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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感悟

大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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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写作”栏目短信平
台号码为15100868801。

倾听您的心声，期待
您的短信留言。

【等待】

今年的春来得有点
缓慢。气温几度骤升骤
降，恍惚不定，缠绵的春
雨飘在空中，带有浓浓
的凉意。大地上的植物
并未向寒意屈服，而是
默默地积蓄着能量，等
待暖春的到来。

——苏宝大

【友情】

春天与老友相约，一起
回忆往昔，展望未来。朋友
们在一起谈论各自的生活
和工作，分享彼此的喜怒哀
乐。这些真挚的交流，让中
年的我深切地感受友情的
珍贵，也让我明白友情需要
用心去维护。

——林金石

早晨，晴朗朗的
阳 光 照 在 一 枝 海 棠
上。柔和的光线在跳
跃，海棠更给人一种
明亮之感，春晨如水，
花色如水。海棠盛开，
流光溢彩，华丽芬芳，
更是一份春日里的惊
艳。

——路来森

【一枝海棠】

风光不与四时同
■邹娟娟

烟火人间

香椿俏
■孙晓帆

“山珍梗肥身无花，叶娇枝嫩多杈芽”。春
天的香椿，虽然没有开出娇艳的花朵，却被众
人奉为舌尖上的美食。

菜地边的几棵香椿树上，今年又长出了新
芽。芽色红润，红中泛绿，色泽饱满，俊俏得很。
那样子似乎是得了春的恩赐，长得欢天喜地，
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我小心地掐下嫩苗，回
家想做一道香椿炒鸡蛋，给家人呈上一盘春天
的美味。

婆婆一直对香椿情有独钟。记得早些年公
婆生活在老家。一到春天，婆婆就和婶娘她们
约着去后山摘香椿。野生的香椿苗刚采回来，
散发着阵阵香气。听说，这种香椿苗拿到集市
上去卖，很畅销，卖得很快。于是，一家人舍不
得多吃。

婆婆把新鲜的香椿芽挑出来，仔细地捆成
小捆，摆放在一个篓里，一大早提着和婶娘她
们一起去十几里外赶早集。中午回来时，她们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欢笑，一路上叽叽喳喳，
不用问，一定是香椿又卖了个好价钱。

近些年，公婆一直住在城里。有次婆婆激
动地说：“老家开始种香椿树了。以前村子后山
上都是石头渣子，不知道还能种出这么多的
香椿树来。”原来，婆婆回了趟老家，看到婶娘
她们现在都有了好营生。

村上搞规模化种植，组织大家种香椿，在
香椿芽上做生意。后山上早已成了成片的香椿
林。进入三四月份，村民就开始批量采摘香椿。
她们只需把香椿从山上采摘下来，打包整理装
箱，就有人开着货车来村里收，不用再像以前
那样跑十几里地去赶集了。

我家婆婆最擅长用香椿炒鸡蛋，她做的香
椿蛋饼，一家人都爱吃。我曾向她讨教香椿蛋
饼的做法。婆婆告诉我，秘诀就是香椿需要先
焯水，去掉一些涩味。把焯过水的香椿切碎，搅
拌进鸡蛋里，加入适量面粉，一勺一勺放在油
锅里煎，就是香喷喷的香椿蛋饼了。我试着做
了几次，果然好吃。

有次我从婶娘发的朋友圈里看到，漫山遍
野的香椿苗，村上有人拿着长钩子割高处的
香椿芽；有的带着小孩忙着摘那些俏芽子，大
家忙得不亦乐乎。

我对婆婆说：“你看，你的最爱，现在造福
于民了。”春来香椿俏，这不起眼的嫩芽，香味
独特，它带来的不只是舌尖上的享受，还有人
们对春味的无限欢喜。

四时风景，自有妙境。若有一处，
能全然代替，于我而言，便是阳台。

这不是普通的阳台，而是个开放的
大平台，在小区一幢大楼的三楼。平台四
面通透，东西走向，上下是住宅，楼板隔
挡，可避风挡雨。阳台并不呆板，北面有
镂空栏杆，欧式风格的流畅拱形设计，边
角有凹槽，宽不到半米，方便排水。

初见阳台，是闲逛时的偶遇。第一
感觉是“极大”，还有许多绿植点缀。在
阳台上可自由吹风，悠然观月，有高处
安稳之感。再去阳台，是陪儿子去隔壁
房间练习考试项目。抱着无人干扰的
尝试心理，我们拿着卷尺、实心球和跳
绳走到三楼。

瞬间，那寂静而繁茂的景象涌入
眼帘。除了我们，再无旁人，走在上面，
只听见轻轻的脚步声。周围地面的树
木变多了，高的已超越平台。挨近阳
台，可以嗅到清新的草木香。原来，阳
台上有一个“四季花园”。

这个时令，花园里有小盆茉莉、米
兰、石竹，有中盆月季、太阳花、凤仙
花，有大盆滴水观音和一大缸荷花，赤
橙黄绿，绚烂多姿。尤为绝妙的是，那
里不仅有花草，还有蔬菜。缸为砥柱，
沃土培植，长竹捆扎，向上牵引，那攀
爬的丝瓜、南瓜、黄瓜、扁豆、豇豆，如
婆娑女子，腰肢柔软，又开花又挟果，
以灵动的身姿，把阳台渲染出动态的
美感。这些藤蔓斜织密上，形如天然的

绿色棚顶，过滤了阳光。人走在下面，
可以看到无数斑驳的亮点，颇为有趣。

旁边还有若干泡沫箱或塑料筐装
土培育的蔬菜：番茄边开着精致的小
黄花，边结出红彤彤的果实；茄子细
长，花果和植株都是深沉的紫色；青椒
似灯笼，悬在枝头，玲珑可爱……这些
绿植并不是散乱生长，而是有规则地
排列，连那种菜的盆、箱、缸的外面也
用颜料涂上了漂亮的蓝色，统一圈在
白色的木栅栏里。一方阳台，真是一个
小型农场啊！现在正是万物生长的旺
盛时节，这个阳台可见一斑。

我们在植物的世界里流连了许
久，直到晚霞将它们换上另一番容颜。
以白色水泥面为背景，西天如绣，阳台
似锦，绿色的叶子和茎蔓被霞光镀上
了金色，花朵渐渐收拢，让这幅画多了
几处惹人遐想的留白。

儿子用手机不停拍摄，说要发给
外婆看。他认为外婆能打理农田，却不
一定能在阳台上造出这样的美景。

这硕大的阳台，因为有了生命盎
然的植株衬托，立刻显出不凡的气质
和氛围。我们在这种氛围中，完成了投
掷和跑跳训练，全程酣畅淋漓。

这处阳台，有春日清晨的缤纷，有
夏日夜晚的浪漫，有秋日黄昏的壮美，
有冬日晌午的温柔。于孤寂中酝繁华，
于黯然中谋光彩。四时景物皆成趣，阳
台朝暮亦有别。

陪父亲回老家，途中遇见一片麦
田。青青的小麦在风中摇晃，让人心生
欢喜。父亲望着返青的麦子，沧桑的脸
上露出了笑容。他轻声说着：“麦子返
青了，寒冬已过，春日来临了，真好。”

父亲的话，将我的思绪拉回到多
年前的冬天。那一年，父亲做生意失
败，不得不卖了城里的房子抵债，我们
一家三口无奈搬回老家破旧房子。打
开吱呀作响的院门，我看见枯叶满地，
东西横七竖八，让人觉得凄凉。父亲一
声轻叹，曾经令他引以为傲的小院，像
他一般失去了光彩。

父亲进城做生意以前在小院里种
了几株月季。每逢冬季，母亲总会认真
修剪枝条。我常常看着母亲拿着大剪
刀，稳、准、狠地剪掉旁生的花枝。她一
边剪，一边笑着对我说：“植物过冬不
容易，太多的枝条反而不利于它们保
存养分，不如剪掉一些，帮助它们度过
严冬。”父亲捡起母亲剪掉的枝条说
着：“我们一起做熏肉，怎么样？”听见
做熏肉，我两眼发光，连连点头。月季
枝条作为天然的果木燃料，熏出来的
肉带着一丝花香，美了那段岁月。

“都怪我，没本事瞎投资，害你们
母子跟着我回来过苦日子。这个冬天难

捱啊，可怎么过啊？”父亲站在院子里，像
一个犯错的孩子，低着头，非常自责。母
亲拍了拍他的肩膀鼓励道：“院子收拾收
拾就干净了，我把枯叶扫一扫，枯枝烧一
烧，你再熏个肉，一家人齐心协力，冬天
怎么会过不去？”听了母亲的话，父亲向
邻居借来了扫帚，好好清扫了院子。我们
把枯枝聚拢在一起点燃，看着燃起的火
焰，低落的心情渐渐好了起来。

在那个冬天，我们一家三口抱团
取暖，互相打气。父亲一有空就会去旁
边的麦田走走，他边走边低语：“麦子
啊麦子，希望你们能扛过风雪，迎来春
日的暖阳。”他在等待着麦子返青，也
在等待着自己重新出发的那一天。

当春风来临，麦田里的麦子重获
生机，把积攒了一个冬季的力量用来
生长。麦田绿了，父亲的朋友也给他带
来了重新创业的机会，属于他的春天
来了。父亲背起行囊，带着香喷喷的熏
肉，也带着母亲的牵挂，再次出发了。

后来，在父亲的努力下，我们家还
清了债务，慢慢地有了积蓄。再后来，
父亲的生意越做越好，一家人的日子
过得蒸蒸日上。

如今，望着绿色的麦田，父亲止不
住感慨：“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我以

为麦子熬不过去，没想到它们很坚强，
不怕风雪，不怕严寒，挺着挺着，就迎
来了春天……”我笑着说：“那一年，我
们家也过了一个寒冬。好在，母亲和您
都如麦子一般坚强！”

“你母亲是个充满智慧的人，很多
时候，是她让我们的家充满温暖和希
望……”父亲一边说，一边笑。

我点着头继续前行，车窗外是返青
的麦田，车内是经历过磨难、笑对生活
的父子。我们说着笑着，与人间美好的
春日相逢。

麦子返青 人间逢春
■吴少伟

尝一口春天
■魏益君

一场春雨
送来了野菜飘香的季节
荠菜、白蒿、蒲公英
撩拨着人们的味蕾
提篮疯跑在春天
采撷明媚的春光

鲜嫩的荠菜
出落成农家饭桌上
那盘香喷喷的饺子
吃一口
满嘴生香
那是春天的味道

香椿树上的那点
最嫩的椿头
被母亲裹上蛋黄
油煎成一轮
鲜亮的春阳
醇美的香味
从唇齿间流出
醺醉了季节

咀嚼春天
咀嚼春的赐予
嚼出的是乡野的味道
品咂的是浓烈的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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