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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词里的春天
□张炎琴

是那一声来自窗外的唿哨、阳光和风，将我
从屋子里拉出来，走进春天里，去往三月的田野
和村庄。

如今，村里有城，城里有村，还有社区、街道
办，一级一级的组织，连成蛛网。人在村里走，如
在画中行。这里是四川天府新区正兴街道官塘
村，以此为点，四散活动。虽只一天，却把光阴拉
得好长，在我的心里，翻江倒海，将那些记忆里驻
留的村庄倒腾出来：斑裂的土墙，坑坑洼洼的泥
巴小路，站在院子里的老人、竹篱笆和狗，还有翘
首期待的目光。

而眼前的村，平坦的双向车道，一头系着乡
土，一头连着外面的世界。眼前的田，油菜花将
尽，绿色唱主角，碧海般伸展，一眼望不到边。眼
前的屋，是一栋栋的小楼和小院，就建在花园里，
蝴蝶翩翩起舞，花花草草覆盖，遍地姹紫嫣红。
如今的乡村，哪里都似桃花源。

正兴街道党工委委员、钓鱼嘴社区党委书记
兼主任张陶说，村子不光要美，更要有文化，有传
承，有保护。官塘，这个名字里自带墨水，沾文
气，自古以来水路出川必经通道，自然便有了非
遗文化院落。院落里，有蜀锦博物馆的古蜀丝
语，有美术馆的文墨纸砚，有官塘粲庐、八珍楼，
还有荥经古窑黑砂与夜宴的缠绵。在高高低低
错落有致的商业街巷里，还有铸匠非遗微博馆。
南宋诗人陆游在《广都江上作》一诗中云：“东村
闻酒美，买醉上渔船。”大抵便知“粲”也好，“庐”
也罢，背后的田园野舍、美味佳肴之意了。

转道黑石驿片区，走进蓝花楹农场，这一转
身，自然是奔着乡村美食而去。每个人都有记忆
中的原乡，以及原乡的味道，所谓的乡愁，也自然
包裹在那份味觉里。来自乡村的美食，天然去雕
饰，无所谓技巧，朴实、生态，采自自家的菜园，或
者附近的农场，还带着晨露和泥土味儿。那天，村
里邀请了神秘的“五星大厨”现场献艺，有十余道
农家特色菜肴争相媲美，在三月的乡村掀起一股
热浪。点火，开灶。转瞬之间，一道肉粒虾仁，带
着淡淡的茴香，已是香味扑鼻。村里周边各个农
家的大厨，自然不甘示弱，直接端来了当家顶流佳
肴，香村仔姜蛙、蒜苗回锅肉、凉拌鸡块、麻婆豆

腐、土鸡烧甲鱼、水煮脆鳝……这份清单背后，不
仅味道鲜美的美食，还承载着简单纯朴，与山川林
木、河谷蛙鸣、点点春光交相融合、舌尖与思乡的
回归生活。

是的——回归。曾经的离乡是为了更好的
生活，如今，更好的生活就在身边，更好的生活需
要自己去创造。八零后的张陶就这样回来了，从
最初的笔杆子闯天下到如今回到家乡，成为一名
社区干部，起缘于2008年“5·12”那场罕见的大地
震，地震震挎了他家的房子，人生最无助时是政
府重新帮他安了家。怀着感恩之心、回报之愿，
他找到了自己心灵的根。张陶说，他很安心，能
将自己所学所思所想付诸到工作中，落实到田间
地头，带着一群年轻人，改乡换貌，注入灵魂，他
很有成就感，也很满足。

阳光慷慨解囊，大把地倾洒下来，将三月的
村舍、菜地和远处的丘陵连成一片光影，被晒得
热烘烘的土地，隐隐传来潮湿的气息。院子里越
发热闹，一张张笑脸来往穿梭，桌上的时令草莓
酸甜可口，恰自品尝之际，面前递来一杯红红的
草莓水果茶，一口下去，有花果的清香，有柠檬的
酸甜，有马蹄的绵软，霎时神清气爽。由此，又认
识了一位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她叫张朝秀，也是
一名八零后。

衣着朴实、面容清瘦而略显疲惫的张朝秀，开
口聊起她的创业故事时，眼睛里顿时放出光芒。
从果饮研发到开店，这个看似普通的女子在创业
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十多年。前几年，她的十余
家连锁店因亏损全部陆续关闭，损失上千万。一
个人带着两个还在上学的孩子，她必须撑起这个
家。此时，故土接纳了她。张朝秀返乡创业，在街
道和社区的帮扶下，一切重新开始。2021年，她的

“宽语窄咖啡小院”诞生了。整座院子错落有致，
一步一景，既透着云南风的气息，又带着时尚与温
馨。这个不服输的女子终于又“活”了过来。

看着他们，我脑子里突然对“乡村振兴”有了
更具象的认识，乡村要振兴，核心在于人。村里
有了这些年轻人，他们带着曾经的经历和故事，
带着全新的理念和年轻的朝气，带着开阔的眼界
和开放的胸襟，乡村何愁不振兴？

春天，是隽永的诗情画意。春天的美好无处
不在，春天是“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
春”，春天是“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春天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春天
是“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我喜爱的诗人杜甫，他一生颠沛流离来到成
都定居。在阳光明媚的春天，他也变得欢乐起
来，看到春光烂漫的景色，他诗兴大发，写下了一
首首脍炙人口、意气风发的春天之诗。

春天是悠闲之美。诗人在《绝句》中写道：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
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诗人沐浴着春光，只
见两只黄鹂在翠绿的柳树间婉转歌唱，白鹭排成
一行直冲蔚蓝的天空，坐在窗前，可以看见远处
的西岭上积雪千年不化，门前就停着从万里外远
道而来的东吴船只。诗人在春光里从忙碌、烦闷
中解脱出来，让我看到了他被春日的美景治愈。

春天是会友之美。在明媚的春日里，诗人的
成都草堂建成，他开心地欢迎朋友的到来，诗人
在《客至》中写道：“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
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盘飧
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
饮，隔篱呼取尽馀杯。”朋友啊，我这里离城市太

远，就用村里的浊酒招待你；如果你愿意和邻家
老翁一起喝一杯，那我就隔着篱笆把他叫过来，
我们一起趁着春光正好，喝个尽兴。诗人把家里
的景色、家常话和友人之情等富有情趣的生活场
景刻画得细腻逼真，充满了生活的情调，让我看
到了他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真挚的友谊。

春天是听雨之美。诗人的《春夜喜雨》中写
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
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
处，花重锦官城。”此诗以喜悦之情描绘了春雨的
特点和成都夜雨的景象，热情地讴歌来得及时、
滋润万物的春雨。诗人对春雨的描写，体物精
微，细腻生动，绘声绘形。全诗意境淡雅，意蕴清
幽，诗境与画境浑然一体，是一首传神入化、别具
风韵的咏雨诗。这春雨让人相信，一切都会重新
开始，重新生长，重新生活。春雨抚慰了诗人颠
沛流离的心灵，也鼓励着俗世的我们相信未来，
热爱生命。

春天里，我们不妨跟随诗人杜甫走进春天，
看蜜蜂忙着采蜜、燕子忙着衔泥筑巢，虽然忙碌
却显得自在有生机。与其为寂寞而忧伤，不如趁
春光正好，全身心投入到生活中去，在春光中忙
碌，你会感觉自己变得越来越年轻……

初春的太阳刚露出笑脸没几天，清明菜就
迫不及待、探头探脑从地里钻了出来，嫩绿嫩
绿的，身上还缀满了毛茸茸的棉毛。那麦田
里、胡豆地里、田坎边上，一丛丛、一片片的清
明菜仿佛是一夜间从土里长出来一般，给冷寂
了一个冬天而毫无生气的土地带来了春意。

我对清明菜有难以言说的感情。有一年
的春节，家里什么过年的东西都没有，临过年
的前一天，远在贵州读书的大哥，托回家探亲
的同学送来了一斤糯米、一斤黄豆。一斤糯米
肯定无法推汤圆，妈妈叫我和弟弟去南岸摘点
清明菜回来做清明菜粑粑。

我和弟弟坐轮渡到了南岸，那时南岸没开
发，到处是庄稼地，天气还没转暖，清明菜不
多，但挖野菜的人特别多。我们在地里找呀
找，哪怕一窝小小的清明菜也不放过，那是我
们对过年的期望、对吃饱肚子的渴望。在弟弟
一声声“姐，我又找到一窝”的惊喜声中，我们
蹲下去起来、起来又蹲下去，好不容易摘满了
一袋清明菜，随即兴致勃勃地带回家。

妈妈将清明菜理好淘净，下锅焯水后，切
得细细的，然后将水挤干净，将搭配好的糯米
和大米磨成粉，揉合在清明菜里，做成一个个
粑粑上锅蒸熟。再将黄豆炒香也磨成粉，蒸好
的清明菜粑粑裹上黄豆面，真的是太香太好吃
了，只可惜那个年代没有白糖，如果再加一点
白糖，那就更好吃了，那是那年春节我们家过
年时唯一的食品，也是留在我脑海中几十年来
过年的味道。

清明菜，顾名思义应该是清明节才长出来
的，但在内陆的大部分地区，初春之时，清明菜
就从地里冒出来了，到了清明节的时候，清明
菜已经开花老了，不能再做清明菜粑粑了。

“有钱难过正二月”，在粮食匮乏的年代，
过完年，大部分农村人的家里就青黄不接了，不
要说干的，就是稀的也接不上气。这时家家户
户都盼着清明菜快快出土，清明菜才从地里探
出头，那么小那么嫩那么弱，人们就迫不及待地
采摘，洗净淖水切细，混杂一点粗粮做成粑粑或
是调一点玉米糊糊充饥，那是救命的呀！

改革开放后，粮食富足，人们再也不用以
菜代粮，也很少有人去摘清明菜了，但我还是
忘不了清明菜。每年的初春，我便和老伴背上
食品踏青郊游，四处寻找清明菜，每寻到清明
菜，就象孩童般惊喜和快乐，因为它就是我心
目中的春天。

看到了一窝，我蹲下去摘，接着便看到了
一丛，再接着，你发现不远处，有一大片——
哦！原来它们与人一样喜欢群居。

用清明菜加糯米粉做粑粑，清香、软糯，再
裹上加了糖的黄豆粉，不仅是一道可口的小
吃，更是舌尖上的乡愁。现在许多旅游景点都
有清明菜粑粑卖，更有高档的川菜馆，将清明
菜粑粑做成了极精致的小吃，让吃惯了大鱼大
肉的人们顿感口舌生香，颇受食客欢迎。曾经
让人们赖以充饥的草根野菜 ，如今登上了大雅
之堂。

春天来了，朋友们，快去郊外寻觅清明菜
吧。

三月的村庄
□盛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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