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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红花草，是我的外婆与红花草有
关联，我想以此篇小稿，寄托我对她的哀思。

红花草又名紫云英，两年生草本植物，
茎匍匐地面，叶呈羽状，如将四瓣叶片剪成
两半，好似蝴蝶的翅膀。开花呈紫色或白
色，可用作饲料或绿肥，如在未抽薹前摘点
用油炒炒，是春天里吃到的好蔬菜。

种红花草，大约在每年的十月份，割
完了晚稻，稻田不翻耕，将红花草籽撒入
田里，数天后草籽发芽生根，在稻茬的缝
隙间逐渐长成小苗。冬日红花草缓慢地
生长着，稻田里还看见发黄的稻茬。到了
春天，万物复苏，红花草得到雨水、阳光，
开始发疯似的生长，将稻田铺就成厚厚的
绿毯，发黄的稻茬不见了，连成一片的红
花草田变成了绿色的“海洋”。不多日，红
花草开始抽薹、开花，紫色的、半紫半白
的、纯白色的小花竞相开放，稻田又变成

了花的世界，引来成群结队的蝴蝶、蜜蜂，
传粉、采蜜，很是热闹一阵子。

红花草进入我们的生活中，是在1959
年。那年春天，我们城里国家虽供应粮食，
但是肚子已经很难填饱。外婆住在县城郊
区的小金庄，从那个庄子到城里我们家的
西大街，大约五里多路，她为了不亏我们小
孩子，天不亮就起来，在经过有人看管的农
田里，拽几把红花草，没有篮子等东西装，
就将自己的两个裤脚扎起来，将拽的红花
草放进扎好的裤管里，拄着个棍子，迈着小
脚，往我们家赶。到了我们家，天也才刚刚
亮，两个裤管已经被露水打得透湿。解开
绳子，将红花草放入篮子里，拣拣洗好，炒
熟了给我们填肚子。接连好几天，她都是
早早的来我们家，解开裤管的绳子，倒出一
小堆红花草，直到红花草不能炒着吃了，她
才没再给我们送这样能充饥的“粮食”。

外婆个子不高，自染自缝的黑色土布
粗衣，穿在身上还是很得体的。小金庄和
附近庄子的人，都喊她“六奶奶”。外公去
世得早，母亲是她唯一的女儿，自然在我
们家生活，帮着我的母亲照看我的大哥二
哥。大哥二哥上学，照看我和姐姐的任务
又落到她的头上。我的父亲去世，没有文
化的母亲为了家庭生计，帮人家打短工、
洗衣服，也就是现在的家政服务。外婆带
着我和姐姐，乡下、城里来回跑，但住乡下
的时间还是多一些，粮食不够吃，每天吃
两顿，早上九点多吃稀饭，下午四五点钟

吃干饭或稠一点的粥。吃过饭，乡下没什
么玩的，就到场基上(也叫打谷场)，坐在石
磙子上，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或鬼怪故
事。由于营养不良，在场基上姐姐要“牵
羊”或打转转，我的头就晕，喊叫着受不
了。那时乡下乌龟特多，在水塘边、水粪
窖边，弯腰就能逮到几个。外婆下午逮一
个乌龟，烧好晚饭后，把乌龟放进灶膛里，
用余火炕乌龟。我们吃了晚饭在场基上
玩好了，或乘凉要回屋了，她就从灶膛里
掏出乌龟。这时的乌龟壳已经炕焦了，里
面的肉也熟了，她将撕开的肉放到我的嘴
里，半年难闻到肉味的我，吃着还觉得怪
香的，外婆说这是补身子的。也不知是小
时候乌龟肉吃得多，还是家庭遗传好，我
现在七十岁，头上还很少有白头发。

外婆给我们送红花草当“粮食”，补我
们亏空的肚子。红花草没了，她也很少进
城了。在乡下，她们不供应粮食，吃了上顿
没下顿，母亲在外做家政服务，我们正在上
学，也没空去乡下看看她。因是自然灾害
年，许多乡下人都饿死了。外婆没了音讯，
母亲去乡下找过她，结果没找到。她去世，
连安葬的机会也没给母亲和我们......

红花草，在那个没有化肥的年代，它
不求回报，牺牲自己变成上好的肥料，为
庄稼输送营养。我的外婆也像那红花草，
一生忙忙碌碌，为我们家庭，为我们成长，
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这，就是中国
伟大女性的传统美德!

红花草
□作者：刘德俊

秋风一起，田野里的蔬果粮食好东西，一波波
走上了回家的路。我没田可种，但每年也会制造
点小秋收的欢喜：半袋山楂，是山里友人送的；庭
院小圃里的辣椒摘了摘，有小半篮；厨房的窗上，
悬着一大把野生的山葱花儿。

好友来访，我像展示艺术品似的，给她看我的
秋收。她惊喜：做酱呀，做酱呀。你看我，把吃不
了的葡萄，做了一坛葡萄酒，每晚喝一点，日子就
多出来了一味。

一语点中心思，百度一番，这就准备动手了。
做秋酱，需要一轮澄澈如金的大日头，还要秋

风一缕。那样，做出的秋酱里，也会有飒爽“秋”味
——今日是白中微紫的韭菜花，明日是青红的山
楂或辣椒。不要急，不要乱，漫长秋日，足够我把
秋色酱制到瓶子里、罐子里、坛子里。

先说韭花酱，它不用开火，不涉油烟，清逸简
单。韭花掐去花蒂，只要那朵伞形花絮，清水里过
一遍，大太阳下，晾干；一定要舍得花费时间和耐
心去等。安静地等。等晾干了，摊在菜板上，噼啪
几刀，粗剁之下，辛辣的香味，四下乱窜。如果一
边有古典味道的曲子，幽静入云，那么，这个做酱
的过程，有静有动，便成了俗世丰足的美满享受。

韭花，切好；姜和梨子，切好。跟盐、料酒，白
糖，大融合；放石臼里，小杵细捣成泥；也可以用粉
碎机哗啦啦一顿压榨，出来就成了碎末；芝麻油装
瓶密封。这还不算成品，还有重要一味：时间。时
间的手，抚平一切也调和一切。将韭花酱放阴凉
处，静待时间的杰作。时间至少一周。韭花和相搭
诸友慢慢缠绵、相融。一周后，吃火锅，吃面条，吃

馒头喝粥，都可以蘸蘸韭花酱，来品味秋之奥义。
主食和诸菜上桌，拣一枚豆青小碟，细瓷亦好，粗陶
亦好，小勺子挖出一些些，青碧一点，置于碗碟琳琅
之间，真真有点小脱俗。秋酱入口的那一刻，你总
能体会到花开富贵、锦上添花的幽美之味。

辣椒酱和山楂、杜梨、苹果之类的果酱，都要下
厨开火，而且主要由那种美丽文火幽幽焐成。这个
相当考验一个人的耐心。以山楂酱为例：山楂，去
核，去蒂儿，切块儿，一点点水，加冰糖，大火煮开，
小火慢熬。这时，是不可离开灶台的。守着一锅咕
嘟微响的辣椒酱、山楂酱、苹果酱。眼睛端详那一
瓣瓣朱红、绛红、粉红，拿勺子轻轻搅动一锅的桃花
飘零。此时，半窗橙黄艳阳，满屋果香馥郁。

看看旧时饱满的辣椒、秋果，在高温和时间的
双重作用下，渐渐离析，交融，稠而黏，厚而亮。就
要完成了。且慢，多一分耐心，往往就多一层滋
味。做酱，容不得速效和作假，它是这么高度禅意
的事情。

一锅果酱，熬煮到最后，是淋漓的饱满。一勺
一勺沥到瓶子里，会有甜蜜的拉丝似断不断，真是
风华绝代的一味。四季晨昏，碗碟中间那一点红，
像不像妖妍媚人的隔世桃花？而那酸甜之间，酱
味的厚朴，辣味的通透，醇的沉湎，醉的清醒，就给
人生添了一份深深的吃不透。

看看，做酱的那个过程啊，容不得急，容不得
假，耐心侍候，安心静等。这跟父兄田垄间精耕细
作的传统，多么相似。几瓶秋酱，放在橱子里，心
里面，安妥富足。小日子的五味，就从那橱子里，
袅袅而出了。

在我省收藏界，王金平很有名气，被称为“酒器
达人”。王金平曾任滁州某国营大型企业党委委
员、中层干部。2010年退休后，他热衷于酒器收藏
和酒器文化的研究，共收藏以酒瓶为主的各类酒器
8000余件，撰写、发表研究酒器文化的文章100余
篇。现任安徽省酒器文化联谊会荣誉会长、滁州市
收藏协会酒器专业委员会会长。

据了解，王金平收集酒瓶经历了从“多多益善”
到“走精品之路”、从当作“工艺品”欣赏到研究其文
化内涵、从杂乱无章到专题集藏、从摆放家中“孤芳
自赏”到开始走向社会，其间走过不少弯路，也付出
不少学费。坚持多年对酒器文化的研究，王金平深
刻地感悟到：酒器，尤其是现代中国酒器，不仅具有
明显的艺术性、民族性、史料性，同时具有强烈的时
代气息和十分接地气的大众性。王金平是一位有
着36年党龄的老同志，他开始萌生以下想法：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红色资源利用好”的指示精
神，将酒器藏品按照拟订的主题有机地加以组合，
推向社会，以其立体、生动的形象展现在观众面前，
再辅以具有针对性的解说，必将产生“寓教于乐”的
功效，发挥独特的宣传教育作用。

尽快建立一个面向社会的酒器展馆（室）成了
王金平心中的强烈愿望。功夫不负有心人，2020
年 6 月，滁州春秋收藏文化研究会主动登门考察
后，答应提供一间房子，由他自行创办该研究会的
酒器文化工作室。尽管房子面积不大，但他将其视
作酒器藏品开始走向社会的滩头阵地而极为重视，
接手不到一个月时间即完成了全部筹备工作，自7
月5日起免费对外开放。

对于工作室展品的选择，王金平本着三个原
则：突出红色教育主题；突出民族传统文化；突出地
方特色。由于展室空间的限制，他在家中的藏品里
面挑选了800多个瓶子，分作六个专题，即：伟大领
袖 光辉历程；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中国古代历
史人物；酒瓶上的书画艺术；中华民族生肖文化；江
淮大地 酒香瓶美。

由于展品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气息，浓厚的艺术
性、大众性和展品造型的生动形象以及现场解说通
俗易懂，受到参观者的交口称赞、反响热烈。2020

年8月2日上午，某街道社区老年歌舞团的群众“演
员”在外慰问演出结束后来到工作室参观，当王金平
讲解到一瓶“毛主席视察燕庄60周年”纪念酒诞生
的背景时，一位老人看到纪念酒收藏证书背面载有

“毛主席来到咱农庄”歌曲，当时就拿到手中边看边
唱，结果是一人唱、众人合，室内所有的参观者都跟
着唱了起来，唱完之后个个都开怀大笑。热烈的场
景引来不少人在室外观望。王金平对此深受感动。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王金平从
2020年年底即着手充实展品，从“南湖红船”、“红
军小号手”、“赤水河”、“红军渡”到“英雄小八路”、

“西柏坡”；从“开国大典”、“抗美援朝”到“两弹一
星”、“一带一路”、“构筑中国梦”等，新增加的展品
陆续补充到“伟大领袖 光辉历程”和“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这两个专题中。使得这个酒器展室成了
学习党史、宣传党史的课堂，从而格外受到社会各
界的关注。

小小酒瓶，竟能产生如此社会效应。一些收藏
界的同仁评论到：“不少展馆、展室是按照展品的年
代、产地、用途、材质或按人物、动物、军事、书画、山
水等专题来分类”。“这个展室之所以具有魅力、受
到大家欢迎，就是因为打破了传统的分类展出模
式，首先是确定主题，再围绕主题选择展品，从而有
效地体现展出者的主观意愿和中心思想。”

现代人似乎都成了“手机
控”。就拿我家来说，全家三口
人，下班、放学到家后，各自拿一
部手机，各据“地势”，鼓捣“掌上
监狱”，全家人难得说上一句话，
更不要说倾心交流了。尤其是
女儿，放了学，作业也不写，书包
一放，就掏出手机玩游戏，有时
玩得兴起，连晚饭都“没空吃”，
真正是“废寝忘食”！

当我看到女儿一天到晚如
醉如痴地玩手机而荒废了功课
时，心里更是着急。我和妻子商
量，决定和女儿共同签订“家庭
同盟”：在家里要放下手机，该写
作业的写作业，该做家务的做家
务，等大家都分别完成任务了，
就一起读书。

我家中有 3 万多册藏书，这
下，我们可有“活儿”啦！每天女
儿写完作业、我帮妻子忙完家务
后，就一起坐在沙发上，一人一
本书，分头读；或是两人合读一
本书，你读一段，我读一段。

由于我选的书适合女儿读，
因此激起了女儿读书的热情，手
机自然就被甩到一边了。不到

两个月的时间，女儿就读完了
《美丽中国》系列和《趣味历史》
《中国民俗文化一本通》《小学生
唐诗宋词大全》等书籍。

丰富的阅读量带来了惊人
的“战绩”。现在，女儿的文化储
量成倍增长，视野也越发地广
阔，谈天说地时，一副文绉绉的

“小博士”模样，同学有什么不懂
的知识，都习惯性地向她请教。

家人的陪伴、家庭的熏陶、
同学的认可、老师的鼓励，使女
儿彻底摆脱了“手机控”，一跃成
为全校的“阅读小明星”！在前
不久全县举办的“诗词大奖赛”
上，女儿连闯五关，毫无悬念地
夺取了大赛的桂冠！

有位教育家说过：“如果父
母是张弓，那么孩子就是搭在这
张弓上的箭。”孩子向哪个方向
成长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父母的引领和熏陶。放下手
机去阅读，不仅使家里充满“书
香”，也让孩子收获了知识和阳
光，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
了健康向上的良好家风。看来，

“家庭同盟”还要继续下去！秋雨 苗 青/摄

家 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