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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推荐

笨孩子也会拥有花季
□□吴思妤吴思妤

从小到大，我都不是一个聪明灵
巧的孩子，举凡女孩子喜欢玩的游
戏，一个都不精通，唯有躲进书的世
界，才觉得轻松惬意。因此，有意无
意地，我把书作为挡箭牌，躲开了那
些能够看出自己笨拙的东西。

是的，我一直是笨拙的，不起眼
的，之所以能够在人们隐隐约约的鄙
视中，安然度过最敏感的少女时期，
要感谢读书。

读书多了，写作就成了顺理成章
的事。只是，脱离了学校，曾经还算
出色的文字，在众多优秀的作家面

前，不值一提。唯一能够做到的，就
是坚持写，一直写。

记得有一个孩子问我，文学的路
上有没有捷径。我说，没有，最起码
我没有找到。我所有的成绩，都是一
步一步踏踏实实走过来的。

如果觉得自己拥有得太少，就坚
持一直读书；如果觉得自己写得不够
好，就一直坚持写下去。因为笨拙，
所以只能勤奋；因为勤奋，所以能够
拥有现在还算流畅的文笔。有人问
我，我有很多想法，就是写不出来。
我告诉他们，试着去写，哪怕只是记

录一个心情，一朵盛开的花，一个路
人的微笑，只要肯动笔，只要坚持写
下去，就会有收获。

多少年了，我始终是那个躲在人
群后面悄悄努力的孩子，能够在文字
的海洋中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避风
小岛。无论外面海浪滔天，我踏踏实
实地在岛上种下一株株文学的桃树，
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当幼小的
桃树终于能够开花时，我也拥有了属
于自己的桃花岛。

笨拙的孩子也会拥有花季，这不
是童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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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春之际，万物萌发，一派蓬
勃。大家便想到野外去沐浴下那
吹面不寒的杨柳风，接接地气。

所谓地气，就是大地的气息，
大地的力量。在自然界，只有天
气和地气上下相接，才会有欣欣
生机。没有了地气，包括人类在
内的各种生物，会成为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有句俗语叫做“光脚
的不怕穿鞋的”，通常都引申为：
我是穷人，你是富人，我能穷凶极
恶“耍光棍”，你有钱牵挂多，得怕
我。其实它的原意应该是：光脚
的接地气多，生活状态和生存状
态好而长久，穿鞋的相对而言接
地气少，熬不过光脚的，所以，光
脚的不用怕他。可见，接地气，是
和生命同等重要的事情。

相对于“地气”而言的，是“天
气”。“天气”则是指天上的气息，
天上的力量。在我国，天气和地
气之说，最早来源于古代的阴阳
五行之论。相传，盘古开天辟地，
将“阳”化为天，“阴”化为地。阳
气即为天气，阴气即为地气。二
气相交，衍生出世间万物。至阳
者化为神仙，至阴者化为虚无，万
物中阴阳较为平衡者，就演化成
了人。所以，人既不能缺天气，也
不能缺地气。这虽是个神话传
说，却包含着丰富的生活哲学智
慧。

那么，为什么总着重提倡接
地气呢。因为天气，绝大多数人
不用刻意提倡，就自然而然地倾而向之。平日里，
人们都天天向上，勇攀高峰。领会上级精神，落实
上级指示。上进与否，是对自我最基本的价值衡
量。更有眼睛只向上看，仰人鼻息者也众。住高
楼大厦，以车代步者亦多。故而，得天气比接地气
的机会要多啊！提醒众生接点儿地气，就显得颇
为重要。

接点儿地气，可以让人身体强壮、心旷神怡，
也能使人感悟人生、事业有成。领导干部需要接
地气，这样才能政通人和。大商巨贾需要接地气，
这样才能聚财通亨。文学艺术者需要接地气，这
样写出的作品，才会有成为传世之作的可能。

从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中得知，《西游记》的片
头曲《云宫迅音》，就是接了地气而得。曲作者许
镜清，接到导演要一个片头曲的任务后，搜肠刮肚
数月而不出，甚是烦恼，几欲放弃。一日中午，正
在窗前冥想，忽听楼下有喧闹之声。便推窗俯视，
发现几位农民工正饭后而归，在楼下小路上边走
边击铝制饭盒，胡乱哼唱。有节奏的“当当当”伴
着相衬和的“啊啊啊”，顿时打开了他的灵感。于
是，一曲荡气回肠，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主题旋
律诞生了。这个主题曲，经过西洋乐器的坚毅与
中国古典乐器的柔美相融合，更显得空灵高蹈，仿
佛一瞬间就把人带到了九霄天宫。若没有作曲者
许镜清那推窗俯视，从最基层的农民工朋友身上
接来的地气，又怎会出现如此阳春白雪的传世之
作。

趁风和丽日，你我未老，走，踏青接地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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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钥匙——任运双
23|节气诗两诗——刘海亮

走进沧州，看一眼就能印入脑海的，

是那条穿城而过的河——大运河。从桥

上往下看，翻腾的河面，隐隐透出来一种

难以遏制的力量。这股力量，雨水丰沛的

时候，会被潺潺流水掩盖一二，反倒是水

量枯竭的时候，那浅浅的刚盖过河道的水

流，淌出一股宁死不屈、百折不挠的劲头。

蜿蜒的运河让人痴迷，早起的人们

沿着运河慢慢遛过去，就会与一个简陋

的羊肠汤的饭摊相遇。在故宫里喝咖啡

是中西方文明的碰撞，在运河边喝羊肠

汤，是迎合，是妥协，是习惯。

早上还笼罩着一层淡淡的白雾，运

河边的风吹起来格外有劲，裸露在外的

脸蛋就像正在被一把锋利的小刀切割

似的疼。人们搓着手，看看已经冻得结

实的河面，穿过枯瘦的柳树，来到一个

氤氲着热气的大锅前。不是什么讲究

地方，就几张破桌子，连个凳子都见不

到，人们端着碗，指指点点挑选着自己

喜欢的肥肠、苦肠、血肠，或者心肝肺等

等，然后浇上一瓢热汤，端回桌子，依照

自己喜好放进去芫荽、辣椒油或者胡

椒，一手筷子一手饼子，开吃。

刚才还冻得吸溜吸溜的人们，几口

热汤下去，脸上就开始泛起热气腾腾的

红晕。脚下，一只吃得肥硕的狗正来回

穿梭，挑剔地吃着食客们扔下来的羊肠

子。口感丰腴的肥肠可以，弹牙的血肠

也行，苦肠，狗嗅了嗅，厌恶地扭头走了。

沧州的清晨，是从一碗羊肠汤开始

的。

沿着运河向北走，水草逐渐丰茂起

来。沧州是盐碱之地，可是在这里，完

全看不到盐碱的痕迹。春日来时，放眼

望去，草绿叶茂，洁白的梨花沿岸招摇，

比江南风景毫不逊色。充沛的水分，不

但滋养了两岸的麦田野草，也孕育出了

味道格外脆甜的蔬菜。青县，这个与天

津交界，距离北京最近的县城，用与众

不同的蔬菜，征服了京津市民。

青县司马庄蔬菜宴，是每个视觉爱

好者不可错过的盛宴。一桌子鲜灵灵

的、青翠欲滴的绿叶菜，曼妙如同正在起

舞的少女，这些叶子菜里，有冰菜、有生

菜、有油麦菜、有芥菜……有芝麻味的、

芥末味的、奶油味的、甜味的、辣味的

……有叫“金童玉女”的袖珍小黄瓜，用

牙齿轻轻一碰就掉落口中；玻璃生菜真

是如同一片薄到极致的玻璃，却又多了

清脆爽利的口感；每一片叶子有每一片

不同的味道，每一种蔬菜都有每一种蔬

菜的美貌，也只有运河能滋养出这样美

貌与口感并存的饕餮盛宴。

按理说，到了青县，必不可少推荐

的，应该是火锅鸡。处于京津军事要地

的军队，带来了五湖四海的士兵，各种口

味糅杂在一起，诞生出了火锅鸡，这个已

经成为沧州小吃代言者的美食。运河岸

边水潮土湿，能够驱寒去湿的四川红油火

锅成了众人的首选，村里最容易找到的，

就是一只只活蹦乱跳的公鸡，把鸡与火锅

融合在一起，就成了如今的火锅鸡。一锅

色泽鲜亮红润、麻辣鲜香俱存的火锅鸡，

无论是炎热的夏日，还是寒冷的冬日，都

能够勾起人们无法抑制的口水。

肉食动物与素食动物的抉择，在青

县是很难分出伯仲的。还是继续沿着运

河前行吧。如果不想往北走，那就往南

试试。

旅途漫漫，可以来点水果。沧县的

水土不如青县丰沛，可是长在盐碱地上

的红枣，却肉厚甜润，白嘴吃，黏糊糊的

糖分能粘住你的唇齿，久久不愿与枣分

开。不喜欢吃枣？没关系，泊头鸭梨可

以任君采撷。硕大的鸭梨，啃上一口，汁

水顺着嘴角往下流。

走着走着，天色就深了，该吃晚餐

了。运河沿岸，没有燕窝鱼翅这类高大

上的宴席，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运河，吃

食上自然也就是老百姓的口味，比如说，

东光的全卤面。

一顿面条，没有什么稀奇。北方嗜

好吃面，尤其是面条。北京的炸酱面，那

可是名扬全国甚至世界的。可是，在东

光，吃面条是一件小事，也是大事。缠绵

不断的运河，带来的不只是南北不绝的

人流，还是从南到北不好调和的口味。

一道出色的家常饭菜，最大的特点便在

于平易近人，为了迁就来往的食客，东光

也是费了心。

一道面条，将无数种普通的食材进行

糅合、搭配，西红柿、茄子、肉酱、韭菜……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只要你看到的任意

一种食材，都能够根据个人喜好烹制成

或甜或咸、或酸或辣的酱卤，极为随意。

除了卤，还有一大桌的配料等着你，黄瓜、

胡罗卜、白菜、豆角、火腿、辣油、蒜末……

而这一切，都是为一碗面准备的。

运河潺潺，带来无数希望，同时也为

这些希望打造出无数的可能。无论是向

南还是向北，只要流水不断，就总有一道

美食等待着路过的行人。

当我们跨过运河，渐行渐远时，水声

撩人，唇齿间正在回味的美食，已经替我

们约好了下一次光临的时间。

吴思妤

河北省作协会员，沧州市作协
副秘书长。作品多次获奖，著有散
文集《风情沧州》。

舌尖上的运河
□□吴思妤吴思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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