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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浮山峡，位于明光市浮山集。近年来，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与壮美的自然景观，成为淮河旅游新兴网红打卡地。 孟 景/摄

这几年，我喜欢约好友一道外出。美其
名曰，访山访水访友，说白了是旅游。这次
去三界，又是夏天。

三界，是明光市东南部的一个重镇。丘
陵起伏，林木繁密，沟壑涧边灌丛杂以不知
名的野山花自由开放。这里，三月四月青
翠，五月六月葱笼。

车停郑岗村南岗村民组，前两年听说有
个“山外山家庭农场”茶种得相当不错，网上
还能搜到，现在就在眼前，300亩茶园绿油油，
在一面山坡上行列式生长。园长是位回乡创
业的女士，她说今年清明谷雨至今，分期采摘
了一遍又一遍，现在园里还有人在摘。

三界这一带，一度有过茶园，后来被毁，
还残留一些茶树顽强地生长，春天有人进山
采上几把。在南岗，你叫复园也行，创业也
行。总之，许多事昨是今非，又今是昨非，时
序有节，万物并育，顺时亦天道。好茶要用
有机肥料喂根，对四周林竹花木和流水环境
也有要求，植物生长也讲究小生态圈。园长
自豪地带我们观赏制茶车间，我看到刚采摘
的大片青叶，正准备杀青，进炉烘干，顺便抓
一把，鼻子一嗅，香气浓郁，很是特别。园长
说我懂茶，其实真正懂茶的是种茶的人。

山里山外，绕来绕去。我们上了三界村
“岭上人家蓝莓园”。你不要笑我，我真的不
知道什么叫蓝莓，也从未吃过。听说市场上
水果店卖60元一斤！我还真有点不敢相信
了。蓝莓园主是一个中年男子，他指着山坡
下好大一片搭着架的、正密匝匝生长的蓝莓
园说：“澳大利亚的品种，你们去看看。”我走
进搭架的园子，一串串长出的果粒圆圆的，
酞青色，如蓝宝晶莹，秧子上还爬着乳白色
边带浅红的小花，如绿豆花一样开得俏皮。

园长很热情地招呼我们拿盘中早上刚摘的
蓝莓尝尝，我放了两粒到嘴里，味道口感美
极了。世上好吃的东西都难栽，据说一亩地
要投入三万多元。我佩服投资者的勇气，也
为镇上打造这个旅游项目点赞！我兴致来
了，即兴几句：物性各异分南北，千种嘉果我
未识。科技种植夺天工，三界岭外来采摘！

整个春天未出门，错过了花期，所以我
们特意去碾城村观赏月季花园。走进山村，
一大片的月季花仍在盛开，似乎在热情地欢
迎我们的到来。淡黄的、胭脂的、粉红的、白
白的，颜色各异，花形多样。村书记穿着白
色制服，佩戴防护镜，扎着个马尾辫，气质沉
稳。她说：“市里镇里全力支持我们村开辟
月季花园，真是没少费心！下次你们来，这
里有月季花养颜和食用产品，可选择一些。”
真是好啊！原以为勤劳能致富，今天，智慧
也是把金钥匙。

停脚三界村“三界外”，这地方前几年打
造旅游项目对外开放，宣传不少，浏览观光
的人也很多，我以前没来过。坐在河湾凉亭
长廊里，向北望，七八匹马勾着蹄、悠闲地踢
着腿。可能是在驱赶虫子叮咬，或许很长时
间没人来骑，看到来人，打打精神。放眼望
去，四周广植葵花，好看又有经济价值。据
说山区还要多种些芝麻，花好看，喻意也
好。三界的目标是四季都要有花给来的游
人看，冬有腊梅，春有油菜，夏有月季，秋有
桂花。三界立足山区资源和特点，谋划发展
农旅新篇，走出一条有特色的新农村建设发
展之路。

这次来三界，让我深切感受到人民群众
不断获得的幸福感和新时代的发展理念，收
获颇丰。

夏天，又去了三界
□华文邦

山俏林秀水色新，莺歌燕舞处处春。
当年西涧无觅处，耳畔唯听凯歌声。
这是姬树明先生 1977 年所撰《从“野渡

无人舟自横”谈起》一文的结尾诗，该文从韦
应物《滁州西涧》诗谈起，采用与原诗景物、情
感“反其道而行之”的手法，记述了滁州西涧
乃至“皖东山河的面貌为之一新”的情景，歌
颂了滁州的变化。45年过去，如今重读此文，
仍可以感受到他对党对滁州的一片深情。

我一直收藏着这篇文章，反复拜读，仔细
揣摩。每当我重读这份充满历史沧桑感的美文
时，除了颇有一些不断更新的感受外，还让我拥
有了许多历久弥新的收获。这篇美文至少有三
处亮点，彰显着极强的文学性与可读性。

首先，开头结尾相配合。美文以韦应物
七绝《滁州西涧》开头，用自己的新诗结尾。
表面上看，这是今人与古人穿越时空的对话，
实际上是二人诗意截然相反的表达。前者描
述凄冷荒败，后者反映歌舞升平。这种首尾

呼应、遥相配合的创作手法，形成了艺术形象
的巨大反差和心理投影的强烈冲突，给人以
一种今非昔比的感觉。显然，这种首尾配合
既有前后照应之功，又有画龙点睛之妙。其
次，数字文字相融合，这是美文最亮之点。人
所共知，历来文学创作素有“用事实表述，让
数字说话”的理念，使乏味的数字与精彩纷呈
的文字有机结合，融为一体，姬老这篇美文正
有如此之效。再次，典型全面相结合。点面
结合，历来是逻辑思维的常用方式。姬老这
篇美文巧妙地将乡村巨变与山河新面貌相结
合，收到了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

退休之后，干了一辈子统计工作的我，一
下离开遨游40余年的“数字海洋”，忽然萌生
重拾旧爱，练习写作的念头，以寻找另辟蹊径
的快乐。进入老年大学后，我的写作欲望日
益高涨，作品数量不断增加，文章质量逐步提
高。学校每期校刊都经姬老亲自把关，仔细
修改，这让我受益匪浅。每当读到校刊采用

我的文章时，总会像小学生看到老师批改自
己的作业一样，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既
兴奋又感激。因此，我由衷地感到，姬老是我
值得敬仰的情意投合之人，老年大学也是老
年人难得的自我提升之地。

关于这份油印文稿的由来，还得从两段
难忘的职场往事说起。一是他助我写文章。
姬老曾与我同在一个科室，我搞统计工作，他
做文秘工作。他儒雅、从容、谦和，是局里一
流的“笔杆子”，是整天“摆弄”数字且喜爱文
学的我所十分崇拜的偶像。1975年9月，我
有幸出席在广西南宁召开的全国水利电力统
计工作会议，所带会议交流材料便是我俩合
作完成的。这份交流材料，为我的统计职业
生涯写下了浓重的一笔，我感到十分幸运。
二是我帮他弄数字。1977年，姬老撰写这篇
美文时，我俩再次“亲密接触”。文中所需的
全区统计数字，均由我搜集、整理、提供。所
以，文章定稿打印之后，我便顺理成章地获得

了这份油印文稿。
45年来，我曾三次搬家，丢弃一些旧物，

可唯独这份凝结着我与姬老共事情怀的文
稿，却一直不弃不离，珍藏至今。因此，让我
深深感到，如果说当初我保存这篇美文是出
于纪念，而后的收藏则是为了记住。记住姬
老，记住彼此的交往与情义。

有位收藏家说得好：“收藏是凝固美好情
愫的一种方式。收藏的过程，是让你对人生有
所依恋，对知识有所认识，对岁月有所回忆的
过程。”我收藏这篇美文也正是如此，收藏一种
依恋，收藏一段记忆。我不但收藏他的作品，
也收藏他的人品；不但收藏彼此的同爱，也收
藏二人的友谊。任何一种收藏，藏品的数量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收藏中益智增知，怡情添
趣，并将这种快乐奉献于社会，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收藏这篇美文 45 年的最大收
获。日后，我将继续珍藏，并在收藏中重温旧
情，再启征程。

我的收藏
□朱世宽

蚕豆，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食材，好种易
活、吃法丰富、营养美味，在我们的成长记忆
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蚕豆适应性比较强，对土壤、肥料要求不
高，不需精耕细作。每年冬月将选好的蚕豆
种带上，肩扛一把锹，在田块或房前屋后的拐
拐角角用锹切个口子，锹把子再晃两下，让口
子裂得大一点，将两粒蚕豆种放入口子缝里，
湿润的土壤会给种子提供水分，过不了几天，
种子就会生出嫩芽，它和小麦一样，经过一个
生长缓慢的冬天，开春后结蚕豆荚。

春暮夏初，是江淮地区吃蚕豆的最佳季
节。母亲有时选大而好的嫩蚕豆，用针线穿
起来，穿好后将原先的两个线头打上结，成了
一个蚕豆“项圈”，放到饭锅上蒸熟，然后让我
们挂在脖子上。蚕豆“项圈”好似出家和尚戴
在脖子上的佛珠圈，我们过一会摘一个熟蚕

豆放到嘴里，品着蚕豆的美味。玩一会，再放
一个蚕豆到嘴里细嚼慢咽，那种美好的甜蜜
感至今记忆犹新。

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家门二爹爹，每年
都到老宅地种蚕豆，春天他将老宅地种的蚕
豆收回来，给每家送点蚕豆尝尝鲜，有谁给他
帮过忙，他也会送一点嫩蚕豆，以表感激之
情。他家摘下豆荚，蚕豆秸就堆在门前，我们
放学回来闲着没事，就将他家的蚕豆秸再翻
一遍，找漏摘的蚕豆荚，功夫不负有心人，我
们有时还真能找到一小把蚕豆荚，捧着意外
的收获，能高兴一阵子。

小时候，我们没什么零食吃，只有到春节
才能吃上母亲炸的兰花蚕豆。炸兰花蚕豆的工
艺并不复杂。临近春节，母亲将选好的老蚕豆
用开水泡开，洗干净后用剪子将泡好的蚕豆剪
到有黑脐的头留一点，腊月二十八炸过圆子后，

将剪好的蚕豆放入油锅里，待蚕豆壳和蚕豆米
炸得发脆了，就用笊篱捞上来晾着，然后拌少许
盐，放入容器中。兰花蚕豆炸出后，壳和米虽是
一个整体，但蚕豆米经剪刀一剪，被油炸开叉成
四瓣，像一朵朵正在开放的黄灿灿的小兰花。
而蚕豆壳经油炸后呈酱色，像小兰花的花托，很
是好看，所以叫它兰花豆。母亲将炸好的兰花
豆装进一个红色的瓷罐里，吃时抓两把，香脆可
口。过年有亲戚朋友到家里拜年的，往往上四
个碟子，一碟炒熟的花生米，一碟炒米糖，一碟
茶叶蛋，一碟兰花豆等等。有殷实家庭还上酥
糖、水果糖等，这样就是六个碟子。

蚕豆的吃法还有很多，蚕豆剥出米，炒韭
菜、炒鸡蛋、炒竹笋、做鸡蛋汤等等。五香蚕豆
是我们家乡早餐的美食。正常年景，有做小生
意人家将老蚕豆泡出洗净，加上八角大料和
盐，用小火慢慢烀，待蚕豆烂乎乎，但还是一粒

粒时起锅，放到小木桶里，用干净毛巾盖上，拎
着上街，沿街叫卖：“卖五香蚕豆哎……”有人
听到叫卖声，从屋里走出来，给他五分钱，卖蚕
豆的生意人用小碗给他剜一碗五香蚕豆，主人
回去泡上茶，再配上其它茶点，就是一顿美美
的早餐。夏天的晚上，院子里的人坐在一起乘
凉，有邻居将家中的老蚕豆炒熟了放到小桌
上，一人抓一把，一粒一粒放到嘴里，咬碎吐壳
吃蚕豆米，听到的是“咯嘣咯嘣”的声音。长者
边吃边谈论古今，小孩边吃边玩耍，院子里充
满了和谐欢乐的气氛，好一幅美妙的纳凉图。
用蚕豆米加香料、辣椒粉做出来的怪味胡豆，
也是一种很好吃的零食，口味似四川味道，一
些城市的超市都有卖。

蚕豆，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好食材，不
管是兰花蚕豆，还是五香蚕豆、怪味胡豆，都
曾激活了我们的味蕾，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蚕 豆
□刘德俊

●菱溪物语●

□忽 艳

半夜醒来

起身下床

发现月光碎片掉在地上

闪闪发亮

于是，弯腰拾起

从手指间滑落的

不仅有碎了的月亮

还有散落一地的心事

碎月亮

□陈俊芳

夏夜 月光如银

静静地洒在千家万户的窗前

老人摇着蒲扇

坐在斑驳的梧桐树下纳凉

那洪钟般滔滔不绝的话语

闪烁着哲思的光芒

微风袭袭的凉台上

年轻的母亲拥着稚儿

仰望苍穹

讲述着鹊桥银河的神奇

那轻柔的语音

充满了童趣

充满了温情

一位女子

倚于窗前

读古人的今天

和今天的古人

于是 轻风

携着花香

携着睿智

走进她绿色的诗行

怀想那远去的夏夜

□黄玉才

笔

每动诗情文字活；

方挥毛颖鬼神惊。

墨

六色分明中国画；

千秋写好大文章。

纸

檀皮稻草输原料；

鸿爪雪泥录雅言。

砚

烟墨研磨桃李继；

心田守护子孙耕。

联题文房四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