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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冬了，天气日渐萧瑟，听说油城十路口
袋公园的异木棉开花了，我曾在那里的附近
小住过一段时日，却始终没有闲暇去好好看
上一眼。如今，冬又来了，异木棉也开花了，
我便心心念念地想着要去看一看。毕竟，能
在寒冬的烈风中开成一树芳华的景致在这座
小城里并不多见。

在一个薄雾轻绕的清晨，我带上素描本
和画架，决定去看看那久违的异木棉。经过
人流疏落的十字路口，不远处那一团粉红色
的云霞在向我嫣然浅笑。走到近处，一堵约
两米高十米长的微弧形墙矗立在眼前，奶白
色的墙体泛着淡淡的光泽，墙脚下是一圈儿
开得灿烂的三角梅。三角梅耐寒，丛丛绿影
中，殷红的花瓣上沾着一层细如微尘的露水，
润泽，艳丽，而又清新蓬勃。墙上是一幅浮雕
画，健壮的战马在祥云之上昂首嘶鸣，疾风奔
跑。马背上的女英雄头戴羽帽，左手拉缰，侧
身目视前方，神情冷峻、坚毅而又不失温和。
墙的后面是傲然挺立的异木棉，树枝稀疏，略
显落寞与萧条。树顶却不甘地开出一片浅
红，小巴掌般大小的花朵，颤颤地在风中摇
曳。令人惊异的是它粗壮的身躯，腹大如箩，
宛如一个巨大的酒瓶，圆锥状皮刺让人望而
生畏。这是一棵英雄树，像浮雕画上的英雄
一样，披坚执锐，势不可挡。三角梅、女英雄、
异木棉，绚丽、盔甲、守护、希望……一瞬间，
一系列诸如此类的词语涌现在我的脑海里，
以匹配眼前这一幅绝美的立体画卷！

“你在画她吗？你知道她是谁吗？”一个

稚嫩的声音在我的耳畔响起。我扭头一看，
一个大约七岁，背着小书包，戴着口罩的小孩
儿站在一米开外，他正歪着小脑袋看着我的
画板，用手指向那堵浮雕墙。

“嗯，不认识，但我觉得她是一个英雄，你
认识她吗？”我停下手中的画笔，有意要逗弄
一下眼前的小家伙。

“你居然不认识她！她是中国巾帼英雄
第一人！”小家伙用一本正经的神情看着我。

“那你给我说说她的故事。”一个小孩儿
说出这番话语，令人不禁侧目，我饶有兴味地
看着他。

“将号万人敌，兼长古所难。高州女刺史，
奋颜何桓桓。一代叛臣谋，反侧旋自安……”
小孩儿丝毫不胆怯，张口就背诵上了一段我
并不熟知的文言文，这倒是让我始料不及
了。在我的惊异中，小孩儿打开书包，取出一
本装帧精美的书——向卫国先生编著的《冼
夫人文化精粹读本》，封面上正襟危坐的女将
士和浮雕墙上英姿飒爽的女英雄俨然是同一
个人。

“谁教你读的书？你爸爸妈妈呢？”“爸爸
妈妈到广州当‘大白’去了，要过几天才能回
来。爷爷教我读的书，我最喜欢这本了，我们
经常来这里，爷爷在那里。”我顺着他所指的方
向看去，林荫道上，异木棉的树底下，一个头发
花白、精神矍铄的老者正向我们走来。

“我长大后也是要当‘大白’的，像爸爸妈
妈那样保护大家，像冼夫人一样保家卫国！”小
孩儿快速翻动着那本不足百页的书，丝丝墨香

渗在冬日的冷风里。他的话又再一次让我始
料不及，我看着他的眼里闪烁着像星辰一样耀
眼的光芒，这样的光芒来自1500多年前“高凉
冼氏之女”以“唯一用好心”凝练成的一枚民族
文化的宝石。这颗宝石闪耀于中华历史文化
的银河里，亘古流传。当它以一种超越生死的
信仰形式植根于心灵土壤的时候，它会像种子
一样在生命里生根发芽，然后开出绚烂的花
朵。像异木棉下的老者、“大白”爸爸妈妈，还
有眼前这可爱的小孩童，他们在这个萧瑟的寒
冬里给世界送去春的温暖和希望。

我们在翻阅人世这本大书的时候，时常
会感到迷茫，恐惧，甚至是无所适从。我们需
要走出去，去看看在灰暗的天幕下依然给人
以惊艳的三角梅、异木棉，或者是处在十字路
口的浮雕墙，或者更多。关于未来，无论是生
命的延续，还是信仰的传承，往往从读懂一本
书，一棵树，一个人或者一段历史开始，它们
能给处于困境中的人们一种向上的、追寻的
力量。而我们依靠这种力量走过过往，走向
新的春夏秋冬。

清晨的薄雾已然消散，阳光在眼前这幅
立体画卷上洒下跃动的碎金。这幅永不褪色
的画卷将随时光珍藏在我记忆的宝匣里。我
放下画笔，把手中这一幅“木棉花下”图送给
了那个立志长大后要保护众人的孩子，在画
纸的右侧，我郑重写下了宋代苏轼为谯国夫
人冼氏所写的赞词：冯冼古烈妇，翁媪国于
兹。策勋梁武后，开府隋文时。三世更险易，
一心无磷缁。锦伞平积乱，犀渠破群疑。

不曾褪色的画卷 ◎如夏

人到中年，越发喜欢怀旧了。
近日读钱红丽老师的《桂花酿》感触
良多。

“就是这样的一碗碗桂花酿，至
今忆起，纵然几十年往矣，依然甜蜜
如昨。这份昔日的甜，绵长醇厚，有
情有义，一直留在心上，洇染不去。”
读到这一段时，忍不住热泪盈眶。
无论命运如何虐你千百遍，但岁月
长河中总会有一些温暖美好的过往
让你刻骨铭心，念念不忘。而因此
对生活仍充满热爱，记忆会提醒你，
生活再苦别忘了加点糖。

遗憾的是我没有吃过桂花酿，
无缘品味到桂花酿的甜。但它却勾
起了一些年少求学时的回忆，唯有
想起这段尘封已久的记忆，才恍惚
间，青春是曾来过的，而且也有过如
桂花酿般的甜。

记得到了外地上中专后，最让
我难以忘怀的便是食堂，每次去打
饭，虽然都要排很长的队，可一看到
琳琅满目的菜式，学业繁重的压力、
对亲人思念的焦灼与现实的感伤便
全飞到爪哇国了，只听到肚子“咕
咕”地在打鼓，心呀那个激动欢愉，
经年后想起，恍若见到阔别多年的
亲人……饭菜的香味充斥着整个食
堂，即便拿着个空饭盒站在一眼望
不到边，浩浩荡荡的打饭队伍里，味
蕾依然被挑逗得心猿意马、蠢蠢欲
动。忍不住用舌头舔了舔空勺子，
仿佛上面已沾满菜香。

饭堂的菜式每天几乎都有几十
种可挑选，之前在家里天天吃胡萝
卜的我，没想到如今竟然可以吃着
美味无比且不重样的菜……那会只
要一置身食堂，所有的疼痛忧伤都
烟消云散，幸福感被菜香塞得满
满！同学看到我在食堂里一脸的馋
样，忍不住憨笑起来。她们知道我
总是舍不得花钱吃些好的，担心身
体孱弱的我会营养不良，有时候故
意多打两份我最喜爱的菜，然后摊
一份给我，面对同学们无声的关爱，
远离家门求学的我心里溢满了感动
和温暖。

那 会 我 最 爱 吃 的 有 几 样 菜 ，
“糖炒芥兰、甜酸蛋、炸鸡腿、酱油
鸡翅……”食堂二楼和侧边窗口还

经常开小灶，有水煮饺子，各种蒸面
包，还有好吃到能一口气扒拉完两碗
白米饭的“小炒”，就是用双色菜花、油
条、瘦肉、火腿等食材加调味料混炒，
边炒边卖，看着师傅把热气腾腾的

“大杂烩”炒好装在大盆子里，真真滑
欲流匙香满屋，靠近窗口闻其香我已
心如鹿撞，垂涎欲滴，欣欣然雀雀然。

记得当时，小炒、甜酸蛋和鸡腿
都是两元一份。节俭惯了的我通常
舍不得吃，然而却抵挡不了诱惑，如
何能既省钱又能满足味蕾呢？于是
我想了个不是好主意的主意，糖炒芥
兰好吃便宜，只要三毛钱，我便一下
子打两份，其余喜欢的菜式限定自己
一个月不能吃超过两次。有时候实
在馋得不行，就可怜兮兮地斜倚在打
饭窗口，使劲闻其香“望梅止渴”。

时间久了，连打饭那个师傅都
认得我了，然后我每次去打菜的时
候他会多给我两勺。虽然他戴着大
口罩，但只见他眉眼弯弯，便晓得他
满脸的笑意与慈祥，他一定在想，怎
么这位文静的小姑娘也是个“小馋
猫”，师傅也许不会想到，他多给两
勺的善意，此去经年后的今天，依然
温暖着茕茕伶俜的我。

还记得当年，上学时每年过生
日，食堂都会专门为我们这些学子
定做蛋糕。在乡下小县城长大的
我，从未尝过，过生日吃蛋糕的滋
味。15 岁那年，是我第一次在学校
里面过生日，吃着饭堂做的小蛋糕，
享受着同学们为我在广播室点的歌
曲，那个寒冬竟如此温暖幸福。真
的是受宠若惊，蛋糕清甜心如蜜，离
家的苦闷、年少的彷徨与病痛的折
磨，因为这些细小入微的陪伴，而减
轻了不少。

每一个寒窗苦读的夜里，分明
有李白“对影成三人”的枯寂，头顶
的星星格外亮。独在异乡为异客，
但那段“为异客”的岁月却让我多年
后仍倍感温暖。如今想起，食堂的
菜香，师傅的慈善，同学的关爱……
点滴汇入岁月的长河，终究温润着
似水流年。纵使遍体鳞伤，一想起，
便会充满负重前行的勇气与力量，
这些经历让我懂得，纵然生活再苦，
也不乏真情、善良与美好。

菜香暖流年
◎何志坚

又是一年秋风劲，神州处处红叶红。
提到红叶，人们可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

枫叶。其实，除了枫叶，还有黄栌叶、槭树叶、
樟树叶和大叶榄仁叶等，到了秋天也会变红。

初识红叶，始于唐朝诗人杜牧写的诗歌
《山行》中的两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
二月花”。爱上红叶，是因为一部电影——

《等到满山红叶时》。这是一部1980年拍的爱
情电影，20世纪80年代初，爱情电影犹如凤毛
麟角。记得这部电影是我人生中看过的第二
部爱情片，第一部是《五朵金花》。《等到满山
红叶时》讲述了一个三峡航道信号员的儿子
杨明和他爸爸救起并收养的遇难船民的女儿
杨英妹妹，由兄妹情发展成爱情的凄美爱情
故事。说它凄美，是因为长江发大洪水，哥哥
为了保护信号灯而英勇牺牲，妹妹爱哥哥爱
得太深，迟迟都没有接受张恋水的爱情。我
看这部电影的时间是在1982年春，那时，我在
电白二中读高中，在为实现大学梦而努力拼
搏。也许就是这个缘故吧，特别对这个情节
印象深刻：当哥哥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跑回
家，兴高采烈地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爸爸和
妹妹时，妹妹从屋里跑出来，说爸爸快不行
了。在爸爸弥留之际，用尽最后的力气，拉着
兄妹俩的手，对哥哥说：“爸爸不在了，妹妹还
小，你一定要把妹妹照顾好！”哥哥由喜转悲，

含泪点头，随后无奈地把海运学院的录取通
知书扔进了奔腾的长江。

同年夏天，如我所愿，我拿到了梦寐以求
的大学通知书。为此，我欣喜若狂！

读大学期间，我看过不少电影，因为那时
学校经常停电，一停电就跟章君往电影院跑，
一两毛钱就可以看一场电影。但是，一直没
有看过《等到满山红叶时》。后来，我买了电
脑，第一时间把这部电影下载到电脑，闲暇之
余，打开电脑观看，再后来下载到手机，随时
随地看看。每看一次都感动不已。

也许是爱屋及乌吧，我想方设法找到电
影的主题歌《满山红叶似彩霞》并抄在歌本
上。那个年代，没有酷狗，没有 QQ 音乐，卡
拉OK还未普及。我把喜欢的歌抄在歌本上，
有空时就拿出歌本，把歌本的歌曲从头到尾
唱一遍。同班的伟君跟我“臭味相投”，除了
喜欢打排球，也喜欢唱歌。那时邓丽君的歌
曲最流行。然而，我唱得最多的还是《满山红
叶似彩霞》，后来唱卡拉OK时，这首歌是必点
歌曲，当然也喜欢唱《片片枫叶情》。

感谢我的发小云君，知道我喜欢红叶，他
在北京上大学四年，每年秋天都会寄给我几
片北京香山红叶。我把这些红叶视如珍宝，
夹在书里，时不时拿出来欣赏。同时，萌生了
到香山看红叶的冲动，可惜至今还没成行。

我住所前面的停车场整齐划一种了十来
棵大叶榄仁树，一到秋天叶子也会变红。每
当叶子红了，我会时不时坐在自家的阳台看
着红叶发呆、遐想。我单位路旁种的大多是
香樟树，不用到秋天树叶也会变红，一年四季
都有红叶掉下来，每每经过樟树下，我都会捡
起一两片又大又红的，放进衣袋，带回家，放
在案头，以便近距离欣赏。有时候，我的爱人
会调侃说我是“红叶痴”，我一笑置之。

因为工作的原因，除了寒暑假，我平时出
不了远门，所以在秋天的周末，我会陪志同道
合的科君和武君到大雾岭、天马山、石根山、
鹅凰嶂、浮山岭和三官山等粤西名山赏红
叶。然而，这些地方的红叶零散分布，没连成
片，比不上三峡漫山遍野的红叶，但也能大饱
眼福，满意而归。每到一处，我都会拍一些红
叶照片，存在手机，闲暇之时欣赏。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我自知离智者仁
者还十万八千里，但是喜欢游山玩水。有空
都会出去走走，游过祖国的不少名山大川。
2004年 7月，第一次到祖国首都北京，因为是
夏天，没赏到香山的红叶；2010年4月，第一次
游三峡，因为是春天，也没赏到三峡的红叶。
有时我在想，等到退休后，等到满山红叶时，
一定要带上老伴到香山和三峡欣赏红叶！

一片红叶一片秋，唯愿一切都安好。

红叶情 ◎刘永亨

岁月总是和美食搭伙过日子的，
记忆里的味道，总在不经意间勾起如
诗如醉的旧时光。指缝中溜走的日
子，悄然储藏在心中某个角落，猛然
间被味蕾拉回现实，大概就是岁月留
给记忆的影子吧。

北方的饼，当然千奇百怪，花样
众多，但煎饼在我的印象里，是能和
饺子媲美的，从早餐现做的煎饼到叠
好的干煎饼，里面有太多让人怀念的
煎饼往事。

8岁以前的我在农村，对于80后
的我，煎饼是不可或缺的美食。没有
农活可忙的时候，妈妈就会搬出烙大
饼的铝锅，一尺开外，用面粉调出一
盆面糊糊，拌一点发菜和小小粒的葱
花，有时还打两个鸡蛋进去，这就是
摊煎饼的原材料了。铝锅在炉子上
加温至适中，母亲的手放在锅上，感
受一下锅的温度，差不多了母亲就舀
一勺糊糊，倒在锅内，迅速端起锅左
晃晃右摇摇，面糊糊就裹满了锅底，
十余秒钟的时间，葱香味四溢，母亲
便用锅铲扯起煎饼的一角，前后左右
一折，一个煎饼方块就成型了，铲起
来放在盘中，周而复始，一大摞的煎
饼就成了一家人一餐的主食。

现在想来，那时候的发菜还不像
现在成为紧缺的珍贵菜肴，总会吃
到。因为外婆家不远的山坡上就有，
大舅和外婆每年总会去捡几天，丝丝
缕缕，像极了头发团，夹杂着山上的野
草和灰土。记得有一次外婆映着煤油
灯在择发菜团里的杂草，看她久不久
揉揉眼睛，我就悻悻地说一句“择不出
来就不吃了呗！”外婆瞥我一眼：“傻娃
娃，这可是好东西，再说了哪个好吃的
东西就能轻易得到啊，轻松得到的东
西人就不会珍惜了……”她笑笑继续
着。我不知啥时间睡着，待第二天起
来，漂过水的发菜早已乌黑地趴在窗
台上。待我回家时，外婆就把晾干的
大部分装袋让我带回家。母亲看到
发菜，总是暖暖地笑着。

后来搬进了县城，慢慢地生活条
件有所改善，也会学着城里煎饼摊的
样子，用煎饼卷着香葱、胡萝卜丝、豆
芽菜和一根火腿肠，舀一勺妈妈自制
的辣椒酱，那叫一个美味。辣椒酱是
煎饼卷的灵魂，辣中透着香，也透着
火红的希望。再后来，大学的食堂里
也有做煎饼的，但总没有家里的好
吃，现在回想应该是辣椒酱做得不好
吃，不是手工辣子，也就少了点灵魂。

有一次在北京的胡同里，一位三
十开外的小哥，站在三轮车后，车上
摆着摊煎饼的鏊子等家伙什，离手不
远处大盆小碗盛着各种小菜辅料，一
勺糊糊下锅，一个带把儿的竹刮板和
着糊糊在鏊子转几圈，糊糊就铺满了
鏊子，他顺手拿起一个鸡蛋，鏊子沿

上一磕，食指和无名指巧妙地用力，
蛋液就落在鏊子里，竹刮板又是几
圈来回，蛋液凝结在煎饼之上，泛着
丝丝光亮，煎饼也就熟了。再根据
食客的要求放入相应的蔬菜等，一
个煎饼果子就成了。我看着他娴熟
的技艺，汗珠儿挂在棱角分明的额
上，突然听着“帅哥，你的煎饼果子
好了！”两排大白牙和温暖的微笑，

“再帮我加一勺辣椒吧”我说着，他
麻利地加入并递出。接过来咬一
口，麻辣鲜香瞬间充斥味蕾，很是享
受。唯一的不足是没有发菜那股特
殊的味道，想想又很正常，十五块一
个的煎饼果子，要加发菜确实有点奢
侈，毕竟现在的发菜是个珍稀品种。

又有一次，在去曲阜孔林的路
上，时至中午，烈日当头，和朋友一行
人左手拿着水，右手拿着雪糕，正值
困乏，忽看到路边有个老奶奶在摊煎
饼，我不免吞咽起口水来。

“哥们儿，咱们吃块煎饼再赶路
如何？”我提议。

“嘿嘿，正有此意！旁边还有个
卖凉皮的，一起一起哈！”哥们儿附和
着。

老奶奶见我们走过来，热情地招
呼着。一番寒暄，原来卖凉皮的妇女
正是她小儿媳。老奶奶指着让我们进
身后的房里去，说里面凉快有空调。
不一会儿，一碟四四方方的煎饼上桌，
搭配翠绿的大葱、蘸着甜面酱、裹着辣
椒油，人间至味不过如此！老奶奶约
莫一刻钟的样子，也进来坐在一边扇
扇子，她边扇扇子边端详着我们，“奶
啊，您也来一块吧！”哥们双手递出一
块卷好的煎饼，老奶奶推脱着说：“娃
娃们，你们吃。听口音你们不是本地
人啊，我几个孙孙也和你们差不多大
了，在南方打工，好久没回来了，看到
你们想得慌呐！”她动动嘴，还想说什
么，又咽了回去，眼眶充斥着想念。

不惑之年，回味一下吃过的各色
煎饼，大同小异。还有山西的小米煎
饼，山东的煎饼卷大葱，还有陕北的
煎饼有点像玉米饼……出差路上，看
到煎饼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吞口水，时
间允许便买一个，过过嘴瘾。

可惜的是，我既四体不勤，又不
心灵手巧，始终没能学会摊煎饼，倒
是妻子更胜一筹，率先掌握了制作煎
饼的技艺，时不时做一下。随着生活
条件的不断改善，煎饼里卷的也不仅
仅是黄瓜丝和豆芽菜了，火腿肠、牛
肉丝、炸腐竹、花生酱等等，怎么卷都
好吃，而且从来没吃厌过。

一炉一鏊路边旁，油料葱花鸡
蛋黄，煎饼果子香味长，直上九天老
君堂，四十不惑回顾望，失足掉进人
和网，煎饼的味儿悠长，生活影子不
彷徨。

煎饼往事
◎梁占庭

外公做的籺，是我吃过最美味的籺。自
20世纪 80年代初，我们一家从海南岛返乡定
居三十多年的时光里，过年吃上外公做的籺，
一年才算是圆满。

我的外公，不只是我们当地黎氏族人尊
敬的族老，乡邻爱戴的老校长，在我的眼里，
他还是一名做籺能手。记得外公身体还硬朗
的那些年，每年一到腊月，他就开始筹备做
籺。整个腊月期间，他一趟又一趟地跑到离
村子10多里地的县城，把精心挑选的糯米、猪
肉、花生、椰丝、芝麻等食材，如蚂蚁搬家一样
样的买回来。

除夕前几天，外公就召集子女及亲朋好
友，齐聚家中做籺。依然记得当年外公坐镇
指挥做籺的热闹景象。外婆和舅舅、舅妈早
已洗净晾干用来搓粉的大盆、蒸籺的竹筐，备
好烧火蒸籺的木柴。包籺的生菜是大舅妈种
的，提前一天收割回来，整棵清洗好，倒挂在
竹竿晾干水；垫籺的菠萝蜜叶子，是表弟们上
自家果树采摘的，专挑大张的老叶子，也已洗
净晾干水。

做籺那天一大清早，舅妈就挑着用井水
泡好沥干水的糯米，到村口的碾米房碾粉。
外公掌勺把切成肉丁的五花肉、椰丝等煸香，
用一个大盆装好，加上炒熟脱衣的五香花生
仁、芝麻，再加盐、糖、花生油等调料拌匀。待
他亲自试吃味道过关后，做籺的馅料就准备

好了。 糯米粉一回来，外公就根据米粉总量，
舀几勺出来，加入热水搓成团后，把这粉团放
进沸腾的水中煮至变色，再捞出来，放进装满
了糯米粉的大盆中间，再加上几勺热水，围绕
着这个粉团，把所有的干粉揉进来，搓成一个
结实柔软的大粉团。外公再从这个大粉团
里，分搓出一个个比乒乓球稍小的小粉团，分
发给等待做籺的众人。

在外婆的带领下，大家用手指把小粉团
捏成一张厚薄均匀的圆形籺皮，将适量馅料
舀进中间，再把籺皮边打折收口捏紧，一个籺
就包好了。待籺已包好数十个，外婆就拿来
蒸籺的竹筐，让我们分出一两个人负责包
籺。用一张生菜叶上下左右折叠包裹住一个
籺，犹如给这白白胖胖的小家伙穿上一件碧
绿的衣裳。穿好绿衣裳的籺侧着身子，一个
挨着一个，被外婆整整齐齐地码在筐里。外
婆再精心挑选一部分包得特别漂亮结实的
籺，用雕刻有福寿等花纹字样的圆形或寿桃
状的木制籺印印籺。将籺收口的一面对着籺
印，稍用力把整只籺按进籺印里，直到籺的底
部与印口水平，拿起籺印轻轻一敲，印好图案
的籺完整脱落，再在籺底垫上菠萝蜜叶子，将
其放在生菜籺上面摆一层，一筐籺就弄好可
以下锅了。

蒸好的第一批籺刚出锅，外婆把最上面
那层印有花纹的籺挑出来，用红水在中间点

上一个红色印记，这是专门用于过年祭祖祈
福的。我们这群馋猫孙辈，早已按捺不住，徒
手拿起热腾腾的生菜籺，吹着气，迫不及待往
嘴里送，真是又烫又香！待籺蒸熟过半，外公
便吩咐两个舅舅出门送籺。那些年，外公几
个出嫁的姐妹，外婆的娘家亲人，两个舅妈的
娘家，外公外婆的媒仔媒女，还有一些亲朋好
友，舅舅们从骑自行车到摩托车，把这份饱含
外公心意的籺一一送上门。我们和小姨一家
就自己打包拿回家。等到我们这一辈长大，
送籺就变成了表弟们的任务。

记得那些年正月里的头几天，我和姐姐
的早餐都是吃籺。重新蒸热的籺，浸满香油
的馅料被唤醒，外面是软绵适中粘着生菜的
籺皮，咬下去满口生香，每一口都是满足和幸
福的味道。外公的籺不只我们喜欢吃，所有
吃过的亲朋好友，都赞不绝口。

正月的最后一天“正穷节”，外公也会召集
子女们做一餐籺。外婆常说：“正穷，蒸穷，吃了
蒸穷籺，就会身康体健，添福添寿。”这天的籺皮
里加入了新鲜采摘煮烂的田艾揉搓，吃起来带
着一股淡淡的田艾清香，味道更胜一筹。

前些日子，看到茂名建起了首个以籺为
主题的高凉非遗美食体验地——籺村。如果
外公外婆还在就好了，我想陪他们去看看这
热闹红火的籺村，再和他们一起回忆那些做
籺的往事。

外公的籺 ◎黄海樱

明天
要早早抢步
向黎明出发
不负阳光的生命之约

满天的霞彩
已把大地
装点成高贵的殿堂

一朵喇叭花
开得夸张
似在娓娓诉求
又似在沉醉歌唱

直抵人心的风
自由而来

洒脱而去
不带一丝哀愁

一声响雷
打通土地的任督二脉
一场春雨
把午夜的梦淋湿
苏醒的河流
重新唤发涛声
轻盈如雪的燕子
正舞动剪刀
为一场盛大的花事剪彩
一根根破土而出的小草
以浪的姿势
向着春天赶集

新年祝词
◎庄家银

冬日暖阳 余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