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强国平台的每日答
题中，有道选择题，问“布谷
飞飞劝早耕，舂锄扑扑趁春
晴”是描写什么时节的场
景？答案是：春耕。因为是
抢答，我不假思索点了“春
耕”，即匆匆赶赴下一题。此
后查了一下，这句诗出自桐
城派代表人物姚鼐的《山
行》：“布谷飞飞劝早耕，舂锄
扑扑趁春晴。千层石树通行
路，一带山田放水声。”从“布
谷”“舂锄”“山田放水”便可
知，此乃是江南春日山乡图
景。此地春来早，春日煦暖，
和风徐徐，较之北地春意更
浓。春耕时日，有飞翔的布
谷殷勤劝耕，有洁白的鹭鸟
扑打翅羽，千层石树、山田水
声，南方的水田人勤春早、波
光涟滟，一派耕田耕地真忙
的春耕图景尽现眼前。这是
南方人熟悉的乡情乡景。

久居北地，风物虽与此
有别，然春来之际，也是草
青、农忙，水润、山泽，一片春
意融融。

这一时节，我所熟悉的
北方，料峭春寒愈不讨人喜
欢，棉衣厚服愈觉累赘臃肿，
天地间仿佛正被一道符咒点
化开来，普天之下都着实长
舒了口气，待到暖气停后户
外比室内温度更加宜人，这
时人们常挂在嘴边的四字便
是：温暖如春。

接着，鸟鸣了，山润了，
河开了，草绿了，拂面的杨柳
青绿如烟，满目的生机苍苍

似幻，鸣声四下响起听不清
来处，人们的筋骨舒展开来
欲寻踏青去处……正是春耕
好时节，千里无闲田，四海皆
农忙。耕农早已急不可待地
把手伸进松软的土层之中，
探知墒情。果农架起高梯钻
进林木密处，疏枝剪饬。麦
田的第一道水正汩汩流注进
来，这墨绿了一冬的小麦愈
发妩媚起来，舒展开来，几乎
按捺不住地要拔出一节。熟
谙土地的农人正脚踩青绿，
手捻虚土，眯眼寻思这一年
的农事。一锄一剪下去，蕴
了一冬的地气，倏然弥漫，生

机荡漾。
接着，桃红杏粉梨白，绿

杨青柳碧草，纷至沓来，相携
唱和。风来吹面不寒，雨疾
沾衣欲湿，每个毛孔都躁动
着，每个生命都不安分于这
一时的春光乍泄……

春日苦短，还犹豫什
么？就那么一瞬一眸的惬意
美意天意，就那么一天一地
的鹅黄柳绿烟波，一眼看尽，
都是旧时相识，想怎么做就
赶紧去做，想收获什么就赶
紧播种，想看哪里的柳眉就
赶紧看去。春秋时日无多，
断是不等人的。

唐人李德裕也有一首
《忆平泉杂咏·忆春耕》，说的
是北方的事情。李德裕心心
念念的平泉山庄在洛阳，离吾
乡运城纬度接近、风物相投，
西行不足二百公里。其诗云：
“郊外杏花坼，林间布谷鸣。
原田春雨后，溪水夕流平。野
老荷蓑至，和风吹草轻。无因
共沮溺，相与事岩耕。”杏花
是让人期待的，它是南北通
吃的小家碧玉，可筑坛布道，
可插幡卖酒，可携了春雨临
幸江南风物。布谷也是让人
期待的，它嘀嘀咕咕，“呼来
了清明，和满山满谷的雨雾”

（余光中诗句）。它从南飞到
北，从春飞到秋，一路按节气
飞来，一声声催劝，苦口婆
心。还有春雨、和风、溪水，
这是让人站在春日的旷野之
中才能得到的春天，这是抵
达春天深处才能收到的春
讯。还有这一句，“和风吹草
轻”，真是端端的好。春和景
明，万物向阳，本是春之名
状，但一个“轻”字，有了柔
软，有了嫩绿，有了初萌的春
意，有了低在地皮的谦卑。
春草真是春天派来打探的先
锋，俯仰之间，拍马赶来，说
到就到，一刻不羁。

去年冬末，我在向阳靠
暖气井的地方见到城市一角
的青草开始露头。逐热而去
的野猫就靠在其周围抱团取
暖，一个井盖上烙饼一样贴着
一群喵星人。它们卧在青草
翠绿之中，似乎提前享受了春
天带来的福利，却对近在眼前
嫩绿无动于衷。惊蛰前的一
个周日，我竟然又从一处空地
上发现了一簇簇刚冒出的野
菜。它嫩得让人心疼，我采回
来洗了便吃，完全是野性未泯
的甘美，朴素的滋味胜过一切
普通青菜所赐。有理由确信，
《诗经》里“堇荼如饴”的歌咏
者，恐怕就在春天里品尝过苦
菜，如此才把苦菜品出了甜美
的味道。

春天，真是让人要做回
食草者的节奏。想到了接下
来的荠菜、苦菜、苜蓿菜、婆
婆丁，想到了春日餐桌上的
一席青绿野趣，禁不住心驰
神往。那些铺天盖地的草，
习焉不察的草，寸草遮丈风
的草，此刻仍是一副弱不禁
风、楚楚动人的样子。它们
正值妙龄，恰如一身清白的
处子，正携了天地灵气，被和
风轻轻抚摸着。给人一种短
暂而羞涩的喜悦。

春天，总是这样，似曾相
识、百感交集，仿若是被什么
托着，载浮载沉，逸出凡尘。
此际，可以看花、看叶、看草，
甚或食花、食叶、食草。

如此这般难得的景致，
且莫辜负了春光。

和风吹草轻
李耀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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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不足蛇吞象。从古到

今，唯有知道满足的人，才会感到

快乐、拥有平安。在节奏加快的

当今社会，保持知足常安的心态，

显得尤为珍贵。

古人云，富贵不能淫。但现

实中，富贵思淫欲、永远不知足的

大有人在。有的人生活好了还要

更好，总想着灯红酒绿，沉迷于酒

池肉林；有的人财富多了还想更

多，恨不能富可敌国，习惯于胡作

非为；有的人仕途顺了还要更顺，

巴不得禄星高照，热衷于跑官买官。

知足常安，就是要珍惜当下所拥有的，不热衷物

质的满足，不放任欲望的膨胀。知足常安，并非消极

的处世心态，而是积极的生活智慧。《道德经》中说：

“祸莫大于不知足。”不知足，是人生的最大祸患。因

为不知足，必然会眼红心贪，或索拿卡要，或鸡鸣狗

盗，以致埋下祸根，增加人生隐患。

翻阅历史，发现那些能够知足的官员，不单可以

善始善终，而且可望青史留名。心系天下的一代名

臣魏徵，犯颜直谏却得到唐太宗的厚待——当李世

民发现魏家仅有几间破房子，且室内陈设更是简陋

时，心中不忍，遂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

部拿出来为魏徵建大房子。反观清代官员和珅，位

高权重后私欲日益膨胀，利用职务之便大肆结党营

私、聚敛钱财。据不完全统计，和珅一生聚敛的财

富，将近十亿两白银。他所拥有的黄金、白银，加上

其他古玩、珍宝，财富超过清朝政府十五年财政收入

的总和。乾隆帝驾崩后，嘉庆帝即下旨将和珅革职

下狱，并以一条白绫赐其自尽。

安与乐，有关联。安是前提，乐在安中。换句话

说，有安未必有乐，没安绝对没乐。安一旦

开溜了，乐也就荡然无存了。

知足常安是一种内心的平衡与和谐，

它能让人在纷扰的世界中找到宁静和快

乐。人活世上，学会知足，以一颗平常心拥

抱生活、面对挑战，满足当下，创造未来，才

能实现心灵的富足、确保人生的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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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写意·必需
程 远

两株番茄苗是邻居，它
俩并肩站在一起，一同吸收
阳光雨露，却长得一高一矮。

矮小的番茄苗内心很
不平衡，唉声叹气：“瞧你又
高又帅，为什么我长得又矮
又丑啊！”高大的番
茄苗笑着安慰它：
“其实高点矮点不
重要，重要的是我
们以后结的果实又
多又甜。”矮小的番
茄苗听不进去这些
话，反而开始妒忌
高大的番茄苗。它
觉得自己的矮小都
是高大的番茄苗衬
托出来的。它在心
里默默地诅咒：“快来一场
大风大雨，把它吹折，最好
连根拔掉吧！”

哟，这老天还真满足了
矮小番茄苗的愿望。突然狂
风大作，大暴雨倾盆而至，把

高大的番茄苗给吹倒了。高
大的番茄苗匍匐在地，动弹
不得。
“这可不是我的错，这下

你比我矮了吧，哈哈。”矮小
的番茄苗得意忘形地说。

“我还活着，我
会 继 续 努 力 生 长
的。”高大的番茄苗
将腰身紧贴着泥土，
贪婪地吮吸养料，向
下扎根，向上生长。

一个月后，主人
来到菜园里，发现矮
小的番茄苗长得枝
繁叶茂，但只有几个
小小的青涩果实，而
匍匐在地上的番茄

苗，浑身挂着红灿灿的果
实。“我栽培你，是为了收获
果实，而不是要你长得高大
好看。”主人一脚将枝繁叶茂
的番茄苗踹倒，又弯腰将它
连根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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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产丰富的江南，
“七头一脑”是春日餐桌
的首选，但它们可不是荤
食，而是地地道道的绿色
食品：枸杞头、荠菜头、马
兰头、苜蓿头、豌豆头、香
椿头、小蒜头和菊花脑，
共同组成了“一口白饭一
口草”的春日餐桌。近年
来，草头、蕨菜头也加入
了“头”的行列，扩大到
“八头一脑”“九头一脑”。

相对于各种“头”，菊
花脑比较“小众”，食用范
围基本只限于南京一
带。在以南京为地域背
景的电视剧《乔家的儿
女》里，主角兄妹们居住
的小院中种着一片绿油
油的植物，像是某种观赏
花卉。其实，它就是南京
人从初春吃到盛夏的菊

花脑。
菊花脑有着泼辣的生

命力，在房前屋后只要有
一小片土地，就能蓬勃生
长。作为菊花的近亲，菊
花脑和普通菊花的叶片很
相像，花朵比用来观赏的
菊花小得多，但也有几分
清丽韵味。它供人食用的
部位主要是嫩叶和梢头，
随吃随摘。老南京人虽然
不一定了解生物学中生长
激素的“顶端优势”，但都
知道摘掉梢头后会发出
更多的新芽，直到秋凉时
分，菊花脑才结束了本年
度供人做菜的使命。

新鲜菊花脑的滋味
略带苦涩，清炒、凉拌都
会让苦味更加突出，最适
合的做法是与打散的鸭
蛋一起做汤，水开即熟，
汤水淡绿，蛋花如云，入
口清凉而回味无穷。夏
天，大人往往会劝孩子
多喝些，说这样就能不
生痱子、不流鼻血。此
外，南京人还有一种特
色吃法，就是把菊花脑
剁碎，与肉末混合，做成
本地小吃汤包、大馄饨
的馅料，清爽解腻，是特
有的“春日限定款”。

紫金山下，秦淮河
畔，人间烟火里悠长的
时日，都伴随着菊花脑
的清香度过。

秀色可餐菊花脑
瑶 华

春天是百鸟鸣叫的季节，
伴随百鸟之声的，还有各种就
地取材的“乐器”发出的音律。
这犹如大自然的天籁之音，也
是童年绕耳的乡愁伴奏。

自制“乐器”首选柳哨。
初春，北方的柳树最早发
绿。折下一根柔软的枝条，
用手把住一端用力旋转，便
可使枝条表皮松脱，再用刀
片环切约五六公分，使劲一

抽即可获得一段筒状的枝
皮，将“筒皮”的一端捏扁，用
指甲轻轻刮薄外皮，经嘴一
吹，就能发出“呜呜”的乐
声。此时，也可根据口吹气
息的长短强弱、双手捧捂着
变换出不同的声韵。

葱叶笛也是简便易做的
“乐器”。春天的阳畦里，空
筒状的葱叶正绿。掐一节，
如同制作柳哨般将一端捏扁
并刮薄叶壁，用嘴一吹，发出
的声音同样悦耳动听。曾有
诗人以《葱叶笛》《柳哨》为
题，写过优美的田园抒情
诗。进入暮春后，一枚翠绿
的槐树叶对折叠在一起，含

进嘴里，经舌头卷动，气息运
作，也能发出如鸡雏惊叫、似
百鸟鸣唱的声音。

童年春天里把玩的，还
有用黄泥捏就的泥哨。春暖
开化的黄泥黏度高不易干
裂，捏成比打火机略大的形
状后，将上方一角削成斜面，
用木筷在斜面上扎一个独
孔，再从顶部的平面上，斜穿
一个细扁的小孔与独孔上方
相通。泥哨晾干后，用嘴有
节奏地吹击小孔，气流运动
到独孔的上方后，会发出如
鸽哨般有节奏的哨音，这可
真成了实实在在的泥土上的
“畅想曲”了。

上述自制“乐器”，每一
声流淌出的都是最珍贵的天
籁与童趣，都是人与大自然
的和谐交响曲。如今，现代
化的儿童玩具在家堆积如
山，一些家庭为培养孩子的
音乐才能，还添置了真正的
乐器，甚至购置了钢琴。但
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与节
奏，让孩子们的心也渐渐变
得浮躁。人不能远离自然，
简便易行的“乐器”制作与吹
奏，不应成为“绝唱”。

音 律
杨银华

春日，溪水温
柔，潺潺流动，常有
鱼在其中，清澈之
处，肉眼可见。活
水中的鱼，出水时
都是活蹦乱跳的，生命力旺
盛，肉质鲜美。“去溪流里蹚
一趟活水，捉几条活鱼回
来。”儿时的春天周末，父亲
常这样对我说。捉回来的
鱼，经过母亲的巧手烹饪后，

味道极其鲜美，是
犒劳家人的一道
美食。

不流动的水，
又称死水，里面也

有活鱼，但其味道远不及活
水中的。

去活水中才能捉到好
鱼，到生机勃勃的人群中
去，才能遇到好故事，写出
好文章。

蹚活水
立 新

星 期 文 库
春天七章之二

田野变绿了，
河水变深了，溪流
变得欢快了，鸟儿
的叫声变得动听
了，春光也就出现
了。春光，明亮而不刺眼，清
新、轻盈、温暖、动人。春光
下的大地，泛着沁人心脾的
泥土气息；春光里的森林，流
淌着郁郁葱葱的蓬勃生机；
春光中的湖泊，荡漾着醉人
的层层碧波。

春光在小桥
流水旁，在群峰山
谷中，在枝头树叶
上，在农家小院
里，在城市楼宇

间。春天一到，春光便无所
不在，充盈在各个角落，无限
美丽。春光虽美，但不能只
顾着欣赏，还要趁机去耕耘
打拼，发光发热，方能不辜负
这大好春光，美好时代。

春光中奔忙的人，最美。

春光好
周牧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