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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军平

羊毛湾里盛满了春天
春分翌日，匆匆吃过早饭，我跟安

振忙、陈景民、昝小强等几位永寿本地
摄影师兴冲冲去野外采风。

驱车到了樊家河，来到乾县境内渭
河支流羊毛湾水库，它在漆水河的下
游，沟壑俨若平躺着的大葫芦，上游的
峡谷溪流潺潺缓缓，曲曲折折汇聚而
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一条莽莽
荡荡的黄土沟壑里，终于集大成，成了
锦川海。这片水域苍茫而辽阔，远看明
晃晃，实在触目惊心。

水库的两岸，傍生着樊家河和好
時河两个小村子。我们从东边入沟，
穿过樊家河村，靠近羊毛湾水库。樊
家河村紧贴山根，一个个院落紧密相
连，一座座红砖瓦房挨挨挤挤。村内
巷道长短不一、高低异样、宽窄有别，
虽说不太规整，但干干净净。我们看
见村外的苹果园里有人修剪树枝、有
人收拾篱笆、有人整理菜畦、有人喷洒
锄草剂。循着奶声奶气的说话声，我
们走进了一家果园，里面的树木早已
被仔细修剪过，一位中年男子开着小
四轮，深翻着园子里的地，女人在后面

溜着化肥。不远处，有个腼腆的小女
孩穿着花衣裳，扎着羊角小辫，坐在苹
果树杈上，旁边放着苹果，正低头聚精
会神地玩着手机。老安随即举起相
机，给小女孩拍了一张特写。

一年之计在于春。农民们已经忙
碌起来了。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窄窄
的田间小路边，车挨着车，接起了长
龙。顺着小路来到水边，钓鱼的人很
多，或蹲、或坐、或站，闷头死死地盯着
水面，眼巴巴地望着浮子，只待鱼咬钓
搅动起水波……

径直往前走，就看到了一棵棵树，
像一把把扫帚朝天站立，树干上长出嫩
绿的叶芽。同行的小强博学，给我们介
绍说这是红梅树。

极目远望，水库边上往日的垂柳全
都被拦腰淹在水里。很明显，今年的水
汛提前了。远远望过去，那些垂柳婀娜
多姿，像风华正茂的青衣妙女正对着青
镜梳妆打扮；眨眼间，又似一群仙女掩
面娇羞，襟飘带舞，翩翩欲飞。慢慢走
过去，只见她们长发袅袅，像丝缕、像琴
弦、像飞瀑、像垂帘。那刚刚绽开的叶

芽，嫩嫩的、黄黄的，像雀嘴，宛然谁的
妙手精心剪裁过。特别是那新鲜抢眼
的暖色，那生机盎然的气息，简直让人
醺醺然。开阔的坝面上，清风徐来，一
霎间眼前又是杨柳春风万千条，撩拨着
让人心里痒酥酥的。

来到龙王庙前，我忽然不由得想起
了一句俗语：“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
不识一家人。”为什么呢？因为水库里
的水的确涨得厉害，已经逼近了龙王
庙，殿下那些十二生肖的石雕，快要被
大水淹没了。走近仔细看，在台阶上面
的亭子里，正襟危坐着龙王爷，雕像破
旧，衣饰褴褛，虽说双目高瞻远瞩，护佑
着整个水库，但没有一点威严的气势。

“哇，岸边的树上拴着好几只船
呢！”同行朋友兴奋地叫着。当初，这里
山坡上到处挖着鱼鳞坑，如今遍地的杏
树已连片成林，眼前花儿正倾情绽放，
远看像一堆堆白雪，团团簇簇，仿佛给
大自然穿上了绣着白花的衬衫，真是一
幅杏白柳绿的山乡风景画！

这时，老安像个独行大侠，捷足先
登，早爬到山头上。老安和我是多年的

老朋友，为什么他的许多摄影作品，境
界总是那么深远宏阔，既让人耳目一
新，又让人震撼不已。今天，跟他们出
来采风，我算是看明白了：摄影最关键
的就是一个境界、一个胸怀、一个角度、
一个立足点的问题。只有不惜脚力，才
有可能发现新大陆；只有不辞辛苦，才
有可能领略到无限风光。如此看来，一
切真功夫都是苦功夫，艺术绝对来不得
半点虚假，这才是人生的真谛。

“快上来，这里有鹳鸟！”老安在上
面大声喊。仰头远远望去，我们隐约
看见了几只大白鹅，它们好像受到了
惊吓，正跛足惊魂不定地张望着我
们。空中有五只黑色的老鹰疾飞而
过，一位村民走过来，提醒我说：“天上
刚飞过去的，那是鱼鹰。这几年，生态
环境好了。它们繁殖得很快，每天能
吃六斤鱼呢。”

最后，我们一行爬向了高处，想亲
自体验一下登高望远的境界。不料想，
眼下麦苗青青，柳绿杏红，燕子归来，山
明水秀……原来，天上一块碧玉掉到了
黄土沟壑里，羊毛湾里盛满了春天。

□王永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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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市里的人

凡是有人
聚居的地方，
必有夜市。

最早的时候，夜市只是小小的几个
摊位。每到黄昏，一盏盏红红的小灯，
或者灯笼，在街巷里挂成一串，自成一
道风景。来了客人，油桶改造的炭炉
烧旺，火星飞溅。炒锅翻动着，炒勺和
铁锅碰触的叮当声中，香味就渐渐在

夜色里飘开。
或多或少，总有一些人闻香而来。

在简易的桌旁坐下。老板过来问清要
什么，便开始操作，或炒或烤，叮叮当当
敲起一串声响。那时用的是木炭烤炉，
羊肉串在炭火上吱吱作响，撒上调料，
青烟冒起，孜然的味道就钻入鼻孔。

夜市摊的客人，多是三五一伙，年
轻人居多。几盘菜肴，一把烤肉端上，

打开饮料或者啤酒，一杯接一杯畅饮。
这时，有划拳的，有打杠子的，喊声四
起，这是夜市最热闹的地方。

也有人是独自来的，想必是忙了一
天不想做饭，来这里对付一口。这样的
人，只要一碗简单的面，默默坐下，等饭
端上来，几口扒完就付款走人。腾出的
座位，就会有新顾客填满。

不知从哪年起，夜市经营的时间越
来越长，品种也越来越丰富，摊位经常
要摆到凌晨。竟有那么多人，半夜三更
还出来喝酒吃饭。夜是黑的，那街巷中
仅剩的一两个摊位和几盏红灯，再加上
冷风阵阵，显得有点孤寂，让人想起古
龙武侠小说里的场景。

当然，这时喝酒的，不是什么侠
客，老板也绝非深藏不露的杀手。喝
酒的人已经半醉，还在强调说自己没
醉，又要了酒不紧不慢地喝着，再要一
个烤饼，拿在手里却不吃，而是和人争
执着什么……

女人也有逛夜市的，她们要的多是
烤肉、凉皮、麻辣烫。她们翘着玉兰指，
拿住签子的一头，红唇乍开，露出白白的

牙齿，轻轻咬住肉串，一点一点地吃，显
得文雅秀气。她们喝汽水，打开一罐，
吱的一声，吸溜一下舌头。她们说话叽
叽喳喳，像是枝头停驻的一群鸟儿。

有的女人就不同了，她们像男人一
样豪放喝酒，用大碗吃饭。她们最爱的
是凉皮就肉夹馍。吃时张大了嘴，一点
不顾忌形象，一口凉皮一口肉夹馍。吃
完后，唇上就沾满了凉皮的红辣油，红艳
艳的。付钱时才是最热闹的时候，她们
你推我挤，面红耳赤，谁都想争个面子。
付过款后，又恢复了姐妹情谊，一个挽着
一个，迈着款款的淑女步子去了。

日子过得真快，几十年过去了，城
市今非昔比，但是夜市依然还在，而且
越来越红火，只是老一辈的摊主已经退
至幕后。当年的炭火炉灶已经没有了，
一色的液化气炉，没有烟火之光，香味
却是越来越浓郁。年轻的摊主们，卖的
吃食更加丰富，无所不有。即使在小小
的县城里，烤鱼、烤海鲜也都不稀罕
了。食客依然是年轻人居多。坐在明
亮的灯光下，推杯换盏，把酒言欢，吃得
酣畅淋漓，便把一切苦恼甩到脑后。

□薛雷

养 蚕
阳春三月，正是延安“远看山有

色”的时节，迎春花、丁香花都开始展
露新芽。无意之中，我看到许久未见
的桑树，想起了童年养蚕的岁月。

记忆里，养蚕是一件充满乐趣的
事情。每到万物复苏的季节，村里
的桑树开始发芽。我和小伙伴们就
开始打问购买蚕蛋的地方。东西不
贵，但卖家较少。蚕蛋一般都放在
旧报纸上卖，密密麻麻，如同芝麻一
样大小。花一两毛钱，便可以买一巴
掌大的蚕蛋。

蚕蛋买回来后，就开始寻觅孵化
的器皿。那时候，连点心都是麻纸包
装，根本没有现在随处可见的包装
盒。为了养蚕，也是下了不少功夫，
像印泥盒一样的雪花膏铁盒是养蚕最
好的工具。有一年找不到空雪花膏盒
子，干脆用压岁钱买来一盒雪花膏，
将里面雪花膏腾空，清洗并晾晒好，
专门用来做蚕宝宝的“新房”。接着，

我用一小撮棉花将参蛋裹起来，放在
铁盒中，静等蚕蛋孵化。在孵化期
间，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找桑叶。

那时候的老家，是很有诗情画意
的乡村景象。我们所在的村紧靠着
镇街道，整个村落只有两条笔直的
主干道，每家的房前屋后和院子里都
是树，远远看去，整个村子被椿树、槐
树、梧桐树等各种树木包围，可养蚕
需要的桑树很少，只有两三家人院
内有桑树。为了养蚕，我专门在竹
竿上捆绑着铁制的弯钩，用来折一
些伸出院墙外的桑树枝。有时候，
也去关系好的邻居院里，徒手爬树
去摘桑叶。

储备好了桑叶，再打开雪花膏
铁盒时，里面已经是蚂蚁般大小蚕的
天下了。一片桑叶下去，不到一分钟

就变成了光杆。在饥一顿饱一顿的养
蚕日子里，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
是观察蚕的生长情况。

随着时间推移，蚕的身体愈加肥
胖，饭量也是越来越大。约莫一个月
左右，蚕已经长成铅笔那么粗。再过
半个月时间，他们就开始“绝食”了，
对桑叶再没有胃口。几天后，蚕便开
始吐白丝，用丝将自己的身体裹起
来，直到成为蚕蛹。

过了一段时间，蚕咬破“蚕丝被”，
出来的时候已经变成了蚕蛾。蚕蛾
飞得很吃力，抖动着身体，扇动着翅
膀，却没有飞得很远。扑棱了几下
后，便在我准备好的报纸上产卵。产
完卵，蚕蛾就到了生命的尽头。

养蚕是童年的美好记忆，时至今
日，当年的场景历历在目。在网购发
达的今天，购买桑叶非常方便，养蚕
也不是什么难事，但年逾不惑之龄的
我，却无法重拾养蚕的兴趣了。

前些日子，我向老家的亲戚打听
养蚕的事情，他们说，村里的小孩已
经很多年不养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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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锦高

野 菜 香
提起好吃的，可谓多多。别说那五花八门的小吃，光是各种野菜就

够你品味再三。关中一年三季，有吃不完的野菜。乡村野外，特别是骊
山北麓的山坡地石榴园，都是滋生野菜的沃土。只要你腿脚勤快到山坡
地转转，就可以饱享野菜的芳香。

每年开春，常见的有荠菜，继而有椒芽、香椿及一些不知名的野
菜。到三四月，洋槐花、苜蓿、灰灰菜跟上来。五六七月有马齿苋，当
地俗名蚂蚱菜。到八九月，野油菜就赶上来了。野菜和野草野花一
样，随季节而生，伴寂寞而去，却把清香留在人间，也把种子埋入泥土，
待来年再次释放生命的光彩。

开春之初，来到山坡地，大片看似干枯的石榴树还在寒风中抖着，无
处不是寒冷的迹象，独有那油油勾菜冒出地面，零零散散。细一看，梗叶
绿中泛红，贴地而生，只需用小铲在旁边轻轻一挑连根撬出，然后拾起抖
净泥土，不一会儿就可以采集一小袋。拎回家，掐掉根，捡去败叶，清水淘
净，用来炒鸡蛋或调成凉菜，又或剁成馅料包饺子，不失为上好的菜肴。
还未吃到嘴里，那鲜香味儿已在周身弥漫，有如久别逢知己的感觉。

到三四月，人们的馋劲儿已瞄上香椿树。嫩红椿芽，醉染清露，还处
在朝雾的梦里就已被摘下。其吃法大致与荠菜相似，还可以晾干腌制。
头一茬香椿比鸡蛋价还贵，摘吃过几茬之后，其香味不减，但梗叶渐老，自
然不能与第一茬争宠。香椿被称为“树上的蔬菜”，更文明的说法叫“树上
经济”。还没有从香椿味道中淡出来，浓烈的槐花香已抢占我们的嗅觉。
随意在村庄田野山坡树林间走走，那浓郁的槐花香足以勾你的魂魄、你的
脚，连成群的蜜蜂也忘了回家。我虽不爱吃洋槐花麦饭，但爱看那些采槐
花的人，爱闻那具有亲切感的花香，去感受春深似海。

去年秋，我约几位驴友钻山沟，途径斜口柏家山数片石榴园，见到鲜
嫩的野油菜就顺手摘下。野油菜这儿数株，那儿几丛，让人爱不释手，很
快装满一袋子。刚转身，土沟畔那的更旺盛鲜嫩，诱惑得我们不得不停
下来继续采摘。已装满两塑料袋了，想就此歇手赶路，转到另一片果园，
大片野油菜绿得发亮，诱使我们贪欲大开，于是这儿不愿放弃，那儿也舍
不得放过，贪欲越大，负累越重。已采摘压实装满好几个大包小兜，背包
里背的、胳膊上挎的，两手提的全是野油菜，想带回去储存起来慢慢消
受，或送亲友尝鲜，分享我的采摘之乐。回家途中，经过一路颠簸秋阳暴
晒，野油菜早已蔫头蔫脑，一点也不可爱。回到家，每兜野菜都被捂得发
高烧，赶快倒出来摊开晾一晾，全已枯萎蔫软。当晚，炒了一大盘，饕餮
满腹，在冰箱存放一点，把大部分分送亲友。几天后，将冰箱内的野油菜
取出来吃，野菜味还在，但鲜香味已失，由此可知，若存贪欲心态，未必能
尝到真正的美味。

这让我想起古人。他们为啥推崇菜根香？咀嚼菜根，舌嚼天赐之物，
一则品味纯自然的东西，二则守住清心寡欲，简单勤勉之德。以野菜滋养
生命固然重要，但要守住菜根一样淡泊宁静的人生实非不易。我悟出一
些道理：非自己劳动所得的东西，未必见得珍贵；不是在饥饿或期盼中得
来的食物，未必能在心底品尝到鲜香。过去饥荒年代，人们对野菜情有独
钟，那是为了维系生命之需，如今，我们过上了好
日子，肉食不断反添腻，总想寻求天然美味，调节
一下胃口，那是食欲和情感对这方山水的依恋。

昨天，今天，明天，人们经常说起，熟
悉而亲切，有时候觉得是个轻松开心的
话题，有时候可能会有丝缕的惆怅和沉
重。这三个时间维度，人人都是面对者
和亲历者，只是各有各的过法，各有各的
滋味。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每天
二十四个小时，谁也不会多一分，谁也不
会少一秒，时间不会辜负人，不会偏心
眷顾哪一位，也不会吝啬怠慢哪一位。

昨天是印记，就像写在白纸上的黑
字，即使涂掉也有痕迹，不可磨灭，不可
改写。昨天追不回，换不来，不论有多，
有少，是喜，是忧，是悲，都是过去、过
往，只可用来回忆或者回味，如果一味
停留在昨天，活在昨天的世界里，就看
不到今天的风景。但昨天是生命中不
可或缺的，可以给人念想，一个个、一串

串、一簇簇、一幅幅的记忆，时常使人思
绪绵长、浮想翩翩，犹如春天的杨柳花
絮，洋洋洒洒随风飘落，到处都有它的
身影和踪迹；宛若天边的云彩，千姿百
态、色彩斑斓；又仿佛静谧的夜晚，月色
皎洁、星罗棋布，映照现实。用心的人
在体悟昨天，哪些做得好，应该坚持；
哪些做得不如意，应该改进；哪些不该
做，今后要摒弃。今天的一切，都与昨
天有关，因果关联，世事相连。无木不
成林，无花不成果，无水不成河，无节
不成章。

今天是答卷，就像考生参加考试，
有的人盼望考试，从容不迫，挥洒自如，
实现价值；有的人担心考试，心中无数，
煎熬度过；有的人满不在乎，敷衍了事，
得过且过。人生有必答题和附加题，必

答题是必须面对的，做与不做不同，做
好与做不好不同。得分高与低自己最
清楚，明天都可得到验证，真可谓：功夫
在当下，成就在明天。一般来说，附加
题都有难度，对自我都是挑战，给自己
设置附加题的，都是对工作和生活有愿
景的人，把今天抓得紧紧的，生怕时间
从指缝中悄然溜走，始终与时间赛跑，
与困难斗争，过得充实、真实、丰实。一
勤天下无难事，一懒世间万事休。人
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不同的努力，
不同的色彩。

明天是憧憬，就像画卷美景，让人
眼前锃亮。心里有盼头，就会发现自
己需要做的还有许多，从而时刻保持
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对工作和生活
负责的人，做事往往有计划、有准备，

但明天也会有未知，有未知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去正确面对和积极应对，
有的时候以不变可应万变，有的时候
以变应变，方可改变。

“我拿青春赌明天”。明天不是赌
出来的，是奋斗出来的，奋斗的青春最
美丽，奋斗的明天更灿烂。等待明天
与期待明天，因心态不同，结果大相径
庭，心态决定状态，状态决定事态。等
待是观望、被动的，期待是盼望、主动
的，主动作为，才能心想事成、梦想成
真，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心中拥有明
天，抬头远眺，风光无限好。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奋斗和成
功永远在路上。脚踏人间正道，何惧
世事沧桑。品味人生，生命如花，爱拼
会赢，让努力成为最美的绽放！

不知从何时起，越来
越不争气地发现一个事
实：喜欢美满。

老家过红白喜事，待客都要上酒。记得小时候跟
着大人坐席，劳客端一小酒壶，一桌往往只放一个小
白粗瓷酒盅，按老幼尊卑，一个一个轮敬，你喝完他
又接着端上，“吱溜”一抿，热辣辣下肚，全不嫌前面
人在杯沿上留下的油星儿。那时乡亲们都贫寒，酒
更稀罕，逢年过节才好不容易喝几盅，还不抓住机会
痛饮几杯。

村里人喝的多是便宜的散酒，一到冬天寒气逼
人，大壶装的散酒在炉子上温一会，再灌到小酒器里
轮流给大伙敬上，冷清的气氛立马就热闹起来。那时
我就觉得，酒是个好东西，再不起眼的地方一喝酒，就
有了火旺的人气。

有一年，听说大舅要从省城西安回老家过年，家
里早早请把式杀了猪，留好大舅回时带的精肉，再分
头给左邻右舍送点心意。我们娃娃伙拿着各家的猪
尿泡吹胀了满村子疯玩，欢天喜地地吆喝着“过年
啦、过年啦”！父亲平日爱抽烟喝酒，但抽的基本都
是八分钱一包的羊群烟，喝的也是不知名字的散
酒。但大舅回来就不一样了，他拿出平日里舍不得
喝的瓶装西凤酒招待。记得那是长脖子西凤，几块
钱一瓶就算很好了。母亲劳累半晌却一脸的欢喜，
满门心思做一顿丰盛的饭菜，等把灶上收拾得差不
多了，七碟子八碗才满当当地放在大红木盘子上，从
厨房端上来放在炕中间，一家人围坐炕头有说有笑、
兴高采烈。父亲跟舅舅把酒言欢、叙说家常，我和弟
弟则见缝插针，趁机叨几口平日里稀罕的大肉片。
可姐姐就没这个福气了，她要在厨房和大房之间来
回跑动，端饭撤碗打下手。

席间大舅讲了好多城里人的生活细节，我第一次
听说马桶这个词儿，觉得城里人在楼房里既能做饭
还能上厕所，不可思议！而且他一个男人家的，下班
还要给老婆做饭，真是没出息！何况大舅还在省政
府上班，事干那么大了还要给媳妇做饭，实在是想不
明白！秦岭山里的农村人大都这样认为，女人做饭看娃天经地义，男人
操心这些不上台面的事情是会被人耻笑的。结果大舅糊弄我喝了几杯
白酒，我很快就觉得脸烧头昏，竟晕晕乎乎跑到后院的猪圈里，险些醉倒
在猪屎坑……

从那时起，我就感觉酒才是大团圆的标配。大家团聚不喝几杯总觉
不美气不过瘾，尤其是过年过节，难得一家人欢聚一堂，天南海北地说东
道西，每人手端酒盅碰杯欢庆，真是其乐融融，那叫一个亲哟！所以我犹
怀念父母健在时，兄弟姐妹欢欢喜喜过大年的场景，窗外雪花纷飞，哪怕
是大雪封山，但屋里烙炕炭火盆、热饭就辣酒，说不尽的幸福美满。

也便联想起了看戏。小时候老家最热闹的莫过于唱大戏了。锣鼓家
什一响，心就跟着飞扬。父亲痴迷秦腔，只要听说哪个村子唱大戏，也不
嫌路远，拉个架子车装着我们姐弟就去撵场。他腿脚不太灵便，常常回到
家已是三更半夜了，第二天我们都睡得半天叫不灵醒。

至今还记得《下河东》《三滴血》《周仁回府》这些秦腔经典唱段，一出
出大戏让人过目难忘。譬如《三滴血》里李遇春、李晚春兄妹俩在书房里
读书的情节，看得我竟也心生暧昧，隐隐乎乎懂了点儿女之情。看得多了
也渐渐发现一个规律：大戏结尾几乎都如出一辙，那就是到最后收场之
际，舞台上唢呐齐鸣、祥乐欢畅，要么是男主人公金榜题名、沉冤昭雪，结
局美满如愿；要么就是女主人公凤冠霞帔、喜结良缘，最终花好月圆。之
前的爱恨情仇、百般坎坷都各有因果，好人历经磨难终得龙凤呈祥、美满
团圆。这样的大团圆模式让人心生美好。这或许就是大秦之腔经久不衰
的原因吧。往大里说，这种传统审美心理，不就是中华民族渴望美满、祈
求幸福的美好夙愿。

所以，在我心底，一直都存留着这样一种理念，好事就得好酒伴，好人
就有好报还——“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站在这片被古老《诗经》一再颂扬
的皇天后土之上，凤鸣岐山、萧史弄玉的美丽传说，不仅酿出了西凤酒、臊
子面等这样盈溢着人文情怀的美酒佳肴，更酿造了《周易》《周礼》《诗经》
等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醴泉！

没有太多理由，我就喜欢这样的人间团圆、万事美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