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怦然

迎 着 和 煦 的 春 风 来 到 苏 州 、来 到

明月湾。明月湾是一古村名，听上去

就 富 有 诗 情 画 意 。 它 位 于 太 湖 西 山

岛南端，面朝湖水，背依青山，站在山

巅 俯 瞰 ，地 形 似 一 弯 明 月 ，此 为 画

意 。 相 传 春 秋 时 期 ，吴 王 夫 差 、美 女

西 施 在 此 共 赏 明 月 而 得 名 ，此 为 诗

情 。 唐 宋 时 期 ，随 着 人 口 增 加 ，明 月

湾 村 域 逐 渐 扩 展 ，形 成 了 街 巷 纵 横 、

状如棋盘的格局。

走 进 古 村 ，河 渠 曲 折 环 绕 ，驳 岸

青 石 水 迹 斑 斑 。 盈 盈 春 水 倒 映 着 白

墙 、黛 瓦 、灯 笼 、小 桥 ，倒 映 着 一 棵 巨

大的樟树，盘曲多姿，亭亭如盖，葱茏

一 片 。 古 樟 植 于 唐 代 ，主 干 直 径 2

米 ，树 冠 高 约 25 米 ，树 龄 约 1200 年 ，

虽苔藓满身，却裹不住岁月沧桑。树

的 一 侧 曾 遭 火 烧 、雷 击 ，后 神 奇 地 发

出 枝 干 ，倚 背 而 生 ，形 成“ 爷 爷 背 孙

子 ”之 妙 趣 。 上 世 纪 30 年 代 ，日 寇 土

匪 勾 结 ，以 砍 伐 古 树 相 要 挟 ，进 行 敲

诈勒索。村民们拼命力保，古树躲过

一劫，可根部锯痕仍清晰可见。

沿 着 石 板 街 行 进 ，笃 笃 的 脚 步

声，似千年时光流逝的回音。这是用

4560 块花岗岩长条石铺就的主街，全

长 1140 多米。下面是排水沟，即便遇

到暴雨，也能及时排出。春天的天就

像娃娃的脸，说变就变。好在江南的

雨是“沾衣欲湿杏花雨”，只会平添游

兴 。 雨 丝 丝 飘 落 ，轻 柔 地 打 湿 了 石

板，走上去一点不滑，鞋也不脏，正应

了 民 间 那 句“ 明 湾 石 板 街 ，雨 后 穿 绣

鞋”之说。先辈的匠心设计着实令人

敬佩。

街 道 宽 宽 窄 窄 ，两 边 明 清 时 期 留

下 的 建 筑 斑 斑 驳 驳 。 高 高 低 低 的 围

墙 里 ，藏 着 一 个 个 寻 常 人 家 的 故 事 ，

或平淡如水，或生动有趣。明月湾始

建于何时已无从考证，但至唐代已名

闻 遐 迩 ，有 诗 仙 李 白 等 人 来 此 寻 幽 ，

并作诗咏赞为证。南宋金兵南侵，一

些 高 官 贵 族 为 躲 避 战 乱 ，迁 移 西 山 ，

隐 居 明 月 湾 。 明 清 时 期 ，形 成 了 吴 、

邓 、秦 、黄 四 大 家 族 ，一 直 同 舟 共 济 、

和睦相处。许多明月湾人外出经商，

发家致富，陆续兴建了一批大宅院和

宗族祠堂。礼和堂、礼耕堂、瞻瑞堂、

敦 伦 堂 以 及 邓 氏 宗 祠 、黄 氏 宗 祠 等 ，

至 今 保 存 完 好 。 正 如 古 诗 赞 曰 ：“ 水

抱青山山抱花，花光深处有人家。”

礼 和 堂 是 吴 家 老 宅 。 吴 挺 于 南

宋 嘉 泰 年 间 迁 移 而 来 ，距 今 已 有 800

多 年 。 吴 挺 是 吴 璘 的 儿 子 ，吴 玠 、吴

璘 兄 弟 俩 是 南 宋 抗 金 名 将 ，所 率 部

队 骁 勇 善 战 ，大 败 金 兀 术 ，人 称“ 吴

家 军 ”。

吴 家 传 承 着 简 朴 礼 让 的 家 风 。

礼和堂的二层建筑虽算不上气派，但

东 西 两 路 布 局 井 井 有 条 ，画 格 门 窗 、

鱼鳞瓦，古朴典雅。不大的天井叠起

几 块 太 湖 石 ，藤 蔓 生 长 其 间 ，简 约 朴

素。门楼上的砖雕十分精美，中间镌

刻“芝兰挺秀”字样，与四周雕刻的梅

兰 图 案 相 衬 。 尤 其 是 最 上 方 中 间 的

兰 花 ，脱 俗 婉 丽 ，似 有 幽 香 之 气 ，清

远 而 悠 长 。 吴 挺 是 一 介 书 生 ，或 许

他 的 后 人 和 他 一 样 ，爱 兰 的 清 香 宜

人 、不 媚 世 俗 。

邓 氏 宗 祠 临 河 而 居 ，明 显 要 气 派

得 多 ，不 但 占 地 面 积 大 ，门 厅 、享 堂 、

寝 堂 也 宽 敞 高 大 。 南 宋 邓 肃 是 迁 至

此处的始祖，邓氏宗祠由其后裔邓迁

所建，现改为暴式昭纪念馆。门前一

块 花 岗 巨 石 上 刻 有“ 世 上 穷 官 谁 与

比，罢官不见炊烟起”字样，记叙了一

代廉吏暴式昭的佳话。

清光 绪 年 间 ，暴 式 昭 至 西 山 任 甪

头 司 巡 检 。 他 生 活 节 俭 ，清 廉 爱 民 ，

全 家 租 用 简 陋 屋 舍 ，时 常 接 济 穷 人 ，

夫 人 织 布 补 贴 家 用 。 后 蒙 冤 被 罢

官 ，竟 穷 困 到 无 米 下 锅 。 时 值 隆 冬

大 雪 ，全 岛 七 八 千 户 人 家 自 发 捐 米

捐 柴 ，送 到 他 的 居 所 。 一 月 内 ，共 送

米 100 多 石 、鸡 鸭 鱼 肉 不 计 其 数 。 暴

式 昭 仅 取 几 斗 米 、几 担 柴 、几 块 肉 、

几 条 鱼 作 为 家人过冬之用，其余的全

分 给 贫 困 百 姓 。 后 来 ，暴 式 昭 返 乡

时，数百名百姓赶来跪送，依依不舍，

哭声不断。

当 年 送 别 的 地 点 ，或 许 就 在 不 远

处的古码头，它曾是古村连接外界的

主 要 通 道 。 花 岗 岩 铺 设 的 码 头 高 低

不 平 ，长 近 60 米 ，斜 伸 入 烟 波 浩 渺 的

太 湖 ，颇 具 气 势 。 我 行 走 其 上 ，欲 从

阵 阵 风 浪 声 中 聆 听 远 去 的 足 音 。 曾

经的迎来送往已成烟云，只剩下几棵

歪 斜 在 码 头 上 的 树 。 我 似 乎 追 寻 到

曾任苏州刺史白居易的足迹，他在此

泊舟登岸，诗兴大发，写下了“湖山处

处好淹留，最爱东湾北坞头”的诗句。

漫 步 古 村 ，屋 舍 井 然 ，错 落 有

致。“晓培橘栽去，暮作鱼梁还。”唐代

诗人皮日休笔下的明月湾人种橘、捕

鱼，千百年来一直延续。每到巷口转

角处，一抬眼又是一番景致。与房前

屋后的橘子、石榴、枇杷等果树相遇，

与 花 花 草 草 相 遇 ，处 处 草 木 芬 芳 、生

机盎然。这些水果都不当季，当然也

无口福了。见有野菜摊在门口，还有

一筐筐土鸡蛋，更有洞庭碧螺春现炒

现卖，顿时兴致更浓。

遥 望 山 坡 上 ，成 片 的 茶 树 滴 翠 诱

人 。 碧 螺 春 是 产 自 这 一 带 的 著 名 绿

茶，村民仍沿用纯手工制茶技艺。柴

火将铁锅烧得热辣辣的，嫩生生的茶

叶 撒 到 锅 里“ 杀 青 ”，霎 时 ，噼 噼 啪 啪

声 响 四 起 。 茶 农 双 手 不 停 地 在 锅 里

翻 动 搓 捻 ，那 火 候 全 靠 手 感 掌 握 ，似

乎要把灵山秀水的柔情搓进，把历经

千年的古韵捻进。杀了青，倒在竹帘

上 揉 制 ，再 烘 焙 即 成 ，一 道 道 工 序 卓

然 天 成 。 茶 农 泡 了 一 杯 新 茶 让 我 品

尝，氤氲中，缕缕馨香扑鼻而来，一叶

叶茶缓缓舒展，仿佛从冬眠中刚刚醒

来，便急切地扑向春的怀抱。轻啜两

口，缓缓咽下，唇齿生香，心境如清风

明月，一片澄明。

在 我 心 中 ，明 月 湾 酷 似 一 位 隐

士，藏在湖山深处，娴静纯朴，依然保

持 着 江 南 水 乡 村 墟 篱 落 的 风 貌 。 虽

然 未 能 见 到 皓 月 当 空 ，但 已 知“ 明 月

处处有，此处月偏好”。吃着“太湖三

白”——银鱼、白鱼、白虾，味道鲜美，

只能满足味蕾；而明月湾隽永、深婉，

更能滋润心灵。

遗世独立明月湾

明月湾古村 图虫创意 供图

□ 陆令寿 文/摄

十 年 前 ，我 接 到 时 任 江 苏 金 坛 文

联主席葛安荣先生的约稿，让我撰一

篇金坛美食文化方面的文章，说是园

林 大 酒 店 董 事 长 潘 小 平 特 邀 金 坛 本

土和在外的金坛籍相关人士，写一写

金 坛 的 家 乡 菜 ，准 备 汇 集 成 册 ，出 一

本 记 录 金 坛 美 食 的 散 文 集 子 。 作 为

在 外 闯 荡 多 年 的 金 坛 游 子 ，故 友 相

托，不好推辞，挑灯熬了两夜，拙成童

年 记 忆 中 的《“ 十 碗 头 ”》。 也 是 歪 打

正着，此文不日在《人民日报》“大地”

副 刊 中 登 出 ，并 被 收 录 于《人 民 日 报

2013 年 散 文 精 选 ：陌 上 何 时 花 开》一

书 。 此 后 ，出 书 的 事 便 渐 渐 淡 忘 了 。

不 承 想 ，十 年 后 的 今 天 ，潘 小 平 先 生

告 知 ，所 约 稿 件 基 本 补 齐 ，共 收 集 了

76 篇 ，即 将 出 版 面 世 ，正 巧 赶 上 园 林

大 酒 店 建 店 20 周 年 庆 典 。 我 笑 着 赞

曰：真是十年磨一剑啊！

都 说 金 坛 是 块 福 地 。 金 坛 人 有

福 首 先 是 有 口 福 ，此 话 不 假 。 看 完

《美食在金坛——唇齿间的记忆》（以

下 简 称《美 食 在 金 坛》），我 对 家 乡 的

美 食 文 化 更 加 情 有 独 钟 。 金 坛 自 古

人 杰 地 灵 、人 文 荟 萃 ，不 仅 是 美 食 的

故 乡 ，也 是 散 文 的 故 乡 。《美 食 在 金

坛》提 供 了 一 个 绝 好 的 平 台 ，金 坛 的

名人雅士悉数登场，有不少美文超越

美食，给我带来感动和愉悦。

穿 越 历 史 ，禅 悟 金

坛 美 食 文 化 的 厚 重 。 中

华 美 食 有 着 深 远 厚

重 的 历 史 。 著 名

书 画 家 范 石

甫 老 先 生 在

《 砚 边 闲 话

美 食 经》一

文 中 说 ：我

们完全可以

从 饮 食 这 一

侧 面 ，透 析 出

中 华 文 化 的 精

深之处。作者朱瑜

对 百 姓 餐 桌 上 的“ 春

卷 ”刨 根 究 底 ，认 定 古 书《岁

时 广 记》《燕 京 岁 时 记》中 记 载 的“ 春

饼”就是现在的“春卷”，吟出了“春到

人间一卷之”的美妙诗句。胡新梅笔

下 的“ 柳 叶 饼 ”追 思 到 了 北 魏 贾 思 勰

《齐民要术》里记载的民风民俗：早春

“ 取 柳 枝 著 户 上 ，百 鬼 不 入 家 ”，又 有

谚 语 佐 证 ：“ 清 明 不 戴 柳 ，红 颜 成 皓

首。”侧耳倾听，一首清脆的童谣在广

袤 的 田 野 上 回 响 ：柳 叶 青 青 ，油 煎 饼

饼 ，吃 了 眼 明 ，头 脑 不 晕 。 读 罢 这 样

的文字，读者能不心旷神怡吗？

许 卫《金 坛 子 鹅 史 话》中 把 明 万

历年间“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故事，说

得有鼻子有眼，道出了金坛子鹅的一

段佳话。常金、徐云志给我们描绘民

国时期的也聚园、天香楼、荀记馆、宏

来 阁 茶 馆 、菜 坨 子 蔬 菜 馆 等 ，如 数 家

珍 ，一 一 道 来 ，把 我 们 带 到 了 抗 战 前

的金坛老城。如今，那情那景只能在

电视剧里看到了。

看 完 徐 金 亮《食 在 农 家 回 味 长》

中 描 写 的“ 南 汤 趴 鸭 ”，原 汁 原 味 ，热

气腾腾，就忍不住要去乌龙山景区看

一 看 朱 元 璋 为 此 立 下 的 御 碑 。 书 中

还 可 以 欣 赏 到 历 代 名 人 对 金 坛 餐 饮

的 赞 美 ：唐 代 诗 人 张 籍“ 一 斛 水 中 半

斛鱼”“碧芦花老鳜鱼肥”，美味佳肴，

既 入 诗 也 入 画 。 浓 浓 的 诗 意 早 就 超

出了美食的范畴。翻阅一篇篇文稿，

推 窗 问 月 ，乾 隆 下 江 南 即 席 赐 名“ 松

鼠鳜鱼”的松鹤楼还在吗？

读 完《美 食 在 金 坛》中 林 林 总 总

的 家 乡 菜 故 事 ，心 里 豁 然 一 亮 ：金 坛

菜 品 在“ 苏 菜 独 步 ”的 历 史 和 现 实 中

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金坛人有理

由引以为自豪。

迷 恋 故 乡 ，终 生 难 忘 妈 妈 的 味

道 。 没 错 ，人 的 味 觉 喜 好 与 小 辰 光

的 记 忆 有 关 。 许 多 时 候 ，我 喜 欢 把

金 坛 美 食 称 之 为 家 乡 菜 。 美 食 是 大

众 的 ，而 家 乡 菜 是 小 众 的 ，充 满 着 乡

土 气 息 ，是 故 乡 文 化 的 一 个 传 统 标

识 。 无 论 我 们 的 生 命 境 界 拓 宽 到 何

种 程 度 ，哪 怕 走 遍 天 涯 海 角 ，都 无 法

改 变 对 家 乡 菜 的 眷 恋 。 那 种 与 生 俱

来 的 妈 妈 的 味 道 渗 入 骨 髓 ，浸 润 着

亲 情 、友 情 和 乡 愁 ，浸 润 着 童 年 的 种

种 记 忆 ，它 是 对 生 命 原 始 密 码 的 解

读 。 诚 如 著 名 文 艺 评 论 家 蔡 桂 林 所

言 ：在 外 闯 荡 40 余 年 ，“ 见 识 南 北 大

菜 ，品 及 东 西 美 食 ，问 至 中 部 珍 味 ，

然 而 纵 使 走 过 千 里 万 里 ，纵 使 尝 过

千 馐 万 肴 ，记 住 的 总 是 粉 在 喉 底 的

家 乡 至 味 ”。《美 食 在 金 坛》收 录 的 许

多 文 章 ，笔 端 流 淌 着 怀 旧 的 情 愫 ，宛

若 写 给 故 乡 妈 妈 的 恋 歌 。 童 年 往 事

一 桩 桩 一 件 件 ，深 深 地 烙 在 了 灵 魂

深 处 。 在 老 于 头《闲 说 花 生》里 ，可

以 听 到 穿 着 黑 破 棉 袄 、抬 着 大 铁 锅

跟 炉 子 的 江 北 人 在 大 街 小 巷“ 炒 花

生 ”的 吆 喝 ，就 像 闽 南 、台 湾 人 高 喊

“ 酒 干 倘 卖 无 ”。

落 笔 至 此 ，自 然 会 想 到 著 名 作 家

徐 锁 荣《豆 花 西 施》中 那 位 操 着 金 坛

方言的女子在思古街头声声呼喊：豆

腐 花 来 ，豆 腐 花 ——《傍 茶 生 活 的 女

人》里 的 朱 姐 ，一 个 心 灵 手 巧 的 农 家

妇女，把穷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冬天

耥 蛳 螺（螺 蛳），夏 天 摸 蚌 鲜（河 蚌），

成了水乡一道美丽的风景。

沈 成 嵩 怀 念 母 亲 的《酱 油 豆》堪

称 一 篇 很 有 质 感 和 个 性 的 美 文 。 母

亲 制 作 酱 油 豆 很 是 讲 究 ，隔 夜 就 洗

浴 净 身 ，焚 香 敬 神 ，充 满 了 宗 教 仪 式

感 。 黄 豆 下 缸 时 ，容 不 得 别 人 多 嘴

插 手 。 我 们 领 略 到 的 是 一 种 超 然 的

神 圣 和 敬 畏 。 在 母 亲 看 来 ，美 食 是

通 灵 的 ，冲 撞 了 神 灵 要 倒 霉 。 埋 在

地 窖 里 的 酱 油 豆 一 直 要 等 到“ 九 九

桃 花 开 ，紫 燕 南 归 来 ”才 能 开 窖 。 这

样 精 心 酿 造 的 酱 油 豆 ，食 之 沁 人 心

脾，没齿不忘。

油 烟 书 香 ，用 文 学 触 摸 历 史 的 褶

皱。徐锁荣的《豆花西施》，擅长用小

说的语言叙述童年故事，读来让人爱

不 释 卷 。 喝 完 豆 花 后 下 意 识 舔 碗 的

动作，真是我们这一代人童年的真实

写 照 。 王 剑 飞 的《雁 来 菌》不 仅 道 出

了“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古老

传说，更禅悟出道法自然、顺于自然、

回 归 自 然 的 人 生 真 谛 。 那 在 牛 背 上

打 盹 的 白 鹭 、在 树 上 啁 啾 的 黄 鹂 、搔

首弄姿的野兔，引领读者走进了一个

童话世界。

高兰 华《梅 干 菜 记 忆》中 ，父 亲 挑

着 两 只 大 水 桶 担 水 洗 菜 的 描 写 ，栩

栩 如 生 。 两 只 水 桶 都 灌 满 了 ，父 亲

从 水 中 一 步 一 步 走 上 青 石 板 铺 成 的

码 头 台 阶 。 台 阶 那 么 高 ，那 么 陡 ，加

上 来 往 取 水 的 人 洒 得 到 处 是 水 渍 ，

稍 不 留 神 就 会 滑 倒 。“ 我 看 见 父 亲 咬

着 牙 ，鼓 着 腮 帮 ，低 着 头 ，十 个 脚 趾

向 里 屈 ，如 壁 虎 攀 墙 ，紧 紧 巴 住 石

板 ，一 步 一 步 向 上 爬 …… ”这 样 的 文

字 ，是 那 样 生 动 逼 真 ，极 富 空 间 感 和

画 面 感 ，让 人 想 到 朱 自 清 怀 念 父 亲

的《背 影》，被 俗 常 掩 盖 的 精 彩 和 动

人 跃 然 纸 上 。

在 那 个 食 不 果 腹 的 年 代 ，“ 吃 肉

那 个 奢 望 就 像 站 在 地 上 看 星 星 ”（张

建 军 语）。 吴 欲 晓 的 笔 下 ，生 产 队 的

夜 饭 是 那 样 香 甜 。《萝 卜 不 老 的 年

华》，道 的 是 一 位 幸 福 播 种 人 的 生 活

花絮和人生况味。周尚达老县长《饮

食 断 想》中 的 机 关 食 堂 ，勾 画 了 那 个

年 代 机 关 干 部 的 清 贫 和 苦 涩 。 生 活

的原色魅力彰显无遗。

“ 食 之 在 口 ，香 之 在 腹 ，沁 之 在

心，回味无穷。”“金坛美食，只要人们

用 心 ，可 以 有 永 远 挖 掘 不 尽 的 好 东

西 。”我 相 信 这 部 带 着 泥 土 芳 香 与 金

坛人心心相通的作品，一定能够穿越

时空，长长久久地留在金坛人和广大

读 者 的 心 中 。 这 是 我 对《美 食 在 金

坛》的期盼和希冀。

□ 朝颜

人 说“ 牡 丹 随 处 有 ，胜 绝 是 河

州 ”。 河 州 为 甘 肃 临 夏 古 称 ，我 第 一

次见到牡丹，就是在那里。

春 天 ，暖 风 轻 轻 吹 拂 着 临 夏 大

地 ，也 催 开 了 万 紫 千 红 的 河 州 牡 丹 。

行走在大夏河南岸长达 5 千米的牡丹

长 廊 上 ，但 见 数 万 株 牡 丹 竞 相 开 放 ，

恣意摇曳着妩媚的风情，恍惚间似乎

走进了一个无比繁华的梦境。

的 确 ，儿 时 ，牡 丹 一 直 是 生 长 在

梦境中的。家中的花色被面、搪瓷脸

盆、雕花木床上，印得最多的图案，是

牡丹。母亲嘴里最常哼的歌，亦是电

影 《红牡丹》的主题曲：“啊，牡丹，百

花丛中最鲜艳；啊，牡丹，众香国里最

壮 观 ……”小 时 候 ，自 连 环 画 中 读 到

武则天令牡丹一夜开放的故事，牡丹

在 我 心 中 便 有 了 壮 观 阔 大 的 印 象 。

我还从一部忘记名字的电影里，认识

了一位名叫绿牡丹的女子，她泼辣美

丽 ，敢 爱 敢 恨 ，颇 得 我 心 意 。 长 久 以

来 ，家 乡 没 有 牡 丹 ，它 只 能 这 样 盛 开

在我的想象之中。

河州牡丹，了却了我多年的心愿。

牡 丹 是 临 夏 的 市 花 。 据 说 ，临 夏

人种植牡丹的历史已有 800 多年。甘

肃有一种说法：“西北牡丹看甘肃，临

夏牡丹为最盛。”在《河州志》中，也有

“ 牡 丹 旧 有 数 十 种 ，冠 绝 全 省 ”的 记

载。临夏的土壤，仿佛天生就是为牡

丹准备的。河州牡丹品种之繁多，花

色 之 艳 丽 ，的 确 令 人 惊 叹 。 魏 紫 、姚

黄、梨花雪、粉西施、佛头青、朱砂红，

争奇斗艳。花二乔、绿蝴蝶、醉贵妃，

各 显 神 韵 。 特 别 是 临 夏 独 有 的 紫 斑

牡 丹 ，以 红 、白 、紫 、黄 为 基 调 的 花 朵

中 ，花 瓣 基 部 却 生 有 一 簇 紫 斑 ，恰 如

玛 瑙 之 嵌 入 ，又 如 蜂 蝶 之 停 驻 ，华 美

异常。临夏“小洛阳”之名，真乃实至

名归。

临 夏 人 对 牡 丹 的 爱 是 到 了 骨 子

里了。随意走进一家庭院，处处可见

高大的牡丹，有的庭院竟栽种有十多

株牡丹。牡丹盛开时节，人们在自己

家 中 ，就 伴 着 这 端 庄 妩 媚 、花 香 袭 人

的牡丹生活，把芳香植入日常的每一

个细节里。他们精心呵护着牡丹，亦

收 获 牡 丹 带 来 的 殊 荣 与 富 足 。 他 们

植 牡 丹 、赏 牡 丹 、唱 牡 丹 ，吃 着 牡 丹

宴 ，饮 着 牡 丹 酒 ，欢 庆 牡 丹 花 开 。 他

们还把对牡丹的钟爱，渗透到生活的

各个领域，作画、刺绣、吟唱、砖雕、木

刻、彩绘，无不以牡丹为题材。

牡 丹 开 得 有 多 热 烈 ，临 夏 人 对 生

活的爱就有多热烈。

我 想 ，临 夏 人 爱 牡 丹 是 有 理 由

的。早在 1903 年，清政府就敕定牡丹

为国花。1915 年版的《辞海》亦有载：

“我国向以牡丹为国花。”虽然如今我

国尚未确定国花，但牡丹在人们心中

的“ 花 中 之 王 ”地 位 早 已 无 可 撼 动 。

“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的确，置

身于芳香馥郁的牡丹花丛，我不知道

还 有 什 么 花 可 以 像 牡 丹 这 样 雍 容 华

贵 、富 丽 端 庄 ，可 以 配 得 上“ 国 色 天

香”这样的词语。

前 些 时 ，在 一 场 晚 会 上 听 好 友 娟

演 唱《国 色 天 香》：“ 牡 丹 花 开 春 满 中

华，万紫千红如诗如画。国色天香名

扬 四 海 ，人 称 天 下 第 一 花 ……”忽 觉

平日里质朴无华的娟此刻粉面含春，

有说不出的蓬勃和妩媚。这，恐怕是

我 看 过 河 州 牡 丹 之 后 又 增 添 了 新 的

感受力之故。

牡 丹 开 处 ，花 香 袭 人 ，更 有 沉 稳

和 大 气 种 进 人 的 骨 头 里 。 从 梦 境 到

真 实 ，河 州 牡 丹 给 予 我 的 ，不 仅 仅 是

美丽二字。

河州牡丹俏

城南菜花黄
□ 钟伟凤

三 月 里 ，我 沿 着 芙 蓉 路 走 到 长

沙 最 南 端 ，那 里 的 油 菜 花 已 经 灿 烂

如 锦 。

去 暮 云 许 兴 村 看 油 菜 花 ，更 像 是

一次回乡之旅。那里有少年故事，有

农 耕 文 化 ，有 对 家 乡 土 地 的 深 情 回

望 。 而 油 菜 花 灿 烂 的 样 子 ，令 人 喜

悦，它关乎春青、热情，和给予他人的

真诚。青春或许不再，可对青春的记

忆永不褪色。不信，你听油菜花地里

的大妈们聊天，说的全是当姑娘时候

的 事 。 这 应 是 美 的 感 染 力 。 这 力 量

钻 心 、勾 魂 ，由 不 得 你 不 去 回 忆 。 甚

至 连 一 向 拘 谨 、严 苛 的 男 人 ，也 会 在

油菜花地里露出笑容。那笑，恍若少

年怀揣的甜蜜。

如 果 要 为 这 份 甜 蜜 找 到 源 头 ，我

请 你 读 唐 代 诗 人 温 庭 筠 的 诗 ：“ 沃 田

桑 景 晚 ，平 野 菜 花 春 。 更 想 严 家 濑 ，

微风荡白蘋。”诗人成了画家，字字都

是线条，轻松勾勒出春日农家的生机

与绚烂。

孩 子 走 进 油 菜 花 地 ，这 里 自 然 成

为 他 们 的 乐 土 。 然 而 ，对 于 久 居 城

市 、常 受 喧 嚣 之 苦 的 长 者 ，这 或 许 是

一 场 出 其 不 意 的 遇 见 。 那 些 存 在 记

忆 里 的 美 好 ，本 是 锁 进 心 底 ，不 轻 易

触 碰 ，也 难 以 吐 露 的 心 声 。 在 这 里 ，

在面对这一望无际的油菜花时，人变

得 柔 软 、赤 诚 。 美 好 像 是 突 然 得 势 ，

汹涌着从身体里钻了出来。是啊，肥

沃 的 田 垄 上 ，晚 霞 映 衬 下 的 原 野 ，泥

味芬芳，景色宜人。金黄色的油菜花

漫 延 向 西 南 ，与 村 庄 、山 野 、湘 水 相

接，与天地相连。而天边淡紫色的霞

光让一切变得神秘，令人宛若进了仙

境。这是大自然平常的四季一景，却

也是难得的人间相遇。

站 在 许 兴 村 广 袤 无 垠 的 田 野 上 ，

如同站在宽绰的舞台上，层层叠叠的

油 菜 花 随 风 轻 舞 ，和 穿 梭 其 中 的 蜜

蜂 、来 来 往 往 的 游 人 一 起 ，成 为 舞 台

的 角 儿 。 听 许 兴 村 的 老 人 说 ，过 去 ，

村里的仙姑岭上有座仙姑庵，庵里住

着 一 位 仙 姑 。 每 年 六 月 初 六 是 仙 姑

的 生 日 ，一 到 这 天 ，仙 姑 岭 上 就 会 迎

来 一 年 中 最 热 闹 的 演 出 ，上 千 人 看 ，

甚 至 方 圆 十 里 的 人 都 赶 来 这 里 凑 热

闹。场面自然是很大，气氛也很是沸

腾 。 唱 花 鼓 戏 、演 皮 影 戏 、耍 杂 技 的

人 都 来 这 里 ，在 六 月 的 大 太 阳 下 ，台

上台下一气呵成。

壮 阔 ，自 然 是 油 菜 花 盛 开 时 的 气

势。看眼前大片大片嫩黄的、鹅黄的

花朵，就像看向碧海蓝天。你或许说

油 菜 花 美 得 有 些“ 低 廉 ”，因 为 在《群

芳谱》《花镜》等花卉古籍中看不见它

的踪影，唯有《本草纲目》上对它有所

介 绍 。 可 它 如 同 一 阵 风 ，经 由“ 青 铜

之 路 ”传 入 中 国 ，再 从 西 北 盛 开 到 江

南 ，沿 途 乡 村 都 留 下 了 它 的 浓 墨 重

彩 。 我 想 ，这 就 是 油 菜 花 ，它 肆 意 而

壮阔，它将美丽喧嚣得遍地都是。

油 菜 花 从 来 都 是 千 军 万 马 ，一 齐

奔 放 ，也 因 此 ，它 刹 那 芳 华 的 气 势 成

为 人 们 心 头 的 牵 挂 。 而 我 对 油 菜 花

的 记 忆 也 关 乎 生 计 的 艰 辛 。 少 年 的

我 要 独 自 承 担 家 里 两 头 猪 的 草 料 准

备 任 务 。 三 月 的 油 菜 地 是 猪 草 盛 长

的富矿。可密匝匝的油菜花，哪经得

起我们这样的莽撞。我们穿梭其中，

会打落花粉，降低产油量。这是少年

的 我 们 不 曾 想 到 的 。 我 们 只 顾 陶 醉

于眼下的满足，完全忘记了先前的惧

意 。 有 时 也 会 被 油 菜 地 主 人 逮 个 正

着 ，任 他 怎 么 呵 斥 ，我 们 总 是 低 头 不

语。幸运的是，主人从不毁坏我们的

草 筐 ，也 从 来 没 有 把 筐 里 的 草 留 下 。

也 因 此 ，我 们 回 家 时 总 会 一 路 高 歌 。

可挂在我们头上的油菜花瓣会暴露我

们 的 行 踪 。 有 大 人 戳 着 我 们 的 头 笑

骂：你们这群鬼崽子，又钻油菜地了，

小心有人打烂你们的屁股。我们总是

吐吐舌头，吓得一脸惊慌。可第二天，

我们的身影又会出现在油菜地里。

去 油 菜 地 里 扯 猪 草 ，是 岁 月 里 的

艰 辛 ，可 回 忆 的 心 情 却 是 甜 蜜 的 ，对

油菜花的记忆也因此格外深刻些。

我 是 第 一 次 来 暮 云 许 兴 村 看 油

菜花。可我的幸运却是让人羡慕的，

我 看 见 了 年 轻 的 男 子 骑 着 高 头 大 马

从花田间飞越而过的英姿。听那“哒

哒 ”的 马 蹄 声 ，我 仿 若 一 个 懵 懂 无 知

的人回到了故里，看到少年的我行走

在田间，那份轻盈、纯净，如同眼下这

无边的油菜花，呈现出赤诚的欢乐，一

切只是给予，从无索要的困苦。我突

然醒悟：为什么我喜欢去油菜花中行

走，原来那里藏着一个少年的自己。

在 油 菜 地 里 行 走 ，总 觉 得 有 个 声

音在耳边缠绕。追随那声音，我看见

一 群 少 年 ，他 们 就 站 在 油 菜 地 里 ，手

中 都 捧 着 余 光 中 的《乡 愁》。 我 感 觉

自己和他们站在了一起，我们的声音

飘荡在油菜地上空，成为油菜花起舞

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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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美食在金坛》出版前

家乡菜里的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