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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春雨换一套春装，万般春情都在花
花绿绿中。

在摇曳的绿柳映衬下，大大小小的榆树也
催生了一串串象征吉祥的榆钱。榆钱以自己
独有的温润柔和的姿态，给春色涂上一层浪漫
和温馨的氛围。榆钱的魅力由此张扬开来，街
市上有了吆喝卖榆钱的声音，这声音远远长
长，带来了撸一串串榆钱的温柔日子，撸入篮
中的除了榆钱，还有一堆堆我童年的回忆。

在那物资匮乏的岁月里，乡间的榆树就
是春荒时节的救命树。家前院后都有榆树的
身影，每当春风拂过，焕发青春的榆树一夜间
冒出嫩芽，随后几天一变，一串串榆钱就挂满
了榆树的枝枝桠桠。

春荒是要熬过去的，青黄不接的季节，每

家每户都想方设法寻吃的，撸榆钱是每家必
须做的。我也随着大人们，提着竹篮奔走在
田间地头，绝不放过一棵榆树，哪怕有一串榆
钱也要撸下。每当看见一棵状如一把透明雨
伞的榆树时，一阵阵惊喜难以言表。那些花
花搭搭的嫩叶和白生生的榆钱诱惑了多少人
的眼球。于是，先到的，后来的，一窝蜂围着
那棵榆树开始了撸榆钱大战。用钩子钩的，
用竹竿打的，爬上树的，大呼小叫。看着那些
馋人的榆钱，饥饿的人群中，等不及撸下回去
蒸熟了，拽着榆树枝，撸下一把就塞入嘴里，
满手沾绿，嚼一口满嘴生津。那时的我也和
大人一样对榆钱充满敬畏，也吃过生榆钱。
多数的榆钱被撸回去供一家人熬成菜粥维持
生命，哪里有美味作料添加其中呢！

听父母说过，我们村里在1960年前后几
年里，榆树钱、榆树叶、榆树皮都被村里人吃
光了。因“榆钱”与“余钱”谐音，每当榆钱飘
零的季节，我的亲人们都在祈祷着：榆钱啊榆
钱，何时有“榆钱”填饱肚子呀！何时有“余
钱”呀！那时，乡亲们视榆树为吉祥富贵的活
命树。

后来真的有余钱了，父老乡亲们的日子
都过好了，而榆树仍然活跃在乡村的各个角
落。到了榆钱上市的季节，农家的餐桌上，都
市里的大酒店，榆钱成了昂贵的味美佳肴，无
论是蒸着吃，还是做菜馅，都是久吃不厌。今
人对榆钱难以忘记，古人对榆钱也是赞美有
加。有诸如“水绕陂田竹绕篱，榆钱落尽槿花
稀”，“弄风柳絮疑成雪，榆钱元不济贫家”，

“南枝北枝春事休，榆钱可穿柳带柔”。由此
看来，柔嫩的榆钱是值得古今文人骚客歌颂
的。在山花烂漫的季节，榆树把自己青翠的
身姿和淡淡的香甜挂在枝头一展风采。

现在的榆钱，被好日子打造成了高贵的
身份，登上了大雅之堂。串串榆钱生得别致，
拧着劲儿打着旋儿，像小鸟在天上翻飞，像飞
机滑翔在天。被撸下的一串串榆钱如白花花
的钱串子一样，偶尔落地一片，也是一处风
景。直到金秋岁月，榆树走完了一个生命轮
回，精巧的榆钱落下了帷幕，那些秋景里仍然
不失有榆树的一个角色。

春天的榆钱唤来了人们对往事的回忆，
榆钱啊榆钱，常常被念叨着，使得今天的美好
生活里时不时泛起一股小小浪花来。

榆钱啊榆钱
□成祖耀

汪曾祺先生曾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年轻
时，就很会美食；年老了，写文章多次写到云
南，尤其是昆明。我也喜欢汪先生的文字，自
然看他许多让人垂涎的篇章。对云南过桥米
线的印象深刻，不仅是在各地似乎都能见到

“正宗”的招牌，主要还是因为汪先生的文字，
浸入馋筋深矣。

最近，偷闲又去了一趟彩云之南。
滇池让人觉得有点那个了。十年前那

趟，是在春节后，站在海埂上，你只要将面包
块举起来，就会有红嘴鸥凌空掠食，跟你配合
得美好如画。这一次，一是到了迁徙的时日，
鸥鸟不等无缘人，二是滇池的旅游商业手段，
在我看来太过急躁，好端端的岸边码头，设了
许多餐厅、饮品店、收费拍照的摊位，愣是把
水上的睡美人山的最佳拍摄点给遮挡了，让
人略感不快。

好在昆明让人生出快意的地方还有。
这就寻到了汪先生写的过桥米线。不

过，不是“文林街”的，不是“荩忠寺坡”的，也
不是“青云街”、“正义路”和“护国路”的，是宝
海路的。当然，这是两个时代的地名，放在一
起比对，多少有点关公战秦琼的意思。虽然
时过境迁了，路名不对，但昆明的名小吃，形
和神毕竟还是在的。我去的这一家，是昆明
唯一的“百年老店”。坐在厅堂里，就想，按照

时间推一推，汪曾祺同学或许就在同一家店
的哪个小方桌上吸嘬过，也说不定。

过桥米线的要义在于汤和料。汤是高
汤，鸡、鸭、筒骨熬制，至乳白，用时煮沸；料是
精米磨压成的线条，将米线清水煮过后，再冷
漂待用。配料，则无非是些青的、黄的，以及
薄的。青的是豌豆苗、香菜、葱花；黄的是蜜
蜡一般的鹌鹑蛋；薄如生宣的是鱼片、肉片、
猪肚和猪腰。当然，配料是开放的，多加钱，
会更丰富一些。

滚汤上桌，将鹌鹑蛋、猪肚、猪腰、鱼片、
肉片、米线、豌豆苗、香菜、葱花依次推入汤
碗，不一会儿就可以享用了。对，依次，有先
后；云南过桥米线是烫熟的。

汪曾祺先生写到，“巴金同志在纪念沈
（从文）先生文中说，沈先生经常以两碗米线，
加鸡蛋西红柿，就算是一顿饭了”。可不是？
这么沉甸甸的一大碗，不仅能吃饱，而且还可
以边吃边“小饮”。我觉得汪先生引用巴老的
文字，意思是说，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在那
时的昆明、那时的西南联大，也是能够找到一
些快活的。

我只吃了一碗，却暗自想着过桥米线的
传说——说是娘子每天要过一座桥，为在河
畔草庐用功读书的秀才送饭，怕饭菜凉了委
屈官人，就想起鸡油覆盖滚汤从而保温；砂锅

送至时，汤依然烫，各种内容一经投入，转瞬
即熟；官人一吃，美得摇头晃脑，直说妙哉、妙
哉！哎呀，我觉得这个传说真是好听，比红袖
添香要神气得多，有烟火气，有过日子的味
道，非常适合尘世中的读书人去想象。自忖
一下，夜深人静，如若真的红袖在侧，还能将
心思浸淫于诗书的，我敢肯定他不是个凡角。

在昆明，还去了一家傣味餐厅，平生第一
次尝试了手抓饭，觉得吃法的新奇感大于菜
肴的美好感。

是用笸箩盛放的。我只知道笸箩能晒萝
卜干和饼折子，能摆包好的饺子和擀好的面
条，能放算盘、钢笔、钱币等物件给孩儿抓周
……没想到，还能盛手抓饭。笸箩底部铺满新
鲜的芭蕉叶，中间置一盆热汤，往外辐射，依次
是：第一圈糯米饭，第二圈紫米饭，第三圈豌豆
胡萝卜饭，第四圈是菜。一共十二样：烤罗非
鱼、黄瓜条、凉拌折耳根、鸡丝拌野芹、煮鲜笋、
牛干巴、蒸豆腐、烤茄子片、烤猪排、油炸花生
米、煮鸡蛋、薯条；还有两份不同的蘸料。

餐厅的服务员是个穿筒裙的“哨哆哩”
（版纳傣族女孩子的称呼），教我戴上一次性
手套，“抓吃就是嘇”。

说实话，不习惯。
倒是看出一点门道。几种饭，粘性都很

大，容易撮捏成一团；菜呢，烤熟的自然容易

撕扯，其它熟菜和凉拌菜也容易手拿把攥，且
方便点蘸。因为没有炒菜和烧菜的汤汁，所
以，手抓时不会出现沥沥拉拉的囧态。

有一种说法，说印度、巴基斯坦这样的南
亚国家，以及阿拉伯地区和非洲，多有手抓
饭；这大概是因为热带地区的饭菜可以凉吃，
或者说凉了才好吃，故而适合手抓。但在温
带和寒带地区，饭菜则非热而不可食，所以需
要筷子，或者刀叉。我觉得这个说法有一点
道理，但不足以让人信服——新疆地区，大部
分都处在北纬三十五度以上的温带，而维族
的手抓饭，却也很出名。

手抓饭这种饮食形式，除了与地理、气候
有关，大概也有民族习惯和宗教传统的原因。

汪曾祺先生好像没写过手抓饭。
我也想象不出一个老派文人的手抓画面。
后几天在版纳的野象谷玩，又复习了一

遍傣式进餐。饭菜从大笸箩移至小簸箕，分
量少，不费手。紫米香和空菠萝蒸出的糯米
香，被碧绿的芭蕉叶烘托着，闻起来馥郁得
很。嗯，实在是馥郁。

昆明的鲜花饼也很让人愉快。玫瑰和
杨丽萍，这两个符号加入到食品里，专治愁
眉苦脸。

再去云南，当然还是先到昆明。汪先生
的文字脉络里，还有好些值得玩味的线索呢。

云南的过桥米线和手抓饭
□蒋 林

今年以来单位组织学习党史，收看中
央组织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

《榜样5》，让我有了新的人生信念，让我感
觉热血沸腾，决心莫要辜负青春，在平凡的
岗位上，也应该兢兢业业。

从前没有体会过这样的感动。
我第一发现，这些真实的英雄人物，离

我们很近。
其中达娃仓决的事迹，引起了我深深

的共鸣。她是西藏的那曲市色尼区公安局
那曲镇派出所的一名女所长。疫情中，她
平均每天要接打电话300余次，长期在高寒
缺氧环境中高负荷工作，造成了她的耳道
感染化脓，但她仍然带病工作，查证、记录
相关人员信息，现在左耳几乎听不到声
音。她舍小家为大家，全身心投入疫情防
控阻击战。这是一朵“最美的格桑花”。

还有武汉的那名快递小哥汪勇，疫情
发生时，奔波于寒冬之中，接送金银潭医院
的医生和护士，为全国援助湖北武汉的医
护们，解决各种生活难题。汪勇说：“如果
保不住国家，自己的小家也保不住。”

我不由得看得热泪盈眶。
我忍不住去网上，寻找更多他们的故

事，我想了解多一些。
原来汪勇在抗疫中也经历过被人讥笑

的事情。他细心地帮医护采购鞋子。也有
人不理解，难道医生护士还缺鞋子？原来，

当时的武汉是风雨寒冷的天气，在方舱医
院高强度忙碌的过程中，湿透的鞋子根本
干不了。汪勇细心周到，把那么平凡的小
事情做到位，扎扎实实帮到了医生护士。

我是滁州交警队伍里一名平凡的“铁
骑”，我的工作在基层，穿梭在风雨里，做着
很多琐碎细小的服务工作，有时候工作不
被群众理解，我也会特别烦躁。安徽滁州
不是疫情严重区域，但在2020年疫情控制
以后，我有一次仍然提醒路人戴好口罩，对
方却不听，翻白眼，嘟嘟囔囔。我按捺住自
己的情绪，好言相劝，为了自己和大家的安
全，对方终于戴上口罩，我这才松一口气。

我曾经觉得面对琐碎平凡的工作，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人生就这样了。但是，
看看同时代的青年人，他们超越了自己的
平凡，敢于担当，我深受感动。

从平凡到不平凡，不就在于那一份青
春之心吗？不就在于耐得住烦，做好自己
的本职工作吗？

建党100周年之际，我们这一代，生于
和平年代，经历抗疫，同样也是经历了一场

“战争级别的考验”。感受这份热血，感受这
份真挚的家国情，让我内心更加坚定。向党
靠拢，我想成为他们，我想让未来的自己成
为更好的人，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夜里，在台灯下，我重新拿起笔和纸，
阅读起更多的红色历史书籍，做起了笔记。

青春的心更坚定
□刘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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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漫谈●

□潘姝苗

趁阳光正好

槐花团团垂悬

开成枝头一片片白雪

鸟雀们衔来绿色的脆歌

幽香堆积一簇蔟闲逸牌云朵

是谁为谁 攀上带刺的树梢

采下一双深藏的青波

笑，借一粒粒晶莹蕊儿

把甜甜的梦呓

装进一封被风刮起的蔚蓝色诗意

一串串槐花飘着芬芳

萦绕着纯白的心事

犹如青春的风铃

寻不见采花人儿何处

于是托清风问大地一声，你

在不在

姑娘低头咀嚼花香

枝桠腾起一束轻轻的云裳

那槐花经过一番唇齿的酝酿

次第散发沁人的酒香

却不小心趔趄了一路

惆怅

一首绝句平平仄仄平押着

一羽洁白的信

新岁从亘古陌路而来

干杯，醇香伴初夏入场

一树槐，牵住光阴的华盖

摇醉了季节的方向

摄影师

打开相机镜头

忽闪探究美的双眸

一面不经意的窗户

袒露因缘碰撞

拥抱生灵万物

岁月洒下光影

捕捉真善美的踪迹

四季与日月一起行进

流泻活色生香的风景

灵感喷薄如云

与心花一同绽放

选取角度 运用焦距和色彩

亮出平凡的伟大

调整光圈 展示细微和温暖

以及无招的通透

把爱的表情层层打开

无人不为之动容

抓住生命最生动的瞬间

横竖曲直在方寸之间破框而出

简洁平朴的勾勒

无须点染

自然迁移的曲线

不事雕琢

直白贴切的画面

一个个无限接近太阳的历史

被情感的光束一寸寸采摘

一片自然关照一分安宁

以图像的记叙

定格一帧令人回味的故事

槐花醉
（外一首）

山花烂漫 柳学健/绘

●灵湫微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