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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长阳去，看清江画廊。一路上，顾名思义，
凭空想象着两岸重峦叠嶂如画屏一样的美景。及
至坐上当地的小游船，在机器轰鸣声中，我开始观
赏两岸的“画屏”。“青山如画”不假。山山岭岭，无
一例外，覆盖着厚厚的植被。原生态的自然风貌，
显得格外温厚秀雅。初春时节，柳树才开始吐芽，
尚未长出新的叶片。而这里，恰似春深，处处林木
葱翠，山岭绿意盎然。山上常绿树木，为这里留住
了四季如一的生命原色。

更可喜的是这里的水。与青山一个颜色。放
眼望去，两岸青山相倚，中间碧波荡漾。你会情不
自禁感叹，还有这样清奇的江水吗？江水浩浩荡
荡，滚滚向前的气势呢？

没有浩渺的烟波，没有滔滔的白浪，甚至没有
淋漓的水汽。完全以本色示人。不故作姿态，不
变妖作法。它比山溪宽广，它却没有山溪的喧响，
它比山泉浩荡，却不失山泉的清亮。

天下水本是一源。它们与山外当然是相通
的。却了无山外的烟火气息，像得道高僧，像山中
隐士。它们不撒欢似的乱跑，更不撒野似的奔腾
咆哮。也许，它看透了一些东西，看淡了一些东
西，也看真切了一些东西——“世界是自己的，与
他人毫无关系。”学会了从容的接纳，笃定的坚
守。只是静静的，与青山相依，任天光云影徘徊，
散发着一波一波的柔光。

它们安详的姿态，深绿的颜色，给人以山一样

踏实的质感。沉寂中自有一种无边的力量汇聚。
船行水上，不必担心淹没、沉沦，静定的水面，让你
足够安心，尽可以享受它安稳的浮载。不仅能如
此，连两岸画屏一样的青山，也好像是被一江碧水
托举着一样。

冲锋舟过处，起浪了，一浪接着一浪，像不断
伸展开来的翅膀，上下呼扇着。我们的机帆船被
掀起来，又抛下去。感觉浪里行的摇晃颠簸，想起

“行船跑马几分险”的老话了--先前几乎感觉不
到的。

还是太安静了。没有鱼飞鸢跃，没有鸟鸣虫
唱。就是山上水中的色调，都是一样的，只此青
绿，再无他色。游船也只有我们一条。我们包定
的是农家小游船。船码头，泊着十几条同样的游
船，没有游客，连船老板也不知到哪里去了。岸上
小店前，三五个乡亲，坐着喝茶聊天。除了有个乡
亲招揽生意，殷勤招呼，其他人只顾玩自己的。游
客不多，活儿少，正好可以清闲清闲。

已经春天了，稍待时日，就会有杂花生树，
点缀山间。长天丽日，阳春烟景，旺季来临，游
人自然就多了。那些船都解缆齐发，想必还是
十分热闹的。不过，现在也好，正可以畅游画
廊，晤对清江。

群山连绵，谷壑幽长，一江碧水，静静流淌。
那是一种只以本色示人的安详，一种没有喧嚣的
浩荡。

晤对清江
□ 陕声祥

人人在旅途

简单，才是真味
□ 陈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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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芊芊，繁花款款，说的都是春韵。柳枝吐
嫩芽，活水煮新茶，皆是留不住的余味。

诗说，却是石榴知立夏，年年此日一花开。等
到石榴花开，还留恋着春季的赏花人，也许正忙着
为立夏准备着一道吃食，满口醇香的豌豆饭。

豌豆饭，妙在简，胜在鲜。
选出上好的豆，在清水中几沉几浮，撒一点盐

染一身新，就可捞起待用。
昨夜吸饱水的糯米，肚子雪白一束，边缘有些

透明，看起来沁人心脾。每一粒都有好成色，泛着
精神气儿。白米与绿豆拌在一处，才是绝配。

肥瘦相间的冷冻腊肉，切成质地坚实的小方
块，瘦肉部分红亮鲜明，肥肉部分呈透明的桃胶
色，日光一照，俨然一块琥珀冻，只没百年之久。

三物入瓷碗，仔细拌匀后，入锅蒸。
若有土灶柴禾，慢火细煨，当然最好。而今

“飞流直下三千尺”的霓虹城市，这些当然鲜少。
不过，也有美食讲究者，家里备有石灶、木材，坐在
香味浓郁的时空里，等文火把食物煮得袅袅勾人
时，就可起锅了。

此时，浅碧的豆与明润的咸肉块，蜗居在饭粒
中，像玉石与玛瑙相融，一口一口细嚼，味蕾激越
着音乐般的享受，停不下来，一大碗饭只消三五分

钟就可解决。
用竹筷吃，或用瓷勺吃，感觉又各不同。舀一

勺入口，那滑滑的触感加上蔬菜的清香，会让人食
欲大增。筷子则显得文雅，吃起来颇有君子之风。

江汉平原一带，每户人家的豌豆饭，因器具、
调味、佐料、食材的差异，而呈云泥之别。用陶碗
和瓷碗，比用铁碗做出的饭要醇厚；大棚的葱蒜，
自然比不得农家自种的香。

虽然4月的风，年年有，岁岁如，但心情和
乐，风景再幽，树色再雅，烟波再净，也不害怕失
去什么，长昼漫漫，这口食物这些欢喜都是值得
去实践的。

豌豆饭，有一个传说。
诸葛孔明，七擒七纵孟获，令其真诚拜服，俯

首称臣。孔明临终时召之，嘱其每年看望蜀汉幼
帝。孟获为爽直之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因立
约之日恰逢立夏，所以有每逢此日，孟获都要赴成
都拜见蜀主刘禅。晋武帝灭蜀后，虏刘禅至洛阳，
孟获依旧年年如约，往洛阳探望刘禅。

孟获虽为草莽，却是忠义之人。他粗中有细，
担心刘禅被晋武帝亏待，年年亲用大秤衡量阿斗
体重，看是否有瘦损。武帝为显仁厚，每届立夏，
皆命人煮豌豆糯米饭给刘禅，刘禅嗜甜烂食物，每

每能吃两海碗。因而孟获每次称其重，都可见刘
禅逐年丰肥。

从此，吃豌豆饭这一习俗在民间传开。
我有时候想，4月的一碗豌豆饭，对普通人家

是粒粒皆寻常，但对晋武帝，是施恩之举，而对刘
禅，可能粒粒皆心苦。年复一年，斗转星移，孤独
循环着孤独，再美味的豌豆饭，吃来也是一口辛酸
一行泪吧。

然而，这是传说。自古以来，每逢时令佳
节，中国人对食物都深有讲究，总爱寻个由头、
找到来处，体现传承和有迹可循，做起来更理直
气壮些。如冬至吃饺子，有人想起张仲景；中秋
节赏月，老人们会说起朱元璋的月饼起义。遥
想屈原，直如石砥，颜如丹青，怀石自沉，以身殉
国，他和他的《离骚》《九歌》《天问》，也一起沉入
时间的最深处。楚人哀怜他，投粽祭之，后人也
捧着菖蒲，系着彩丝，赛着龙舟，吃着粽子，只当
怀念。

看王朝更迭，山河变迁，一切终究回归平
常，那些分分合合、悲悲喜喜，因为隔得太远，都
已渺渺，难以再现。后人也只是顺了节气，遵了
旧例。

“南荒北客难将息，最是残春首夏时”“惟有

褐裘井豆饭，尚能相伴到期颐”杨万里感慨，陆游
叹息，初夏之苦与豆饭的宽慰，亦如这人生，起起
伏伏。

然而，如今的暮春，也只是普通一日，就着薰
风瑟瑟、柳浪含烟，吃一口豌豆饭，也只关乎尝鲜
之趣，和历史兴衰、悲欢离合都不相干了。

就好比一碗没有经历过战争洗礼的豌豆饭
里，一块块方墩墩的咸肉粒。

腌制时，以粗盐砺其肌理，风霜瘦其体肤，等
物理了肉身，化学了魂魄，又得在砧板上走一遭，
熬过了千度炉火，再奉上几滴纯正香油，润一润青
豆白糯米，才能成就醇厚的鲜香。

吃的人，大多只是尝一尝鲜。文人们，会轻轻
赞一句，“立夏的豌豆饭，和往年不一样。”

其实，吃豌豆饭好处多，它富含铬、钾、磷等微
量元素，有清洁肠胃、促进肠胃蠕动、防治便秘之
功效。豌豆中还含有赤霉素等物质，能够抗菌消
炎，增强新陈代谢。

有时，我会试着创新，用豌豆、赤豆、黄豆、黑
豆、青豆、绿豆、红豆7种不同的豆子，加上腊肉
粒、白粳米一起煮，“七色饭”里甜咸苦酸涩都有，
但总感觉没豌豆饭纯粹。

简单，才是真味。

生生活随笔

湖中的星辰
□ 蔡立敏

依在夜的怀中
月光洒满湖面，清冽、安宁
一池碎银
挽住我散淡的步履
写一份言辞恳切的请柬
举杯邀约湖水洗濯
满天星辰

天地间一派祥和
起风了，星辰自湖中
飞架起一道鹊桥
千年孕育的等待
纷纷扬扬
神秘的光晕在水波间闪烁
东方最亮的星，漾出迷人的笑靥
驻足、谛听
微雨折叠起吹皱的心事
珍珠般缀满夜空

山 居
□ 岑 林

凝视一幅画帷
人们管它叫做冬凉夏暖
石灰、黄泥、瓦
还有不规则的石头，垒成的家
山里娃，根扎下
煤油灯的温度不停息
数百年来渗透
墙缝中的青苔爬了
一茬又一茬

清脆鸟鸣，再也唤不开校门
皎洁月色，再也照不到情话
残留的烟火
渲染了幽居老人脸上的霜花
咔嚓，一帧帧图片定格
谁都能读懂生活
和生存的变化

蜕变的季节
□ 叶小美

连绵大雨后
阳光终于从云层后探出笑脸
一切如刚出浴时的清丽
黄色绿色，嫩溜溜的叶子
叶片上有水珠
水珠里住着太阳

瞧，树茂密起来了
一阵风吹过，水珠在叶面上
嬉戏、打滚
我的心思，也茂密了起来
于是，用心记录下每一个季节
季节里有你的蜕变
蜕变又丰盈了叶片上的脉络
而我额头爬满的皱纹
是风里，雨里，阳光里
行走的岁月

烟雨江南
□ 郑 镛

慵懒的清晨
从欢快的鸟语开始
透过晨曦的雾霭
划过江心的那一叶轻舟
正是江南最好的风景
收拾好心情，将一处处烟岚
写入诗中，即使留恋也要开启
下一站的旅途

烟雨江南，有我几多牵绊
突然下起的蒙蒙细雨
似乎在轻声告诉我
这一处古镇
来过了
便不想离开

铸一座雕像
□ 刘青松

像一只小小的舢舨
在狂风骇浪中挣扎
望不到岸边，辨不清方向
焦虑，孤独，恐怖
甚至绝望。奄奄一息
仿佛决堤，天俯视着你
地仰视着你，生与死
一生煎熬时刻，只有绝望
你就面临着死亡，你选择了搏击
天会将诺亚方舟
呐喊一声，掀翻心中的石头
唱一支喜欢的歌曲
听一个过去的故事
只有自己的心，拯救自己
给自己铸一座钢铁雕像
依然摇着那只小小的舢舨

诗诗花绽放

女儿从小习画，她对色彩很有感觉，线
条、结构也好。画的最多的就是临摹梵高的
《向日葵》。那时我家的门背后、墙壁上都帖
有女儿画的《向日葵》。我最喜欢她绘画时的
神态：一笔下去，是绿的叶，再一笔勾勒便是
黄的花。那些开在叶间的花，明媚的笑着。
仔细端详又觉得那画中的葵花仙子，像在翘
首等待远方的爱人。画面泛起的油彩交织堆
叠，映照的不就是我庸常日子里浓得化不开
的情吗？

日子如水，生活如诗。
女儿旅德11年。欧洲画风吹拂，她笔下

的人物温暖，安静平和。跳跃的线条带着无限
动感，灵气充盈。年少时钟情梵高的向日葵，
那种微妙的感受，亦或依赖图片去悟想另一个
时空，会意存留于画间的一墨一色，一情一景，
以及揣摩作者隐而不彰的心路。这一切形成
印痕，铭记着儿时的绘画之爱。然而没想到梵
高的画、向日葵的真迹既然那么近距离地存在
着并伴左右，似乎走进便能真切地触摸到纤细
的脉动，抬头即“可见光云图”啊。

德国的吉森至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很近，乘快
车4个小时即可到达。记得那年女儿带我欣然
前往，郁金香已开至荼蘼。流连梵高博物馆前的
广场上，排队迟迟未到。望着博物馆“实”“虚”相
融的银色建筑，尤其是加盖的新侧翼，从外即可
观其灯火通明，人头攒动。鸽群低低飞翔，紫色
的古老街道，如同遥远19世纪的风吹过。

站在《十五朵向日葵》前似曾相识。挤密
的花朵，仿佛都在孤独地呻吟。辐射的金色，
挺拔的茎秆，衬着一片淡淡的柠檬黄，象征充
沛的生命。而那些深浅交错的暖调，就是梵
高用他对生命的热情，向观者投以友善而宽
容的微笑吧。旋转的太阳之花留给世界一片
灿然，而梵高的灵魂却坠落麦田的旋涡而难

以自拔，惟有了却生命，才可以靠近黄色中的
美艳和哀伤。自然的物象承载他年轻人生的
主观情感，借助于此寓情于景。然而他追逐
日光的情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英气，与希
腊神话伊卡瑞斯奔日有着异途同工之妙。

也许，只有来到这里——阿姆斯特丹，才
能体味梵高的孤独与决绝。他立于时间之
内，裹挟时间刺扎自身，一路行吟，与自己孤
独地对话。无论《收获景象》，还是《夕阳和播
种者》等多幅作品，一种破空而来的谷穗正朝
着最后的成熟而绽开，背景与大地一同闪烁
着紫罗兰。安静、凛冽。画面那么冷，却又那
么热。他用冷色安慰孤清的心，却又渴望温
暖。我以为，女儿对梵高向日葵的迷恋，不仅
仅因为那个时代的情怀和见闻，还有一种动
人的凄伤吧。梵高选择的孤独，竟是现代真
正陌生的东西。

那个夜晚我俩坐在街边的咖啡屋，接主人
一杯HEMA（咖啡），把疲惫泡入杯中。侧目
便看见墙角的黑色镶板与闪亮的铜爵，低沉的
管风琴声从远处传来，美妙、浪漫、怀旧。窗外
临河，凝望交错纵横的河道，蛛网般的柔情，缓
缓前行的小舟，就像沉湎梵高的画中，柠檬黄
的灯光映照水面，澄澈天空下落满星花。思绪
便从云缝里一丝一丝地透出来。这黄和蓝、冷
和暖，各自铺开又如此和谐。似乎来不及过多
回味，却因为珍惜而变得恒久绵长。

“更无杨柳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
我与向日葵相亲相惜，好像一生都活在

它的阳光下。明媚，闪亮，浅喜深爱。我所保
存的闲散笔记、绘画，以及女儿留学的信件，
书香秉性和气场满屋，它们以一种极贞静的
气息，润泽着冗长的日子。我习惯在零散的
生活中寻觅有关它的文字，用一根珠线连缀
起来，让它闪耀岁月的光芒。

爱如葵花向日倾
□ 方华敏

在我心灵的深处，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概念：
花之帝者，芙蓉也。她不像牡丹、玉兰，红花绿叶
开了一阵子就谢幕。她外表秀丽，内心富有，自
始至终都能表现出一种通透之美。所以，我要礼
赞芙蓉！

芙蓉又名莲花，属睡莲科多年生水生草本花
卉。她或粉红或洁白，亭亭玉立，宛如凌波仙子；
她含苞怒放，恰似出浴美人；她品德高洁，出淤泥
而不染；她娇柔艳丽，濯清涟而不妖。

芙蓉有个庞大的家族，藕、荷梗、荷叶、莲蓬等都
是家族的主要成员。其中藕是慈母，其它成员都由
藕派生出来。它们分工明确:芙蓉作为莲藕之花，负
责美化环境，香压群芳；荷叶作为莲藕之叶，负责吸
收阳光雨露等苍天之灵气；藕作为莲藕之根，长在水
底淤泥之中，负表吸收氮磷酸钾等大地之灵气，为子
女们提供营养；莲蓬作为莲藕之果，负责孕育后代，
报效人类。

芙蓉家族全是宝。花瓣炒蛋、煮鱼汤使人美
容；荷叶泡茶既清凉止渴又清热解毒；藕和莲子可炒
可炖可凉拌可生食，属上上等食品；筒子骨藕汤既补

中益气，又滋阴降火，以粉糯浓稠、清甜酥香闻名中
外。莲子、根茎、藕节、荷叶、花瓣、莲须、莲芯不仅可
以药用，而且还是延年益寿不可多得的食材。

芙蓉的生命力是极强的。无论河滩、湖畔、沟
渠、塘堰，只要有水，即可生存；无论环境多么恶劣，
土质多么污浊，她照样能开出鲜艳夺目的花朵，结
出晶莹剔透的果实。若雨后起水，芙蓉荷叶也能
应变有余，一夜之间长出水面，决不望而生畏，坐
以待毙。

芙蓉与我们洪湖人渊源久远，世世代代都有
生死之交，其情其意堪此东海。大革命时期，她敢
于冒着生命危险，展开伞大的荷叶，死死地保护着
被敌人追杀的那些成千上万的难民们；大灾难时
期，她们不惜献出宝贵生命，帮助洪湖人民填饱肚
子，顺利度过一个个荒年。

如今，生活富裕了，洪湖人民没有忘记芙蓉这
群大英雄，不仅把她定为市花，而且房前屋后，坑
边路旁一律种上芙蓉，还有人将其移植到庭院之
中，既便于美化环境，天天观赏，又便于陶冶情操，
洁身自好；更便于追思以往，感恩戴德！

芙蓉礼赞
□ 胡勤毅

美美文悦读

鸣凤山，位于湖北远安县城以西，属荆山
山脉 ，系丛山中耸立的一座独立山峰，海拔
仅408米，但相对高差达266米，且两面朝
阳、三面环水、四面断崖、五龙拱顶，其地形山
势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名山气质，因其“如凤
之将啸”，为楚人所崇拜之祥瑞。也正因为如
此，早在1500年前，信道者即凿石梯登山，劈
岩石修庙，筑成“鸣凤大观”。

这个夏日，晴空万里、惠风徐徐，是我选择
的登山“吉日”，于是一行结伴，驱车百里，兴致
勃勃，甚至是雄心勃勃地来到鸣凤山下，举目瞭
望金顶，环顾眼前沮河，走过文化长廊……原来
鸣凤山还是个不大不小的4A景区，从地理位置
看，它属于沮河国家湿地公园的一部分。

置身风景优美的沮河国家湿地公园，我
似乎有点明白了，鸣凤山的灵气、福气、仙气
不只是来自于高耸独立的山峰和高大独特的
金顶，还来自于鸣凤山丰富多彩的自然景物
和人文景观。走进湿地公园，不远处的山崖
上有两个巨大的红色石刻字“鸣凤”，它引导
着我们走过沮河桥，沿着沮河边的林荫道步
行前往登山的“头天门”。

这里路随水曲，蜿蜒曲折，环境优雅，景
致宜人，沿途的各种景观令人好奇：有“色若
丹霞、灿若织锦”的鸣凤山“丹霞苑”；有山形
似大象吸水、如“像眼”的岩壁石缝，为历代香
客投石求子的“多子岩”；有传说中观音菩萨
在此降伏作恶老虎、警示百兽的“观音帽”；有
被云雾缭绕、老虎栖身的“云霞洞”……走过
横跨沮河的拦水坝，便是鸣凤山的第一道关
口“头天门”了，这里地势险要，大有“一夫当
关万夫莫开”的气势……

鸣凤山山崖如刀劈，石阶步道则是顺势
而凿，顺其自然的原始山道，高低不平，宽窄
不一，极不规整，还青苔铺面，不像一些名山
步道是经过维修改良，甚至是“另辟蹊径”、用
现代材料筑就的标准化栈道。

在登山的途中，为了鼓干劲、争上游，我
用目测给自己设定了阶段性目标，让目标引
领前行，而每到一个既定的目标，我都会坐下
来歇歇脚，回望山下走过的路，瞭望临近山体
的雄姿，眺望高楼林立的远安县城，再选择好
角度，拍下若干自己欣赏的景致。

就这样，我与同伴在希望中前行，在“竞
争”中努力，终于登到了距离金顶不远的“仪明
岗”，此时，我们早已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

经过近半个小时的不懈努力，1370级石
阶被我们踩在脚下，我们终于登上了鸣凤山
的制高点金顶。矗立在金顶的鸣凤大观依山
凿石而建，有三层四殿，红石墙、琉璃瓦、飞檐
斗拱、雕梁画栋、古色古香。

我站在鸣凤大观大殿的外廊上，顿感凉
风习习，神清气爽，一时间，登顶的疲劳似乎
烟消云散了。放眼望去，远安县城尽收眼底，
虽然现代化的高楼林立，但从金顶的视角看，
这座县城依然掩映在绿水青山间，似仙境，如
童话，妙不可言，美不胜收啊！

我们下山是原路返回的，可能心情不一
样了吧，作为胜利的“征服者”，一时忘了疼痛
和疲惫，脚下也轻松了不少，不知不觉中似乎
还找到了下行的“窍门”。

走出山门，坐在文化长廊里，回顾登山的
过程，鸣凤山太险，北神道太陡，上山不易，下
山更难，上坡气喘吁吁，下坡“连滚带爬”，一个
来回，正好56分钟，与我56年走过的生活之路
一样曲折、同样风险。有幸的是，我把握住了，
挺过来了，虽然也满头大汗，腰酸腿疼，心有余
悸，但是却满怀喜悦，神清气爽，无比欣慰。

“挑战”鸣凤山，既是一次健身运动，它让
我体验到了健康之路的艰难，坚持不懈的重
要；也是一次健康活动，它让我体会到了人生
之路的艰辛，坚定不移的重要。

此次“挑战”鸣凤山，关键不在于“征服”与
否，而在于我的身体得到检验，心灵得到升华！

“挑战”鸣凤山
□ 李 未

生生活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