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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 张韶容
推开窗，许久未闻这样快活

的麦香，是七月碾碎的阳光，染
得心间纷纷扬扬。

乐仁外面的小块空地温郁
了许久，但孩子们是耀眼灼人
的，于是小麦便裹挟着生机，种
在了这片寂寞里。麦香从它还
是种子时就有了，小小的，安眠
在同学们的掌心，但闻起来却清
澈喜悦，咝咝地挠着鼻尖。这些
星子被同学们虔诚地种下，我们
都在期待着，仿佛能看到麦苗在
阳光下招摇地脸红，那鲜活而稚
嫩的小小生命，吮吸着毛绒绒的
风，望眼欲穿。

于是，我们成长，小麦也竭
尽全力生长，可能它的使命，是
陪伴。第一缕晨曦溜进窗户时，
同学们在教室念书，风有暖意，
小麦苗儿也缠着未褪去的鸟雀
叫声，惊起浮云。这个时候的麦
香凝满了露气，像流泻的草木和
薄雨的味道，捋一把风，能嗅到
指尖细细密密的淘气。

我本以为小麦是脆弱的，或
者就这样在短篱笆圈起的圣地
打盹儿，却不想一场暴雨，让我
为生命的力量伤情并颤动。教

室的窗户被雨点砸得作响，有些
听不见老师的声音，这样的阴霾
让我有些莫名的紧张，不知那些
伏在墙边的小麦，会不会就此
凋零。

熬到雨停，我探出脑袋，看
那片纤薄。雨水还浸漫在小麦
的根部，还未及手掌高的麦苗被
风掀攘着，歪斜在泥泞中，我好
像能听到这些小东西在暮色里
啼哭。我拿着杆子摆弄它们，想
象这些残苗是怎样刺痛我的眼
睛，却不曾料到，那麦根紧紧扒
着地，像倔强的鹰，叶虽折，但生
命不屈。阳光升起时，麦香又传
了出来，清亮却又像晒了许久的
橘皮，时稠时稀，有种坚韧和沉
甸甸的味道，我竟为这麦香而
自豪。

与麦苗互相陪伴，好像是我
们先失了约。

因为疫情，校园里一直空荡
荡的，这段时间，麦苗儿是怎样
孤独生长的？或许是摇曳着扎
根凛土，湮没在碎雪中；或许是
和风中晃着脑袋，把力气用在茎
干的肥肥可爱上……但我想麦
香总是独特的，寂静时，它在夜
色中穿一玄青衣，味道有些清

苦，等风来时，就懒洋洋的，味道
就是含蕾的山桃，舒畅甜蜜，还
好，我们回来了。

看，校园里所有的麦苗都绽
放着生机，它早已洗去青绿，淡
金色使茎干净植挺立，那香气中
溢出浓郁的金黄，像俏烈的火在
歌唱。饱满的麦粒裹着层层麦
胚，酥脆，一触便像炸开的小烟
花，颗颗麦粒挂满茎枝，有衣锦
盘扣的圆滚，摇摇欲坠。麦芒针
针，钟麦子之锐气，直挺挺，扎在
手上却有温柔汇集在芒尖，已囊
括万物，吞吐风月无边。

我嗅着这样亮汪汪的麦香，
忽然有些愧疚，为这灿阳般生长
的自强坚毅而愧疚。我们种下，
却从未守护，它在灰暗中，一路
奔跑，却从未惊扰我们的梦，只
是野蛮生长着。这份冲劲十足
使我思考这几个月来的停滞，在
任何寂寞的时刻，我们都应摆脱
冷气，向上生长，在任何暴风雨
来临的时刻，我们都应该让希望
涨潮，将暮的天，应有亮色起，这
便是麦香的呢喃。

伴着麦香，我们走在这迢迢
路上，它虽隐匿形迹，却溶在我
们手掌的脉络间，镶嵌希望。

麦香

□ 鹿奉俊
荞麦属蓼科，一年生草本

植物，是从野生荞麦演化出来
的，茎紫绿色或红色，叶子三
角形，盛开小白花，密密点点，
果实累累，子实呈黑色，耐旱
耐瘠，喜温凉气候。荞麦从出
苗到开花初期，需水极少，生
长期水量约在10%左右，从开
花结实到成熟，需水较多，几
乎占到90%。荞麦也是喜光
作物，对光照强度的反应比其
他禾谷作物敏感，单株生长势
强、茎粗、杆硬、防风，抗倒伏，
整个生育期为80天左右。荞
麦的主要特征是株高一米左
右，植株茎秆坚硬，节间距离
短，幼苗绿色，成熟后变成紫
红色。

老家池上山高地广，沟壑
纵横，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
农作物生长期长，非常适宜种
植五谷杂粮，具有荞麦生长发
育、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气
候条件。

因家乡的昼夜温差大，有
利于作物的光合作用和有机
物质的积累，提高结实率，增
加粒重，进而增加产量。老家
依山朝阳光能资源丰富，能满
足荞麦生长的需求。

家乡池上，属于水资源欠
缺山区，年平均降水量在350毫
米至600毫米，而且降水多集中
在7、8、9三个月份，占到全年降
水总量的60%以上。恰将正
值，荞麦开花成熟的8、9两个
月，降水量接近300毫米，完全
符合荞麦的需水规律。

此外，池上的山坡地，土

质贫瘠，土层较浅，结构疏松，
而荞麦适应能力强，对土壤要
求不高，非常适合种植，不需
要过多的养分和氮素，有时逸
为野生，家乡的人们还巧妙地
利用区域小气候的特点，一般
将荞麦种植于山腰，偏坡地，
生荒地，路旁，地头堐边及空
闲处，可以说是广种薄收，管
理粗放，无需施肥，最大限度
地发挥独特的地理优势，提高
荞麦的产量和品质。此外，荞
麦还可以作为绿肥，饲料，更
是防止水土流失的覆盖植物。

有了如此匹配的气候环
境，荞麦品质上佳，荞麦经过
加工而磨成的面粉，劲道味
美，由此，荞麦自然而然便成
了家乡的特色食品了。

荞麦是家乡的主要杂粮
名优特产之一，也是家乡的特
色面粉之一。家乡的荞面，吃
法多样，不拘一格，如包荞面
水饺、擀荞面面条、烙荞面肉
火烧、蒸荞面馒头、炖荞面疙
瘩、煮乔面稀饭，还可做成荞
面糕饼等。另外，荞麦外壳还
是一种中药，《本草纲目》记
载：使用荞麦壳做成的枕头能
明目，清热解凉，荞麦中所含
的食物纤维是人们常吃主食
品面和米的八倍之多。食用
荞麦后，胆固醇、甘油三酯均
明显下降，对治疗高血压、心
血管病有辅助作用，同时，荞
麦可杀菌消炎，有“消炎粮食”
的美称。荞麦的根、茎、叶、花
等晒干后，还有好多药物用
途。总之，荞麦的全身都
是宝。

池上荞麦

□ 彭伟
多年前，从央视的幸福调

查开始，对幸福的思考就在一
片热闹中不断让我们思考。
有“我姓曾”的无奈，“被插队”
的调侃，也有“听不清”的智
慧，微博、论坛里讨论此起彼
伏，一个关于什么是幸福的老
话题又一次叩响我们的心灵。
2012幸福城市排名新鲜出路，
北京、上海位居90名之后告诉
我们，幸福与繁华无关。

有人说，幸福是白开水。
虽然无味，却简单、平淡、甘甜、
解渴。而我觉得，幸福是心灵
深处那一份宁静、安详的感觉。
它带着香味，带着满足，带着追
求，带着希望。拥有幸福感的
女人，眼里充满柔情，皮肤充满
光泽。拥有幸福感的男人，对
爱人、孩子呵护备至，对家庭充
满责任感。每一个拥有幸福
感的人，即使手里拿着一根稻
草，也不会轻易丢弃。

幸福可以很具体，具体到
一针一线、一语一言。

幸福可以是母亲的唠叨，
听她絮叨如何买菜选菜，听她
诉说古老的故事。在母亲面
前，我永远都是孩子。她领我
走到冰淇淋机前，示意我坐到
桌子旁，给我买冰淇淋，看我

吃完，眼神里充满了疼爱。幸
福也可以是爱人的陪伴，午后
的阳光明晃晃地射进我的小
屋，我懒洋洋地躺在沙发里，
听着爱人在厨房里忙碌，煎炒
烹炸汇成一首爱的赞歌。

幸福其实很平常，点滴地
存在于日常生活，与物质关系
不大。

美国心理学家戴维·迈尔
斯和艾德·迪纳研究证明：财
富是一种很差的衡量幸福的
标准。因为幸福不是一种物
质，而是一种心理状态。

当我看见我的文字在电
脑屏幕上一点点爬满，我会有
幸福感；当一家人围桌而坐谈
笑风生时，我会有幸福感。幸
福来自于心灵的充盈，心灵的
满足。种植一棵善良之花扎
根心田，用爱滋养的人，永远
会处于幸福的状态。

叩问幸福，本身就是幸
福。幸福是什么？是爱人的
体贴与关爱，是父母的慈祥与
健康，是孩子的懂事与上进，
是朋友真诚的帮助与问候。
在我的字典里，幸福是把握当
下、珍惜拥有、憧憬未来。

生活里没有假如，人生没
有彩排。珍惜自己拥有的一
切，用心聆听岁月静好的赞歌。

叩问幸福

□ 郑峰
庚子年初，人世间经一场罕

见的“新冠病毒”疫情肆虐，似有
时起时伏之势，专家们预言：今
后这种病疫可能会长期与人类
共舞。庆幸的是，在华夏大地
上，经历了无数次苦难洗礼的中
华儿女，从大年除夕之夜，各种
形式奋战疫魔，迄今为止，已在
举国上下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就在人们逐渐恢复常态生
活的时候，五月的风，如期吹来
了麦热时节特有的香味。坐在
窗明几净的书桌前，窗前的石榴
花，正开得鲜艳火红，花期已过
的玉兰树冠，翠绿浓密，散发着
初夏的朝气与活力！倏然间，就
想起了近在咫尺的农家麦田，想
起了那首初中课本上白居易的
名诗：《观刈麦》：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
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
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

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
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
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
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天地悠悠，时空苍茫，这首

唐代诗人的诗作距今已是千年
之遥了。现在读来，仍深有“自
古文人多良吏”的感动！寥寥数
言，把当时农民的辛酸写得淋漓
尽致，也表达了对衣食父母———
农民的感恩和愧疚。我们的家
乡，原是古代齐国故都，出了位
大政治家——— 管仲。他在《管
子·牧民》中写道：“仓廪实而知
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西汉史
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
的引文中改动了一个字：“则”改
成了“而”，就有了为后世津津乐
道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
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
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
之原，令顺民心。”其大意是：粮
仓充实就知道礼节；衣食饱暖就
懂得荣辱；君王的享用有一定制
度，六亲就紧紧依附；礼、义、廉、
耻伦理不大加宣扬，国家就会灭
亡。颁布政令就好像流水的源

头，要能顺平民心。用现代眼光
看这段话，完全符合唯物主义有
关“物质文明决定意识”“经济基
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文明决
定精神文明”等观点。这在当时
王室式微，诸侯欲动的年代，国
家统治者能有这种意识是很难
能可贵的，也是其治国理政理论
中弥足珍贵的精华。鲁迅先生
也曾将其引申到他的作品里，说
到一对贫穷情侣，一想到将来生
了孩子连牛奶都买不起，爱情之
花就不会长久的。

当下，占中国全年粮食产量
三分之一多的小麦，成熟期从南
向北，相继到来。南风依旧吹拂，
小麦又现覆陇金黄，只是已不见
人们挥镰弯腰、汗流浃背地劳作，
取而代之的是接踵成排的大型联
合收割机，正气宇轩昂地奔驰在
一望无际的黄金麦海上。机器走
过，地上麦茬齐整，收割脱粒一次
完成，装满麦粒的麻袋，再由机械
运回晾晒入库，整个流程全部实
现了机械化、一条龙作业。白居
易先生若目睹今世之刈麦的情
景，一定会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一定会另有佳作问世吧！

又见小麦覆陇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