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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洞里的火烧起来，劈柴上的树皮炸
出火花，灶台上的锅很快被烧得冒出一丝
丝的轻烟。姥姥从瓷缸里挖出一坨羊油往
锅里一抖，羊油在锅底打了个趔趄，挣扎
着想找个落脚处，但很快被滚热的锅底融
化了，只好无奈地变小变小变成一汪清亮
亮的油水。“呲啦”一声，早就切好的羊肉
块投身到羊油中去，它们在分离一段时间
后再次团聚，表现得非常激动，很快就达
到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状态，叽叽哝
哝的絮语让空气中弥散着属于它们的气
息。这时候，八角、花椒、辣椒、生姜、蒜瓣、
米酒、酱油义无反顾地纷纷与羊肉汇合，
锅里的气氛达到高潮，锅铲更加卖力地翻
动，羊肉块与它们的铁杆粉丝们耳鬓厮
磨、难舍难分。突然，一股开水从天而降，
冲击得它们随波翻腾，木锅盖随即压下
来，让它们暂时陷入黑暗之中。锅洞的劈
柴正卖力地为主人效力，被腾出手来的主
人一把抽出扔在锅门口，还没回过神来，
一瓢凉水又兜头而下，劈柴只好气咻咻地
升起一缕青烟，在一旁凉快去了。锅洞里
有幸留下的少量劈柴，用火舌温柔地舔着
锅底，也让锅里的羊肉很是享受，为了证
明自己的魅力，它们从锅盖的缝隙里朝外
吐着香气，勾引得人不偷咽口水都不行。
羊肉烧得快烂的时候，青头小萝卜下

锅了，青头小萝卜和羊肉是绝配，谁离了
谁都将是终生遗憾。这种小萝卜是叶集沙
土地里的特产，生吃，青脆爽口，熟吃，软
糯微甜，尤其是烧羊肉更是天上难找、地
上难寻的好搭档。萝卜下锅后，再焖一会，
羊肉就可以出锅了，出锅前，再放青红椒
块，撒上一点蒜苗，一钵红於於、辣乎乎、
香喷喷的叶集传统名菜羊肉烧萝卜就算
正式在饭桌上出道了。
我急不可待地伸筷去挟，挟起那块我

早就瞄准的连精带肥的羊肉，正要往嘴里
送，手一抖，羊肉掉到地上，我急得用手去
捡，那只不知什么时候就候在旁边的叫旺
财的小狗却一口叼住羊肉，一溜烟跑走
了，我气得大叫，旺财、旺财……突然，有
人拍我的肩膀，醒醒，醒醒，又做梦了吧？
我从混沌中渐渐醒过来，是老朱那只温暖

的手。窗外漆黑一片，我知道，我又想念姥
姥，想念姥姥那道谁也代替不了的羊肉烧
萝卜了。
姥姥是回族，也是孤儿，打出生那天

起就跟养父母生活，姥姥说不清养父母对
自己是好是坏，只知道饭是永远吃不饱
的，活也是永远做不完的。十八岁那年，姥
姥嫁给了姥爷，原以为会跟着姥爷过上属
于自己的幸福生活，谁知，姥爷脾气暴躁，
对姥姥三天打、两天骂，这让姥姥的心时
刻泡在苦水里不得舒展。姥姥四十岁时，
姥爷一病不起，辗转寻医一年后，撒手人
寰，抛下年轻的姥姥和五个年幼的孩子，
把沉重的家庭重担丢给了姥姥。为了养活
五个孩子，姥姥在大集体工厂里做活，帮
别人带小孩。春天里，在野地里打野菜掺
进没几个米粒的米汤，秋天，则到附近田
地上去捡别人秋收时遗漏的稻穗和红薯，
好让孩子们的饭碗里多一点干粮。娘几个
就这样苦熬时光，直到姥姥从鲜妍饱满的
年龄熬到油尽灯枯的暮年。
姥姥守寡的这几十年间，每五年必做

的一件事就是为姥爷做一次隆重的祭祀。
祭祀通常都是在姥爷祭日那天做，除了要
请几公里外的表姨来家做回族专门的祭
祀食品“香琪”外，还要到清真寺请阿訇杀
一只羊，这只羊是姥姥早就托人买好的，
羊要不大不小、身形矫健，而且必须是叶
集湾农户自家养的羯羊。羊杀好后，要保
证羊身上所有的东西一样不少，包括羊
皮、羊角、羊蹄、羊内脏。羊肉切好后先用
清水焯，焯过水的羊肉再用凉水洗去浮
沫，然后放在锅里用小火慢煮，煮两个小
时光景，羊肉煮好了，用大的瓷盆盛起来，
放葱、姜、盐和香菜，这样可以保持它的原
汁原味。一大盆浓香四溢的清炖羊肉端上
来，来参加祭祀的亲朋好友分而食之，吃
的时候要注意每一块骨头都要收集保留，
这些吃剩的羊骨头和羊皮、羊角、羊蹄、羊
内脏一起要带到姥爷的坟地埋起来。回族
人祭祀传统认为，这只“羊”会成为逝者的
坐骑，让逝者在另一个世界更好地通行。
姥姥在做这些时是非常虔诚的，尽管

生活艰难，但再难，姥姥也要早早预留下

给姥爷祭祀用的买羊的钱，那时候，少不
更事的我觉得姥爷在世时一定对姥姥非
常好，姥姥才会如此怀念姥爷。长大后才
知道，姥姥其实是在姥爷的打骂中艰难度
日的。是什么原因让姥姥能在姥爷去世后
的这么多年都虔诚地做着这样一件事，我
想，只能用责任来解释。她嫁的人尽管在
世时不知爱护她、疼惜她，但那个人毕竟
是她的丈夫，毕竟是她孩子的父亲，他在
世间的亲人除了她们再无他人，她不能让
他在另一个世界孤独凄凉，她不能让他没
有人惦念。姥姥那个年代的女人嫁了一个
人就白头到老，再无二心，就算是天灾人
祸不能白头到老，也不会再想其他出路。
对于姥姥来说，她在世一年就要履行一个
妻子应该做的义务，只有这样做了她才能
心安，百年以后与姥爷再相见才能无愧无
悔。
七八十年代，人们普遍比较贫困，姥

姥家尤其贫困。四十岁就守寡的姥姥一个
人拉扯五个孩子，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很多人家都是紧衣缩食，掰着手指过日
子，生怕今天的米接不上明天的火。姥姥
家有不少农村的亲戚，今天你来，明天他
来，我经常躲在姥姥身后，不明白为什么
那些来的亲戚脸上都是一副哀愁的表情。
姥姥留他们吃饭，想方设法找一点荤腥出
来，买不起羊肉就去宰羊的人家买一些当
时没人要的羊头、羊肚子。羊头一剖两半，
把羊脑取出摘去表面的血筋，其他的洗干
净后用水烀熟，烀熟后的羊头要把上面的
肉拆出来，姥姥拆羊头的时候，我就在边
上候着，等姥姥把那些拆好的羊头骨往桌
上一扔，我就迫不及待地拿起来，我明亮
的小眼睛总能发现上面残留的肉丝，用嘴
仔细啃了去，特别得香。羊头肉可以红烧，
也可以清炖。红烧的，香辣下饭，让人齿颊
生香；清炖的，汤水鲜润、肉质软烂，连汤
加饭不吃个三大碗都不过瘾。羊头肉里有
个精华，那就是羊眼睛，羊眼睛看起来有
点不好接受，吃起来却有别一番滋味，是
回族人眼里的宝贝。羊眼睛外面是一层脆
皮，里面则是脂肪类的组织，一口咬下去，
口腔感觉十分奇妙，心理感觉也十分奇

妙，不是一般的肉食所能给予的感觉。叶
集人讲一个人吃东西不爱惜、挑精拣肥，
常常讲，你吃羊眼啦？意思是，只有羊眼是
最好吃的，没吃羊眼，怎么还嫌弃这嫌弃
那的呢！

因为姥姥真心地爱着她的那些穷亲
戚，那些亲戚也总爱到姥姥家去，他们从
内心敬重这个有着仁厚心肠的老人。为了
在正月里接待这些亲戚，每年刚进腊月，
姥姥就开始集攒一些她勉强能买得起的
羊头、羊肚，这些羊头、羊肚被姥姥腌成腊
货，成为正月里能端上桌的菜肴。腊羊肚
别有风味，烀熟后的腊羊肚用刀斜片成薄
片，盛在盘子里，配上一碟用蒜末、香油、
酱油、辣椒面调成的调料，就是一道可就
酒可下饭的人人争抢的好菜。这道菜非在
回族人家里是轻易吃不到的，而我因为从
小就生活在姥姥家，自小至大，却没少吃。
而我的姥姥，总是在客人吃过后，才盛一
点残汤剩水，那些她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
全部拿来招待了客人。姥姥用一颗大爱的
心换来了亲友的真心尊重，一生虽艰辛，
却也活得有尊严，晚一辈的一律喊姥姥：
许妈。再晚一辈的一律喊姥姥：许姥。姥姥
的大名反倒随着时光湮没了。
姥姥的羊肉宴还有很多种，如腊羊肉

烫粉丝、红烧羊杂、红烧羊蹄、羊脑汤等
等，每一种都让人口角流涎，食后难忘。
姥姥因病去世后，我再也吃不到她老

人家亲手烧的羊肉了，那些过往的滋味执
着地驻留在记忆深处，每年都要来我梦里
几次，梦里的姥姥仍然勤劳健朗、乐观坚
强，她不是在烧她的羊肉萝卜，就是在拆
她的羊头肉，她把这些好吃的一个劲地往
我碗里挟，自己却一块也不吃。其实，姥姥
不知道，现在的叶集，羊肉美食遍地都是，
不仅有上百个品种，而且走进了超市，远
销到省外，更吸引了众多爱好美食的人来
叶集一尝为快。

很多外地来叶集吃羊肉的朋友都会
问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叶集的羊肉为什
么这么好吃？有人说是因为水，有人说是
因为烧法。我都不认同。我觉得，叶集的羊
肉之所以这么好吃，是因为叶集的回民把
祖先的坚韧、勤劳、执着、善良的民族精神
融入了民族美食，也是因为开放包容的叶
集人把回族美食进一步发扬光大，融入了
更多的时代调料，让它们独放异彩，成为
叶集一张特有的文化名片。
其实，百闻不如一尝，你要想品尝叶

集羊肉的真正滋味，还是请你来叶集，无
论你走进叶集的哪一家饭店，都能吃到正
宗的叶集羊肉，尝到叶集的百千滋味，听
到叶集的万家故事。
怀念姥姥，怀念姥姥的羊肉宴。

十大碗在金寨有着悠久
传统，也是一种在重大节日招
待贵宾的最高级别的地方传
统餐饮文化，因其历史渊源而
备受尊崇，是迎宾送客、男婚女
嫁、生日寿辰等红白喜事的待
客宴席。

千里大别山，麻埠镇就是
嵌在群山之巅的明珠。当年麻
埠镇是桅杆林立的水陆码头，
大别山的竹、木、茶、麻等土特
产，运进山里的日用货物都在
麻埠镇贸易集散，因此，麻埠
镇自古以来就有“金麻埠”“小
南京”的美称。1957年，在治理
淮河的宏图中规划为响洪甸
水库，遂成淹没区，碧波荡漾
的水下，繁华古镇湮灭于烟波
浩渺中。
麻埠镇最早可以查到北

魏时，为霍州边城郡，故称边
城，北宋时期为全国12茶市之
一。据史料记载，麻埠古称“麻
步山”“麻步川”，清代正式称之
为麻埠镇。古镇东北背依群山，
东南濒临西淠河，西、南两方为
开阔地，整个市面积约3平方
公里，有大街、顺河街、新街三
条主要街道，还有西城街、兴隆
街、太平街、后街等，常住人口万余人，由
于水陆通达，百业兴旺，商贾云集，是富
庶繁华之地。
有人就有食俗，就有了各色烟火味

道。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方
水土养一方人”，在不同自然环境中，形
成了富有特色的饮食习俗。十大碗宴席
是由果子茶和菜肴两部分组成。逢婚
嫁、乔迁、祝寿等重大喜事时，正房条几
蜡烛台点着一对大红蜡烛。屋正中间放
一张八仙桌，每桌八人。执事人按宾客
主次长幼老少依次牵引入座，先品果子
茶，茶点和菜肴都代表着一种祝福，按
出菜先后顺序十碗菜分别寓意为：一路
顺风、双凤朝阳、三元及第、事事如意、
五子登科、鹿鹤同春、麒麟送子、八仙过
海、地久天长、十全十美。
第一碗酥肉。山里人家办喜事时

必备的一道菜。它取材于当地特有的
黑毛猪肉和红芋粉，肥而不腻，入口爽
滑。取意一路顺风。取五花猪肉洗净，
切成条状。肉略略风干，加上盐和料
酒，沾上红芋粉，在热油锅里炸至焦
黄，捞起去油。加上葱花蒜苗，西红柿，
鸡蛋花。热腾腾的酥肉色香味俱佳，十
大碗盛宴正式开始。
第二碗烧鸡。土鸡是本村特色走地

鸡，肉质紧实，取意双凤朝阳。这道菜放
置有讲究，鸡头面对主客，且主客必先
吃，然后偏酒一杯。
第三碗圆子。取意三元及第。或油炸

糯米圆子，或红薯圆子不定。此时，主人
家放鞭炮，执事人出面代表东家谢客：

“粗茶淡饭，少酒无菜，吃好喝好，不要见
怪，以后常来，随时招待”等客气话。席间
坐在第一位的主客站起来，对端菜的伙

计说：“辛苦辛苦。”说罢把两
个红纸包放到托盘上，一个给
厨师，一个给端菜的伙计，表
示感谢。完成礼数后，客人和
主人就开始安心吃席，直到大
家尽兴方休。
第四碗鱼。形式多样，可

油炸鱼团，可红烧瓦块鱼，可
清蒸，可炒小河鱼。寓事事如
意、年年有余之意。鱼头朝向
主客，鱼眼归主客，主客再偏
酒一杯。
第五碗烧肉。取意五子登

科。红烧肉为主加枣子、板栗
子、蒜子、莲子等。红烧肉的猪
肉来自金寨农家采用米糠、野
菜等熟食喂养的本地黑毛土
猪，用当地的土灶，武火煮、文
火炖、收汁出锅，肉质酥软，口
味浓郁、瘦而不柴、老少皆宜。
第六碗虾米汤。取意鹿鹤

同春，绿豆、百合、莲籽汤，这
道菜素淡清爽，解油腻，补汤
水，缓荤腥。
第七碗时菜小炒。寓意麒

麟送子。根据不同时令，以荤
素搭配为主，配上色泽鲜亮的
菜蔬，以调胃下酒为宜。也可
以是芹菜炒香干，也可以是木

耳炒藕片等。上此菜时，席上客人一般都
会客套一下说，菜够了，菜够了，让主人
不要再上菜。陪客会谦虚地说：少酒无
菜，再敬一杯。
第八碗海带排骨。海味与山珍融合，

海带排骨可红烧可清炖，取意八仙过海。
古时有钱人上海蜇丝，故又称“海参席”。
第九碗韭菜炒鸡蛋。或是炒腰花或

者辣椒炒猪小肠，取意天长地久，因此
时酒已至结尾，所以菜品微辣，让客人
爽口开胃。
第十碗甜蜜团圆汤：取意十全十

美。家里办喜事，最后一定要喝糯米甜
酒煮珍珠圆子汤，意思就是甜甜美美、
团团圆圆。东家通常提早半个月酿好米
酒浓浓醇香飘逸，洁白的汤圆粒浮在面
上，个大饱满，米酒甘甜芳醇，汤圆柔糯
味美，甜到心窝里。这道菜出来也暗示
这顿大宴到最后的时候了。
十大碗其实并不止十碗菜，主菜十碗

上完后，继续上当地特色炒菜：红豆腐、腌
菜、炸豆腐、炒肉丝等，只要有一个客人没
下席，照上不误，山里人的朴实和客气可
见一斑。掌厨的是本地厨艺最好的师傅，
帮厨的是干净利索的年轻媳妇。大家分工
明确：洗菜、切菜、添柴、煮饭……每个岗
位都固定到人，主事人安排用红纸贴出帮
忙的名单，各自干好各自的事。
大道至简。洗净岁月沉淀的铅华，朴

素可口的食材为平淡日子涂抹丝丝香
味，生活满是快意。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
烟火熏陶中安静生活，用至精至诚的态
度感恩天地赐食，凝固成民俗，升华为传
统。十大碗菜似乎并不只是一顿喜宴，更
充满真诚的祝福和回敬。杯箸之间，幸福
就这样点点滴滴地丰盈起来。

四月芳菲花似锦，寻春金寨看杜鹃。
疫情过去，春暖花开。卸去疫情的束

缚，这个春天花开得绚丽，人跑得急切。花
懂人心，人解花愁。人花相拥，互解思念，
互诉衷肠。
四月是映山红的主场，是映山红积攒

一年精气神的喷涌，是欣欣向荣的自信张
扬；是无与伦比的蓬勃向上；是映染天空
的耀眼光芒。
去金寨看映山红。看那映山红一丛

丛、一簇簇，带着烂漫在春天里徜徉，带着
芬芳在群山尖歌唱。如红丝带在青山间飘
扬，如红喇叭在音符里奏响。

看花不是花，是放飞的心情，是高涨
的思绪；是汲取青山绿水的滋养，是拥抱
杜鹃花海的轻飏；是放眼峰峦叠翠的辽
阔；是置身天地自然的宽广。

看花又是花，那红艳艳的映山红真切
地扑面而来，娇艳欲滴，笑靥灿灿，怎不撩
动春心，怎不心旌摇荡；怎能不喜欢映山
红的繁茂旺盛，怎能不欣赏映山红的雅丽
浓妆。
马鬃岭、黄狮寨的映山红已奏过乐

章。这个春天我心心念念、翘首以盼的就
是登顶摸云山，俯瞰红艳艳的整座山。可
没想到金寨微旅游公布，首次发现太平山
有万亩野生映山红绽放盛开，欢迎游客前
去赏花。这王炸消息横空出世，令我喜出
望外，急切想一探究竟，纵然跋山涉水也
要去一睹芳容。
去太平山从斑竹园下高速，导航为了

给我省油，把我引到了村民小山路，七扭
八弯的窄道，无法错车，对面要是来一辆
车可怎么办，旁边就是悬崖。幸亏这土山
路只有我们一辆车吭哧吭哧地跑，倒也因
此看到了传统山村房屋和炊烟袅袅。鸡鸭
受到惊吓四处乱飞，大黄狗倏忽蹿出，汪
汪朝我们狂吠，这“鸡飞狗跳”的乡村图
景，生动有趣，鲜活自然，令我们担惊受怕
地开车更紧张了许多。绕来绕去的线团
路，终于有了转机，前方一个180的大转
弯汇入主路，柏油路中间划了红黄蓝三色
线，这是旅游通道的标志，我们可以放心
加油门了。
我们在山顶下车，徒步大约走20分

钟的路，眼前就惊现万亩映山红雄伟壮观
的气势和舍我其谁的气魄。连绵的山峰山
涧是映山红花的海洋，红浪滚滚，波涛起
伏，辗转印染如天降红毯铺满群山，似泼
墨彤彤照映天空。

这太平山主峰海拔933米，东与松子
关、西与长岭关相接，此处是目前金寨县
内已知的面积最大、百年树龄最多、保护

最为完好的映山红自然群落。这里有稀罕
的黄杜鹃在路旁悠然开放，有“九眼冲天
石”的神奇传说，有茂密的森林，有苍松挺
拔，有奇花异草数不胜数。

赏花的路径穿行在杜鹃花丛中，太平
山村修建了木质赏花步道，彩绘飞檐的赏
花亭分布在峰岭高处，数个天然的赏花台
散布在突兀之处，给游人观赏提供便利。
循着步道看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心旷神
怡，深红、浅红、桃红等映山红环绕身边，
轻轻抚摸花朵，香甜纯净的山野气息瞬间
流遍全身，带着蹦蹦跳跳的节奏，弹着春
天欢快的旋律，于不知不觉中剔除体内疫
情病毒留下的感觉，伸展四肢，通体舒泰，
这不仅是看花，还疗伤啊！
此时的太平山是热闹的、喧笑的。天

上有三架小飞机在嗡嗡作响，盘旋翱翔记
录这青山绿水杜鹃花香。赏花台上做直播
的姑娘们，身着汉服，在山顶上翩翩起舞，
衣袂飘飘，欲飞欲仙，像从盛唐飘来的飞
天图像。
去往“我在太平山很想你”指示牌留

影，是每位游客的必选。祖国繁荣昌盛，人
民幸福安康，这太平盛世，在太平山，打太
平卡，这个春天不仅是自然界的春天，更
是弥足珍贵心中喜悦的春天。
相比太平山的热闹喧笑，摸云山安静

很多。作为大别山最后一抹春色的摸云
山，海拔高，开花迟，山路蜿蜒崎岖、弯急
坡陡，驾车难度大，登山艰难高，大概限制
了一些赏花人的信心。
我们也一路颠簸摇晃到达山脚下。停

好车，需要从山脚一直爬到山顶，全是70
-80度的陡峭台阶啊，累得我们上气不接
下气，走一走，停一停，稍快一点，都感觉
心脏要爆炸了。整个行程，上上下下遇到
的游客，加一起不足30个人，还基本是这
附近山寨的。
在我们喘着粗气累到发怂的时候，一

抬头，看见远方有一丛高大的映山红花
树，迎风招展地开放，斜枝旁逸，花朵鲜

艳，周有青山松树衬托，景色迷人，令人陶
醉，顿时有了攀登山顶的勇气，一路向上
冲冲冲。
越向上，盛开的映山红越多，花团锦

簇，姿态各异，深色浅色，五彩缤纷，涂满了
山石步道的两旁，丰茂的植物树木、苍翠的
奇松虬枝，形成红绿配大俗大雅的绝美图
画。喘口气扭身回望，看群山连绵，峰峦叠
嶂，看映山红炫丽开放，铺满山岗。大美摸
云山开始撩开神秘面纱，展现你的婀娜多
姿，你的妩媚清丽，你的秀美端庄。

登上海拔1158米的摸云山顶，放眼
四周，在山顶数平方公里范围内，生长着
大面积的映山红，最为集中的就是山顶这
一片数百亩，整座山都是红彤彤的映山
红，震撼、壮观。像红地毯，像红锦被；像大
寿桃，像红棉袄。翘首摸云，这大红的锦缎
是不是要从这飘向天庭；摘朵云霞，这是
不是七仙女亲手织就的彩丝，撒向人间。

摸云山太美了，纵是磨酸了双脚，颤
抖了双腿，也甘之如饴，再艰难的登顶都
值。

这个春天，想了三年的摸云山映山
红，终于登顶与之相拥。

这个春天，映山红看得畅快淋漓，饱
满充足，但也有一丝遗憾，热门的“映山蓝
谷”没有去成，微雨错过盛花期出行。
不过，山高水阔，日月悠长。映山蓝年

年开放，杜鹃红岁岁阳光。明年去十里溪
畔，汤店村里，寻那与世隔绝的原始森林，
觅那珍稀物种“紫杜鹃，映山蓝”。
先让心插上翅膀，越过800里红岭公

路，飞过大别山高峰峻岭，青山溪水洗去
我的凡尘，山峦瀑布落地我的思念。我要
牵你的衣袖，托你的花朵，用你的珍稀刷
我的平凡，用你的幽静缓我的心切。
美丽的映山红，美丽的紫杜鹃，约定

飞越山涧，明年我们在“映山蓝谷”相见。

姥姥的羊肉宴
李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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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赶在日落之前击中了我，
红喙夺走了对白的感知，
在你的黑色的羽翼张大之前，
无知的快乐遍地可拾，可是……

多么浪费啊，掌心里的
往事，每个黄昏必走的小道，
和古诗里的上邪。多么浪费啊，
五月玫瑰的娇蕾，和婚誓里
白头的腊梅。

你那么丑，落向湖心的红掌，仿佛
从来不曾搅扰谁的安宁。只是，
一面镜子碎了，也许是一方天井，
也许是雨水冲刷过的谁的眼睛。

奇怪的是我没有掉一滴眼泪，
逻辑上的损失不比被蚊子咬更疼，
“你不知道的事，比你知道的
更有意义。”
棋盘上的黑子又胜了一局。

置换反应
屋子向晚风倾吐访客，“再见”
如皮球般弹来弹去，车轮
接过了话茬，关上匣子。唉，
我动不得，只能派月亮去送你。

刚才那场置换反应，我们
交换了一堆，破铜烂铁。
气体溢出，谁产生了质变？
谁只丢掉了，些许重量？

你转身离去时，背对着小镇，
月光不足以刺破黑幕，打出的
车灯，也只能照亮一锥之地，

你的眼眸，却比浓夜更深。

推动光锥，且行且远，
我却相信，时间不死，交换
总会进行。引言起：
“在交叠的光圈里，同频粒子，
遵循，测不准法则，
不会在同一时空停留太久。”

我排在人类的点阵里，等待
同频振荡，愿有人
能修改准则，编织命运。
引言止时，一个句号悬于西天。

临界半径
下一秒，
我的求救信号，将永远
抵达不了，视界外的世界。
花落的过程
漫长如斯，告辞的话
慢放了一万年—

心和脑的距离，从不曾
这么远，一定是引力
大于了斥力，我才塌陷，
谁将被无限拉长？
谁将被力差撕裂，像粉碎
一张超薄的明信片。

热血或可成为
奇点的一部分，终有
相逢的一天，在能量
耗尽之后，回归如出发般
不可逆转。我们
在一起的时间，将比
上一秒还要长。

黑黑 天天 鹅鹅 （（外外两两首首））
王绘宏

布谷声声，五月天。浓稠的新绿，从脚
下绵延到远方，淹没了村庄。想想春天里，
庭前屋后，那些性急的桃花杏花，匆匆地，
忙完了花事。时下，已花落子成，青涩的果
子在凝碧的枝桠间安身立命了。

立夏的风，养肥了绿，吹瘦了红。那些
素色的花儿，依然开在我记忆的边缘。也许
每朵花都有属于自己的季节吧，槐花、榆
钱、金银花、野蔷薇、风车茉莉……像是性
情中人，不急不躁，不争春，倒是喜欢这初
夏的温良，开在远畴平畈，一心一意地，延
续着春色。
槐花如月色，点亮了乡村五月，有小

家碧玉的暖意。槐花不高贵，甚至命贱，今
年被钩折了枝，摘了花，明年还会开出一
串一串白嘟嘟的花来，叶碧花白，纤尘不
染，如烟如云，清芬缭绕，自顾自地香着。
也许，这就是它热爱生命，对待伤害无言
的抗争罢。

旧时光里，奶奶的槐花饼，外婆的榆
钱饭，令人过齿难忘。每每忆起，还是那样
的甜蜜和温软。后来的后来，母亲还有我，
接过她们的厨艺，在厨房里，日日年年，演
绎着春秋冬夏……陌上花，如乡间女子，从

十指不沾春水的少女，入了厨房，就这样，
一点一点的，磨挫掉年少的浮躁和云端的
梦想，青丝变白发，一日三餐举火，她一生
也没细数过到底烧了多少顿饭，这里面啊，
一定有不可言表的执著，一定有默默恪守
的温柔。
那日向晚，散步归来，忽闻袅袅缕缕

的清香弥散在空气里，久违又熟悉的味道。
寻香而望，原来，一株金银花落户在别墅人
家的院子里，这么乡土的花，如今也进了
城，我想，不仅因为她香得清纯吧，金银花，
原来呀，她还有个荣华富贵的名字。
陌上花开，好清欢。
只记得，一丛一丛金银花在阡阡陌

陌，或水一方，缓缓慢慢地开着。暮色里，纤
柔无比的姿态，撑开了薄薄的花衣，仿佛一
个人，在回忆，心头蕴藉着流年往昔，眉目

平和安静。空气里总缥缈着一种如水的清
香。或是在柔软的晨风里，于缠缠绕绕的藤
蔓间，和着露水静静地开呀开呀，金花开过
来，银花开过去的，开成岁月静好。五月的
黄昏，太阳光穿过林子，劳作了一天的农人
收工归来，村庄上炊烟四起，双双对对的白
鹅摇摇摆摆地归笼。
陌上花开缓缓归，一幅美妙场景的背

后，还有一段古老动人的故事。《十国春秋》
中记载：吴越王和他夫人感情非常好，吴夫
人是临安人，每年春天，她都会回娘家探
亲，已经成为惯例。有一年，吴夫人久久未
归，吴越王就去了一封信说：“陌上花开，可
缓缓归矣。”意思就是说，田间阡陌上的花都
开了，你可以一边赏花，一边慢慢回来了。吴
越王期盼夫人早日归来，一个人想你，没有
直白地说出来，却字字都是思念。

五月的风，好清凉。刮过水边的苇丛
和菖蒲，经过开满碎碎野花的垄上，想想
那些开起来谁也拦不住的野蔷薇、风车茉
莉，像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开在临水的
院墙根下，花香如沸，千言万语的样子，于
五月，明媚而绵长。让我想起三毛的句子：

“其实我不爱花圃，爱的是旷野上随着季
节变化而生息的野花和那微风吹过大地
时的感动。”
那些花儿，在故乡，在生命每个角落

静静为我开着，花儿香进了谁的张望，是
无言的期盼还是思乡？陌上花开，如一抹
乡愁，总是让走出乡村的儿女，时时怀想：
那素色，那温柔……

陌陌 上上 花花 开开
喻本荣

四四月月芳芳菲菲看看杜杜鹃鹃
束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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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伟大的名字。
普天之下，都是您的子孙。
每一个儿女，都是您的乳汁养成。
泰山之巅，比不上您的福音；
东海之波，比不上您的爱深；
日月之光，恰似您的眼神；
四时之替，好像您的殷勤。

母亲，温暖的名字。
扶我走路，教我说话，
送我上学，陪我玩耍。
为我织衣，灯前月下；
为我做饭，晨光晚霞。
病了熬汤，困了夜话，
累了唠叨，委屈了回家。
从小到大，岁月累加，
母亲是依靠，母亲是港湾，
母亲是温暖的家。

母亲，坚强的名字。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
风雨雷电，母亲张开臂膀；
艰难困苦，母亲挺直脊梁。
地震楼塌，血肉之躯下婴儿安祥；
癌症在身，放弃化疗舍命生下儿郎；
疫情告急，逆行中白衣天使步履铿锵；
身残志坚，贫困中省吃俭用送儿上学堂。

母亲，善良的名字。
孝顺长辈，侍奉双亲；
养育子女，尽其所能；
和善邻里，待人诚恳。
温良恭俭让，勤俭持家艰苦维生；
仁义礼智信，与人为善本份做人。
心中有阳光，寒冬里温暖儿孙；
家里有余粮，饥饿时匀人半升。

母亲，生命摇篮，人生风帆。
母亲，精神图腾，大爱无疆。
母亲，我的亲娘！

母母亲亲节节感感怀怀
袁孝友

束束红红梅梅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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