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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槐花有洋槐花、国槐花、香花槐花。
国槐是古代三公宰辅之位的象征，也常被

看作科举考试吉祥的征兆，又兼具迁民寄托
怀祖之情、平安与祥瑞的寓意；香花槐原产地
为西班牙，花为红色，浓郁芬芳，但不可食用；
洋槐又称刺槐，约在每年四到六月开花，花香
淡雅，味道香甜爽口，是春夏之交不可多得的
好食材。

苏轼在《松花歌》中曾提到：“一斤松花不可
少，八两蒲黄切莫炒。槐花杏花各五钱，两斤白
蜜一起捣”。他将槐花与其他食材一起捣成糕
点，软糯可口。槐花在其中虽为辅料，却让点心
的口感层次更为丰富、香甜。

如今，槐花泡茶、槐花饺子、槐花粥也都是
洋槐花的常见吃法。吃“花”，这个词多少带一
丝浪漫，而摘洋槐花的过程本该叫作“采”花，因
洋槐花小，又往往是一串一串挂在树上，不方便

直接采摘，需借助竹竿、木棍等工具将其打落，
于是就称为“打”洋槐花。

五月初，洋槐花开得最美。槐树上像是挂
着一串串雪白的小铃铛，这铃铛从叶片间垂下，
紧紧挤在一起，闪着银光，清风徐来，香气飘
拂。这是吃洋槐花最好的时节。山间一般多
为人工种植的槐花，虽也有野生洋槐花，但少
得可怜。野洋槐花因未打过农药，全凭自然生
长，极为珍贵，在未完全开放前就被人“打”光
了。洋槐花间，也常能看到蜜蜂们在来来回回
忙着采蜜，飞来飞去，不知疲惫。洋槐花蜜色
泽淡黄澄亮，甜润爽口，又能润喉止咳，自然深
受食客喜爱。

每年洋槐花一开，菜农就早早拿着竹竿
“打”洋槐花来卖。菜农将槐花松松散散地压
在竹笼中，坐在街边不时喊着：“野洋槐花来了，
野洋槐花来了。”其实人们也识别不出是否真的

是野洋槐花。但槐花总是清香可口的，不一会
儿，就有许多人围上来，给上菜农两三块钱，他
便用袋子装一包槐花递给对方。

小时候，我家也常吃洋槐花，但不去市场
买。总是我和父亲起个大早，趁着天色微亮，洋
槐花上还沾着几颗露珠时，去山里采上几把，
这是难得的乐趣。父亲个子高，把我架在他的
肩上，粗壮的双臂往上一托，牢牢抓住我的双
腿，站在树旁，身子往前一探，我伸出手就能捋
一把低处的槐花下来。我把摘下的洋槐花装进
带来的布袋中，有时候贪嘴，来不及回去，就把
槐花放进嘴里嚼着吃，汁水在味蕾上炸开，是一
股特有的清甜。

除了生嚼，洋槐花也可以和黄瓜、木耳一起
凉拌。我母亲做的凉拌槐花是一绝。她先将槐
花去叶，用清水淘洗两三遍，又放进开水中焯
十来秒钟，再过凉水冷却，这是为了让槐花断

生却又能保持口感。此时将槐花放至碗内，黄
瓜切细丝，捞出提前泡好的木耳堆在上面，加
一勺生抽、耗油、陈醋、蒜汁，撒上半勺白糖或
者随意根据口味再佐以小米辣，将调汁拌匀、
淋入。这样既能使黄瓜香脆、木耳柔嫩，却又
不掩槐花香气，搭配得恰到好处。

陕西还有种做法叫“槐花麦饭”，旧时是为
了度荒，现在则成了春去夏至时的一道美食。
先把槐花洗净沥干，与面粉或杂粮粉拌匀，上
笼蒸 20分钟左右，再撒上盐、蒜泥、香醋，泼上
滚烫的辣油，一碗槐花麦饭就做好了。因是一
道时令主食，我家一年也只能吃上一两次。每
每遇到，我顾不得烫，狼吞虎咽，作为主厨的母
亲，更是掩盖不住眼角的得意之色。

过了几日，我缠着父亲又想去采些槐花来
吃时，父亲忙着工作，抽不出时间一起同去。一
场夏雨过后，山间的槐花便也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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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亲情、友情、爱情，还有一种情感让
我难以忘怀，那便是乡情。趁着小长假，我和
家人回到“丝路明珠 山水豳风”的彬州，感受
久远的乡情。

说起乡情，就会想到山水胜诗画的田园
风光，就会想到与亲人在一起聊天的亲切氛
围，乡音未改，乡情厚重。当踏上阔别已久的
故土的那一刻起，我早已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了……

老屋是我每次回老家时必须报到的地
方，它始建于 1987年，记忆中的老屋是美好
的，给了我太多的温暖，也有太多的伤感。看
到老屋灶房那破旧的油瓶罐，烧水做饭用的
老锅，记忆中爷爷、奶奶到我的父辈们拉风箱
烧火做饭的情景，好似浮现在眼前。还有老
屋中那个不知道已有多少年的老式带镜子的
高低柜、长红木箱、针线箩筐……都还留在我
的印象中。

小时候，老家的生活普遍艰苦，家里如果
有蛋糕、罐头、小零食等比较稀罕好吃的东
西，爷爷或奶奶总会藏在高低柜里，等孙子辈
的六个孩子都在家时拿出来分着吃。我吃蛋
糕时，不敢大口大口地吃，只是象征性地轻轻
咬一小口，慢慢地品尝，生怕早早吃完，看着
其他人吃又眼馋。再想起那段岁月，仍回味
无穷，美好的回忆虽然过去很多年了，可我依
旧未曾忘记。老式带镜子的高低柜，也成了
那时家里我最惦记的东西……

那时候家里经常没有电，只有油灯，到了
夜晚漆黑一片，八九点就上炕睡觉。爷爷、奶
奶、大伯一家、姑姑一家，还有我们一大家人

就这样白天黑夜、睡觉吃饭，都在一起。夏天
贴着凉席睡，冬天盖着被子躺在暖暖的火炕
上不想出来。尤其是爷爷和奶奶住的火坑屋
里最是热闹，大人和孩子满满一屋，人多、地
方小，站的、蹲的、坐的，什么姿势都有。吃个
饭端着碗还跑来跑去，门槛上、石礅上、台沿
上，都是想占的好位置。你挤挤我，我推推
你，你争我抢，叽叽喳喳，孩子们之间追逐打
闹避免不了，经常招来大人的一通训斥。

然而，上苍总是喜欢捉弄人，2015 年，
爷爷、奶奶先后去世，由于大伯、我的父亲
和姑姑常年在外工作生活，老屋无人经管，
他们遵照二老生前遗愿，忍痛割爱，把老屋
卖给了他人。没过多久，曾经的老屋已被四
层一砖到顶的门面房所替代，成了他人的宅
基地。

这次回到彬州，站在老屋原址，我沉默
良久，久久不愿离开。曾经在这里生活的景
象在我面前逐渐呈现，既有着无比熟悉和温
暖，也有着无尽心酸和感慨，老屋里的生活往
事已成了记忆。我在想，身为彬州人，老屋就
是我的根，是我的魂，更是我以后要回去的地
方……所谓“落叶归根”也许就是这个意思。

如今的老屋，从表面上看，已经不存在了，但
是在我的心中，老屋仍是一个忧伤的符号，也
是我记忆深处里的一角，老屋的味道也将随
着时代的进步历久弥新。

彬州城区的开元广场是豳风山水的一个
缩影。五月的清晨，空气清新，清风凉爽，辛
勤的环卫工把广场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
染。晨练的人特别多，有人在广场中心绕圈
走步，有人做健美操、跳广场舞，有打太极拳
的，也有的舞剑耍刀弄棒、拉二胡吹笛子唱歌
的。人们忙活着各自喜欢的活动，满脸喜气，
神采飞扬。

整个开元广场以古朴雄伟的彬塔为中
心，塔是整个广场的灵魂和心脏，很多外地
游客在塔前驻足，拍照留念。从塔前向后
绕，不到百米就是石阶，抬眼就能望见那直
通山顶的石阶，如天梯一般。只见几个年轻
人正沿“天梯”往上攀爬，我也不甘落后，顺
着“天梯”拾级而上，到了山顶处，彬州盛景
尽收眼底。先是环顾四周，然后极目远眺，只
见阵阵春风掠过山顶，那一层层被春天的画
笔涂染得深深浅浅的树木和草丛，紧紧地依
偎在我的周围。

视线再远一些，只见高楼林立的县城、泾
河大桥、下沟煤矿、渭北高塬、滨河小区等盛
景，别有一番诗意。泾河那弯曲的婀娜身姿，
在高大而又簇拥的建筑群之间显得那么瘦小
而又曲折。到达山顶胜利的喜悦之情，难以
用言语来表达，于是我拿出手机拍照，以期留
下回忆。

到了晚上，这里更是热闹非凡。晚饭
后，人们纷纷涌向广场，有带小孩玩的、有陪
老人转的、有旗袍走秀的、有唱秦腔的，还有
做直播的等等，整个广场就像赶集逛庙会一
样热闹拥挤。最漂亮的要数紫微山上那一
闪一闪的太阳能亮化灯，此时整个紫微山上
繁星点点，璀璨夺目。开元广场沸腾起来，
各种广场舞音乐、喷泉音乐、歌声和欢呼声，
所有声音交汇在一起，此起彼伏，像一首混
响的交响曲。古老质朴的彬塔，在色彩缤
纷的霓虹闪烁下显得更为宏伟壮观，愈发引
人瞩目。

彬州，这座镶嵌在关中渭北高原上的“丝
路明珠”，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福银高
速、312国道、306省道和西平铁路以及西银
高铁穿城而过，公路四通八达——这就是我
热恋的故乡，它在每一个故乡人心中都是一
个动听的故事，讲不完，也道不尽。

故乡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美味佳肴，
还有故乡的父老乡亲，这些浓浓的乡情、乡音
就这样悄悄地在我的心里扎下了根……今
后，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身在何方，无论
何时何地，无法割舍的彬州情，就是我工作和
生活勇毅前行的动力。

□刘小明

彬 州 情 未 了

轻触记忆的帘栊，任思
绪漫溯到曾经偶遇的一个
地方——太白山唐镇。

时隔一年之久，这样一
个古香古色的名字始终吸
引着我，使我感受到脑海里
留存的唐风雅韵和诗意阑
珊，让我不禁忘却了日常工
作和生活中的烦闷，独留一
份永远的清新和绮丽。

那是初秋的一个雨季，
烟雨空蒙，草色犹青。我撑
着雨伞，随一群文朋诗友走
进一所仿唐式建筑院落。

这个院落门面不大，外
观看上去并不显眼，漆黑的
门匾上，五个烫金的大字

“太白山唐镇”异常醒目。
跨过高高的木门槛，我们随
着人流走进唐镇，只见楼台
亭阁，轩榭廊舫，步移景幻，
幕幕如画。空气中混杂着
草木的清香味，丝丝缕缕的
雨，又给这雕栏玉砌的院落
带来些许神秘。越往里走，
眼前看到的一切越让人吃
惊。小桥流水，水榭繁花，
雾气袅袅中，满眼皆是青
绿。风光秀美的程度，恍若

穿越时间的阻隔，到了仙境一般。
商业街入口处，一道古朴的木门掩映在树丛中，

穿门而过，便是花街、水街、汤街。山也清，水也清，
人在路上走，云雾处处生。在以水为中心的湖区，古
朴典雅的空间氛围，演绎出唐朝园林的气韵。

一湖碧水，一池鱼儿，还有那石、那竹、那花倒映
水中，微微起皱，婀娜多姿，呈现出轻快明媚的园林
风光。无论站在哪个位置，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画，
不觉让人看花了眼，迷醉了心。人群中有人喊：“真
是皇家园林的缩影！”刹那间，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与赞许。

水溪环抱，禅意悠然，自是曲径通幽处。从游客
中心入口远眺，商业街塔楼与对岸建筑群笼罩在氤
氲雾霭中，一派恬静。建筑由复古红砖垒砌而成，跌
宕起伏的小山坡与远处的太白山争相呼应。漫步在
各具特色的景观桥和步道上，清雅的唐乐四处回荡，
茶、酒、棋、花等唐朝民俗文化的生活元素映入眼
帘。各种唐风小饰品、小雕塑各具情态，形成不同的
空间和视角转换，精致玲珑，细微处流露出尊贵与大
气，不由得让人看痴了。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一路徜徉，
一路芬芳，信步走到一所繁花围绕的院落。乍一看，
绿意弥漫，景色旖旎，好一个亲和雅致的空间氛围。
室内布置温馨怡人，色彩中加入了灰色调，恬淡温
柔、优雅高级。两室两厅或是三室两厅，户型和装修
风格都兼具现代简约风格，自由、宁静、慵懒、文艺，
让人倍感温馨。

屋后，不规则的浅色石板与深色碎石铺装，结合
高低错落的乔灌木种植，形成一条韵律自然的花园
小径。一时间，参观者们交汇如流，大家在美景中放
松的同时，纷纷感叹于装修设计的精致，带给大家不
一样的视觉冲击，营造出属于家的氛围。

高楼易见，院子难得，凡四周有墙垣围绕的便可
称为庭院。安隅一方院落，围合天地，回归内心，精
神便有了着落。这对每一位参观者而言都是诗意
的，融合了人们骨子里的庭院情结，也是现代人的居
住情结。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地生活。近年
来，旅居模式越来越受到追捧，无论是“鸟多闲暇，花
随四时”的小院生活，还是“流觞曲水，列坐其次”的
庭院社交，无一不彰显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让生活于
繁华都市的人们，心生无限向往。

有人喜欢繁华喧闹，有人喜欢自然静谧，但大多
数人都喜欢在喧闹中求静谧，在静谧中寻繁华，二者
无一离不开对美好环境的追求。

走进唐镇，雾气踏着绿叶，鸟鸣唤出灵动。一切
好似总在烟雨中，朦胧而迷离，独具神韵，自成一幅
玲珑精美的江南水墨画。“庭院深深深几许”“山重水
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小桥流水，粉墙黛瓦、
曲径通幽，峰回路转”……这里将最极致的当代设计
美学呈现，让人们找出生活最本真的样子。随处有
温热的温泉水，有餐厅、咖啡店、书店之类的小商业
街，也有“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网红打卡地，
不用问当下每个人的感受，只要看看流露出的表情，
便知是入了眼、迷了心，满满皆是留恋。

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唐镇，那就是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和期许。相知诗意之境，云游新唐盛
景。走进唐镇，浸润美好，放飞心灵，那份怀旧的唐
代情缘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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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渭北平原的我，记忆中的爸爸总
是抱着一个宝石花牌的收音机，听着里面韵
味悠长的唱段，嘴里哼唱着，还时不时地打
着拍子、唱着那铿锵高昂的激情部分，很是
陶醉……

妈妈告诉我，1975年爸爸退伍后，回到了
家乡，在镇上的拖拉机站上班。收音机是爸
爸上班后第一次发工资后，纠结了很久才下
决心买的。每天下班回到家，他都要打开听
秦腔戏。而我，就是在秦腔的熏陶下成长的，
也渐渐地迷恋上了它。

那时，放学回到家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
趴在刚下班回家吃饭的爸爸的后背上听秦腔
戏。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妈妈说，我五岁
时，就能哼唱一般的秦腔曲牌，包括一些简单
的唱词。听得多了，只要演员第一句刚唱出
来，我就能报出戏名，比如《三滴血》《柜中缘》
《三回头》等等。好多经典唱段和唱词我都能
背下来。每当我跟着哼唱时，爸爸总是为我
点赞，妈妈也总是乐呵呵地夸我是“小戏精”。

镇上的戏园子要来唱戏了！消息传来，
爸爸赶紧跑去打听，回来后便激动地给妈妈
说：“咱们带上小英子去看戏吧，听说有郭明
霞等好几个戏曲名家呢！”妈妈同意了，我开
心地等待着去戏园子看大戏。

好不容易盼到了演出的日子，我和爸爸
早早在戏园子里面占上了靠前的位置，摆了
三个凳子。除过买戏票，爸爸还用平时省下
来的零钱给我买了一个糖葫芦，给妈妈买了
一小袋瓜子。不大一会儿，戏园子里的人慢
慢多了起来。听说当晚是全本戏，有开着手
扶拖拉机拉着村民来的，还有喜欢看戏的戏
迷骑着自行车跑了十几里路赶来的。开幕前
小商贩的叫卖声、村民们的谝闲传、孩子们的
追赶打闹声，好不热闹。

随着咚咚锵锵的开幕前锣鼓声的响起，
秦腔戏曲《铡美案》开始了。幕布慢慢被拉
起，演员们陆续出场了。包公铁面无私、秉
公执法，铜铡下边不留情……看到动情感人
处，戏园子里想起了阵阵喝彩声、鼓掌声，我
更是看得热血沸腾，为包公的刚正不阿大声
叫好。

每每看完一场戏，爸爸总要给我分析讲
解戏曲演绎出的道理。他说《周仁回府》讲
述的是周仁知恩图报、懂得感恩，而奉承东
贪图钱财、卖主求荣而遭到世人唾弃；《三滴
血》讲述的是善良的一家人被糊涂的县官枉
自断案后活活拆散，最后一家人几经磨难、最
终团圆等等。

日子虽然很平淡，可秦腔戏给我们家带

来了很多乐趣。
每到周末，爸爸从拖拉机站回到家时，我

就缠着他给我讲他在部队的故事。爸爸告诉
我，他们在江西九江当兵的时候（爸爸曾是一
名海军），经常会去当地村民家里就近义务干
活，帮年纪大的老人提水、洗衣服、买菜。遇
到洪涝灾害，还会第一时间开展救援，帮助当
地村民搬家到安全地带，所以当地人都很热
情地称呼他们为“兵娃子”。村民们有时还专
门包饺子，邀请他们去家里吃饭。因为爸爸
吃苦肯干，在部队屡屡受到表彰，当地的一名
老教师还把爸爸认了“干儿子”。

爸爸说老教师是一名共产党员，家里的
吃用都很简朴，时常抽空给爸爸上党课，教育
爸爸要做一名好军人、好党员。她还把省下
来的钱定期寄给大山里的贫困学校，希望能
帮助到那里的留守儿童。爸爸每次讲的故
事，就像他讲秦腔戏曲里的故事一样，都深深
地烙在了我的心里，让我很是受益。我暗暗
发誓，长大后，也一定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
能帮助别人的人。

爸爸、我和秦腔戏——这是我人生路上
一场丰盛、美好的阅历，让我一生都在回忆，
回忆那秦腔的慷慨激昂，回忆爸爸的质朴，回
忆儿时看大戏的乐趣。

□郝英

爸 爸 带 我 看 秦 腔

帝都的味道，在八百里秦川弥漫
潼关像一把锁，串上黄河链条
扼住了关中咽喉，阻挡北方的雪
南方的雨，在这块土地上行走
经常能听到十三朝帝王的叹息声
被秦川的风吹过来，吹过去

在关中，风随便翻动一块泥土
或砖瓦，都能荡起历史的回声
就像长安那些大嗓门男人
谈吐间有一股皇城霸气
当然，这一切都是关中的长安
现在，让我轻轻打开

一本线装古籍，抖落前朝灰尘和狼烟
细雨中，一顶镂花小轿，突然从
皇城西路闪出，匆匆消失在小巷尽头
轿中美人，她没有掀开帘子

风吹长安
□姜华

一针一线皆自母，
万爱千恩百般苦。
屡忆柴门刮风雪，
蓝屋热汤入肠肚。
摇手挥别作旅途，
难奉膝前悔顿足。
唯有齐身不懈倦，
插香燃烛禀亲叙。

母亲节悼思
（外一首）

□春草

七律·门源礼赞
斑斓熠熠入画屏，
褶褶冰川映雪峰。
绿毯黄花极目逝，
皇城耸立诉古风。
晨曦暮霭琼浆涌，
溢彩虹霓晚照腾。
草木葱葱波流远，
门源景丽秀殊同。

黄昏里的温暖
是喧嚣之后的宁静
如淡淡的茶香
浸润着人的心脾
停下疲惫的脚步
走进恬淡的安详

隐隐听到喃喃小语
是余晖里勾勒的浪漫
不禁想起
人约黄昏后的少女少男
谜一般的天色
心穿越时空
或回童年抑或故乡
或者那些难忘的时光

黄 昏
□张卫萍

绿

洲

李
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