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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一次意外邂逅，我想，

稻香，这个曾经伴随着自己骨骼生

长的名词，就会被生活所遗忘！说来

奇怪，我们本来是驱车百里去瞻仰

名人故居的，但是，我的心却被包围

在名人故居外的一大片稻田所吸

引。我甚至看到，那些挺立在田间的

稻谷，像旧时伙伴般，突破记忆，显

影在身前，他们一步一坚忍，一步一

沉静，一步一坚贞，向着成熟的季节

跨步而行。

自从离开土地，已经很多年没

见过稻谷了！更别说，那些稻谷下面

挺立的稻禾，以及那含泥土香味的

稻香。这些都是骨子里的气息，稍一

被提举，就会漫天席卷而来！我好像

又回到上世纪 80年代，回到了记忆

中的小山村。

小山村里，水稻是所有乡民主

要生活来源。我家就住在被梯田层

层包围的半山腰上，半山腰里除了

有限的零星山林，就是稻田。房子在

稻田中间，像个小雀斑，也像小数

点。而我家更是特别，因为我家的房

子建在稻田中间的一块平地上，屋

檐紧挨着稻田！每到农耕，父亲赶着

那头庞大的水牛在田里翻耕时，水

牛踢出来的泥水，都会溅到房子板

壁上。

我最喜欢的是稻子渐熟时节。

那时候，稻秆粗壮起来，而稻穗也变

得饱满！尤其是当谷粒变尖，变硬

时，原本绿油油的稻禾也渐次变黄，

像抹上了一层金光，十分漂亮。此

时，稻香崭露头角，慢慢溢出来的稻

香盖过泥土的气息，形成独特的谷

粒气息，更让人着迷！还是学生的

我，早晚就会拿着书，到稻田的边上

找棵桐油树，或站或坐在树下，专心

致志读起书来！如果哪天兴致更好

些，还会爬到树上，找条最适合斜躺

的树枝，靠起来，自由自在。而树上

有只麻雀或者什么别的叫不出名字

的鸟停留在树上，看着我读书，这也

是时常有的！更令人欢喜的是，偶尔

还有只蝴蝶或蜻蜓跑到手中或书上

甚至头顶休憩！

随着时间推移，我来到了城市

里，稻谷和稻香，也慢慢被时间掩盖

住。以至于上个月，孩子突然问我：

“爸爸，我们老家都有什么特产呀？”

我都愣了老半天。因为我住的山村

就是普通的山村，那里有的，别的地

方似乎也都有。不过我还得说一说，

免得孩子认为我没在家乡呆过。

竹笋、蕨菜、茶油、桐油……我

一一给孩子罗列了出来。当然，最着

重说的，肯定是稻谷及由稻谷而来

的美食。

孩子还是听得很认真，但他的一

句话，让我一惊。他说：“爸爸，大米是

怎么来的呀？是长在树上的吗？”

啊，原来我和我的孩子已经离

家乡、离稻香这么远了！

所以，当我一看到那些水稻的金

黄面孔时，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走

上前去。我甚至忘了，是去瞻仰名人

故居的！我知道，有些记忆是无论如

何也无法删除的！就如遗落在稻田里

的那些稻粒，虽然一时间隐匿不见，

但一遇见合适环境，就会蓬勃生长。

此时的我，仿佛又回到了三十

年前的乡村，回到了满是谷香的老

宅里。

我脱离了人群，沿着伸向稻田

深处的车道往前走。走了不到 500

米，就走进一个大广场！循着广场宣

传板，渐次重温水稻成长的每个环

节。突然，一幅画面抓住了我，那是

我熟悉的新谷祭祀画面。它将我瞬

间带回到了老屋里，回到了放着秋

收后的第一顿新米饭的桌前。

对于新米，父辈们怀着极大的敬

意。我父亲总会将新收的稻谷与陈年

稻谷分开放。当收割完新稻谷，新谷

子打出大米的当天晚上，他用米升取

一升米，包上一个红包——如果家里

条件允许，还会加上一些鱼肉豆腐

之类——放在中堂的神龛前。新米

饭也是由家里最年长的长辈吃第一

口。在我们家，吃新米饭的那天，小

孩子再饿、再捣蛋，此时也得安安静

静地坐在桌边看着长辈将第一口饭

吃了，然后，长辈再招呼我们吃，此

时我们才能开动。在那天，全村所有

的孩子都是规规矩矩、恭恭敬敬的，

他们都会静静等待长辈的发令。我

想，这应该算是乡村传承的一个标

志性礼仪吧！

我爷爷每次在尝了第一口新米

饭时，就说这样一句话：“今年的米

好香，大家好好吃饭吧！”我觉得，这

是乡村生活里最有力度的一句话！

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能够记得

清清楚楚。现在想来，爷爷所说的

香，绝对不是简简单单新米饭的香，

一定是包含更多的内涵，让人勤劳

踏实做事，好好享受一餐一饭。这样

一想，稻香似乎溶在血液里，此生不

能走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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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强（江西）

“桑舍幽幽掩碧丛，清风小径

露芳容。参差红紫熟方好，一缕清

甜心底溶。”初熟的桑葚，点点酸，

清清甜；熟透的桑葚，软软甜，香香

糯。轻轻一抿，满满的汁水就流满

口腔，让人一想起就心驰神往。

儿时的记忆中，故乡的后山

是一片桑树林，棵棵树干有碗口

粗，俊秀苍劲。一到春天，粗壮的

枝条就向四周伸展，枝上有枝，长

满绿油油、水灵灵、一簇簇、一团

团、密密匝匝的桑叶。清晨的桑叶

缀满晶莹的露珠，清风微抚，那露

珠就不断轻舞变幻着不同的炫目

色彩，让你觉得桑树是全身缀满

珍珠的美女，浑身闪亮又丰腴可

人。印象中，我好像没见过桑树开

花，难道它只记得长叶了？又或者

它的花儿开得淡而细碎，不像玉

兰、海棠那样轰轰烈烈，压根儿没

有引起我的注意？暖暖的春光里，

嫩绿的桑叶是蚕宝宝们最好的粮

食，而桑树林则是我和青梅竹马

的伙伴们玩耍的乐园。我们天天

在树下斗鸡、跳绳…… 不经意间

仰头一看，蓊蓊郁郁的枝叶间竟

冒出了一串串青绿的小桑果。刚

长出来的小桑葚，绿头绿脑，羞涩

地躲在密叶间，像藏在闺中的少

女。然后，又惊又喜的我们就天天

跑到桑树下翘首以待，看着小桑

葚由绿变白、由小变大，看着夏的

阳光跳跃泼辣在枝叶间，给翠绿

的桑葚涂上鲜红的胭脂。

“黄栗留鸣桑葚美，紫樱桃熟

麦风凉。”待麦子快熟时，桑葚也就

熟透了，或红或紫，宛若一串串晶

莹剔透的玛瑙，红中透着润，润中

透着温，温中透着莹，诱惑着我们

的味蕾，又让人爱不释手，心疼得

不愿放手去摘。

这时候的桑树林可热闹了，麻

雀们，叽叽喳喳，上蹿下跳，一啄一

颗；斑鸠也不甘示弱，扑腾腾地飞

过来一边啄食，一边唱着“咕咕”的

情歌；这边清脆悦耳的画眉悠长声

音刚落，那边吵闹的野鸡声音又

起，更有不知名的鸟儿在桑树园里

不知疲倦地鸣唱，音韵婉转悠长。

放学归来的伙伴们更是迫不及待

地放下书包，飞跑到桑树下，男孩

子个个像猴子一样“噌噌噌”几下

就爬到了树上，摘下一大串红得发

紫的桑果儿就往嘴里塞，熟透了的

桑葚，像抹了蜜一样，一入口，满嘴

都是甜甜的浓浓的汁水；女孩子们

则在树下拉过垂弯的枝条，边采边

吃，那个甜呀，直到心坎里心尖上。

大快朵颐之后，个个的手指和嘴唇

都染成了紫红色，有的衣服上也被

染得紫一块红一块，大家你瞧瞧

我，我看看你，不由得哈哈大笑。风

一吹，熟透的桑葚便噼里啪啦纷纷

落地，恰是“殷红莫问是何染，桑果

铺成满地诗。”

掉在地上的桑葚，我们是不会

捡来吃的，但村里的阿公阿婆是不

会嫌弃的，会拄着拐杖颤巍巍地将

那些颗粒饱满的桑葚拾起来，说是

捣烂用来做桑葚酱。而每当此时，

懂事的伙伴们便会重新爬上树采

摘那最大最熟的桑葚送给阿公阿

婆，直到装满篮子。这便总让我想

起爷爷讲的那个“拾葚异器”的故

事：蔡顺，汉代汝南人，少年丧父，

事母甚孝。当时正值王莽之乱，又

遇饥荒，柴米昂贵，母子只得拾桑

葚充饥。一天，巧遇赤眉军，赤眉军

厉声问他：“为什么把红色的桑葚

和黑色的桑葚分开装在两个篓子

里？”蔡顺回答说：“黑色的桑葚供

老母食用，红色的桑葚留给自己

吃。” 赤眉军怜悯他的孝心，送给

他二斗白米，一只牛蹄带回去供奉

他的母亲，以示敬意。

后来长大了，我才知道这是古

代二十四孝故事之一——没想到

这酸酸甜甜的桑葚居然是孝道的

载体和符号。

桑葚不仅有故事更有诗意。依

稀记得小时候爷爷总给我讲《诗

经》中写的“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于嗟鸠兮！无食桑葚。”，而我总是

听得云里雾里，不解其意。后来才

慢慢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斑鸠

吃了桑葚会甜得迷醉到掉落树下，

然后就会轻易地落入猎人的手中。

以此来劝诫年轻的姑娘少女们千

万不要轻易地陷入爱情甜蜜的诱

惑之中而遭受不幸。那时，对于该

如何抵挡爱情的陷阱，懵懵懂懂的

我是并不在意的，而我一直想弄明

白的就是，桑葚的甜蜜真的会使斑

鸠醉得从树上掉落下来吗？为此，

每年的 5、6月桑葚成熟时，我总是

睁大眼睛死死守在桑树下，好奇地

一边观望飞来飞去的鸟儿，一边

想，那里边是不是有斑鸠呢？是不

是一会儿啄食了桑葚就会甜得醉

得掉下树来呢？直到有一天看着爷

爷捋着胡子笑个不停，我才算有些

明白：桑葚好吃，原来是怕斑鸠鸟

多吃，也怕我们吃多啊。

桑葚就这样丰富着我的童年，

浸染着我的青春。它长在我们必经

的路旁，用爱璀璨光阴；它不胜娇

羞的风韵让生命充满诗意芬芳，它

隽永绵长的味道是故乡的味道，承

载着我儿时的快乐，更成为我这个

漂泊异乡的游子最温馨的记忆。

我的母亲是一个极普通的农村

妇女，从小没上过一天学，用她自己

的话说：“大字不识一斗，扁担倒了不

知道是个一。”但她特别喜欢看唱戏、

听说书，她把戏曲人物和说书先生的

唱与念，经过消化和理解转化为自己

的格言、顺口溜，用来教导她的子女。

在母亲的教导下，我们兄妹三人成了

村里公认的好孩子。长大以后，我们

个个正直、厚道。

大哥12岁时，去东邻的婶婶家找

小伙伴玩，正赶上鸡下蛋，哥哥见院

子里没人，捡起鸡蛋揣进裤兜就跑回

了家。刚进家婶婶就找来了，婶婶对

母亲说，她刚听到老母鸡叫，就出来

捡鸡蛋，没看到鸡蛋却看见大哥慌慌

张张地跑了出来。母亲听了婶婶的

话，一把拽过做贼心虚的哥哥，抡圆

巴掌打在屁股上，边打边说：“‘不吃

酒，脸不红；不做贼，心不惊’，一看你

就偷了鸡蛋。说，把鸡蛋藏哪儿了？”

见哥哥不吭声，母亲巴掌落得更疾，

说得更快：“一个鸡蛋吃不饱，一身臭

名背到老。小时偷针，大了偷金。不怕

衣服有补钉，只怕心里有污点。”吓得

10岁的我和妹妹一起抱住母亲哭。

哥哥经不住打，乖乖地从裤兜里

掏出了已经破碎的鸡蛋。母亲向婶婶

赔礼道歉，并赔偿了婶婶一个好鸡蛋。

婶婶走后，母亲搂住我们仨，用她的格

言“学好千日不足，学坏一日有余”“一

针不补，十针难缝；有险不堵，成灾叫

苦”告诫我们，一定要改掉身上的小毛

病，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上小学时，我特别贪玩，学习成

绩一直不稳定，母亲经常对我念叨

“三天不念口生，三年不做手生”“早

起三日当一工”，强调刻苦用功的重

要性。有一次，我数学考试不及格，老

师家访后，母亲对我说：“人争气，火

争焰。人怕没志，树怕没皮。”激励我

好好学习。当我考试考好了，洋洋得

意时，母亲会说：“一瓶子水不响，半

瓶子水乱晃。”提醒我不要骄傲自满。

在母亲不间断的教导督促下，我初

中、高中的学习成绩一直很稳定，并

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

我和哥哥妹妹走上社会以后，母

亲用“人讲礼义为先，树讲花果为原”

“让礼一寸，得礼一尺”“你对人无情，

人对你薄意”告诉我们讲礼仪和为人

处世的方法，还用“老牛肉有嚼头，老

人言有听头”“砍柴砍小头，问路问老

头”“老马识路数，老人通世故”这样

的话，规劝我们在单位和村里要尊重

老同志、多听老人的意见。我们各自

成家后，母亲又跟我们说“一天省下

个葫芦头，一年省下只大黄牛”“ 一

天省一把，十年买匹马”教育我们过

日子要节俭。

如今，母亲已经过世二十六年

了，可她留下的这些话，却依然是我

心中颠扑不破的真理，并激励我在人

生的道路上，拨云散雾，一路前行。

我曾俯瞰拉那提草原的辽阔，聆

听库尔德宁的泉水叮咚，沐浴赛里木

湖的缕缕春风……然而却与你失之

交臂，只能邂逅在梦中。

在这盛夏时节，我终于走进你的

怀抱与你热情相拥。汽车从神秘莫测

的八卦城出发，一路前行急驰向东。

这里有山地、草原还有湖泊。黑色肥

沃辽阔的莽原，掩映在中天山的万绿

丛中。映入眼帘的是水草丰茂牛羊成

群，马背上的牧人悠闲自得，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古“汗草原”赛马场

就在这里。远望西天山山峦如黛，近

看五花甸草绿花红，挺拔云杉矗立百

花丛，四周是洁白雪山，田野牧歌扑

面而来，景色十分迷人。晨曦、云霞、

彩虹，让你感受风云之美；空气清新、

野花香浓，还有那烟霭朦胧。库尔代

河与喀拉峻湖水天一色，滋润着草原

文化，让它延续繁荣。

趁着落日余晖返回风情园，夜宿

在白色毡穹。分享人间美味，遥望最

美的星空。这是何处仙境如梦如幻？

它的名字叫喀拉峻。

到泉城，老舍故

居是必去的地方。

1930 年 7 月 ，

老 舍 受 齐 鲁 大 学

之邀来到济南，开

始 了 他 与 济 南 四

载 有 余 的 不 解 之

缘 。为 了 方 便 教

学，老舍与妻子胡

絜 青 在 南 新 街 租

了一处小院落，并

在这里住了 3 年。

在这里，新婚的老舍与妻子度过

了他一生中最幸福美好的时光。

他陶醉于秀美的泉城山水中，倾

情于博大的齐鲁文化中。于是，绝

妙的文字如泉般汩汩而出，他用

充满诗意的语调来写济南，每每

离开，都想再回到济南。

他曾在《吊济南》中深情地写

道：“我整整的在济南住过四载。在

那里，我有了第一个小孩，即起名

为济。在那里，我交下不少的朋友：

无论什么时候我从那里过，总有人

笑脸地招呼我；无论我到何处去，

那里总有人惦念着我。”

在济南的生活里，老舍每天六

点左右起床，自六点至九点写作，

九点以后歇一下，浇浇院中的草

花，和小猫在地上滚一回，然后读

欧·亨利；十二点吃午饭，饭后睡一

大觉，下午备课弄讲义；六点吃晚

饭，饭后到齐鲁大学的花园去走半

点钟，回家后洗个澡，在院中坐一

会儿，听着街上卖汽水、冰淇淋的

吆喝，九点钟前后睡觉。

当年小院里种满了各种花草，

有一棵紫丁香和一大缸荷花。一早

一晚，老舍就从院子里的水井打水

浇花，施肥捉虫。在那些看似平淡

却无比幸福的日子里，老舍拍下全

家福，并写下：“爸笑妈随女扯书，

一家三口乐安居。济南山水充名

士，篮里猫球盆里鱼。”我就想，名

声赫赫的人民艺术家竟然有过如

此简单、平和、曼妙的幸福生活。

平凡如我，也有属于自己的小

幸福。我的幸福是在乡下有一个小

屋。每到乡下，换上舒服的家居服，

在院子里找出一个大木盆，拧开水

笼头，水哗哗地流下来，坐在一个

小板凳儿上，就可以舒服地洗衣服

了。手触摸清凉的水，感觉顿时暑

气全消。

在院子里洗衣服，是件幸福的

事儿。可以任性而豪放，根本不用顾

及水滴落在地板上。当衣服洗干净

后，就直接搭在院子里的衣架上，水

滴“滴滴答答”地流下来，仿佛是一

首动听的音乐。地面“吸吮”着水

滴，瞬间就不见了。不久，衣服竟然

干了，当你收纳回来时，衣服上满满

的都是阳光的味道，好闻极了。

菜园里种着瓜菜。苦瓜的皮肤

皱皱巴巴的，看上去像个小老头。

我特别喜欢苦瓜花，那小小的黄色

花朵，花瓣儿有五片，每一片都潇

洒地打开着，中间的蕊是漂亮的橘

红色，颇有些超凡脱俗。西红柿是

丰收最大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或

青或红的西红柿三五个簇拥在一

起，仿佛热热闹闹地在说着知心

话。有的被羞红了脸，仿佛天边的

云朵。而黄瓜的花是小小的，并不

怎么漂亮，宛若邻家姑娘般。

而婆婆则坐在菜园瓜架旁，用

大锅灶给我们炖鱼吃，鱼在铁锅里

咕嘟咕嘟，散发着香气。要吃蔬菜，

只顺手摘下来，随手一洗，就可以

下锅翻炒。

身居乡下，仿佛时光都缓慢下

来。我们慢慢地喝茶、赏花。白日里

看池塘荷开，聆听鸟鸣嘤嘤；夜晚

看萤火虫飞舞，蛙鸣声声，内心充

满淡淡的喜悦。

原来，幸福就是琐碎的，平凡

的，也是最珍贵的……

醉人千里是稻香
钟远锦（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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