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的食味
郭华悦

一个人的身上，该有多少食物的味道？
藕心，是不可少的。 藕，堪称是四季里的饭桌

常客。 夏日，食藕心；秋天，做糖藕；冬天里，则是
挖藕的好时节，新嫩嫩脆生生的藕一出土，备受
喜爱。 食藕之人，对藕中之心，可谓爱恨夹杂，清
洗麻烦，却入口爽脆。

藕的心眼多。 人呢，也不能缺心眼。 害人之
意，不可有；可防人之心，多少还得有一点。 毕竟
红尘俗世中，能掏心挖肺的除了至亲之人，寥寥
可数。 专业上，得处处留心，才能于不疑处有疑，
不断开发出新课题。 为人处世上，心眼太多固然
可能适得其反，令人避而远之。 但若是毫无心眼，
恐怕在哪条路上，都走不长远。

人处于世，有藕之心，还得有白菜味。
说起白菜，谁人不识？ 特别是经历过艰苦年

代的人，对于白菜更是有种难以割舍的情感。 物
质贫乏的日子里， 营养丰富价格实惠的大白菜，
曾是多少人的救命之食？

白菜的做法，有千千万万种。 但哪怕是煎炸
烹炒，依旧难改平和恬淡的气息。 一个人身上的
藕心，是用来对外的，是观察身外俗世的“眼”。 而
与此同时，对内却得有点白菜味，甘于平淡，恬静
安宁。

没有白菜味的人， 日子往往过得焦头烂额。
不满于现状，过度攀比，眼睛处处盯着别人。 别人
有的，自己也得有；别人没有的，自己将来还是要
有。 眼中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日子过得犹如身
后有鞭子赶着，身心舒畅只能是天方夜谭。

一个人，处于人世间，恐怕多少也得懂得上
浆和挂糊。

上浆和挂糊，对于不擅厨艺的人而言，有时
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团。 上了浆，挂了糊，味道却也
没什么变化。 那么，又何必多此一举？ 所以，越是
不精厨艺，对于上浆挂糊这样的表面功夫，往往
越是避而远之。

可若是精于厨艺，对分量拿捏得当的人 ，对
于上浆挂糊的重要性， 更是心知肚明。 一道佳
肴，若是上浆和挂糊处理得当 ，堪称锦上添花 。
食材由内而外，面相全然不同，堪称是食物的嫩
肤术。 经过这么一番 “美容 ”，佳肴更上了一层
楼。

一个人 ，是不是多少也得上点浆 ，挂些糊？
外表上，邋邋遢遢，不修边幅；内里，不善表达自
己，无法将优点展露于外。 结果，还常常感叹生不
逢时，怀才不遇；又或者，酸溜溜地嘲讽他人，终
日炒作自己，虚头巴脑。

这样的人，少了上浆挂糊，内里再美味，有时
也难逃无人赏识的结局。 毕竟，节奏快的时代，谁
也不会把大量的时间， 用来挖掘每一个人的内
里。 不管是外在上的装扮得体，还是善于将内里
的长处展露人前， 这都是一种人际间的上浆挂
糊。 让自己的亮点，充分展露于人前，自然不乏闻
香而来的食客。

人处于世，就像食味入口。 少了，自然寡味；
多了，主次不分。 一个人，一道菜，内里都蕴藏着
无尽的智慧。

星星点灯
黄丹丹

去岁，小友托人从乡下捎来一兜冬桃。 啖之，甜，脆，汁液稠
蜜。 一兜桃，须臾被瓜分，众口嚼罢，赞叹不绝。 我因其有儿时食
桃之味，始终心心念念，却又不好开口向小友索问桃源地，免有
索桃之嫌。

时间苍茫，可容无限事，至于念与恋，便也消融其间了。 直到
今朝，烹制午餐时，洗了碗稻米，置于煲间。 一盏茶的功夫，米香
袅袅。

午餐时，面对颗颗晶莹的米脑袋簇拥的米饭，直接下箸，那
一口糯软香甜的米饭，又是旧时味。 记忆中，老家的亲人，会在中
秋节前夕背上一蛇皮袋大米上门，让我们尝尝新。 新收割新加工
的稻米，似乎还有阳光、风雨与露珠的味道，那不可言说的自然
之味，融进稻米穗中，即便被水火逼成米饭后，依然葆有那份鲜
香。 用那新米煮成的饭， 可让挑食怄饭的我香喷喷地吃完一整
碗。 那饭香，后来随着亲人的离乡成为了遥远的记忆。

记得有一年暑假，随父母回老家。 堂叔见我对案上菜蔬无动
于衷，悄声出门。 一顿饭功夫，归来的堂叔从竹篾编织的鱼篓里
倒出一地鱼虾。那些鱼虾，被油炸后成为我的零食。第二天，堂叔
出门时，我提着鱼篓，像个跟屁虫似的跟在他身后，让他带我去
捉鱼虾。 堂叔抱着我，我背着鱼篓，我们走在被晨风吹拂的田野
里，田野里稻田被风轻拂成起伏的绿浪。 堂叔把我放在“浪”边，
自己赤脚踏“浪”而去。 我坐在田垄上，歪着脑袋看他弯着腰从稻
田里淘出一只只蹦蹦跳跳的鱼虾。 那场景，至今想来，仍觉得比
魔术更精彩……

佐着回忆，我静默地吃着米饭。 心头浮起一丝淡淡的忧伤或
是惆怅。 饭每日食得，但因饭食而令人惆怅的滋味却少有。 这是
碗中饭食与记忆中的食味遥相呼应引发的念想。 沉寂在时间里
的记忆因食味而唤醒，这食味何等珍贵。

餐毕，进厨房收拾时，整理米袋，“虾田稻米”四个字赫然在
目。 如今，还有旧时光里的旧景象？

我忍不住打电话给送米的小友，问她米从何来？ 答曰：小甸
集的啊。

原来如此。 记得两年前，为写一篇文章，我在前往小甸集镇
采访时，巧遇一位报社的记者朋友，本以为他也是和我们一样去
小甸集特支纪念馆的，结果半道上，他挥挥手说，要去采访那里
的助农脱贫电商。

既然是电商，我挂了电话，灵机一动，在手机上搜索，那个小
程序迅速出现了。 点开链接，我笑了，虾田稻米、土鸡蛋、咸鸭蛋，
农户饲养的鸡鸭，以及农家腌制的腊物和新鲜的蔬果……我飞快
地在小程序里下了单，几天后，定居上海的堂叔一家，就能收到这
份来自故乡的恩物了。 我在想象，他们收到虾田米、土鸡、盐鸭还
有新鲜的玉米棒后，会不会也如我一般勾起往昔的回忆。

倒是我，下完单后，那驻之于心的桃之念，又渡了过来。 在小
程序上，我看见了尚未上市的冬桃，那就是我去岁食罢便心心念
念的桃啊。 看来，这触角早已深入我的生活。 以静默的力量潜入
人们生活并改变人们生活的电商，在我看来，正是一种传承。 百
年前，这片土地上，就有一群年轻人，静默地捧起珍贵的革命火
种，以星火燎原之势遍及全国。 如今，这已成为电商精准扶贫的
经典案例， 他们将群众零零星星的收成聚火成炬， 再借助互联
网+电商的平台，推广到社会，完美地做好了供求对接，如星子，
擦亮了自己的品牌，也点亮了我们日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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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暑 卷 丹
鲍安顺

小暑那天， 朋友晓彤来我家时，带
来他临摹的一幅画 ， 题名 《精描花
卉———卷丹》。 他告诉我，卷丹，又名山
丹丹花，卷丹百合，是百合花的一种。 他
还说，它的别名很多，有虎皮百合、倒垂
莲、药百合、黄百合、宜兴百合、南京百
合，日文名称更奇怪，叫鬼百合。 我看那
画，画在熟宣纸上，他说他用小白云毛
笔勾线，用中白云小楷笔染色 ，蘸清水
洗笔，所用的国画颜料有花青、藤黄、胭
脂、钛白、硃砂等，还用墨汁调色，纸巾
吸水，整整画了三天，才出此画。

晓彤自称清峡画人， 擅长国画，通
晓西画，从事绘画教学 30 多年。 我说，
看了他的卷丹作品，感觉那花色，浓艳似
火，姿态肆意，有野性之美，张扬之态，忘
情之趣，还有点儿清凉之意。他听了笑着
说，他是临摹王道中先生的作品，原画题
名白描，他改为精描，就是笔法外露以合
其形，而染色后，也有新意，就是画如真，

形逼真，色红艳，情态天成，趣在于形，质
在于色。我听了，笑着说，小暑卷丹，好一
幅画，是送给我的，还是给我看看，沾点
儿清凉的快意，愉悦一下心境？ 他说，都
成，只不过那卷丹花，他家里也栽植了，
是从山里挖到院子里的，临水而开，非常
美丽。 也正因此，他喝着盖碗茶，才画成
了此画，那是赖生活所赐，从生活里来，
又回到生活里去，才能觉其意味，品其艺
境，乐其情志！

我听了说 ，我知道百合 ，却第一次
听说卷丹，才知道它是百合的一种。 我
还说，百合是宜兴特产，获国家地理标
志，称太湖之参，在夏季小暑左右收获。
他听了说，百合性味甘，微苦而平，可入
药，滋阴去火，清心安神，美容养颜 ，清
热凉血，主治肺燥、肺热或肺热咳嗽等
病症。 我说，是呀，有位女友常年吃百
合，50 多岁了，活得容颜焕发，像 30 岁
的年轻人。 我还说，百合品种很多，听说

过水仙百合、香水百合、山丹百合等，那
鲜百合可以做甜品， 如百合银耳羹，还
可炒菜，如西芹百合。 他听了说，卷丹也
一样，著名医药附方很多 ，有卷丹固金
汤、知母汤、地黄汤等，见之于《金匮要
略》，说它药用价值很高，但不能大量食
用，食多了会伤肺气。

他说着，指着那幅画对我说 ，那卷
丹花，有六个花苞，开始由绿色的花苞
慢慢变黄，再变成橙黄色、橙红色时，它
就要开花了。 它开出的花瓣， 蜡质，僵
硬，颜色漂亮，花型奇特，每朵花儿 ，有
六个花瓣， 花瓣上点缀胭脂色斑点，像
朱砂美人痣，颜色协调，美丽动人。 那六
片花瓣，翻卷起来时，只在一瞬间。 更有
趣的，手指头粘上它的花粉 ，涂抹指甲
上，会变成了美人甲，香皂也活不净，指
甲上总留有胭脂红。 我听了说，卷丹花，
形与性，阴阳互补，浑然天成，才有了画
意，美境。 他听了说，卷丹一词，常让人

想起丹青，那绘画的丹青，并不是卷丹，
却一样可作绘画的颜料。

那天， 他指着画上一首题诗说，这
是浙江嘉兴的画家、 诗人吴藕汀的诗，
诗名《竹枝词·小暑节候图题画 》，收录
在他的 《廿四节候图 》画集里 ，集中有
诗、画、款、印等，配图精湛，与诗文相得
益彰，让人耳目一新，赏心悦目。 说着，
他高声朗诵那段题诗：“水晶肉露醉中
颜。 一骑红尘诬玉环。 小暑卷丹同百合，
太湖湖上弁山间。 ”他说吴藕汀，号药窗、
小钝、信天翁等，自幼过着左琴右书的生
活，家有红霞楼，在鸳鸯湖畔，与南湖烟
雨楼遥遥相映。晓彤还说，吴藕汀临摹众
家，取其菁华，不以学像古人为满足，力
参己意，以“拙”为归，被人称为“你画杜
造”之笑谈。他说着，笑笑告诉我，他在画
中题此诗，是取吴藕汀先生的画意诗境，
以感怀他写画于南林鹧鸪溪上的 “小暑
卷丹”，百合清香，太湖风光。

一生是一次回眸（外一首）
李瑞祥

有时候，我无限接近天空
却没有勇气重返大地
怕又是山水一程
黄昏与聊赖兑成厮守的甬道
期盼若惊鸿追逐暮光，拖曳间
多少心事落满云坑

兴尽而归，一杯酒让自己睡去
月色饱蘸着平生的有去无回
半盏烟火，含蓄人间
沉默终要乱了浅谈的方寸
岁月不过是偶然悬停的花期
原来，人们在抽象时恣意
又在现实中守口如瓶

一生是一次回眸，往昔簌簌
身后的无数碎片，正值盛季
灵魂拾级而上，随风协奏夜幕
安静是对虚无的心摹手追
你如愿以偿，熬过记忆的锋利
酒杯撕咬孤独，谁不曾泪流满面
目光赤裸，我们还要翻越荆棘吗
等不到彼此的路
小心翼翼地庇护，又如何
深呼吸吧，陈旧并无奇迹

我们不断回眸，但
一生只是一次回眸

理想主义的花

理想主义的花
总在翻山越岭，寻找心中的家
孑然一身的白杨为杖
燃烧酣饮松脂的火把
山河无恙，只是了无牵挂

路过无数个太阳，亲手把黄昏葬下
与荒冢对饮烈酒，在河湾清濯身痂
骡马嘶鸣，葳蕤凋寡
流浪的星辰客死他乡
青石碑斫断远方的风
老木寒泉，祭祀着粗砺的希望

花儿唤着倔强的野草
向死而生地疾流而下
弯曲的红树林，敛目支颐的曼陀罗
鼓荡着阴霾和诱惑的簌簌声息
还有，一群群黑夜的阻伐

亲爱的别怕，披荆斩棘吧
自行贬黜就该舍弃浮华
又怎能忧惧疲乏和饥饿
安静的大地用尽最后的种子
长出冰雪，抚拭伤痕累累的面颊

当光阴散尽，肉体老去
当独往山海，含咀星空
当世间所有的孱弱和艰难
都被流淌的草原所收养
我们，还要浪迹天涯

惟有绿荷红菡萏
吴 建

水塘原先是没有的， 那一年， 我
家建造两层小楼， 需要泥土填高屋基，
于是请来挖掘机在房子基地左前方约
100 米处连续掘土， 这儿便成了又大
又深的坑。 夏天几场大雨之后， 大坑
四周塌陷， 后来父亲请人来把它修为
椭圆形， 并继续加宽加深， 渐渐地就
形成了这小小的水塘。

小小池塘， 水清洌洌的， 像明亮
亮的眼睛， 塘圆溜溜的， 像只小小的
圆镜。 这小小的水塘， 盛过天光云影，
盛过明月星斗， 盛过鸟鸣蝶影……

这方小池一直闲着， 有一年春天
父亲买回藕种栽进池里 ， 春夏之交 ，
这片水面竟被碧绿的荷叶所覆盖， 宛
如一面翠色的圆镜。 数百茎荷花， 或亭
亭玉立， 如翘首的伊人， 风姿绰约； 或
枕波而卧， 似慵懒的女子， 温婉可人。

荷塘是我儿时常去的地方。 每逢
周日， 我便独自一人， 痴痴地趴在塘
边， 从小荷才露尖尖角， 变为一个个
小小的圆， 直看到 “青荷盖绿水、 芙
蓉披红鲜”。 田间荷叶、 亭亭荷花， 成
了我最要好的小伙伴， 成了我心头一
幅隽永的风情画卷。 偶尔下雨， 仍不
肯离去。 雨丝纷纷扬扬， 荷塘渐渐迷蒙
起来， 菡萏含露， 亭亭玉立， 香远益
清， 沁人心脾。 无雨时， 用手撩起水滴
轻轻撒上花叶， 水珠在圆盘上调皮地滚
动， 那时， 想象的翅膀就在自由地翱
翔。 直到天黑， 听见母亲深情唤儿的声
音， 我才依依不舍地跟它告别。

暑假里， 我一个人划着一只大木
盆， 向池塘深处驶去。 此时塘里的荷
叶真是 “接天莲叶无穷碧” 啊。 我在
荷花里左冲右突 ， 几乎找不到出路 。
阳光在荷叶上跳跃， 偶尔从缝隙里漏
下一点来， 洒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像
金子一样 。 观赏着硕大清香的荷叶 ，
我喜不自禁地摘下几片放在木盆里 。
傍晚， 我抱着一大捧荷花回家。 母亲
看到我手中的荷花， 虽觉得可惜， 但
并没有责怪我， 而是说别把荷花浪费

了， 做菜吃吧。 当时我童真地想： 荷
花能做菜吗？ 能吃吗？ 母亲拿了荷花
洗净切碎放入大瓷盘中， 又舀了一瓢
面粉倒进盘中， 加水搅拌， 我趴在灶
台上， 眼巴巴地望着锅。 母亲把调好
的荷花刚倒入滚热的油锅， 那沁人心
脾的清香瞬时溢满了小小的厨房。 待
荷花烧饼一出锅， 我就迫不及待地掰
开一块往嘴里塞， 咀嚼了两下， 就满
口醇香， 然后整个人就好像包围在这
种清香里， 犹如身在开满荷花的池塘。

古往今来， 吟诵莲荷的诗句数不
胜数， “灼灼荷花瑞， 亭亭出水中”，
“雨罢苹风吹碧涨。 脉脉荷花， 泪脸红
相向”， “应为洛神波上袜， 至今莲蕊
有香尘”。 许是受周敦颐 “可远观而不
可亵玩焉” 的影响， 我对莲荷更多的
是一份仰慕， 细想， 这世界上有花无
数， 比荷花美的也有不少， 或淡雅素
洁， 或雍容华贵， 或娇艳欲滴， 或婀
娜多姿， 却独有荷花 “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 任烈日炙烤、 雷击雨
淋， 无所畏惧， 娇美、 高洁如许。

我喜欢荷花， 喜欢它纯洁、 情真、
质朴， 喜欢它清静而又优雅， 羞涩而
不忸怩。 那一朵朵清雅的花儿， 每一
朵花瓣都是优美曼妙的舞蹈， 每一朵
花苞都是婉约抒情的小诗。 我为 “清
水出芙蓉” 而感叹， 为自己内心得到
的清幽而感叹， 更为人生能有淡泊与
宁静的境界而感叹。

而今父亲年纪大了， 再也无力种
荷了， 长大后的我迫于生计常年在外
奔波， 也很少光顾小池了， 原先生机
勃勃的池塘逐渐萧条凄冷 。 今年夏
天， 我回家小住， 在这荷塘边伫立良
久， 想到季羡林先生种荷， 种出了一
片 《清塘荷韵 》， 滚滚红尘中有多少
人像我这样为追求物质而荒芜了精神
啊。 我暗忖， 明年春天， 我要在这方
小池里种下一片荷， 种下一片心灵的
绿荷， 让这绿荷的清香之气去温润芸
芸众生……

赛里木湖风光 归祖玲 摄

蜿 蜒 侯 凌 摄

希 望
刘洪文

自打懂事起，她就恨哥哥，原因很简单，
她就是为了哥哥而生的。

她叫牟小雨，哥哥名叫牟念希。 旁人一
眼就能看出端倪，这其中定有故事。 是的，当
年哥哥出生之时便先天不足，直到两周岁还
不能说一句完整的话，这还不算什么，最要
命的是他被查出患有先天再生障碍性贫血。

这是一种很罕见的可怕疾病。父母为了
哥哥的病付出了很多 ，时间 、精力和金钱 。
可是这种病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便是骨髓移
植， 但他们的配型均未成功。 也正是基于
这个原因， 父母才决定再生一个孩子。 哪
怕这希望很渺茫，可万一成功了呢？ 于是，
哥哥的名字由原来的念欣改成了念希 ，而
小雨的名字是在她还未出生之前便固化了
的， 因为她是作为一场春风化雨来带给哥
哥希望的。

苍天不负有心人，这一次终于配型成功
了。 家人带着期许和等待的心情走进喜悦之
门。 似乎这一扇门已经关闭了很久，又似乎
是注定要开启的，只是大家都在沉默中等待
着。

小雨 6 岁那年 ， 在父母的陪同和看护
下， 医院成功为哥哥进行了骨髓移植手术，
骨髓的捐献者自然是牟小雨。 那时的小雨对
这一切都还很懵懂，她只知道这是爸爸妈妈
让做的，爹妈让做应该就是没有错的。 尽管

如此，她还是很害怕，尤其是躺上手术台的
一刹那，她觉得这一天似乎是末日来临。

手术后，兄妹俩的身体恢复很快。 父母
的脸上也有了久违的笑容，这笑容让小雨感
觉温暖， 似乎从她出生以来就很少见到，平
时这些都在愁云惨淡中隐藏着。 可是，小雨
还是觉得父母更疼的是哥哥，或许是因为哥
哥病重的缘故吧，家里的一切都是可着哥哥
先，然后才能轮到她，无论吃的玩的，皆是如
此。

这让小雨的心里很不平衡 ， 偏偏那个
可恶的哥哥还时常背后告她的状， 今天说
她在学校里和小朋友吵架了， 明天又说她
被老师批评了……小雨的心里恨死这个哥
哥了。

有一次，趁着爸妈上班没在家 ，小雨偷
吃了妈妈过节买给姥姥的月饼，然后又把盒
子盖好。 可是回来后却被哥哥告了密。 母亲
因此批评了小雨，她说：“家里不是不让你们

吃， 可总得有个长幼之分 ， 而且你为啥偏
要偷着吃呢 ？ 这是一种很不好的行为 ，你
想吃就直接跟妈妈说的 ，你看哥哥都不偷
吃……”

母亲的话还没说完，小雨就恼了。 她忿
忿不平地说：“什么都是哥哥好，我就是哥哥
的附属品，我什么都不好，什么都不行，那当
初为什么还要把我生下来？ ”

母亲被问得哑口无言 ， 不知道说什么
好，只是不断地重复：“这孩子，咋这么不懂
事！ ”

小雨才不管那么多呢，她狠狠地说：“我
不懂事，你就别要我算了，反正我在这个家
里也没什么用，还不如送去孤儿院的好！ ”

母亲被气得面色苍白，一句话也说不出
来。 从那以后，小雨更加恨哥哥了，恨他的小
气，恨他的反复无常，恨他一点哥哥的样子
都没有……

时光荏苒，转眼数年。 小雨和哥哥都已

经长大了。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让人没想到
的是，小雨居然也得上了重病。 那是一种罕
见的肝功能丧失症，需要紧急进行肝脏移植
手术。

治疗方案出台后，哥哥挺身而出 ，他二
话不说就决定捐出了大半个肝脏。

手术同样进行得很成功，小雨和哥哥康
复得也很快。 在医院这段日子里，小雨思考
了很多问题，她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了，也明
白了很多事情。

窗外的丁香花开了 ， 花香从窗口飘进
来，氤氲了整个病房。

小雨已经可以下床了，她可以在病房里
简单地走一走。 这间病房并不大，从门到窗
是七步，从窗到门也是七步，但是很安静，靠
在走廊的最里边， 房里有个不大的卫生间，
很方便。

出院的第一个周末恰好是小雨的生日，
哥哥捧来了一个大大的蛋糕， 上面写着：祝
小雨妹妹生日快乐，永远幸福！

小雨当时就哭了， 紧抱住哥哥说：“哥，
一直以来我都以为我是你的希望，是为了你
爸妈才生了我。 可是，今天我才知道，原来你
也是我的希望啊！ ”

这时， 父母推门进来了， 父亲笑着说：
“一家人，只有紧紧抱成团，才会不怕任何困
难，生活才会总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