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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洪玲

回家途中，路过一处桥洞，两米高的围墙竟缀
满了迎春花。它们从墙头开始，如瀑布悬挂般直直
落下，大片的明黄层层叠叠铺展开来，形成一派恢
宏气势，照人眼目。我不由得驻足停留，在春风拂面
中观赏这场春日盛宴。小小迎春，释放着积蓄一冬
的能量，点缀了世界，亦落入我的眼眸，直达心底，
生出许多明媚的欢喜。

翌日，我在院中独坐。远远看见一只通身黢黑
的猫，用略带白毛的四肢载着圆滚滚的肚子正信步
走来。它踮着脚，径直来到月季花下。用身子辗转腾
挪出一隅空地，顺势蜷缩趴下，半眯着琥珀般的圆
眼，在阳光微尘中，显露少有的恬静。我静静地看
着：猫在春光中休憩，月季枝条上正挂满一个个水
粉略带嫩绿的枝芽，好一幅惬意美景。不禁想起卞
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
桥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
梦。”一只猫，几株月季，让这个午后升腾出另一种
意境。

那一天，我在院里坐了很久，直到夕阳挂上树
梢。极目处，涌现出橙黄和绯红的霞光，彼此交织，
互相晕染，似要把天染透。意犹未尽之际，我想起萧
红的：“晚来无别事，坐看天边红”。如今自己与她并
无两样，同样的挺着孕肚独看晚霞。我想，世事虽如
白云苍狗，好在还有霞光美景聊以慰藉。日落黄昏，
虽再寻常不过，却足够我们于细微处安放身心。

世间美物大抵如此，它们平实的存在，不张扬
不炫耀，足以丰富世间的美。正如一朵花的绽放、一
只猫的游走、一场落日余晖，无须费力寻找，美景自
在眼前。

细微之美自在眼前

■杨雪菲

路过村外小河时，偶然看到
一位老者独自垂钓。清澈的河水
欢快地流淌，岸边的小树也忙着
抽芽，唯独老者悠闲地坐在折椅
上，双眼微闭，似乎是在倾听河
水的涟漪，感知鱼儿在水下窜动
的痕迹。周围的喧嚣和世间的纷
扰仿佛已离他远去，萦绕着他的
只有暖阳和微风。此情此景，让
人在心底向往。

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偏
爱独处。唐代诗人王维，晚年时
期钟情于山水田园。兴起之时，
他常常独自前往山林，时而闲情
漫步至流水尽头，时而独坐竹林

与月为伴，一边抚琴一边高歌。
王维的独游之趣，在幽谷中，在
水穷处，在云起时，在琴歌里，

“胜事空自知”。
当代文人汪曾祺多年坚持

“无事此静坐”的习惯。他常在清
晨泡一杯茶，窝在沙发里闭眼凝
思，直到阳光悄悄跃上他的肩
头。他说：“虽悠然独坐，脑中却
浮想联翩。”许许多多的故人往
事，逐渐在他的眼前清晰起来。
就是在这样的独处静坐后，灵感
化作一支流畅的笔，伴他回到故
乡，重温那些抚慰人心的世事沧
桑。在我看来，静坐沉思，凝聚
飘散的思绪，书写出人间烟火便
是他的浅浅清欢。

作家许知远做客《向往的生
活》 节目时说，他喜欢逃离人
群，独自一人面朝大海……身
后，他人的欢笑非他心之所向，
怡然自乐才是他向往的生活。

我也有属于自己的惬意时
光。周日清晨，我喜欢通过瑜
伽，与身体进行一场舒展的对
话。寻一块阳光铺满的角落，点
燃一盏香薰。一招一式、一吐一
纳如一双温暖的手，拂去我内心
的烦躁。瑜伽时刻，让我的心灵
在这静谧中收获了小小的欢愉。

尘世繁华，独处并不代表孤
独，只有在独处时，才得以与心
灵沟通，回归内心的宁静，寻得
一个人悠然自在的清欢。

独处不孤独 清欢自得之

■陈子涵

在乡间，佳肴美食顺应时节
蓬勃而生。谷雨时节，房前屋
后、河边路旁、大街上，槐花一
股脑儿探出头，绽开花朵，结成
串串花穗，挂满枝头，一嘟噜一
嘟噜的，浅淡新叶中点缀着繁
花。微风过处，香气四溢，每到
这个时候，也正是人们采摘槐花
的好时机。采摘到的槐花拿回家
后，去除杂质并洗净晾干，做成
各种各样的美食。

母亲将采来的槐花除了炒着

吃，蒸着吃，还可以在水里焯
过，放在阳光下晒成干菜，作为
包包子的馅料。蒸槐花是多种吃
法中最为复杂的，要把新鲜槐花
择干净，用水清洗两遍，控控水
分，撒上面粉搅拌均匀，使每朵
槐花都能裹上面粉，将搅拌好的
槐花放入蒸锅中，再将槐花铺
平，使其受热均匀。这样蒸出来
才不易黏连，口感筋道。加进了
槐花的饭菜，吃起来带着淡淡的
甜和清新的香，味道鲜美爽口。
在槐花飘香的季节，吃槐花就像
留住了春的味道。

其实，古人早有吃槐花的习
俗，早在唐代就有记载。据考
证，唐代时槐花的主要食用方法
是煮汤，而明代时则开始流行腌
渍法。清代，槐花逐渐成为民间
的传统美食，被广泛应用于烹饪
中，如槐花炒肉、槐花拌豆腐等。

一树槐花暖心田，把恬淡的
乡村生活装点得分外灵动；一口槐
花香是生活的美味佳肴，一树槐花
白承载着太多年少的记忆。真正令
我们无法释怀的并非槐花，而是从
那槐花和槐花饭里生长出的浓浓乡
情和对岁月的沉沉眷恋。

■张朔

在我家的传家宝里，有一个颇
为珍贵的菜谱本，那是姥爷从年轻
时就开始积累的烹饪秘籍。

每逢周五家庭聚餐，姥爷都会
拿出他的宝贝菜谱本。京酱肉丝是
必选菜，家人们百吃不厌，常常刚端
上餐桌，便被一扫而光。饭后，大家
纷纷称赞姥爷厨艺堪比酒店大厨，
姥爷只是不好意地憨笑，指着菜谱
本说，严格对照着本子上的步骤做，
才好吃。原来，那看似刻板的“本本
主义”，遮蔽的是姥爷的严谨与细
致。

我特别喜欢吃鱼，有一次听说

有干煸鲳鱼这道菜，回家就向姥爷
撒娇要吃。姥爷看了一眼我馋猫的
样子，于是又拿出了他的宝贝菜谱
本，仔细研究干煸鲳鱼的做菜步
骤。准备好食材后，不一会儿，厨房
里焦香四溢。姥爷把做好的鲳鱼肉
用筷子剔下来，小心翼翼地拼成一
条鱼的形状，淋上五光十色的胡萝
卜粒、豌豆粒，端给了我。那是我吃
过的最美味的干煸鲳鱼，多年后，
每当我回想起那盘鱼肉，都会咂咂
嘴，仿佛还能品出当年咸香甘甜的
滋味。

那年，姥爷得知我要去北京工
作时，郑重其事地把菜谱本送给
我。我翻开布满油渍和时间痕迹的

本子，上面除了整齐排列着一个个
的菜谱外，还密密麻麻记录着一家
人的口味和偏好。到我的那一行，
赫然写着，“小馋猫，每周要做鱼一
次”。除了这些，姥爷的菜谱本里还
记录着他对生活的感悟。有些菜谱
旁边，他写下一些温馨的小贴士，
比如，“细节决定一道菜的好坏，正
如人生中细节决定成败”“只有历
经时间，才能熬煮出人间美味”。虽
是只言片语，却记录了姥爷对待生
活的态度与人生情怀。

时至今日，每当我翻开菜谱本
时，就仿佛看到姥爷对着菜谱烧菜
的样子，厨房里的阵阵香气化作暗
涌的暖流，在我的心底默默流淌。

贺辛旺村志发行
（外一首）
■桑汶湧

正是芳菲四月天，发行村志喜空前。
冲天吉炮声声响，入耳名言句句牵。
客子归来欣得此，村民认领乐陶然。
一书在手知贤祖，不忘高风熠万年。

走进雪域高原
巍巍峭壁冲霄汉，霭霭冰峰雾上悬。
座座庄严宫殿立，群群秀美绮罗翩。
深深峡谷惊寰宇，道道沟渠笑九天。
朵朵流云胸下荡，丝丝清气贯心田。

昭君出塞
■郑晓明

汉皇用兵剿胡国，匈奴宗庙几欲破。
无奈偏安阴山北，不敢牧马渡黄河。
匈奴亦有有识士，力排众议主修和。
遣使汉家求汉皇，甘为藩邦消战祸。
愿逑汉宫才貌女，胡汉交好利民国。
汉女王嫱字昭君，长成三峡之荆门。
玉容曾令花失色，绰约身姿遐迩闻。
一朝选入汉宫室，婀娜佳丽王未知。
汉宫南苑春柳短，银镜妆台寒夜长。
宫院深锁无所事，怅恨宫深无所依。
自请驰马向漠北，远嫁单于正相宜。
万般不舍辞汉宫，脱去汉服着胡衣。
怀抱琵琶上马去，夕阳落霞寒风凄。
前路迢迢黄沙飞，裹风俯首心欲悲。
汉宫杨柳岁岁绿，不知何年始得归。
转思今去奉王命，汉胡和亲休甲盔。
大义令女坚如石，义不再饮渭河水。
三月启程今十月，旌旗飘飘迎风雪，
北国故道人憔悴，骏马嘶嘶长咨嗟。
狂雪散漫风萧索，饥狼哀嚎惊荒野。
阴山逶迤前路长，依稀可见单于帐。
单于悉闻汉女来，分列礼兵百余行。
大宴加恩和亲使，侍宴文臣与武将。
王嫱得受千万宠，天鹅绒裘貂皮裳。
汉女姿色倾城国，誉满胡庭与胡邦。
昭君帐外缝衣裳，羊儿马儿驻足望。
汉女仰面愁乌云，云开雾散现新阳。
大雁若见阿女姿，争先落地舞彷徨。
酥草微风琵琶响，仙鹤凤凰和声唱。
王女被誉汉天使，教会胡女织丝衣。
带来汉家五谷种，胡民稼穑可少饥。
可汗称臣汉天子，束兵放马阴山傍。
再无兴兵胡汉争，牛羊悠闲稼穑强。
三十余载相单于，母仪北漠民祚福。
怎奈岁月年长衰，王庭暖帐玉消去。
万民伤痛无心食，朔风呼啸牛羊哭。
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琵琶青冢已芜没，佳话弦音留至今。

美味槐花饭

姥爷的菜谱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