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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香】

海棠的香很淡，隐在
风中，不易察觉，只有凑近
才能浅浅闻到。它的香味
不张扬，清新自然，浅浅淡
淡的。置身海棠花海中，体
会它一身的端庄、温和和
美好。

——李骏

春日里，风柔，水
也柔。漫步雨中，听雨
水如珠玉落地，打在青
草上的婆娑声，犹如天
籁。若是晴天，水面波
光粼粼，照着蓝天白
云，格外干净。

——郭华悦

【春水柔】【寻找美味】

岁 月 缓 缓 ，春 风 暖
暖。春色满城时，我可以
带上我的小筐，走进田
野，去寻找记忆中的美
味。我深知，这期待已成
了一种情怀，是对过去的
怀念，更是对美好生活的
感恩。

——张晓杰

花开诗旅

思念
■祝相宽

这一河滩的梨花桃花

今天，都为您开

母亲，这是您走后的第一个清明节

我站在您的坟前，一树一树的花

站在我的身后，静静地

绽放，静静地

默哀

天空湛蓝，河水无声

有风吹过，落花如纷飞的蝴蝶

落在我胸前的一只

是在抚慰我吗，久久

不肯离开

清明，这刚刚走出寒冬的春天

人间有多少思念，就有多少花开

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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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百味

人生感悟

青团香如故
■徐新

和煦的春日暖阳携着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汪曾
祺老先生对清香一词下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清香，即
食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气味。”而色泽鲜
绿、香糯柔软的青团是一种聚集着春天气息的美食，
颇具这种清香的特质，深得人们的青睐。

青团最早是用来祭祖的，在寒食节里食用。唐代
正式形成了寒食节吃青团的风俗。白居易有诗云：“寒
食青团店，春低杨柳枝。酒香留客在，莺语和人诗。”可
见，那时已有专门制售青团的店铺。

青团是由艾蒿和糯米粉揉成并蒸熟而成的美食，
清代袁枚的《随圆食单》中说：“捣青草为汁，和粉作
团，色如碧玉。”袁枚惟妙惟肖的描述,瞬间激活了我
味蕾深处的眷恋。

童年时，每逢清明时节，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
做青团。野生的艾草,绿油油的麦叶、菠菜等就成了最
好的染色原料。为了能早点吃上美食，我跟着母亲一
起去采摘艾叶。

母亲将采摘回来的艾叶洗净，用开水焯过后，细
细地切碎。她用葛布慢慢地滤出青绿的草汁来，拌上
糯米粉，加入适量的水，反复揉搓过后，一个翠绿的大
粉团就“粉墨登场”了。

母亲熟练地捏了一个乒乓球大小的糯米团子，大
拇指抵住中间，边旋转边搓，中间出现一个凹窝。随
后，她用勺子盛上一勺豆沙或芝麻馅料，放进团子内，
再次转动逐渐收口，一个圆润光滑的青团就呈现在眼
前了。如此操作，很快一大盘青团就完成了。母亲把包
好的青团放入蒸笼，以碧绿的芦叶垫底，在锅上蒸15
分钟，愈来愈浓的青团香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母亲掀开蒸笼，热气升腾、清香四溢，油亮亮的青
团更显青翠欲滴。我不待青团冷却，迫不及待地抓取
一个，咬上一口，顿觉香糯柔软、口齿生津，只想着要
再吃一个。青团冷食也是别有风味，除清香外更有嚼
劲了。

如今到了清明节，青团在超市、糕点店都有售卖，
馅料也更加丰富。除豆沙和芝麻外，还有百果、玫瑰猪
油、肉丁笋丁，还有咸蛋黄的，可以大大满足不同人群
的需求。

“碧玉团圆满屉香，素舂柔艾捣砧忙”。又到了明
媚的春天，空气中已氤氲着麦叶与艾草的悠悠清香。
我多想再细细品味那青团滋味，感受美丽的乡愁，回
忆纯真快乐的童年。那思念，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与花为伴
■何愿斌

案头摆放着两盆鲜花，一盆月
季，还有一盆兰草。

月季是我从花市挑回来的。我在
花市流连很久，茶花馥郁、杜鹃殷红，
还有诸多草本鲜花，星星点点，琳琅
满目。但我知道，那些都不适合我带
回家养。我工作忙碌，从来就没有养
过花。书桌上有的，也不过是无需经
常打理的仙人掌。

人过中年，我终于想到要在案头
摆上一盆心怡的花。这时，一盆黄月
季吸引了我。月季和玫瑰颇为相似，
这第一印象非常重要，我喜欢上了
它。再仔细看，花瓣虽然单薄，但颜色
有鹅黄、杏黄、橙黄不同层次，这其实
是一盆多彩月季。“打理起来简单，四
季都有花。”老板说，这也是我选择它
的另一个原因。

买回来的月季我并没有带回家，
而是放在了办公室。毕竟，我在单位

的时间比较多。之后，我每天上班，第
一件事便是打开窗户，让月季透透
气。

春天的空气里带着清新、潮湿，很
适合月季生长。起初，月季只有一朵
花，后来陆续长出了三四个蓓蕾。一朵
花的花期差不多一周，然后萎缩成残
花。我只能狠心将它剪掉，放置在花的
根部。

偶尔，花蕾上不知何时爬上了黑
色的小虫，我也狠心把它剪掉。看起
来精神抖擞的月季总有一些不为人
知的小秘密。花开一朵又一朵，每一
朵外观相似，内涵各异。它们在春日
暖阳下，默默开展着时令的接力。

工作疲惫之余，我常常凑到月季
前，深嗅一口，可惜它几乎是不带香
味的，但也能缓解我工作的疲劳。后
来，我便把月季搬回了家。

我靠近书桌的另一头，就能闻到

兰草的幽香。它的香藏得很深，只有
凑近植物根部，鼻尖贴近低垂的花
瓣，才能嗅到它的暗香。花香独特，沁
人心脾，经久不散。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这
是一盆来自皖南山中的兰花。车辆
盘旋在山路上，我看到农人门前的
一盆盆兰花。我在细雨中捧着兰花
上车，养花人追上我，给了我他的手
机号码。他告诉我，兰花不太好养，
容易生病，如果遇到困难就给他打
电话。

他目送我，看着我带走兰花，就
像送走一个孩子。我案头的兰花根部
堆积着树叶、桂圆壳，这是养花人伺
弄时留下的。我找到一块干枯的桔
皮，撕开来，投入根部，希望这对它有
好处。

有花为伴，嗅着幽兰的芬芳，我
总感觉自己是个幸福的人。

清明
■冯毅

屈指数来，清明节从2008年
列入国家法定假日后，已经10多
年了。清明让人慎终追远、祭祀祖
先、寄托哀思、抒怀壮志。

其实，即使清明没有列入法定
假日，在这一天，人们的思绪也是伤
感的。翻阅古人诗句，他们笔下的清
明时节，真是令人感动。“帝里重清
明，人心自愁思”“佳节清明桃花笑，
野田荒冢只生愁”“风雨梨花寒食
过，几家坟上子孙来”，更有“清明时
节雨纷纷，行人路上欲断魂”这样催
人泪下的描述。

清明时节，我总会想到一个
人，一个与老娘抱着柳树共赴黄
泉的志士——介子推。他是竭心尽
力辅佐晋文公的有功之臣，在舍身
成义之时，仍心系天下，为民所忧。
为这样的人设立一个节日，并且千

秋承袭，不仅有意义、有价值，更能
引发人们无穷的深思。

往事越千年。每逢清明，身处天
南海北的人们都会匆匆踏上归程，
扫墓上坟、祭祀先人。在田野的坟
莹，在家族的祠堂，在烈士陵园……
人们或献上鲜花，或清扫墓地，看似
简朴的礼仪中，人们抒写乡愁、唤
回初心。

鲁迅先生有言，“一个人的生
命是可宝贵的，但一代的真理更
可宝贵，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
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崇清明、
祭清明、守清明，万众一心，我们
身体力行。我们一直在传承，中华
儿女将这份深沉的情感寄托在每
一年的清明节中。

清清复清明，清明传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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