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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爷姓范名正义，人如其名，为

人处事正直可亲，平易近人，且乐善

好施，助人为乐，对老老少少亲如家

人。在村里，姥爷辈分又最高，乡亲

们都尊崇地叫他正义老爷子。

姥爷小时候读过几天私塾，是

村里公认的文化人。不论问他啥问

题，他都不急不躁，温和慈祥地向你

娓娓道来。我至今还清晰地记着姥

爷黝黑的皮肤、褶皱的脸，还有那慈

祥的笑容和平和坚定的眼神。

姥爷家在皖北管仲故里颍上县

城西十多里路的小范庄，是我小时

候常去的地方。那时姥爷家很穷，

四个女儿先后嫁于他乡，姥爷姥姥

成了村里的五保户。

姥爷家门口有棵弯弯的老枣

树。老枣树是姥爷亲手所栽，栽下

的是枣树，寄托的是早生贵子的期

盼。老枣树树干年年渐粗，纵横交

错的枝叶如同撑开的绿伞，遮盖了

大半间屋面，维护着老范家一片净

土。老枣树有灵气，每年都会结出

丰硕的果实。

老枣树结的枣子特别大，像小

鸡蛋。没熟透时吃起来发木不脆，

待到熟透了，枣子表皮呈棕红色发

亮，上面开有裂纹，吃起来又脆又

甜。姥爷告诉我，清晨经过夜露的

枣子最好吃，我尝过，果然是。

每年枣子成熟了，弯弯的老枣

树枝叶茂盛，果实大大的红红的，好

似满树挂着珍珠，在阳光照射下，一

闪一闪的甚是好看。大红枣子满枝

头，老树扶老屋，成为村里一道美丽

的风景线。

每年，弯弯的老枣树能产二百

多斤枣子。生产队长来劝：正义老

爷子，今年枣子又大丰收了，别年年

白送给大伙吃，挑街上卖点钱吧！

姥爷笑笑，不作声。枣子打下来了，

除留下一些家人吃，他用筐子把上

百斤鲜枣装好往生产队门前一放，

笑看村民们争着分享。

姥爷说，五保户吃的用的都是

乡亲们辛苦流汗挣来的，要知恩图

报才对。

过惯了面朝黄土背朝天农耕生

活的姥爷，哪里都不去，一直生活在

村里。农耕劳动是他一生的最爱和

归宿，能为生产队做点力所能及的

事情，他觉得心里安泰。因而，田埂

地头总能看到他的身影，他乐意给

大家讲点农耕知识、历史故事、国家

大事，大家都喜欢听他唠嗑。

那一年，生产队发展集体经济，

在远离村庄的南地里种了几亩西

瓜。结瓜时，队里需要有人住在瓜

地里看瓜，找谁谁都不去，队长急得

团团转。姥爷主动请缨：我去看

瓜！随后卷起铺盖独自去了瓜地。

那时姥爷已是古稀之人，他顶着炎

热酷暑，不顾蚊虫叮咬，不分白天黑

夜，默默地守护着瓜田。一季瓜下

来，生产队收益颇丰，姥爷却消瘦

了，还生了一场大病，但他觉得值。

一次，我和表哥到瓜地看望姥

爷。咦！瓜地里结满了圆滚滚的大

西瓜，乐得我俩直蹦高，馋得流口

水。姥爷看出我俩的小心思，就带

我俩走到公路边的瓜摊前，买了半

个西瓜让我俩吃。卖瓜人不解地

问，地里有现成的还来买着吃？姥

爷笑道，地里的是集体的，花钱买的

才是俺自己的，那不一样。

如今，姥爷姥姥走了好多年，老

枣树、老屋子也已成为了历史，但每

当抬头仰望天空中的明月，心里总

是默默地念着：姥爷，您在天堂过得

好吗？你的教诲留在我们心间——

活着就要像老枣树那样甘于苦难，

默默奉献，直到永远。

时
光
荏
苒

天涯诗海

□ 谢春芳家乡的豆腐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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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天
的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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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

戈

春天的原野，

到处都是激情难

抑的歌者。

少 儿 把 纸 鸢

放 飞 到 蓝 天 ，纸

鸢就会披着彩云

放 歌 ；小 伙 掐 根

麦 管 含 在 口 边 ，

村庄就会回荡动

听 的 笛 音 ；老 牛

饱 食 鲜 嫩 ，仰 头

就 是“ 哞 哞 ”的

长 调 ；少 女 锤 响

洗 衣 石 ，河 水 中

就弥漫着春天的

歌谣……

春 天 的 歌

者 ，都 不 要 繁 琐

的布台和别样的

佩 饰 ，春 天 到 处

都有巧夺天工的

衬托。

纸鸢飞抵的

彩 云 ，比 金 丝 绒

美 丽 ；小 伙 拔 出

的 麦 笛 ，携 带 着

泥 土 的 芳 香 ；老

牛 俯 身 的 草 甸 ，

百 花 正 在 汹 涌 ；

浣 衣 的 河 边 ，春

水荡漾着少女心

房……

春天的大地，

一片沸腾。有引

吭 高 歌 的 ，有 击

磬 起 舞 的 ，有 欢

欣观赏的。

他们从冻雨

中 走 来 ，从 黯 淡

中 走 来 ，从 压 抑

中走来……

家乡的豆腐坊坐落在村里一条

狭窄的巷子里，那里的每一块石板

都记录着村子的历史。

午后，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在

地面上，斑驳陆离，就像是老艺人在

布上精心勾勒的图案。豆腐坊的门

口总是挂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新

鲜豆腐，每日现做”。

每当傍晚时分，豆腐坊便是热

闹的时候。那时，我常常和一群小

伙伴兴冲冲地跑到豆腐坊，只为了

一睹那刚出锅的热气腾腾的豆腐。

我们围在豆腐坊的门口，眼巴巴地

看着作坊工人们忙碌的身影，等待

着那一刻的到来。

制作豆腐的过程对于童年的我

们来说，非常新鲜。首先是将泡发好

的黄豆放入石磨中磨成浓浓的豆

浆。那磨豆浆的声音，伴随着水的流

淌，仿佛是一首悠扬的乡村小调。随

后，豆浆被倒入大铁锅中，慢慢加

热。随着温度的上升，豆浆开始沸

腾，整个豆腐坊弥漫着浓浓的豆香。

非常让人期待的时刻是点卤

水。工人们会小心翼翼地将卤水倒

入豆浆中，这一刻仿佛充满了魔力，

只见豆浆慢慢凝固，变成了柔软的

豆腐脑。工人们用木铲轻轻一铲，

那滑嫩的豆腐脑便被舀出，放入模

具中。随后，又是一番压制、挤水，

豆腐脑渐渐变得更加紧实，然后变

成了我们熟悉的豆腐块。

等到豆腐出锅的那一刻，整个

豆腐坊都被浓浓的豆香包围。我们

一个个小心翼翼地拿着搪瓷碗，轮

流接过那还冒着热气的豆腐，香喷

喷的味道扑鼻而来。那种香味，只

有品尝过的人，才能体会到那份来

自家乡的温暖与幸福。

那时的我们，对于美食的要求

其实很简单，一块热腾腾、鲜美的豆

腐，就足以让我们满足。吃着热气

腾腾，豆香味十足的豆腐，我们分享

着当天的故事，谈论着学校的趣事，

计划着明天的游戏。那些关于豆腐

的记忆，就这样与我们的童年紧紧

相连，成为了我们心中珍贵的宝藏。

岁月如歌，时光匆匆流逝，那个

豆腐坊早已不在，小伙伴们也各奔

东西。但每当提起那段关于豆腐坊

的记忆，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温暖的

情感。那不仅仅是对美食的怀念，

更是对那段无忧无虑、纯真欢乐的

童年时光的追忆。

□□ 马海霞孙姨说媒
某天，母亲多年不见的老同学

孙姨来访，聊天中说起她的同事小

李不错：省财经学院毕业，26岁，任

财务科副科长，忠厚老实善良勤

快。孙姨夸完小李后转而又讲：

“他就是家庭条件一般，父母靠种

地为生。”

母亲听出了孙姨想把小李介绍

给我做男朋友的意思，当母亲说我

已有交往对象时，孙姨便让我从同

学中帮小李介绍个对象。同学小渝

还是单身，我把小李的条件跟小渝

说了后，小渝同意见面。

见面地点安排在孙姨家。我领

着小渝到孙姨家时，小李早已到

了。一见面，我心里凉了半截：小李

个头不高且瘦，模样一般。因为紧

张，他还不小心将茶杯打翻，茶水湿

了半截裤子，场面相当尴尬。

我们这里相亲的流程是：大家

先坐一起聊一会儿，再让两人单独

去另一个房间谈谈，最后由介绍人

私下问一方对另一方“面试”的结

果。论相貌与家庭条件，小李比

不上小渝，但小李胜在学历和工

作能力突出。综合来看，两人“打

个平手”。

相亲结束后，小渝告诉我，她嫌

小李个子矮、长相一般、家庭条件也

不好。次日，我将小渝的观点原封

不动地转达给了孙姨。孙姨又问

我，小渝和小李单独谈时具体聊了

哪些内容。这个我清楚，因为小渝

昨天在返回途中都一字一句说给我

听了，于是我又给孙姨复述了一

遍。孙姨没再说话，这事就结束了。

再次得知小李的消息是十多年

后。一次我陪母亲去孙姨家做客，

孙姨告诉我，小李前几年调到了分

公司，现在是分公司的总经理。孙

姨感慨，那次是小李第一次相亲，他

对小渝一见倾心，奈何剃头挑子一

头热。但孙姨在传达小渝的态度时

动了心思，说小渝对小李的学历、工

作能力以及品行都非常认可，也没

嫌弃他的家庭，只是觉得小李的上

进心差一些。小渝虽然是中专毕

业，但参加工作后一直没放弃学习，

不仅自学法律，还自学英语。

孙姨建议小李把业余时间利用

起来，考注册会计师，让小渝看看，仅

见一面就断定一个人不上进是多么

片面的行为。孙姨的这番话起了作

用，被拒绝的小李还真捡起了书本。

怪不得孙姨要对那次相亲的

细节打破砂锅问到底，原来她要在

这里面找小李被拒绝的“素材”。

孙姨说，她的孩子也在相亲时被拒

绝过，她知道有些被拒绝的理由真

的很伤人。

揭人不揭短。小李个子矮、长

相普通是短处，这个“短”是硬伤，不

如换个柔和一点的拒绝理由。她编

的这个带有“老母亲”视角的拒绝理

由，最大程度地保护了一个年轻人

的自尊，也算是相亲失败赠给小李

的一份“厚礼”。

■■ 项良新

居家一日笔记

开水冲下去，茶叶一声不吭

这是去年的旧茶，两三根枝梗

懒散地浮着，像湖边落魄的石头

早已闻不到山野香

庸常的日子，磨掉棱角和叹息

和我一样，不愿出门多走一步路

若是明前茶，你看她翻滚

撒娇，挣脱。仿佛动了她的女

儿身

与你一辈子的纠缠，上火

泡茶

在浔埔，沿着古老河岸的石板

街，可以遇见那些被称作“簪花女”的

身影。她们是这座城市流动的风景，

承载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温柔

坚韧的生活态度。

浔埔的清晨，伴随着江雾渐散，

簪花女们开始了一天的梳妆。她们

将秀发盘于脑后，用应季的鲜花串成

花环，梳成圆髻。这花环不仅是装

饰，更是传承，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

追求和表达。骨制的簪子穿插其中，

既是实用之物，亦是艺术精品，显露

出古典美的独到见解。浔埔女的服

饰，同样承载着江南水乡的灵秀之

气。她们的上衣多选用柔软的丝绸，

颜色以淡雅为主，如湖蓝、淡绿、粉色

等，衣身常绣以花鸟虫鱼，生动而不

失典雅。裤子则多为宽松的黑布裤，

便于行动，颜色与上衣相呼应，整体

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这些服

饰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是生活态度

的体现。浔埔女们穿着这样的服饰，

或洗衣做饭，或织布唱歌，每一个动

作都透露出生活的自在与和谐。这

样的装束，既符合日常劳作的需要，

又无失女性的温婉与雅致。在浔埔，

每个女子都是自己生活的设计师，无

需华丽的修饰，也能展现出独特的风

采。她们以独特的头饰和服饰，彰显

着古典美的恒久魅力。这些女子被

称为“簪花女”，她们的头饰俗称“簪

花围”，是一种将秀发盘结于脑后的

圆髻之上，用鲜花串连成环的艺术。

褐色衣裙搭配黑布裤，简朴中透着一

股不染尘埃的清新。

这样的风雅习俗，源远流长，早

在汉代已有记载。四川成都杨子山

的西汉墓出土的女俑便是最佳见证，

一朵硕大的菊花插在发髻之上，周围

环绕着数朵小花，映衬出那个年代女

子对美的追求。陆贾在《南越行纪》

中写道：“彼之女子，以彩丝穿花心，

以为首饰。”这足以说明，以花为饰，

是古代女子的一种普遍爱好，她们用

彩线贯穿花心，制成花串作为头顶的

点缀。唐代的《簪花仕女图》更是将

这种风俗描绘得淋漓尽致。画中，贵

族妇女们身着艳丽的服饰，头戴簪

花，自在庭院间嬉戏赏花，悠然自得

的模样传递着柔和而宁静的美感。

随着时间的流转，簪花之俗并未

因岁月的更迭而凋零。宋代的《宋

史·舆服志》记载，在重要的郊祀和明

堂礼毕回銮时，臣僚及随从皆要簪花

以示庆贺。这不仅是对美的追求，更

是一种典礼的仪节，反映出当时的社

会风尚与人文情怀。

簪花之俗非女子专属，男子亦不

甘示弱，据《唐六典》记载，唐代时期，

男女皆有簪花之俗。唐代的《簪花仕

女图》则更是将这一风俗推向了艺术

的巅峰。图中，贵族妇女们穿着艳丽

的服饰，头饰鲜花，嬉戏赏花，传达出

一种柔和而恬静的美感。这种风雅

的情趣，不仅在妇女中流传，男子亦有

所涉猎。而到了宋代，这一习俗更是

盛行。在《东京梦华录》中，就有“士女

皆戴花”的记载。而在唐诗宋词中，更

是不乏对簪花女的赞美之词，如杜甫

的“头上何所有？翠微盍叶垂鬓唇。”

就描绘了女子头戴簪花的美丽景

象。而在《水浒传》中，蔡庆这位北京

大名府的狱警，尽管生得满脸横肉，

却也爱戴一枝花，人称“一枝花蔡

庆”。即便上了梁山，成为行刑的刽

子手，他帽檐上仍喜爱簪着一朵娇艳

的鲜花，展现出一种别样的风情。

此外，苏汉臣的《货郎图》（局部）

亦透露出男子簪花的情景，虽然只是

局部细节，却也能窥见当时社会生活

中花卉与日常息息相关的亲密程

度。花卉在他们的笔下、在他们的生

活里，化作了一种无声的诗，一种悠

远的情愫。

男女簪花的流行与变迁，反映了

社会风尚的变化。但随着时间的流

逝，簪花逐渐成为女性特有的装饰，

男性则逐渐放弃了这一习俗。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花不仅仅是

自然界的产物，它承载了宫廷礼制的

庄重、官宦雅集的文雅、良辰佳节的

喜庆。文人雅士之所以推崇花饰，是

因为花寓意着美好，寄托了风雅的情

操；普通百姓之所以喜爱花饰，是因

为花可以表达心中的相思与祝福。

中国人的情感向来稳重、含蓄，崇尚

自然的同时，也追求独有的审美情

趣。“物随原境”“形肖自然”构成了中

国人簪花审美的基础。

这些被时间沉淀下来的图像与

文字，成为了我们连结过去与现在

的桥梁。当代的女子或许不再如古

代那般装束，但每当赏花、戴花之

时，那些千年前的影子便隐隐约约

地浮现在眼前。簪花女的优雅，如

同一首永不褪色的华章，跨越时空，

在每一个细致入微的生活中绽放其

不朽的光华。

在古人笔下，花开花落自有时，

春去秋来总如期。正如《诗经》中所

载：“采采卷耳，不盈顷筐。”人与自然

的和谐统一，不仅体现在对自然美景

的欣赏上，更在于将这份美好融入生

活的每一个细节中。簪花女的头饰，

不只是简单的装饰，它代表了一个女

人的品位，一个时代的风貌，一个民

族的文化传承。

如今，当我们提起“簪花女”，不

仅仅是在追忆一个古老的风俗，更是

在回味一段历史，品味一种文化。她

们是历史的见证者，是文化的传承

者，是自然与人类和谐共生的美学妙

艺。在她们的簪花中，我们看到了疏

密有致的布局、浓淡适宜的色彩，以

及虚实相和的隐秀之美。每一次回

望，都能感受到那由鲜花串起的时光

长河，它们静静地流淌在历史的深

处，讲述着一个又一个关于美丽与哀

愁的故事。

虽然我们已不再生活在那个簪

花盛行的时代，但每当我们在现代的

街头巷尾偶尔瞥见女子头上的花饰，

或在传统节日里看到孩童们嬉笑打

闹间戴上一串花环，那份源自古代的

韵味依旧能勾起我们对美好往昔的

遐想。簪花女的影像，如同点点繁

星，穿透时空的长河，照亮我们对美

的追寻与向往。

可想浔埔簪花女子们临水而立，

手中轻巧地择花而簪。她们姿态各

异，或低眉浅笑，或仰首凝思，相同的

是那发间轻颤的花瓣，似是时光轻轻

的叹息，又如静默的诗句，叙述着流

年的恬淡与风华。

历史的长河悠悠流淌，多少风华

绝代的故事被埋藏，而簪花女的雅

致，却如同江南水乡的石桥流水，恒

久而清悠。她们将带花的习俗传承

下来，不只是对美的追求，更是一种

文化的坚守与传播。正如《红楼梦》

中贾宝玉所叹：“天尽头，何处有香

丘？”在这世间的繁华尘嚣中，或许我

们仍在寻找那一处属于自己的香

丘。浔埔边的簪花女，像是指引方向

的灯塔，提醒我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

活中，仍需留心那些微小但能点亮心

灵的美好。

每当春回大地，草长莺飞，我们

不妨也学一学簪花女，选一枝新绿或

几朵娇艳，轻轻地插入发间，让心灵

沐浴在大自然的清新之中。这样的

习俗虽古，但它所蕴含的情感和意

蕴，却是超越时空，永远温暖人心。

（组诗）

光阴故事

簪
花
女
：

时
光
里
的
花
影

□
子

安

百
家
笔
会

美食随笔

快枯萎了。一些花大喊出来

声音吵醒四月天，潮湿的季节

可惜房间里没有雨

叶子不说话，沿着日光路径攀爬

上升的渴望。青筋突起

小小的泥土盛不下花间的幽

怨

多少水正好滋润一朵花

不需要精心的计算。如同爱人

你给我的，是我的全部

浇花

乳一般的汁液，从手指夹缝中

漏出。稻子完成最后的交接

植物的一生比我们漫长

几粒沙子混迹其间

伪装成小商贩，与水讨价还价

没有成交。坚硬的壳容易暴

露野心

留下来的，将忍受大火煎熬

它们或许有一段幸福的温柔乡

像盛夏扬花前短暂的遇见，然

后饱满

淘米

一定有些未知的花朵

在黄昏深处，被藏匿，豢养

或者被利用，引诱我们一次次

失神

香樟就在楼下，静卧

与梅、玉兰、桂花、樱树杂居

听不见吵闹，各香各的

每次打开窗户，听到鸟叫声

以为是新迁来的邻居

其实她们在我身边盘桓了很

多年

眺望

一瞬间，我被自己制造的黑暗

吞没。像一只鹰

翅膀掀开巨大气流，撞疼羽毛

明亮的事物都在争宠。一丝

月光

树林缝隙滴落的金子

苔藓独自占用，沉默的胜者

从混沌和虚空中复活

只要摁一下开关。不忍打扰

失眠者珍馐般睡意，白昼逃离

掌心

关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