发着泥土芳香的纯天然
味道，乡音、乡情就会不由自主奔涌而来。

“世间华美无心问，藜藿充肠苎作衣。”在
草长莺飞的浪漫季节里，众多熟识不熟识的、
知名不知名字的野菜，总会勾起那些味蕾上
的记忆，搅动有些麻木的味蕾一点一点复
活。翻开一个个朋友圈，里面挖菜、“晒”菜的
场景一遍一遍地勾起我对野菜的想念。

晴好的周末，我迫不及待回到家乡的村
庄、田埂上去走一走，看着那肥嫩的野菜，心
里痒痒的。

“莫言春色无人赏，野菜花开蝶也来。”
“山村富贵无人享，一路春风野菜香。”看来，
春天不仅是用来赏的，也是可以“吃”的。“吃
下”春天里的这份美味，也算是不辜负春天的
绚丽。

春天的诗与远方
□ 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