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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三和集尚庄时，晨雾还没有完全散
去。稍有江南水乡建筑风格的房舍整齐划
一，沿公路的墙体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中国梦、中国传统文化、醉美三和、法制
广场、科普广场等主题墙体绘画颇有气
势。和城市的公园不同，这里的一切景观
都是原生态的，因地制宜，因陋就简。村东
边的三口池塘四周，桃花开得含蓄而寂静，
没有一点让人眼花缭乱的千姿百态，随手
轻扶花枝，桃花便纷纷扬扬飘落。水边的
垂柳则有些野性，不似寻常那样的柔媚。
村委会前的小广场，铺设了彩砖，栽植了香
樟、广玉兰，有老人牵着孩子流连其间，俨
然一幅水墨风景画。

如果说尚庄是三和集新农村建设的一
个缩影，那么位于槐墟村的古银杏树则是三
和集的一种历史文化符号。

初见这棵古银杏树还是在十几年前，我
和朋友冒雨慕名前去寻访。深冬的旷野中
它孤零零地向南倾斜着，仿佛随时可以轰然
倒地。高达20米的虬枝倔强地伸向天空，直
径一米的树干经过风雨雷电的洗礼，已是伤
痕累累。满地的金黄的叶子和泥水混在一
起，有着触目惊心的苍凉。

在槐墟村人的眼里，这棵有着700多年
历史的古树，则是从祖辈那里继承下来的遗
产，村民们常用中国人最虔诚的仪式来表达
对它的敬畏。有一年大旱，村民们要去数公
里以外的河里挑水，每个村民挑回来的两桶
水都要自发地舀上两瓢浇在古树上。那年
许多庄稼绝收，但这棵古树靠着你家一瓢
水，我家一盆水活得枝繁叶茂。槐墟村人用
这种最淳朴的举动坚守着对它的保护，因为
他们心中有一秆秤，树也有生命，它是一种
传承。

就这样，槐墟人与这棵银杏树彼此惺惺
相惜，这份情谊走过了数不尽的悠长岁月。

今天我再与它相见，树根四周已砌起石
栏，并建有画廊介绍它的由来。当地人说，
每年还有技术人员专门对树干枯洞内腐烂
的木质进行清除，并用混合药剂对树洞进行
喷淋除虫。

中国大地上有很多很多古树，它们因为
这样那样的原因消失了。我很庆幸这棵古
树生命力依旧旺盛，四面八方的游客来到槐
墟村，来到它的面前，或是回味历史，感受时
代变迁；或是会晤神灵，对自己进行一次精
神抚慰；或是在春风吹来时，听一听它喊自

己的名字。
一株古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生物化石，

更是一个地域历史、文化的见证。在我的眼
里，这棵树会在槐墟村人的守望下，世代独
立于天地之间，吐纳宇宙风云，成为三和集
发展乡村旅游的金字招牌。

当然，三和集深厚的文化底蕴还因为它
有了一个商贾云集的古渡口——大沟嘴。
它地处池河下游，浩浩荡荡的池河到了这
里，水面开阔，水势变缓，大沟嘴成了天然的
避风良港。日复一年，三和集成为远处闻名
的“小南京”。

沧海桑田，历史悄然走过数百年，大沟
嘴码头的功能日渐衰微。但码头四周的居
民却日渐增多，大沟嘴成了周边住户的排污
沟和垃圾场。特别是夏天，蚊蝇乱飞，臭气
熏天，过往居民莫不掩面而行。人们推举德
高望重的人士不断上书政府，要求治理，总
是没有下文。有钱的人家只好另寻他处居
住，更多的大沟嘴的居民困惑、迷茫，他们急
切地需要清新空气的支援与拯救。

2017年，三和集党委政府把大沟嘴环境
整治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清理陈年垃圾，
新建污水处理站，将周边住户生活污水全部

纳入站内处理。硬化路面，修建文化墙，打
造微景观游园。如今的大沟嘴，白天绿树成
荫，夜晚灯火通明，居民们茶余饭后，摆上播
放机，跳上一段广场舞，别有一番乡村情趣。

70多岁的王祝家老人，是一名土生土长
的老党员，他给我们讲三和集的红色历史。
说到最后，他反反复复说一句话：共产党好，
我还想多活几年。

临近中午，王祝家老人抱歉地和我们告
别说，中午不能陪我们吃饭，他组织了一个
同学们会，想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们看一
看大沟嘴的巨大变化。

看着老人家自信开心的笑脸，我在想：
你让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他们就掏心掏肺
地说你好，拥护你，爱戴你。

三和集，一个好听的名字，她有尚庄、练
铺、槐墟、乌云山这些诗意的珍珠，她还盛产
水果萝卜、千张、豆腐乳、梅白鱼和石膏。她
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在池河水川流不息的
滋养下，于新农村建设的潮流中自成一派盛
大气象。

在这个最好的时代，三和集古镇，她深
情、敏锐，会有一个接着一个制高点，有着无
限发展机遇的宽广空间。

好听的名字三和集
□陈世冰

●让泉诗韵让泉诗韵●

对一个真正讲究吃的人来说，不时不食，不地不食，时
令和地域对食材的影响最大。春鲜当季，营养丰富味道鲜
美，除了蛋白质多，还富含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
维，是低脂高营养的好食品，春季养生首选。

前几日去出差，事情办完，朋友叙情，带我去她家，淮
河边上的一个小村落。临近中午，朋友的母亲在地里干活
被庄邻叫了回来，惊讶又慌张，不晓得做什么来招待我是
好，朋友说随便吃一口，一会就走。老母亲在厨房、院外旋
风样奔忙，一刻工夫，端上一盘饼子，干面摊的，可劲放油，
表皮金黄，内里泛绿，朋友眼睛放光，惊呼：“柳芽饼！卷一
张递给我！”刚放叶的柳芽儿采下，开水焯去苦，和面放盐
加鸡蛋，坐锅走油，薄薄摊，咸生味，油去涩，味道好极了。
淮河边，水好，地好，柳芽也好。

去年的这个时候，在浙江安吉，三天的旅程，顿顿有
笋，不厌。原因当季当地，我们在恰当的地点遇见了最好
的竹笋：竹笋炒酸菜，开胃；竹笋煨排骨汤，脆爽；竹笋烧
五花肉，丰腴。安吉产大块头笋，野生，纤维粗，极鲜，极
素，遇见肉脂的荤腻，来不及矜持，一下子就从了，二者情
投意合。

这个时候，我湖荡纵横的家乡，螺蛳在大家小户的餐
桌上大行其道。河螺居多。故乡河里塘里螺蛳多啊，淘米
洗衣，沿青石板随手一捞就是一大把。现在也是。捞上来
的螺蛳先放在清水里，滴两滴香油，养上一夜，吐去秽物，
用剪子剪去尾巴，放上葱姜辣椒爆炒。仲春时节，潜伏到
泥土里冬眠的螺蛳，终于爬出泥土活动筋骨了。刚爬出土
的螺蛳泥腥气小，休养生息一冬，肉质肥美。更关键的是，
这时候的螺蛳还没有产子，壳里没有小螺蛳，不会一口吸
下去，满嘴小螺蛳壳，因此有“清明螺，赛肥鹅”的说法。春
韭初割，根紫叶碧，与黑中带黄的肥嫩螺肉爆炒，色泽清
新，香气撩人，端上桌就空盘。

除了河里的小螺蛳，庄外的千亩芦苇滩上，更有小孩
拳头大的田螺。小学时春游，不需要带菜的。割苇人的脚
窝塘里，多多的大田螺，芦苇窝里总能找到养鸭人漏捡的
鸭蛋，还有野鸡蛋，烧田螺，田螺炖蛋，鲜美无比。春游结
束，拾一些田螺带回家，让妈妈做田螺塞肉。邻居家有亲
戚在大上海，一次春天去做客，没什么礼物，带了一篮子大
田螺，上海亲戚稀罕得很，也会吃，将田螺生肉挑出，剁碎，
和猪肉馅搅拌，塞回螺壳中上锅蒸煮，味道香死人，这就是
田螺塞肉。家乡人一学就会。后来，芦苇滩上的大田螺成
麻袋运往大上海，这回不是走亲戚，是销售。

这个休息日，和二姐约好，回乡下老家做“碾转”（又有
地方叫捻转）吃。她嫁了个豫西人，青麦灌足浆的季节，不
吃一次“碾转”，那人思乡病就治不好。我尝过鲜也念念不
忘。二姐每年做都要把我叫上。要熟未熟的青麦割回来
几捆，用手来回搓，去掉糠壳，上锅蒸，麦粒离皮后，凉一
凉，再搓掉最后一层皮，然后上石磨，碾转成颗粒状，可以
加醋蒜凉拌，也可以和西葫芦、黄瓜小炒。因为需要青麦
仁、小石磨，更因为做“碾转”麻烦，二姐习武成功后，一年
展示一次，隆重有仪式感。《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里说：迁
徙的不只是脚步，还有食物。家乡的味道、童年的味道，是
一个人的生命密码。走到哪都不会忘。

脚步再匆匆，也不能忽略春天里大自然的馈赠，我说
的这些春鲜只是一二，那些记忆里带给我们抚慰的当季食
物，还有许多，五花八门的吃法更多。高手潜伏在民间。
邻居老两口，为吃一顿马齿苋包子，早上坐车去郊外，舟车
劳顿，辗转一天，拎回一小包马齿苋，此时离包子吃到嘴还
有一段距离，从做到吃的过程越繁复，滋味越绵长，老两口
享受的就是这个浓稠得像蜜一样的过程。

口之幸福也是生之幸福，如此浓烈，抚慰凡心，再远的
距离都消散不了。

春鲜诱人
□王树贵

看见长亭，我就想起了李叔同，想起他
创作的那首《送别》诗。长亭古道，芳草连
天，晚风拂柳，笛声寒残，还有那山外青山。
我感觉，那画里，天蓝地净，有点儿悲凉。接
着，诗的下段，就写出了这种悲凉。试想，在
天之涯，在地之角，知交虽在，心意半零落，
远去的人影半零落，思念之情，也半零落
了。今宵别离，如梦心寒，时空恍然，只有一
壶浊酒，尽情余欢。那送别里，写到的长亭，
古人就在亭里喝酒，也喝茶，也许那酒太浓
酽了，那长亭，不叫酒亭，叫茶亭。茶之清
芳，就像李叔同笔下的别梦寒意，袭人心魂，
让人久远迷恋。

那诗，是写给知友许幻园的，他是华亭
诗人，城南文社“天涯五友”之一。当时，随
着辛亥革命、军阀混战、二次革命失败等社
会大变故，许幻园家业败落，生活艰辛。那
是1914年冬天，大雪纷飞，旧上海一片凄凉
景象。许幻园决定携妻儿，去北京从政。临
走时，李叔同写下这首《送别》，送给他，以表

依依不舍之情。1927年秋天，“天涯五友”中
的四友李叔同、许幻园、袁希濂、张小楼在上
海重聚，此时五友中的蔡小香已经去世。官
运不济的许幻园，因生活所迫，之后还去了
上海大王庙当居士。而李叔同，早在 1918
年，就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剃度为僧，法号弘
一，后被世人尊称为“弘一法师”。

也许，李叔同也没有想到，那诗谱曲成
歌后，广为传唱，成为经典歌曲。歌声优美，
像陈年美酒，经久弥香，旋律委婉悲壮，音韵
怅然，荡气回肠。可以想象，一幅温馨唯美
的画卷里，一座长亭内，放着一张茶桌，惺惺
惜别的茶客，以天为歌，以地为琴，以风为
笛，用心灵抚琴而歌，吹响柳笛声声，凄婉缠
绵。李叔同，是一位大画家、佛教圣人、教育
大师，他心境高远，培养过众多名家巨子。
他的歌，让人想起天地间的一座古茶亭，还
有长者，长久伫立风中，看山河弥香，日月芳
华，时光变得如泣如诉。我想，听着这首歌，
我仿佛成了望断天涯之人，折柳而别，在夕

阳中挥手。天涯芳草，清莲苦寒，心意高
洁。让茶水，滋润天地灵气，挥洒心怀舒畅，
袅袅飘散的，是自由的芳魂。

我去过另一座古茶亭，叫“三癸亭”。相
传茶圣陆羽，在妙喜寺旁建了一座茶亭，他
请皎然法师赋诗，让好友颜真卿题字命名。
三位名人，完美合作的茶亭，被世人称之“茶
亭三绝”，成为当时湖州的胜景佳地，朝拜造
访之人，络绎不绝。皎然与陆羽情谊深厚，
可从皎然留下的寻访陆羽的茶诗中，略见一
斑：“叩关一日不见人，绕屋寒花笑相向……
独立云阳古驿边。凤翅山中思本寺……”。
茶亭、茶诗、书法相得益彰，传达了古代名人
的儒雅风范，表达了他们茶意心境，超凡脱
俗。古茶亭，屹立于山野高地，也在中国的
人文理想中，成为风景。

从一篇文章中，读到一个号称茶亭博物
馆的地方，全县大大小小各种叫得上名字
的茶亭有五百多座，一个仅三十万人的小
县，茶亭如此密集如云。在一条约三、四里

路的田垅上，竟然建有不同年代、不同风格
的茶亭六座。那儿的每个茶亭，都有自己
迥异的风格：有黄土夯筑，有砖石彻造，有
实木搭建，还有钢筋水泥筑成……有的建成
通透的亭子，有的建成小屋状的民居，还有
与圣旨钦命敕建的“节孝坊”，合二为一，建
成了茶亭。五百多座茶亭，成为当地的名
胜古迹，跨越几百年风雨沧桑，老态龙钟，
古朴苍凉，透露历史质感中的悠远记忆，让
人想起它，供人遮风挡雨，在悠悠时光里，
无数饮茶人，纷至沓来，驻足休憩，捧茶畅
饮，有人穿着厚实的草鞋，也有人长袍马
褂。他们的欢声笑语，在天地间久久传扬，
从古至今，不绝于耳。

我想，一座座茶亭，象征着一颗颗向善
之心，荡漾淳朴芬芳的乡情民风，弥漫积德
行善的心意风情，洒落乐善好施的温暖阳
光。在遍施玫瑰于乡野的美好渴望中，人性
的善良，汩汩流淌，像清风拂过茶亭，也像茶
香，飘散在历史的尘烟中。

长亭与茶香
□鲍安顺

●灵湫微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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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红梅

妈妈，我想回家了
看门前李树结出的青果
看你种的四季豆绕着竹篱攀爬
看桃叶尖上的露珠滚动
可是，又怕它滚进我的眼里
变成泪花

妈妈，我在早晨看到了一片云
它变幻着色彩、形状
我仿佛看到了我们相似的一生：
聚与散，合与分
欢喜时的轻盈，和
化成雨时的伤悲

妈妈，我不敢随意去触碰那些云
就像我不敢轻易去拥抱你
从很多年前开始
我努力生根，想长成一棵树
谁知道呀妈妈
我仍然只是你眼角滴落的泪珠
软弱敏感

妈妈啊，我多想是你种下的油菜
骄傲地开花结籽，榨成油汁回报你
妈妈，你会不会后悔
你的女儿或许只是一只折叠的纸船
随波飘摇，难以归去
即使前路未卜
即使难遇知己

妈妈，我想回家了

●清流漫谈●

●菱溪物语●

雨
过
瀑
声
喧

石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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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益君

四月的南风拂过
吹开了梧桐花
紫色的心事
迎着季节的问候
把芳香的气息
吐露给春天

或许
是因为季节多情
一夜春雨淋漓
打动了梧桐花的芳心
洒落一地
紫微微的相思

梧桐花
一只春天的小喇叭
坐在四月的枝头
把一曲美好的恋歌
吹奏给多情的晚春

梧桐花

□袁 韬

四月是田垄上的一川烟雨
在青草的嫩绿血液中悄然流淌
几只口衔泥土的燕影
剪开清晨的眸子
地平线长满油菜花的根茎
金黄在故乡的某块骨骼

一把锄头掘醒的季节里
那些大地的掌纹
随意地爬满了父亲的额头
他所砌的石阶被青苔吞噬
老家门口早已不见炊烟
只剩尚未喑哑的小溪
还有一株佝偻清瘦的老柳
似在垂钓着谁的乡愁

故乡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