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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晴 6℃～16℃ 南风3～4级 明日天气：晴 4℃～16℃ 东南风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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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问什么能够代表大珠山的春天，
那么只要是熟悉大珠山的人，便一定会不
假思索地说：杜鹃花。
　　的确，大珠山因杜鹃花而美名远扬，杜
鹃花则仰仗大珠山红及大江南北。看吧，山
梁的北侧，刚进三月，一簇簇、一片片，就渐
渐地红了。踏入山口，空气似乎也渗透着粉
红。石头缝、悬崖上、小溪边，一处处贫瘠之
地，无不骚动着几点耀眼的色彩，点缀着山
体，像是谁随意用笔在画布上涂抹，又像是
有意识把裸露的空白掩盖。
　　可这就是大珠山的春天吗？我不以为
然。杜鹃花的开放，无疑给人带来了一丝春
意。但三月底，大部分杜鹃花还很青涩，易
被人忽略。此时的大珠山依旧宁静，偶尔的
几声鸟鸣，不但没有给山体增添热闹的气
氛，反而让其显得更加空寂。
　　那么石头呢？大珠山上的象形石多，冬
天时石头能被枯枝败叶遮盖，此时它们算
是全裸了，光秃秃的一览无余，且毫无温和
之感，当然也就看不到春天的影子了。
　　大珠山周围方圆数十里的人家，无不
以清泉煮茶而自豪。遍布山里的泉水，滋润
着这里的一草一木。夏季，竖挂在山崖之上
的泉水，像是一根银色的柱子，落地时溅起
的水花，如同一颗颗翡翠被抛向空中，而其
响声更有气势，像虎啸、像狮吼，在山谷里
回荡。
  而此时，流淌在山谷里的泉水温顺了
许多，像是夕阳下归棚的老牛，慢悠悠地穿
过林间，远看像一条玉带，被风吹得弯弯曲
曲，绵延至远方。
　　初春的泉水，流淌了一个冬天，已是

“黄昏独自愁”，全然没有那股傲气。再去寻
找，竖挂着的泉水只有旧日的痕迹，偶尔几
滴，也是懒洋洋地滴落。泉水缓缓向前流
淌，断断续续地能看到一个个水湾，在山谷
里毫无声息地窝着，让人见了不免有些
伤感。
  被称作“春天第一景”的迎春花，此时
也显得没有激情。或许是因为春的失约，
或许是因为风的表白过于寡淡，迎春花只
是象征性地与大珠山打了个招呼，便在夜
里顶着一头白霜，暗淡地退出了春天的
舞台。
　　“春江水暖鸭先知”，那不妨去湖里寻
找春天吧！大珠山怀抱里的湖，确切地说是
一座人工水库，不管是雨水还是泉水，都沿
着各自的途径汇入这里，让这里成了各种
水生物休养生息的天堂。最明显的莫过于
野鸭了，它们时而潜水觅食，时而欢快地游
弋。可是，在这盛满了大珠山灵气的水中，
一年四季都能见到野鸭，又怎么能通过它
们的身影窥探春天的脚步呢？
　　忽一日，大珠山绿了，像是突然间展现
在眼前的一幅巨型油画。当你掀开画布一
角，慢慢走进去的时候，便会发现春天这个
画师正举着画笔，一笔笔地涂抹着——— 野
草绿了、盘藤绿了、槐树绿了，大珠山的春
天来了！
　　不止它们，还有山上的奇石、泉水……
都在悄然规划着大珠山独有的春天；正是
它们，在不知不觉中凸显出大珠山春天的
魅力。
　　这不正是大珠山的一方水土，孕育出
来的不张扬、不炫耀、低调前行的个性吗？

　　挂牌：山海情韵 大珠山的春天
□张京会

　　偶读陶渊明的诗句“暧暧远人村，依依
墟里烟”，脑海里就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一
缕缕炊烟在落日下的乡村袅袅升起，牛儿
在田埂上欢快地甩着尾巴，慢悠悠地吃着
草，花猫则慵懒地蜷伏在墙脚，村里村外响
起此起彼伏呼唤孩子回家的声音。
　　这个闲适而又温馨的画面，就是我儿
时家乡的生活场景。
　　记忆中的那一缕缕炊烟，来自儿时乡
下的柴火灶。
　　所谓民以食为天。家乡人对食物的虔
诚和尊重，表现在垒砌柴火灶的过程中。往
往是翻了农历择了吉日，请来村里的垒灶
师傅在主人家的厨房里选定方位，整平地
基，用老火砖一块一块地砌成柴火灶和烟
囱，然后从池塘的塘底担来黝黑的塘泥，一
层一层均匀地涂抹在灶膛内外。师傅亲手
点燃灶膛的第一把火，仔细地察看灶膛四
周，有没有漏烟或火苗外蹿，然后再察看烟
囱。直到看到一缕细烟从烟囱口飘出，新灶
便垒砌成功了。新灶垒成，第一餐是烧给师
傅吃的。师傅也不推辞，大大咧咧地坐在上
座，和主人家一边唠唠家常，一边品尝用新
灶烧煮出来的饭食。每逢春节，老家人都会
在炉灶外侧贴上红对联，然后在灶头燃上
一炷香，洒上几滴酒，说是敬灶神，以佑来
年五谷丰登。
　　冬天的我，最喜欢蹲守在柴火灶前。母
亲作为家里的主厨，忙着炒菜；我呢就负责
往灶膛里添柴。欢快的火苗在灶膛里蹿来
蹿去，像跳舞一样，暖暖地映着我的脸。这
样百无聊赖地值守在灶膛前，闻着炒菜时

泛起的一阵阵香气，我往往会忍不住嘴馋，
便去掏出浸泡在瓦缸里的糍粑，拭干表面
的水，搁在灶膛边上烤着。等到糍粑两面被
烤到开裂，冒出腾腾热气，就熟了。取出来
捧在手心，暖烘烘的。小心翼翼地咬上一
口，糯米的甜香混合着阵阵热气直透喉管，
通体舒畅。
　　对于家乡的记忆，大多是那一股来自唇
齿间的烟火气息。老家乡下的美食很多，有
鱼糕、腊肠等，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母亲烤
的茄子和辣椒。待饭菜煮好后，灶膛里就不
再添柴了，灰烬却还有热气。母亲便把茄子
和辣椒埋进这灰烬里。借着灰烬的余温，茄
子和辣椒不一会儿就被捂熟了。母亲把它们
扒出来，冲洗干净，细心地剥了皮，撕成条
状，摆进盘子，撒上几粒葱花，最后淋上芝麻
油，一道地道的农家美食就完成了，满屋香。
　　有人说，炊烟是一棵流动的树，是乡村
的一面旗帜；也有人说，炊烟是乡村的符
号，是乡村的灵魂。而对于孩提时的我们来
说，炊烟就像母亲温存的手，意味着温暖，
意味着呵护，它是母亲呼唤孩子回家的讯
号。放学后的我们，三三两两地在村里晃
荡、捉迷藏、追着狗儿跑。玩累了，就往家的
方向望一望，远远地望见家里的炊烟起了，
就知道该回家了。于是我们就被一缕缕炊
烟牵回家去。
　　如今的乡村，家家户户都换上了燃气
灶。旧时的柴火灶已经很少见到，再也看不
到那结着乡愁的炊烟了。故乡的炊烟已成
为记忆，永远留存在内心深处，时时温暖着
离乡生活的我。

依依墟里烟
□王同举

春夜，大地悄然静默
我舍不得睡下

因为春潮涌来，嘉木泛绿
无尽的槐花如同风铃

眉清目秀的双樱正在奔月

生动的鸢尾花浅笑嫣然
溪水潺潺莞尔放下心事
倾诉“愿我如星君如月，
夜夜流光相皎洁”的相思

惟有黄鹂婉转声声
招呼柔情万种的桃红梨白

围山而坐

春风十里温暖的梧桐花啊
很让黄莺动情

连大地都如此湿润
烟雨都如此愉悦
随便撒一把种子

就会酿制一个万紫千红的春天

没有春雨的召唤
桃花也开得半推半就

就连南来的风都有些六神无主

晨起
孤寂了整个季节的窗被打开

被雨落下的樱花
给这个季节作了最早的映衬

所有的不快在漫城雨雾里被稀释
小巷里，石墙上

那些杏花春雨的剧情
一大早就倏忽被拉开帷幕

牛棚里黄牛的眼睛开始明亮
桃花苞开裂时

粉白的比例被安排得恰到好处
村口那棵早椿已被调染成褐色

河边的蒲草开始了
年度草木皆兵的演练

春天，终于有了自己的模样

迷醉在街角的花海
在暗香深处寻找出口

就像来不及奔跑
早已被一场大雨浇透
一切还是原来的样子

春风成就了花期
蜜蜂正从远方赶来

而我欣喜地像个孩童
不过是春天的过客

无奈我的脚步略显轻柔
花为懂她的人开
对此我深信不疑

后来，曾经让人心动的花儿
有的结出了果子

有的只剩一树叶子

指间月光
□李全文

春雨，姗姗来迟
□董记续

遇见花开
□徐永芳

□崔安宁

 春日榆钱香

《逸文》由本报编辑部
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

　　前天，我收到一份来自故
乡的快递。包裹里是一袋春
天的礼物——— 榆钱。
　　榆钱是榆树的种子，其外
形圆薄如钱币。榆钱又是“余
钱”的谐音，在我的老家有“吃
了榆钱有余钱”的说法。虽然
榆钱并不起眼，但其味美甘
甜，做法也多种多样。
　　榆钱最传统的吃法就是
清蒸。清蒸榆钱做法简单，先
把采摘来的榆钱剪去枝叶，用
清水浸泡。待洗净后，将其沥
干水分，盛到干净的盆里。紧
接着，向盆内倒入干面粉进行
搅拌，直到榆钱都裹上干面粉
为宜。裹好面后，再向榆钱内
加入少许盐接着搅拌。随后
将搅拌好的榆钱盛到箅子上，
上锅蒸10分钟左右即可。
　　吃清蒸榆钱，蘸料必不可
少。蒜泥与凉拌醋、酱油、盐
调配而成的蘸料，是清蒸榆钱
的完美搭档。有时，也可把蘸
料直接浇在榆钱饭上。一口
榆钱配一口蘸料，既爽口又下
饭。不加蘸料的榆钱饭，味道
更加清新香甜。
　　除了清蒸，榆钱还可以做
成榆钱饼。美味可口的榆钱
饼，做起来也不复杂。将新鲜
的榆钱去蒂洗净，沥干水分放
在盆中备用。随后，再在盆中
放入少许面粉、玉米面、清水、
葱、五香粉、盐和鸡精，并加入
一个鸡蛋，用筷子搅拌均匀，揉
捏成饼状。紧接着，向平底锅
内倒入少许油，再将捏好的榆
钱饼放进锅中。等到榆钱饼煎
至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金黄色的榆钱饼厚薄均
匀，香脆美味。夹起一块塞进
嘴里，满嘴流油，香气四溢，让
人回味无穷。
　　煎制的榆钱饼酥脆香甜，
熬煮的榆钱粥更是滑嫩美味。
相传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喝
过榆钱粥后，留下了“杯盘饧
粥春风冷，池馆榆钱夜雨新”
的诗句。香气扑鼻的榆钱粥
制作程序也不难，把刚摘下来
的新鲜榆钱用清水洗净，并用
淡盐水浸泡20分钟，然后再用
清水洗净，捞出备用。紧接
着，把米粥熬至黏稠，将控水
后的榆钱放入米粥里，继续熬
煮。最后，向煮好的榆钱粥内
加入盐、香油、葱花，搅拌均匀
即可出锅。
　　翠绿的榆钱与颗粒饱满的
大米，给我们带来了甘甜的味
道。一碗刚出锅的榆钱粥不仅
能填饱肚子，还能安神健脾。
　　跟随着快递箱飞奔而来
的榆钱，是春季里不可缺少的
美味，是故乡的味道，也是大
自然赋予我们的珍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