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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喜
提起春天的美食，自然少不

了各种“芽”菜，香椿芽、马兰芽、
柳蒿芽……其中最令我心仪的，
莫过于花椒芽。

花椒芽是花椒树新长出来
的嫩芽。小时候，家住农村，每
到春天，屋前屋后的花椒树都绽
出了鲜嫩的新芽，不用凑近，就
能闻到花椒独特的香气了。新
长出来的花椒芽没有做成香料
的花椒味道重，更多的是一种清
香，极为特别。

儿时物质条件匮乏，冬天尤
其如此。吃了整整一个冬天土
豆、萝卜、大白菜的孩子们，看到
春阳照耀下鲜嫩嫩的花椒芽，忍
不住直咽口水，嚷嚷着要“换换
口味”了。

每到这时，母亲便会放下手
里的活儿，拿出剪刀、笸箩，在我
们盼望的眼神中，去屋后采摘花
椒芽。

花椒树的枝条上有刺，采摘
时要留意，不然会扎破手指。母
亲处理花椒枝条时小心翼翼，仍
不免被扎到手。

将花椒芽用井水清洗几遍，
再用温乎乎的淡盐水浸泡片刻，

捞出沥干，便可以做菜了。
花椒芽的做法很多，最简单

的做法是凉拌。将处理好的花
椒芽用开水氽烫过，捞出、沥干、
切碎，拌上少许食盐、白醋，淋上
一点芝麻油就可以了。因为花
椒芽本身就有香味，不需要加葱
姜蒜之类的调味。这道凉拌花
椒芽清鲜爽口、椒麻鲜香，用来
下饭特别好。

“高级”一点的吃法是花椒
板油面条。开春后，镇子上逢
会，父亲挑上手工编织的笸箩、
扫帚、锅盖去做买卖，傍晚散会，
提一挂板油回来。我们小孩子
欢天喜地接过交给母亲。母亲
将板油切块下锅熬炼，熬油的同
时，摘一把花椒芽洗净、沥干，放
到一口瓦罐里，做完这些，锅里
的板油也熬得透清透亮、香气四
溢了。把熬好的板油倒进瓦罐，
花椒芽被滚烫的猪油一烫，瞬间
脱水，它所蕴含的挥发性浓香，
经过“乾坤大挪移”，转移到猪油
里，油的色泽也变得嫩黄清亮起
来。这罐花椒油，就是一家人往
后一个月吃面条的调味料。

不论杂粮面还是白面，擀成
面条，下锅煮开，捞上一碗，浇上

一勺花椒油，撒一把切细的葱
花，用筷子拌开，花椒油与面条
充分拌和，椒香滑爽，满嘴飘香。

更“高级”的吃法是摊鸡蛋
花椒芽面饼。将花椒芽处理干
净，用开水烫过，沥干水分，切碎
备用；将新鲜鸡蛋打到面粉里，
加水搅拌均匀；将切碎的花椒芽
均匀地撒在拌匀的面粉糊里，加
入适量食盐和一点点味精，和成
面团，擀至圆饼状；开小火，在锅
底刷一层豆油，将擀好的面饼放
入，并在面饼上也刷一层豆油，
然后用筷子和锅铲不停翻动，烙
至两面金黄，便可以食用了。

刚出锅的花椒芽饼，香气扑
鼻，迫不及待掰下一块，烫得左
手倒右手、右手倒左手，使劲儿
吹几口气，待饼子稍稍降温，一
口咬下去，酥、脆、鲜、香，好吃到
恨不得把舌头也吞下去。

小时候只知道花椒芽好吃，
上学后才知道它富含多种氨基
酸，蛋白质含量也不低，是一道
宜食宜药的“宝菜”。

桃红又是一年春，看到枝头
绽开的鹅黄柳绿的嫩芽，不由回
想起那些被花椒芽染香的春天，
一缕温情漫上心头。

花椒芽染香的春天

□ 德喜
小时候，我是父母放

养的“野孩子”，顽皮又贪
玩，爬墙上树，摸鱼斗草
掏鸟窝是我的拿手好戏，
因而不是刮破褂子就是
磨破裤子，总是引来母亲
的责怪。破衣服洗净晒
干后，母亲找出针线，细
心地缝补。母亲是村里
出了名的“好针线”，用不
了多长时间，就能把破洞
缝补好。

有一年的年底，母亲
让村里裁缝师傅给我做
了一身新衣服，我高兴得
合不拢嘴。母亲说：“小
方，你穿一下看合身不！”
这句话简直是天籁之音
呀！我立马干净利索地
穿上，站在母亲面前，甜
滋滋地伸伸胳膊、抬抬
腿，再转个圈儿。母亲
说：“不孬不孬，正合身，
快脱了，咱过年穿！”爱显
摆的我，一嘟小嘴：“我要
奶奶看看去。”说着一溜
烟跑了。

我掀开奶奶屋的门
帘，欢快地蹦跶过门槛，
突然觉得胸部被谁扯住
一样，随后传来“哧”的
一 声 。我 低 头 一 看 ，

“啊！惨了！”我的新衣
服被门帘上硬邦邦的钉
子挂住，撕开了一道长
长的口子。我沮丧地站
在那里，委屈巴巴地抽
泣。母亲闻声赶来，瞅
见我衣服上的破洞，没
有责怪我，只是哄我莫
要哭了，然后打量了一
下衣服说：“小事一桩，
赶明儿咱让它变个好看
的样儿！”

那天晚上，我写了一
会儿作业就去睡了。睡
醒一觉，发现昏黄的灯光
下母亲身上披着棉衣，一
手拿着衣服，一手拿着针
线，全神贯注地缝补着衣
服上的破洞。昏黄的灯
光下，她眼角的皱纹和松
弛的皮肤影影绰绰，夹杂
银丝的头发却格外显眼。
我看着看着，忽然看见她
浑身一抖，把手里的东西
一扔，然后用右手紧紧地
攥住左手的食指，斜倚在
椅背上。夜里天冷，她一
会儿哈手，一会儿跺脚，
眉头紧锁。我心里骤然

紧了一下，想过去看看她
扎伤的手，劝她去睡觉，
但我一张口，说出的却
是：“妈，我要喝水。”母亲
没有抬头，只是说：“灯亮
着呢，去吧。”喝完水，我
回转身，站在那里，盯着
母亲，希望她看我一眼，
等来的却是一句话：“冷，
快去睡，冻着了过不好
年。”她仍没有抬头。我
劝她去睡觉，她还是没有
抬头，只是打了一个哈欠
说：“快完了，一会儿睡。”
在母亲的心里，孩子过年
的新衣服比什么都重要。

早上醒来时，母亲已
经在忙活着做早饭了。
当我看到放在床头缝补
好的衣服，惊讶不已。只
见一只栩栩如生的雄鹰
展翅飞翔，自由洒脱，飞
翔的姿势迷人而矫健。
它有着锐利的眼神、强壮
的翅膀、锋利的脚爪，我
喜欢极了。看着这飞翔
的雄鹰，我的心里热乎
乎的。

过年的时候，大家看
到我衣服上的雄鹰都赞
不绝口，对母亲的手艺刮
目相看。邻居家的小女
孩羡慕不已，还故意在自
己的胸口部位弄了一个
大洞，让母亲帮她补。母
亲听了我的描述后哈哈
大笑，精心地给她缝补了
一个同款的雄鹰。过了
两天又有两个孩子的妈
妈拿来带破洞的衣服让
母亲帮着补，母亲同样会
认真细致地缝补同款的
雄鹰。其中一个孩子为
此还写了篇作文，赞扬母
亲的巧手。那一阵子，这
件事成为乡邻们津津乐
道的话题。在他们看来，
能拥有这样一件飞着雄
鹰的衣服，是一件非常幸
福的事。

母亲心地善良、乐于
助人、勤劳节俭、乐观坚
强。物资匮乏的年代里，
她教会我要向雄鹰那般
自由、勇猛、热血，勇往直
前。因此，在我遇到生活
上的难题、学习上的困境
的时候，只要看到或想起
母亲寒夜缝补的那只飞
翔的雄鹰，便觉得有一束
明亮之光温暖、照亮我前
行的路。

飞翔的雄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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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花院落溶溶月
□ 窗外风

诗里说“忽如一夜春风
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赏
过万株桃花齐齐盛放，见过
无数杏花春风里的笑颜，而
千树万树的梨花同时盛开
的情景，更是让人神往，它
们在我的意象里白衣胜雪，
暗香盈袖。

很久以前，在我们单位
南面的小山上见过一棵开
花的梨树。那时刚参加工
作，对未来、对生活满是幻
想和希望。一个周日的午
后，跟同事去南边的小山
玩，正是晚春，大片大片的
桃花红过了，粉白粉白的杏
花也开败了，似乎再没有什
么盛大的花事。蒲公英在
路边开着铜钱大的金黄色
的小花，浅浅地伏在地上，
像钉在大地上的纽扣。

我们东瞧瞧西逛逛，到
处是逼人眼的绿，低头看看
手里的相机，彼此对视一
眼，都有些失望。我们是出
来同春天的花拍照的，没有
了花儿，就没了拍照的心
情。正走着，前面的同事一
下子站住，她伸手指着左前
方，说：“快看，梨花！”我忙
跟过去，果然，土坡上一树
梨花正灿灿盛开，雪白雪白
的梨花开了满满一树，在春
天的一片绿中像一个白衣
仙子。我俩“啊”的一声向
梨树扑过去。满满一树的
梨花呀，落了雪一般，小花
瓣颤颤的，小蜜蜂“嗡嗡”唱
着在花朵上起起落落，好一
个“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
飞时花满城”。以梨花为
伴，我们拍了无数张照片，
每一张都笑得那么灿烂。
春天的好时光，我们都正年
轻，在山坡上大声喊大声
笑，那是怎样“一笑未了千

觞空”的豪气，任怎样也浇
不灭对理想对未来的憧憬。
杜牧诗里说：“砌下梨花一
堆雪，明年谁此凭阑干。”而
今想起，也只是微微一笑，
任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样
溜走。

那天我穿了一件白衣
服，梨花也白，小蜜蜂有些
分辨不清，飞着飞着就撞到
我身上来。

“红袖织绫夸柿蒂，青
旗沽酒趁梨花。”那样的时
刻，确实需要喝一杯，对着
梨花，对着春色，对着大好
的青春年华。

多年后，在一户人家的
院落里看到一棵花开得刚
刚好的梨树。那天刚巧从
院子外的路上走，路上人来
人往，院落却很安静，矮矮
的墙把院子同尘世隔开，一
转头，看到院子里的一树雪
白。我是个看到花儿就挪
不动脚步的人。院子很深，
一层层的绿向后扩展，那株
梨树站在最前面，是大合唱
时的白衣领唱。“梨花院落
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
说的就是这棵梨树、这样的
院子、那轮照了千古的明
月、柳絮纷飞的池塘和淡淡
拂过脸颊的风。

许是白色的花，容易让
人伤感，白居易的诗里说：

“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
枝春带雨。”林黛玉也在《咏
海棠》里说：“偷来梨蕊三分
白，借得梅花一缕魂。”漫天
的雪白总是幽寂，总比不过
漫天的红来得热烈。

梨花还是一种较小的
酒杯的名字。陆元光《回仙
录》中写到，回公曰：“饮器
中，惟钟鼎为大，屈巵、螺杯
次之，而梨花、蕉叶最小。”
雪白的梨花那样大小的酒

杯，盛了浓烈的酒，手一举，一饮而尽，确实
有梨花的清幽韵味。

而今在某地的万亩梨园里，千树万树
雪白的梨花正在盛放，是漫天的雪花落到
梨树上，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白。蜜蜂循着
香气而来，“嗡嗡嗡”飞过来飞过去。阳光
正好，微风不燥，一幅春和景明的图画。梨
园主人在给梨树浇过水以后，心满意足地
站在梨树旁，手搭凉棚看向远方，那脸上有
向往、有满足。同梨园主人闲聊，主人说，
去年梨子长得好，村里的合作社帮扶着往
外卖，卖了个好价钱；如今梨花开得如此繁
盛，必定会迎来大丰收。这日子，想想就觉
得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