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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铄城

阳春布泽，又是野菜茂盛的季
节。若遇一两场小雨，就如雨后春笋，
在松软的大地上破土而出。对喜欢吃
野菜的人来说，迎来一段可以大饱口
福的日子。野菜之鲜，野菜之美，野菜
之嫩，宛如一股涓涓细流，流过我们的
味蕾，成为舌尖上永恒的记忆。

我们 70后对于野菜有着深深的
记忆。过往酸甜苦辣的时光，犹如蒲
公英、马齿苋、荠菜、苜蓿、苦菜等各种
野菜叶子尖上缀着的那一滴晶莹剔透
的露珠。时常在脑海深处，闪现着璀
璨光芒。

野菜之美，首在其野。生于田间
地头、野坡野岭。再贫瘠、荒芜的角
落，只要有阳光、雨水和风，就伙同遍
地的野草肆意生长。无需像庄稼一样
要人照料，也无需施肥打药，也不惧狂
风暴雨和虫害。就默默生长，无人问
津也要舒展开绿色的叶子，于荒芜中
开出惊艳的花朵。若有人采摘，就心

甘情愿奉献出独有的美味。
野菜之所以受到大家的欢迎和喜

爱，不外乎野菜重要的一点：野！野菜
野起来，就各美其美，各野其野。野，
是一种特性，即是生命自由的生长状
态。因为野，没有受到更多人类活动
的干扰，没有经受更多的化肥、农药、
污染等影响。野菜因而更干净、纯粹，
食用也更放心。

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都像这野
菜一样，在大人眼中都是野孩子。父
母长辈常年忙于生计，每家孩子也
多，想顾也顾不过来，索性就放任生
长。整天满街跑，村里跑够了就往野
地里跑，野地跑够了就往邻村跑。抓
鸟逮鱼，上房爬树掏鸟窝。有时不小
心，也难免遇到磕碰，弄得身上青一
块、紫一块。

记得有一次，和几个小伙伴钻进
苹果园里，偷了几个苹果，被园子里的
狗追着跑。口袋里的苹果边跑边掉，

逃出来若手里还攥着一个，那就算胜
利了。虽说我们这一代人会缺少点父
母的照料，却也在土地上，像野菜一
样疯长起来。野，有点放纵的意思，却
也是真正自由的一种。自由，让我们
有了更多任意发挥的脾性。面对各种
情况，都能有勇气去面对，如此想来，
野也有野的好处。

小的时候，在农村尽管生活条件
算不上好，但也基本不为吃而发愁。
每家都有自己的小菜地，也都养着鸡
鸭鹅等。我们馋了，也会动用自己的
小聪明，想办法打打牙祭。河里抓鱼
虾，坡地里逮蚂蚱，从树林子里找蘑
菇，都能满足我们好吃的胃口。有时
实在找不到吃的，五月里有槐树，就
够点槐花吃，弄多了就带回家，让父
母放点面糊烙个饼子。还有榆钱儿，
想必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和记忆，
用手握着榆树枝子，轻轻一捋，直接
塞进嘴里，那带着淡淡甘甜的味道至

今也难忘。
像蒲公英、马齿苋、荠菜、苦菜、地

瓜叶等这些常见的野菜，小时候大人
也常常弄回家。苦菜可凉拌，蒲公英、
马齿苋、荠菜可包大包子，也可凉拌，
或是掺进玉米面里蒸窝头……总之，
那时候我们只顾着吃，吃饱了不饿，也
不去想这些野菜有什么药用价值。随
着年龄增加，听老人们说得多了，知道
得多了，也会想方设法弄些野菜来
吃。只是如今，城市里野菜少见，很多
周边地里的野菜也不清楚打没打药，
不敢乱挖。若是在市场上看到有卖
的，就会买些回来尝尝鲜。

春天来了，各种野菜又在田间地
头疯长。我想，该带着七岁的儿子，回
老家去看看、挖挖野菜，尝尝各种野菜
的味道，也认识一下这些野菜的样
子。让儿子在故乡的土地上，像当年
的自己，尽情去跑；像这些地里的野
菜，尽情去疯长。

野菜记忆

每当看到禹门口
□李康美

大禹治水的故事，我是从课本上
知道的。现在想起来，也只是记住
了一句话：“为了治水，大禹竟然三
过家门而不入！”那是小学的课文，
教育的目的非常纯粹。作为我，除
了留下难以忘怀的感动之外，再不
会有什么深入的思考。

二十多年前，我才突然发现大禹
的足迹也曾踏进了渭南的土地，韩城
境内的禹门口，就是经久不衰的证明。

可能谁也说不清，大禹的步履经
过了多少地方。由他策划改造过的
河流，也无从查考究竟有多少条。关
于大禹，所有的史书和史料上，都是
仅仅以传说简略地记叙着，但是民间
的传说有时候更可靠更真实，何况对
某个地域的命名，本来就是永不磨灭
的丰碑。禹门口的来历，也应该是一
代接着一代的念叨，继而就越过了数
千年的时空，让后人永远记住，那是
大禹打开的黄河之门。

黄河自西而来，向东奔走，突然
又穿越了地形复杂的黄土高原，曲里

拐弯地向南咆哮，那是一条漫长的秦
晋大峡谷。然后才向东再向东，步入
了“大河向东流”的既定前程。已经
很难说清大禹对黄河的改造有多少
段落，只是觉得，禹门口实在是令人
震撼的杰作！高高耸立的两座山头，
黄河好像是受过了长久的委屈，终于
看见了关中平原，从一扇大门似的山
缝中呼啸而出。当然，那样的两座山
头绝对与众不同，面河的山壁犹如刀
劈斧剁似的直立着，没有树木、没有
绿草。传说中，那就是大禹挥起开山
斧，为黄河打开了疏导的通道。

传说把大禹变成了神话，神话很
容易又淹没了古人的苦难。

后来，我又多次去过禹门口，渐
渐的，那种油然而生的崇敬感，就是
对整个古人的礼赞了。那时候没有
炸药、没有电钻，别说这一个禹门口，
所有的河道也都是人工开凿而成。
如果说大禹留存着巨大的功绩，他也
只是个规划和指挥的总负责。其实
干活的肯定还是劳苦大众，但是众多

的劳苦大众，无不是像黄河一样，变
成了海洋中的一滴水。

久而久之，我就想离开渭南，离开
禹门口，在诸多文字的史料中，寻找大
禹生命中真实的平凡。有一天，我突
然发现，笼罩在大禹头顶的光环下，原
来也时常睁大着不安的眼睛，甚至说
不知流下过多少泪水。这个伟人的道
路，是踩着父亲的血迹走来的。

考古资料表明，大禹出生在古帝
王尧的时代，尧终生最大的忧患就是
洪水泛滥、江河横溢。他不得不四处
寻觅治水的良才，后来就看中了河南
登封人士鲧，鲧治水九年，收效甚微，
尧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人世，鲧劳
累了九年也没有得到半点奖励。舜
继承了尧位，水患同样是他头疼的事
情，他一怒之下便把鲧杀死，子代父
过，舜竟然命令鲧的儿子禹继承了父
业。以此看来，大禹这样的历史伟
人、治水英雄，实际上是不得已而为
之，头顶时常高悬着砍头的利剑。

血的教训使大禹渐渐变得聪明

起来，最后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导
小水入于川，导川水至于海。后人都
知道大禹治水非常勤恳，但是却很少
联想到他也是绝不敢再步入父亲的
后尘。他的绞尽脑汁、他的不停奔
波，除了已经有着尽快救民众出水患
的远大抱负之外，在另一方面，也是
对自己生命的担心。后人说大禹为
了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实际上
说大禹“三过家门而不敢入”可能更
确切一些。

命运逼着大禹只能前进，不能退
缩。父亲被杀的阴影总是伴随着大
禹的脚步。哪怕在家里停留片刻，也
许又会成为他的罪过。好在大禹的
功高盖主了，在舜年迈之后，又主动
把帝王的大位禅让给了大禹。

禹门口仍将千年百年地屹立在
那里，我们在追忆大禹的时候，也不
能忘记众多的开凿河道的双手！而
在那些双手之中，也应该有着韩城
人，或者扩而大之说，是我们渭南人
的先祖！

□张立

春，还在梅芯里缱绻

白雪已点开了她的笑颜

在料峭的寒风里

她悄悄把春意洒向人间

春，还在溪头枯草丛打鼾

萌萌的绿色已钻出地面

草色遥看近却无

梦中的新绿已把天涯铺染

春，还在鹅黄的柳苞里盘桓

春雨已浸湿她的衣衫

二月春风似剪刀

春的脚步清清浅浅 娉娉婷婷

春，已在桃杏花蕾里爆绽

阡陌上已是红霓点点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潇潇春雨里诗意盎然

田野里油菜花金黄一片

洁白的玉兰已在风中媚颜

风筝在蓝天上高高飞旋

燕子声声里春光无限……

疫情的烦恼暂放一边

且把筋骨使劲舒展

春天是放飞理想的时光

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明天

早 春

□陈晨

春来了，你看

满空的烟火阑珊

红红的灯笼，红透了天空

红透了心，红透了眼睛

草木抓紧土壤

紧紧拥抱，让心中的火热

再次点燃，那一页书香

落尽梅花朵朵

春是一只候鸟

掠过残冬的树梢，青青的柳条

蕴藏着一个春天的开始

春是上帝的使者

怀揣梦想

春来了，你看

小鸟在枝头歌唱

阳光暖暖地挪过来

一群孩子，擎起风筝

把梦想放飞蓝天……

春 来 了

□李传英

幸好，约定的一切还守着原来的规矩

还在方寸之内谈来去

裁定高低

谈论桃花尚早，还要经过一轮再一轮风声

漏下单薄的阳光

蹲在枝头等待一声令下的惊雷

在小区安家的布谷鸟

每天都巡行在自己的领地

展翅或者高歌

似乎没有另外一只鸟儿领会它的真意

第一朵玉兰花跟随它展开艳丽的翅膀

风的味道有了些许甜蜜

所有经过的人都抬起头

凝望春天带来的消息

春 暖 花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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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入夜
□紫薰

隔着窗，我被对岸的烟花吸引。
明亮的火花流星般划过天幕，清

脆的燃放声响彻夜空。红的、黄的、绿
的、蓝的，一朵朵腾空绽放，惊艳黑暗，
绚丽夺目，五彩纷呈。

烟花一朵一朵从下往上涌出，间隔
的时间非常有序，两秒一朵，有时升空
的声音响一点，铆足了劲儿；有时轻一
点，睡意朦胧，花朵的大小随之变化，但
花朵中央的金色明珠始终绚亮饱满，傲
然闪耀。我确信那是烟花中的“流星彩
弹”，也叫“夜明珠”。长长的一卷纸管，
可以握在手中，也可以架在堆起的石墩
上，朝天燃放。它是过年烟花中最常见
的一种，往往被临时的爆竹销售点放在
出售烟花的最上面。

“一、二、三……”我跟着升空的烟
花心里默默计数，会不会是十八发？
我记得自己第一次放烟花，握在手里
的“流星彩弹”是十八发。那时我听

父亲说“流星彩弹”有二十四发的、三
十六发的，发数越多价格越贵。那个
年代，买米要凭粮票，买布要用布票，
猪肉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小
年夜，父亲推着自行车去镇上采办年
货，回来时，网线袋里装满了芝麻糖、
西瓜子……还给我带回两支一尺多
长的烟花。

长长的圆纸管握在手里像《大闹
天宫》中的金箍棒。我模仿着动画片
里的镜头，将它举在手里挥舞。父亲
说：“这可使不得，里面装的是十八颗
明珠，待会要放到天上去。”这让我想
起电视剧《狄仁杰》里的明珠案，亮晶

晶的珠子被串在算盘上，巧妙躲过探
访者的搜寻。现在贺岁的烟花如法
炮制，将一颗颗“明珠”藏进一支纸
管，裹上花花绿绿的外衣，迷惑购买
者的鉴定。是否真有十八颗？只有
放了才知道，沾了明珠的美名，我顿
感自己身价百倍。

我小心翼翼地将两支纸管端详一
遍，一支是“流星彩弹”，一支是“夜明
珠”。我问父亲两支有什么区别，父亲
笑笑说：“都是十八发的。”我心里估摸
着“夜明珠”矜贵，将两支烟火放在手中
掂了掂，然后放下了“夜明珠”，拿了“流
星彩弹”。吃完晚饭，我取了一个板凳，

毕恭毕敬地坐在家门口，等待父亲收拾
完碗筷，陪我放烟花。

彩弹喷出的时候，我能感受到纸
管强烈的震动。每震一下，父亲的手
就紧一紧，他知道我在害怕，强烈的推
力冲击着火药，每一次升空，响声哗
然，惊天动地。我兴奋地大叫，高声数
数。父亲也在笑，他连声称赞着烟花，
火药够劲，照亮了整个夜空。他和着
我的叫声一起伴着我数数，只不过，他
数的是我的年岁。

一年年地数着，现在，我数到了他
的年岁。可惜，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数
数声。我看着对岸的烟花，数着别人
的幸福，走进童年的记忆。我已忘了
爆竹销售点的方向，我站在新落成的
小区里，四周是钢筋水泥的保护，满
目尽是霓虹繁华，唯有高高的夜空保
持着恒久的纯粹与深远，它在等我，
也在等烟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