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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记得60年前语文课中的儿歌：“淅沥沥，淅沥沥，春雨
贵如油……”接着就是雨水润泽后的万物欢欣云云。

早春二月，乍暖还寒，不时阴雨绵绵，如“油脂”般昂贵的
春雨从苍穹飘飘洒洒，恣意滋润旷野。想必儿歌作者的生地，
是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的僻壤？资源不遂人意。偶有降
水，“久旱逢甘霖”般的喜悦袭上心头。不然怎么觉得雨水贵
如油呢？其实，我们更热衷阳光明媚的春天。

江岸边的苜蓿、地米菜、枸杞薹子……也在“随风潜入夜”
的春雨中愈发青绿起来。它们皆为江汉平原的春季野草，在
无数知名或不知名的野草中，人们注意到杂食动物对苜蓿的
嗜好。当苜蓿混杂在气味形态各异的野草丛中，被猪马牛羊
吞咽并无大碍时，可食野草不再是牲畜的独享专利。它完成
了从野草到野菜的蜕变，荣膺人类可食植物的榜单。人们再
也无需具备神农氏的勇气去尝试，尽可坦然食之。

野菜的名字不甚统一，唯家乡独尊。
野菜并非植物界的阿猫阿狗，它们的学名早已分门别类

入籍于植谱中，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长江下游的江浙沪，多
用荠菜包饺子，荠菜不但可以制成水饺馅，汤圆馄饨亦无所不
能。如此鲜美野菜，荆楚人却视如敝履，若要食之，亦是浅尝
辄止。至于荠菜在鄂中的名字，就叫“地米菜”。是不是南辕
北辙，不知所以？每逢农历三月三，荠菜纤维粗老、长有尺余，
楚人方才想起荠菜的卓著功效。买上一束枝头点缀碎小白花
的荠菜茎去煮鸡蛋，此举与江浙习俗一致。

苜蓿菜，标准的植物名称。
从汉字的架构上，我们无法揣摩苜蓿的含义。原来，苜蓿

是西域大宛国古语，来源于乌兹别克斯坦东部费尔干纳盆地，
苜蓿正是古大宛语buksuk的音译。如此久远，我们当然无
从知晓它繁琐的履历。

公元前138年，张骞应召出使西域。他乡异域，张骞受尽
千般苦难，十几年颠沛流离，开辟了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
路，植物种子也乘着骆驼，沿着丝绸古道进入华夏。2000多
年来，黄瓜芫荽茄子西瓜石榴葡萄等成为国人倍受宠爱的蔬
果，苜蓿却成了自生自灭的野菜。

旧时，苜蓿菜在我从心底里念成“木须菜”，一错就是几
十年。

儿时读《平原枪声》。书中描写武工队员在鬼子占领区暴
露，慌不择路闯进一家饭馆，堂倌上前侍问，那位仁兄家境窘
迫，平生不曾在餐馆消费，如何点得出菜名？焦灼之中忽地想
起说书人提及“木须菜”乃是晋察冀一带至味，随之脱口而
出。武工队员在“木须菜”的美味中独酙独饮，丝毫不显慌乱，
机智地躲过敌军搜捕。从此“木须菜”三字根植我心。

“木须菜”不就是江汉平原野生野长的猪草么，还能堂而
皇之登上大雅之堂？胸中疑问横亘多年，百思不得其解。
1998年，驱车北上途经河北邯郸，菜谱中，“木须菜”赫然在
列。答疑解惑非“木须菜”不可。少顷，木耳肉片炒鸡蛋端上
桌来，问及“木须菜”何在，餐馆哪里晓得来历，顾左右而言
他。其实，小说作者亦是道听途说。“木须菜”原产地为山东，
是著名鲁菜。真正的名字叫“木樨菜”，樨即烹调后的黄色鸡
蛋，真是差之毫厘，缪以千里。“木须”与荆楚“苜蓿”更是风马
牛不相及。

谁说苜蓿不能登大雅之堂？本帮菜中著名的“草头圈
子”，鼎鼎大名的沪菜。民国时期青帮大佬杜月笙，钟鸣鼎食
夜夜笙歌。但杜月笙尤其钟爱“草头圈子”。草头是上海土
语，就是江汉平原春天的苜蓿。圈子嘛，则是猪肠最末端的大
肠头，它的规范名称叫直肠。大肠头熟制后横切开来，环状油
脂镶嵌其间，极其软糯肥腴。川菜有一道“炸扳指”，也是此
物，直肠经烹调后，形如古代射手套在拇指上的玉环，故曰“扳
指”。上海的草头配圈子，四川的炸扳指，皆是猪的肠道终端
所为。炸扳指还能讲出点缘由，草头圈子，实在是俗不可耐。

“草头圈子”名称虽俗，切勿小觑。上海电视台推出的美
食节目《烟火拾味》，“草头圈子”是米其林“老正兴”的至高美
味。片中旁征博引道“未吃过草头圈子的人不算真正美食家，
不会做草头圈子的厨师不能称为本帮菜大师”。听得我暗暗
得意，盖因为肥肠在我家的厨间变化无穷，草头圈子，当然不
在话下。此等殊荣，非我莫属啊。

草头与圈子，原本是二菜组合。肥肠头经浓油赤酱红烧，
色如重枣，环转叠层清晰可见。出锅时摆在煸炒的苜蓿菜上，
荤素搭配，红绿分明。

苜蓿与荠菜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苜蓿喜群生，以此排
斥其它族群侵犯。荠菜与之相反，在旷野里茕茕孑立，形影相
吊，东一株西一蔟，毫无规则可寻。

苜蓿三枚卵形叶片品字排列，翠绿娟秀。它们本能地盘
据领地，伏地而生，形成独自的堡垒，其它族群很难融入，如此
以来，反而为人们提供了丰饶的采摘机会。

阳春三月，苜蓿渐趋衰老，顶端冒出细幼的黄花来。始花
期的苜蓿掐其尖梢，仍可炒食。盛花期时，苜蓿不再鲜嫩，只
得沦落成牧草或猪草。

苜蓿群落旁，常有与其顶端及相似的植物，此种植物并非
苜蓿，其相似度足以骗过“识花君”。伪苜蓿的学名叫“车轴
草”，与苜蓿同为三片叶，又叫三叶草。车轴草还有美丽动听
的名字“幸运草”，只是不知幸运出自何处。

车轴草亦会结群而生，但绝不会杂生于苜蓿群里。分辨
两者也不难。车轴草茎梗细长直立，苜蓿茎梗分岔，以此分辨
足见真伪。

阴雨行将结束。到江边去，到乡下去，到大自然里去
踏青……

心心情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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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文悦读

细雨慢煎一湖春
□ 朱朝阳

一直觉得，古城的春，若没有雨，便会失去一半
韵致。

风景都有最美的情状，像曼妙的女子都有着最
好的年华——二八芳龄、明眸皓齿、双瞳剪水、巧笑
倩兮、美目盼兮。

世间许多美的呈现需要恰到好处的时间和地
点，就像不少景致需要在特定的时节，从特定角度去
品味和欣赏，才能看见别样的美。

比如，一场雨的美。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
处处可以听得到雨声：朝雨、夜雨、微雨、烟雨、芭蕉
雨、梧桐雨、杏花雨……无论是江南才子还是赤脚渔
樵，都曾借雨抒情达意，人们对雨之美的吟咏，可谓
到了极致。

但是一场雨，究竟落在怎样的时间和地点才是
最美的？

或许它落在初春的长夜里，雨丝绵绵，细密的雨
脚触及新长的枝叶，沙沙作响，像春蚕在咀嚼桑叶，
像婴儿匀称的呼吸。在蒙蒙的雨夜里，所有生命都
渐次醒来，惊喜而贪婪地啜饮着自然的甘霖……这
便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咏叹。

或许它落在夏末的荷塘里，繁花落去，昔日接天
的碧叶已枯瘦泛黄。急切的雨点劈头盖脸地落下
来，敲打在瘦削的残荷上，跌落在狼藉的水面上，声
响不大，却能拨人心弦，这便是“留得残荷听雨声”的

意境。
或许它落在深秋的山谷里，层林尽染，雨雾氤

氲。烟雨在山水之间肆意飘洒，像极了一支神奇的
画笔在辽阔的天幕上自由挥洒，不消片刻，便能写出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诗意。
一场春雨滴落在苏东坡的衣衫，便能装点一段

又一段波澜不惊的旅程，穿越千年，却洒脱如初。
公元1082年春，黄州，沙湖道中。一场不期而

至的雨穿林打叶而来，让不少没带雨具的行人狼狈不
堪。但风声、雨声都没能涌进苏轼的耳朵，他不仅没
有慌乱地找地方避雨，更是一边引吭高歌，一边雨中
漫步。这场春雨，也许来得不合时宜，也许扰了些许
兴致，但却让一句“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
任平生”横空出世。

一场春雨飘落在陆放翁笔端，便能催开一树又
一树活色生香的花朵，绰约千年，却芳香如故。

公元1187年春，雨落临安，悄然成诗，也沾湿了
陆游的风尘素衣。那一夜，他投宿在西湖边的一家客
栈里。凭栏远眺，西湖风光尽收眼底。入夜，雨落湖
面，缠缠绵绵。就着如豆灯光，他把万千情思都倾吐
在《临安春雨初霁》里。诗中一句“小楼一夜听春雨，
深巷明朝卖杏花”，让临安城的杏花自此芬芳千古。

一场雨，不仅可以让一个春天的景致变得明丽
动人，也能让那个春天的美穿越千年而光鲜如昨。

春雨落在有着2600多年建城史的荆州，同样美
不胜收。

来古城荆州工作生活八载，有幸与八个春天热
情相拥。在长江之畔听过雨，在宾阳楼上听过雨；在
江津湖的一叶小舟上听过雨，在古城铺满青石板的
小巷里听过雨……固执地觉得，古城荆州的每一场
春雨，都有着独特的印记，镌刻在行色匆匆的流年
深处；都有着斑斓的色彩，流淌在波光粼粼的岁月
长河里。

古城的春雨也时常选择在深夜降临，屏气凝神、
蹑手蹑脚，淅淅沥沥，如丝如线，悄无声息地滋润着
古城内外一个又一个清甜的美梦。

多年前的一个早春，曾与几位好友相约泛舟江
津湖，尽管空中飘着细细密密的雨丝，但我们的兴致
却丝毫未减。

雨落湖面，涟漪无数；烟雨迷蒙，思绪万千。闲
谈的话题也自然围绕“雨”而展开：从《吕氏春秋》中

“成汤祈雨”的故事聊到俗语“旧雨新知”背后的故事；
从“春风化雨”的典故聊到“春风沂水”的传说……一
场淅淅沥沥的春雨成全了一段念念不忘的时光。

雨润万物，是自然的恩赐；雨中会友，是人生的
雅趣。

又至仲春时节，荆州细雨绵绵。总在想，若没了
这多情的细雨，又怎知古城春色如许？

3月28日《人民日报》第1版刊发新闻，说去年
人民群众对平安建设的满意度达98.4%，较上一年
上升1.02个百分点；去年全国八类主要刑事案件
数量下降8.7%。这“一升一降”的成绩单，既反映
出社会治安环境的显著改善，也折射出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取得的丰硕成果。

我国历来有“好人不见官”的习俗，更有“惜讼”
“厌讼”，甚至“耻讼”的传统，打官司也无非就是相信
能讨“一个说法”。每一次求告无门、每一次经历冤
假错案，损害的都不仅仅是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更是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是对公平正义的信心。一
个错案的负面影响足以摧毁九十九个公正裁判积
累起来的良好形象，这就是“100-1=0”的道理。

结合我市正开展的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主题教
育活动，完成规定动作是刚性要求，提倡自选动作
是个性特色，关键是要使两者相统一，让教育更

具吸引力、穿透力、感化力，同时要把学习教育
的创新举措用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形成长效机
制，促进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学习教育不是
简单抄笔记，关键看效果！

执法是把纸面上的法律，变为现实生活中活
的法律的关键环节，执法人员必须忠于法律、捍卫
法律，严格执法、敢于担当。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
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人员必须信仰法律、坚守法
治，端稳天平、握牢法槌，铁面无私、秉公司法。

执法司法中万分之一的失误，对当事人就是
百分之百的伤害。政法队伍肩扛公正天平、手持
正义之剑，要以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人
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要重点解
决好损害群众权益的突出问题，决不允许对群众
的报警求助置之不理，决不允许让普通群众打不
起官司，决不允许滥用权力侵犯群众合法权益，

决不允许执法犯法造成冤假错案。
“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扛牢职责使命，锻造

政法铁军，突出“关键少数”，培育造就一支忠于
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法队伍，确
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新时代，政法队伍肩
负的任务更重，人民群众要求更高。坚持把思想
政治建设摆在第一位，按照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
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要求，努力建设一支
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清正廉洁的政法队伍，努力营
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生态，为推动荆州“转
型赶超、加快复兴、绘就新画卷”、加快建设“一个中
心城市、五个示范区”汇聚起决战决胜的磅礴力量，
努力展现新时代荆州政法铁军新形象，以一流法
治营商环境的新面貌、党和人民满意的新业绩庆
祝建党100周年。

人间最美四月天
□ 汪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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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5岁随祖父习拳，每天闻鸡起“武”，夜立梅
花桩，时常在太极、八卦、形意中感悟祖父“非有百
折不回之真心，岂能有万变无穷之妙用”“太极十
年不出门”的教诲。

宝剑锋从磨砺出，一分为实一分功。祖父常
说，书要勤念，拳靠勤练，一日不练自已知道，两日
不练行家知道，没有冬练三九“苦其心志”，夏练
三伏“劳其筋骨”，成不了大气候。很长一段时
间，我都秉持“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的恒念，践行

“一日练，一日功；十日不练，百日空”“进功如春
蚕吐丝，退功如同流水即逝，学拳三年，丢拳三
天”的拳训，读初三就实现单拳倒立的目标，虽然
拳峰结满厚茧，还乐此不疲。

驰怀固本山河间，立身中正功力显。“身法正，
不令而从，身法不正，虽令而不从”。练武之人讲
究坐如钟、立如松、行如风、卧如弓，动作刚中有
柔、柔中带刚，快里虚中有实、慢里实中有虚。习
练拳法时，身要正、心要静、意要清、气要稳，松而
不空，柔而不软，刚而不僵，轻而不飘，纵横、高低、
上下、反侧支撑八面，前进、后退、左顾、右盼运行
自如，一招一式规规矩矩，身眼手法步步到位，目
不斜视，身子中正；眼光所向，就是去处。有“不懂
中正身，白练几多年”的说法。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拳理来。有哲人
说，人生有“三重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

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
水。习武亦有“练拳是拳，练拳不是拳，练拳还是
拳”的三个阶段。在千变万化的拳路中，处理好
动与静、虚与实、刚与柔、内与外、意与力、呼与
吸、蓄与发、开与合、进与退、功与防等辩证关系，
才能达到动静有度，刚柔并济，虚实分明，蓄发相
间，内外合一。其实，学的是拳，练的是心；比划
的是招式，体会的是哲理。功夫进入至臻境界，
看见风行、云飞、竹舞、虎跃、猿腾、鹤翔，皆能从
中悟出拳理。

天地有正气，日月无斜晖。“文以评心”“武以
观德”。韩非子曰:“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
德，二曰养力。”在古人看来，“德”与“力”缺一不
可，习武之人必须“力”“德”结合、交相滋养，才能
成为真正的“名高之人”“渡人大师”。学拳如做
人，不仅要传承前辈的武艺，也要继承其高尚的武
德，不与无知争强，不与狂徒较量，虚怀若谷，“克
己”“内敛”“慎独”，方能外炼内修、净化心灵、提高
品位、涵养德行、廉洁自律、谦逊礼让，从而树立生
命的浩然之气、君子之风。

岁月证明，用心打拳的人不会被辜负。他们
在练拳中强身健体，净化心灵，涵养修为，塑造气
质，宁静致远，每日以“忠孝仁义理智信”来规范约
束自己，正是有了这种不懈的内在修养，身心变清
爽了，悟性就高了，健康上来了。人最难始终保持

澄澈，管控自己的心欲，要“克己”“自省”，战胜自
己，就要用理智来克制自己的行为，这种能力在拳
修中是可以提取的，历经千锤百炼，中流击水，不
屈不挠，自然能抵达光明的彼岸。

练拳，练的是人在时间里的不卑不亢、不贪
不欠，练的是人在生活里的清清白白、简简单
单，练的是人在人世的堂堂正正、坦坦荡荡，练
的是归，期，飞：归，将被抛在身后的汗水，流失
的智慧，化为拳路；期，站在当前，前思后想总结
拳理；飞，回不去也奔不到时间的前面，只能勤于
奋飞，减法修炼，以排除-切杂念的沉淀苦练。
人不可能拔地而起、走壁飞檐，唯有站于原地把
一切都磨透了磨纯了，识得了日月天地，便生生
不息。

如今祖父已 95 岁，他像一颗参天古树，剪雪
裁冰、一身傲骨，从小教导我一生都信奉的这句
话：“一条腰带一口气，上了这条腰带就是尚武之
人，往后你就要凭这口气挺直腰杆做人”，深深印
刻在了我的人生历程中，砥砺我勤练不缀、勤以修
身，困难面前不低头，逆境之中不弯腰。

人生经历万千事，遇到千百人，可练百十拳，
能跟着自己一起往前走的，可能只是一拳二物三
人。而其余的所有，都会树在原地凝望着我们的
背影，只待某一天，回头凝望它、领悟它。

行、走、坐、卧，皆是功夫。

一升一降与100-1=0
□ 郢子歌

练拳之理
□ 陈白云

荆荆日杂谈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
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每到四月天，我便想
起了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其实，在
全年十二个月份中，我最钟爱的就是四月了。四
月，鲜花盛开；四月，暖风和煦；四月，万种风情。
难怪诗人林徽因在其代表作《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中写到，“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
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四月，“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和煦的春风轻抚大地，就像母亲的手抚摸着孩子
的脸颊。风里带来些新翻泥土的气息，混合着青
草的芬芳，还有各种花的清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
气里酝酿，没有什么比四月的春风更美妙的了。

四月的春风吹得田野上、树林里、湖面上到处
呈现出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树枝发新芽，小草
出嫩叶，鸟儿成群飞，形成一幅秀丽的山水春光
图。四月的春风是绿色的，她吹绿了柳枝，吹绿了
树叶，吹绿了小草，吹绿了秧畦，吹走了笼罩在天
空中的雾霾。春风是红色的，她吹红了桃花，吹红
了杏花，吹红了茶花……

四月里，细细的小雨淅沥沥沥下个不停，这让
我想起了杜甫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

乃发生。”四月里的春天正是万物萌发生长的季
节，春雨下在四月里，悄然无声地滋润着大地万
物，一望无际的油菜花装扮着美丽的大地，郁郁葱
葱的麦苗拨节了。淅沥沥的小雨让干枯的河水满
了，干涸的土地滋润了，鸭子开始在河中游戏，而
流淌的小溪中鱼虾也开始跳跃。

四月，刚刚经历的冬季，它让人们脱掉了厚厚
的棉衣、棉鞋，甩掉了口罩、手套……城市里的人
们纷纷走到户外，或来到公园，或来到乡间；而农
民们则开始忙碌在田间地头，或犁地，或施肥，或
插秧……

四月，是充满诗意的季节,也是盛放的季节，
每一棵小草都在肆意舒展，每一朵花都尽情的芬
芳,微风是使者，将花红柳绿唤醒,细雨是点缀，让
潮湿的桃红泛着胭脂色，季节的流动，拉开了一幅
姹紫嫣红春的画卷。

四月，明媚的四月，草长莺飞，万物复苏，花红
柳绿，到处充满勃勃生机。四月，花儿吐艳、柳枝
婀娜，碧水传情、山峦叠翠，处处芳菲浸染。四月，
思念如风，盎然的春意里掠过，姹紫嫣红的季节便
着了淡淡的忧伤。思念于四月的春光中成长葱
茏，跳动着我无法剥离对逝去亲人的心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