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涯诗海

■■ 梁居定

虞美人·海口万绿园

久闻名胜香升缕，今

到轻盈履。

心中想象美葱茏，不

比特别实景月明中。

红花朵朵开无数，树

木婆娑舞。

多姿鹏展向高飞，竞

使客游欢乐忘返回。

■■ 朱 凌

父亲的春耕

泥土和紫云英的爱情

于田野之上尽情演绎

春风春雨

是孕育万物的绝好推手

唿哨一声绿茵满地

只一挥手就是百花盛开

撩拨得蛙鼓奏响高腔

一粒鸟鸣啄碎山村的宁静

镰刀月还在山巅磨蹭

父亲便顶着晶莹的露珠

指挥着犁铧和泥土

追逐嬉戏 窃窃喃语

黝黑的泥坯多像

渐次翻开的书页

呼哧呼哧的老牛

读得比谁都认真仔细

父亲总是那么驾轻就熟

吆喝声跌宕起伏

高高扬起的鞭子

追逐着父亲和老牛的剪影

睡眼惺忪的坯行

横如琴键竖如书

那一丘丘各具形态的稻田

多像一架架精美的钢琴

将耳熟能详的乡音

悦耳动听的歌谣

还有那浓得化不开的乡愁

一遍又一遍弹唱

是你

自天幕竖一把硕大的琴

从淅淅沥沥

弹到哗哗啦啦

弹得泥土解冻

弹得种子鼓胀

弹得溪水叮咚

弹得小河波涛汹涌

弹出一个季节的

碧波荡漾

是你

吹响一声长长的唿哨

大雁惊鸣排兵布阵

千里迢迢一路向北

拖着长长剪刀的燕子

选定新址忙于筑巢

知晓河水冷暖的鸭子

用满河的欢叫

发布春天的布告

而你

擅长呼朋引伴那一招

黄灿灿的迎春花刚爬满枝

头

艳丽耀眼的桃花

洁白如玉的李花

春夜带雨的梨花

铺天盖地的油菜花

一望无际的紫云英

翩翩起舞的蜜蜂和蝴蝶

悉数一路风尘仆仆

不日即将来到

写给春天

（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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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岛作
品

当富水的岸柳

亲吻河流携来的春

光，当菜园的蒜薹

挺身解开翠色的衣

囊，农人已和着春

风的心房，踩着土

地的醇香，掂着种

子的重量，来到了

他们终其一生、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的

地方。

这 是 经 年 的

默契，这是人生的

意义。

在春天，有雀

鸟问询，有山水蕴

情，有桃李芬芳，有

草木竞荣。如果让

农人宅家闭门，一

阵阵慵懒地打着呵

欠，或者再次围桌，

在麻将中较劲……

他们一概视作谋财

害命。

也许，他们曾

在大寒中感冒，在

冻雪中受凉，在配

服中药，在遵嘱静

养 。 然 而 春 天 的

哨音就是魔方，瞬

间 吹 走 了 农 人 一

切的不适、一切的

哀伤。

春天的土地，

是农人的宿命，是

农人的偏方，是农

人 一 亩 三 分 的 牵

挂，是农人千转百

回的柔肠。

厢多宽？沟多

深 ？ 肥 多 厚 ？ 墒

多 匀 ？ 任 何 一 个

农人站在田间，都

像一个指挥若定的

将军。

春天的犁铧

春天的一把犁

铧，倾耳听到一声

鸟鸣，似乎看到了

新叶将绽的嫩蕊和

蜜蜂将至的飞旋，

旋即坐卧不安，祈

盼临阵受命。

农人洞悉到了

犁铧的心境，在一

个阳光普照的正午

为其擦了全身，又

牵来了一头耕牛，

让两个“战友”欣然

见面。

这是一个温馨

的场面：犁和牛曾

在布谷鸟 的 催 叫

中 一 起 抒 发 誓

言 ，在 蚂 蚁 的 穿

梭 中 一 起 负 重 前

行 ，在 骄 阳 下 汗

水 涔 涔 ，在 月 光

下交心谈心。

犁和牛是天下

绝配的婚姻，土地

和粮食是天下最孝

顺的子孙。自从盘

古开天地，三皇五

帝到如今，有耕耘

有收成，有交媾有

妊娠……

犁和牛就是这

样，不负春天，不

虚此行……

初
春
的
农
人

□
郭

戈

（
外
一

章
）

早春二月，乍暖还寒时，大地正

处在朦胧的苏醒中，荠菜在春光里

鲜嫩着，静待人来。

荠菜的花也很美。那米粒般大

小的花朵，洁白淡雅如春雪，星星点

点，缀满田野、溪头。它朴素可亲，如

邻家小妹，一副天真烂漫的俏模样。

儿时，挖荠菜绝对是一大乐事。

柔柔的春风吹着，暖暖的煦阳照着，

母亲领着我们挖荠菜。寻荠菜如同

探秘寻宝，处处有惊喜。生长在贫瘠

的地沟、田埂上的荠菜，长期被人踩

踏，匍匐于地，茎叶偏紫灰色，隐于泥

土，很难找寻。但这样的荠菜吸足了

阳光，味道更为鲜美而浓郁。随种子

落入菜地的荠菜，由于土地肥沃，生

得翠绿肥嫩，一旦混于菠菜、芫荽等

蔬菜间，更难辨认。有时候，我弯腰

塌背地寻得眼花心烦，冷不丁，出现

一簇簇荠菜，开会似的聚集在一起，

正对我探头探脑，我便激动得大呼小

叫起来。那份如获至宝的惊喜至今

令我记忆犹新。

挖荠菜时，用小铲刀轻轻一挑，

一棵绿意盎然、沾着泥土清香的荠

菜，便盈满掌心。半天功夫，我们便

载着满筐成篮的春季芬芳，带着愉

悦与满足归去了。

荠菜之美不只在形，更在其味之

鲜美。《诗经》中写道：“谁谓荼苦，其

甘如荠”，盛赞其味清爽甘甜。

母亲烹制荠菜的花样繁多。荠

菜快速焯水后青翠欲滴，加少许盐，

淋上香油、蒜泥凉拌，碧绿油亮，清香

扑鼻，勾人食欲大开。荠菜洗净切碎

调成馅料，可以包饺子、包馄饨、炸丸

子。母亲也会加豆腐丁，把鸡蛋打散

倒入，煮成荠菜汤，味道鲜美怡人。

我最爱吃母亲做的荠菜蛋卷。

鸡蛋摊成薄薄的蛋皮，放入调好的

荠菜馅，卷成长长的菜龙，两头捏好

封严，上锅蒸熟，切成小段。金黄的

蛋皮包裹着油绿的荠菜，煞是好

看。轻轻咬一口，蛋香和着荠菜的

鲜香，缓缓入口，让人欲罢不能。

荠菜就是春天舌尖上的第一美

味。每次吃完荠菜，我都会心满意

足地想，我把整个春天食入腹中了。

□□ 剑 君

蒿草粑粑

蒿草这种野生植物，民间的别

称有艾蒿、斑茅胆草等。蒿草做成

的蒿草粑粑，是春天里百姓餐桌上

的一道传统美食。

蒿草有两种，一种是柴蒿，野

性十足，郊野遍地都是，最高能长

到四五十厘米，叶茎却不能食用，

只能为柴火，所以叫柴蒿；另一种

是米蒿，生长在溪水边和草坡上，

个头不高，叶片呈米白色，与野生

荠菜相差无几，闻起来有股浓郁的

芳香。

关于吃蒿草粑粑，各地的说法

不一样。其中，在清明前后吃蒿草

粑粑能保小孩健康平安的说法最

是盛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

这样介绍的，茵陈蒿切细煮汤代开

水服，具有去眼热红肿、治伤寒头

痛等多种功效。

米蒿属茵陈蒿一类。春季乍

暖还寒，人体血脉初开，正是各种

流行病的高发期，人们适量吃些蒿

草粑，一为尝春，二为品美食，三为

强身健体，可谓是一举几得的好

事，足见百姓的智慧有多无穷。

蒿草粑粑的制作比较讲究。

米蒿从溪边和草坡上采摘回来后，

不能马上就食用，先得把米蒿清洗

干净，再放入石臼内，用鹅卵石反

复地舂，直到米蒿舂得粉碎，流出

浓浓的汁液来，再用清水多洗几

下，这样做出的蒿草粑粑就不会带

苦涩味了。

另外，做蒿草粑粑还需要用柴

火先炒出腊肉的油渍与香味。前

面已切成米粒般大小的陈年腊肉，

是号称“团青”的蒿草粑粑，在民间

久负盛誉的一个最关键的食材。

蒿草粑粑的美味不仅仅在于

食材，更在于那个烟火味十足的柴

火灶。离开了乡村烟火气很浓的

柴火灶，蒿草粑粑的美味也就会大

打折扣，因为“人间”与“烟火”，是

蒿草粑粑不可或缺的两个“价格不

菲”的东西。

盛在碗里吃在嘴里的蒿草粑

粑，瞅着粗糙，黑不溜秋，但掺入其

中的腊肉味、蒿草味、米香味及柴

火味，便融合成了坊间一道独一无

二的美味，大家吃了自然是胃口大

开，不亦乐乎。

清明节气前后，乡村人家做蒿

草粑粑，或者自己品，或者送亲朋

好友，或者担到集市上去卖几个零

花钱。除了喜好蒿草粑粑这口以

外，还有就是那心结和情结的驱

动，它们在人们心里解不开，也不

想解开……

□□ 王国梁

遥远的手艺

堂哥开了一家超市，每到盘点

账目的时候，70岁的大伯便会自告

奋勇来帮忙。大伯找出他那把老古

董一样的算盘，戴上老花镜，开始熟

练地拨拉算盘珠子。

打算盘是大伯从小就练就的一

门手艺，当时人们的观念是，有了手

艺相当于有了吃饭的饭碗。很多年

里，大伯靠着他的手艺在不同地方

做会计，直到算盘退出人们的生

活。如今堂哥的超市根本不需要大

伯来帮忙，计算器准确无误，结果能

分毫不差。可堂哥总是悄悄对我们

说：“让老爷子过把瘾吧！”

大伯打算盘的时候真可谓是一

道风景呢！只见他的手飞快地在算

盘上游动，简直跟钢琴家弹钢琴一样

流畅自如。他的表情松弛而享受，仿

佛就是在进行一场胸有成竹的演

出。最值得欣赏的是算盘发出的声

音，噼里啪啦，啪啪嗒嗒，有节奏有韵

律，有起伏有变化，大珠小珠落玉盘

一样，你甚至可以从中听出一种深沉

厚重的情感。大伯专注于算珠之间，

两只手仿佛有了魔力，整个人也散发

出令人折服的气场。每当这样的时

候，周围的人都会不约而同保持静

默。我们就像在欣赏一场期待中的

演出一样，心怀虔诚和敬仰。

最精彩的是大伯把结果算出来

的时候，与账目核对，完全对得上。

这个过程，如同画家在纸上画了一

幅仕女图，完成之后画中的人物立

了起来，面容真切，眉目清楚，活灵

活现，甚至衣褶都那么分明，而且人

物表情都是预期的样子。每当这样

的时候，大伯沧桑的脸上，都会浮现

出略带几分天真的成就感。

我有时会想一个问题，计算器

如此精准，还需要搬出古老的算盘

来吗？而且人能跟机器较量吗？人

脑能比得过机器吗？人难免有失

误，而机器如果不出故障，应该可以

保证百分之百正确。看过了大伯的

几次“精彩演出”后，我明白了，机器

侧重的是立竿见影的结果，而人的

计算侧重的是过程。这正是“手艺”

的特色，任何手艺，其过程都是极其

丰满的。当然结果也重要，有了过

程的逐次推进，得到了想要的结果，

带给人的幸福感才是巨大的。

手与心是相连的，手艺中有心

的灵巧和温度。从前的很多手艺之

所以能成为谋生方式，就是因为这

是一项需要终生付出时间、精力和

情感的工作。遥远的手艺，在时代

的老相册里散发着昏黄之光。不能

否认，那些手艺是有光彩和魅力的，

它们来自于精工细作，来自于倾情

投入，来自于全心付出，来自于一生

挚爱……即使有些手艺已在时代舞

台上退场，我们也应该时不时回归

古老缓慢的时光，找回那些温厚质

朴的记忆。

我的叔叔也算是手艺人。如今

家具市场极其丰富，想要什么应有

尽有，新颖款式让人眼花缭乱。我

的叔叔却习惯花时间亲手打磨一张

餐桌或者一把椅子，他说自己亲手

做出来的家具用着贴心。当一个人

怀着对家以及家人的爱，把情感一

点点倾注到木头的每一个纹理之

中，这样做出来的家具，应该算是艺

术品了。

遥远的手艺，带着时光的温度

和岁月的情感，真的让人那么地

怀念。

老王退休之后，没事就喜欢四

处逛逛。

老王无论走到哪儿都带着一个

饱满的钱包，因为手头有点儿退休

金，他时不时带着老伴冬花和孙女

小芳去消费。老伴和孙女喜欢的东

西，他都愿意掏钱买下。不过，他最

近却遇到了点儿烦心事。

老王多年来用的都是一台老年

机，只有一些收发短信、接拨电话的基

本功能。但现在他发现，他的消费遇

到了麻烦。每次来到商店或者超市

消费，掏出钱包准备付钱时，店员们

都会指一指贴在桌上的二维码，让老

王扫码付款。可老王的老年机无法

扫码，所以他的消费能力大大受阻。

最近，老王还遇到了一件更生气

的事。他带着老伴、孙女去一家饭馆

吃饭。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老王

朝着服务员挥了挥手，说：“姑娘，麻

烦把菜单拿过来点一下菜。”

“不好意思，大叔，咱们现在都

采用了扫码点餐方式。您直接用手

机扫描桌面上这个二维码就能进行

点餐了，想吃啥就点啥，您看多方

便。”服务员回复说。

老王 掏 出 自 己 的 老 年 机 ，

说：“不成呀，我的手机扫不了码

啊，麻烦你还是拿菜单来让我点

个菜吧。”

“不好意思，大叔，我们这是大

型连锁餐饮店，现在公司规定所有

顾客点餐都必须先扫描二维码关注

公司的公众号，然后再进入点餐系

统进行点餐，不然无法点餐。”服务

员有些无奈地说道。

老王听了，气不打一处来：“我

还就不到你家吃了，我就不相信找

不到一个能正常吃饭的地方。”

老王带着老伴和孙女在商场里

转了一圈，每次到了一家餐馆门口，

他总是先问一问迎宾员：“有菜单

吗？”结果得到的回复都大同小异，无

非就是：“对不起，大爷，如今提倡节

能减排，为了节约资源，我们如今不

提供纸质菜单。您只需要关注我们的

公众号便能够直接在线上点餐了。”

老王很生气，带着冬花和小芳来

到了商场旁边小巷子里的一家小饭

馆。这次终于不用扫码点餐了，人家

的菜单都是明码标价，直接贴在饭馆

的侧壁上。老王说：“先来三份牛肉

面垫垫肚子。”找了半天饭馆，三人都

饿极了。狼吞虎咽地吃完牛肉面，还

觉得不管饱，于是又点了三份驴肉火

烧，最后还喝了几瓶汽水。

等到了结账的时候，老王问店

主：“老板，一共多少钱？”

店主说：“您好，一共63元，非常

感谢您的光临。”

于是，老王掏出自己的钱包，掏

出一张百元大钞递给店主。店主一

看，突然愣了一下，然后才指着自己

收银桌上的二维码，缓缓说道：“哎

哟，大叔，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么

大面额的纸币了。现在消费可简单

啦，打开微信或者支付宝，扫一扫我

的收款二维码就成了。”

老王一听，脸色又突然凝重了

起来，掏出自己的老人机摇了摇，

说：“不是大叔我不愿意扫码，是我

的手机无法扫码呐！”

听老王这么说，店主只好为难

地接过钞票，用手仔细摸了摸，然后

左手拿起这张百元钞票对着阳光看

了看，又用右手食指弹了弹，确认是

真币，才将钱放进抽屉。可店主的

抽屉里也没几张纸币，全部凑齐来

还差 5元钱。店主只好到隔壁的便

利店通过扫码的方式兑换了 5元钱

纸币，凑齐了37元钱找给老王。

自从有了这次消费经历之后，

老王就天天待在家里不愿出去了。

儿子小王见了，很是奇怪，担心老王

憋出病来。可老王自尊心强，不说

原因。女儿小芳告诉小王：“爷爷手

机扫不了码，出门连吃个饭都成问

题，所以就不愿出门了。”

小王听了，略带愧疚地说：“都怪

我，现在是‘扫码’时代，干啥都得扫

码，我却没给爸妈配上智能手机。”

过了几天，小王给老王和母亲冬

花都配上了智能手机。老王拿到智

能手机虽有点兴奋，但也有点犯难：

自己不太会用，这也是自己一直没有

换智能手机的原因。不过，一想到之

前的糟糕消费经历，老王便想：别人

能学会，我还就学不会了不成？

于是，老王一天到晚都黏着自

己的智能手机，冬花见了都觉得他

着魔了。过了个把月，老王已经将

智能手机玩得非常流畅了，便带着

冬花和孙女出门。在书店，老王为

孙女买了几本课外书。等到结账

时，他主动要求扫码付款，大家都好

奇地说：“没想到大叔也会扫码了。”

“嗨！现在是‘扫码’时代，不会

扫码，哪还能出门逛街呢？”老王沾

沾自喜地说。到了饭店，老王也主

动要求扫码点餐。这可比扫码付款

要复杂，好在服务员都会对老王进

行指点，他不会的地方，稍微点拨一

下就好了。

所谓一回生、二回熟，很快，老

王便将智能手机玩得非常熟练了。

于是，他到哪儿都手机不离身，结

账时就扫码。不过，冬花对智能手

机却不太感兴趣，平日基本不带在

身上。

过了阵子，老王带着冬花和孙

女小芳又来到饭馆吃饭。吃完饭后

结账，收银员说：“您好大叔，本次消

费一共120元。”

老王掏出手机准备结账，谁知

道手机居然自动关机了。原来，老

王玩手机玩得上瘾，吃饭也一直盯

着屏幕。手机的电量早就耗光了，

所以才自动关了机。老王顿时倍感

尴尬。

一旁的服务员看到了这一幕，

便说：“没关系的，大叔，最近经过有

关部门的宣传和要求，我们如今重

新提供了现金结账服务，您付现金

也成。”

老王摸了摸裤兜，发现空空如

也。原来，这阵子习惯了手机扫码，

钱包早就被他“冷落”了，出门逛街

都忘了带上。这下老王有些慌了：

“我钱包也忘了带呀。”

服务员听了后，说：“没关系的，

大叔，我们这儿有共享充电宝，您可

以拿一个先充会儿电，然后再结账。”

老王顿时觉得如释重负，用手

去拿充电宝。然而，充电宝却没有

丝毫反应，仿佛被锁住了一般。老

王凑近一看，只见那个共享充电宝

平台上赫然印着一个二维码。

老王有些无奈地说：“你这共享

充电宝，也得先扫码再充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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