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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上旬某天，晚饭后在小区散
步，行至游乐场边，夜色中似有一股
甜香袭来。第二天经过那里，又闻到
甜香。四面寻找，后来果真在高高的
回廊上，找到了花香的源头。仰头而
望，那架紫藤开得正盛，一串一串的
花朵垂挂下来，喧闹极了。
这段日子，出门俱是看花人。

我却不太愿意出门，因春日花粉和
柳絮都多，空气里纷纷扬扬，引我过
敏，眼睛发痒。去了医院，医生说最
近过敏的人多，每天要接诊一百多
个病人。眼睛痒的话，也没有别的
办法，就是滴滴眼药水，少出门，尽
量不接触过敏原。
春日里花开，世间美好之物，人

应该与季节同行，岂能背道而驰，眼
中无花？我想起从前，我似乎没有
这样敏感。敏感本没有好坏，至多
算是中性吧。而一个写作的人，如
果对季节不敏感，或者对人世间的
细微之处不那么敏感，至少是一种
损失。
国福兄几次约我去南通走走。

他是一个爱花之人，朋友圈里常常
晒出美食与花朵，莳花弄草，他是内
行，似乎他这青海汉子的壮阔身躯
里装着一颗细嗅蔷薇的温柔之心。
去年七月，我们在南通见面，他带我
们去南通博物苑参观。在濠南别业
南侧，有两株紫藤已经历经百年风
雨沧桑，高出了两层小楼的楼顶。
其藤苍老虬劲，其势蓬蓬勃勃。我

们去的时候，花谢久之，未能目睹两
株紫藤盛开之时的壮美景象，只能
在想象中构建。这两株紫藤，乃是
1914年由张謇先生手植，一株开紫
花，一株开白花，紫花开者，如梦如
幻，白花开者，如瀑如云。我想，国
福兄又约我前往，一定是因为这两
株紫藤花又开了。而我心向往之，
身却被琐事牵绊着，既欠下
兄弟情谊，又负了紫藤花期。
紫藤花开不等我。我早

些年，去过绍兴徐渭故居，那
是一座颇具文人趣味的中式
园林，简朴而意幽。书房外，有一方
小小的池子，被徐渭称为天池，天池
和旁边的青藤是他喜欢的景致，我
见到此小景，也心生喜欢，想象徐渭
推开花格窗时的神情。后来在老
家，于山脚“稻之谷”山居的一侧，也
种下两株紫藤，就种在几棵芭蕉的
旁边。前几天，母亲见我没有回去，
而紫藤花已然开了，就拍了照片发
给我。果然花开得极盛，草地上也
铺了一地白色的花瓣。
去花鸟市场，买了三种花，一盆

栀子，低矮浓绿，枝头已含苞若干，
只要十五元；一把麻叶绣线菊——
枝条纤长，枝上缀满白色小花，清雅

又不喧闹，适合在书房里插瓶观
赏。不知道这花的名字，就问老板，
老板说是“手球”。我不知道这两个
字怎么写，或口音是否准确，以为是
“守球”或“水球”，后来用手机上的
App拍照识别出来，是麻叶绣线菊。
说是麻叶，也像是柳叶，叶片尖上
尖，嫩嫩的，据说可以水培十天半个
月，一大把花也不过二十元，真是超
值。本来，这些春天的花朵，在山野
之间是很多的，自然去山中看花最
是相宜。而我们被尘世琐事裹挟，
终日蝇营狗苟，过于敏感也就算了，

没有颜面去与花相对才是真
的。看见山野里的花，如果
不懂得樱花易逝，不曾对花
掉过眼泪，没有见花而想起
曾经错过的人，这花不看也

罢，春天并不会因此损失什么。
去年秋天以来，工作室搬到了烟

火气十足的复兴老街，就在钱塘江
边，有时候写东西烦闷了，去江边堤
岸上走一走，顿时心开气阔。江边的
公园里也有各种各样的花。散步回
来，走到工作室继续喝茶写文章。喝
的茶是七年前朋友送的白毫银针，喝
起来水是甜的。工作室后院里新扎
了两段竹篱笆，又买了三十米长的浇
花水枪，同事因此十分开心，不时精
心修剪篱笆旁的花木。她用水枪浇
花，花木清新，她感叹说这真是很有
幸福感的事。既如此，浇花这件事，
我就不与她争抢了。

周华诚

春之花事
去北非，尤其旅游目的地包含摩洛

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地之前，许多
人大概率不知塔吉锅为何物：炊具还是
食品？
进入摩洛哥，领队再三给大家打“预

防针”：“咱们要吃塔吉锅了，大家得有个
心理准备哦。”甚至给它“戴上一顶帽
子”：“我找不出比这个更难吃的菜了！”
一番充满好意的提醒，把大家吓得

不轻，但同时大家也被激发起尽
快证实“难吃”程度的憧憬之情。
我们在历史文化名城马拉喀

什吃了第一顿塔吉锅。之前，领
队特意强调“这回安排吃‘特色庭
院餐’”，好像“特色庭院餐”与“难
吃”没有交集。
什么叫“特色庭院餐”？粗估，

特色，指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庭院餐，也许
跟在北京四合院、上海花园洋房、成都大
公馆、苏州私家园林吃饭相仿佛吧！事实
也是如此。别小看了摩洛哥的“庭院”，它
一般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的寓所，高墙深
院，绿荫如盖；四周满是伊斯兰风格房
屋，雕梁画栋，繁复无比；侍者忙碌，穿插
如梭……我相信任何人进入上述场合，都
不会对预期中的“饕餮美食”产生怀疑。
问题在于，貌似高档的异国美食，会

不会引发中国吃货哄抢以致最后出现舔
盘子现象？谁也不知道，倒是有个令人
担心的“雷”一直无法排除：别人击节称
赏的美食，因为“荒腔走板”于我们积淀
已久的口味定式，以致沦为“糟粕”，正好
比中国北方人无法容忍苏锡帮松鼠鳜鱼
的甜腻，而中国南方人难以接受齐鲁系
烙饼卷大葱的辛臭。
侍者把一只盖子像“圣诞老人帽”的

砂锅放在桌上时，大家都在猜测其中的
“乾坤”该是怎样的精致或拙劣。“帽子”
被掀开的一刹那，所有人已经窥探到了
里面的动静——那不是炖牛肉嘛。

现场马上充满喜感，大家一致认为，
领队的“预防针”，太危言耸听啦。于是，
刀叉齐下、勺匙并举。
必须承认，牛肉品质极佳，炖得很酥

很烂很入味却不失其形。
是的，塔吉锅并没有领队说得那么

不堪，甚至还有点儿好吃哩。不过，渐渐
地，北方客人有点扛不住了，开始“罢
工”；再后来，南方客人手臂伸展收缩的
节奏也在放慢……原因，一个字——甜；
两个字——太甜；三个字——甜中甜。
甜从何来？从炖牛肉的辅料中来，

它们或是西梅，或是椰枣，或是葡萄干，
或是其他糖分充足的食材。
北方人惧甜可以理解，南方

人嫌甜不可理喻。关键在于，摩
洛哥人把炖牛肉做成杨枝甘露！
那么，有谁把一大砂锅的杨枝甘
露从头吃到尾？
标榜“特色庭院餐”，其实就

是围绕一只菜——塔吉锅转。我
左寻右觅，整张大圆桌上除它之外，只有
三四小碟淡而无味的小菜，生黄瓜片、卷
心菜丝、土豆块、酱黄豆；其他呢，没了。
坦率说，作为东北人的领队面对齁

甜，“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不怪；我怪的
是，作为视觉、味觉、嗅觉中心的塔吉锅，
为啥唯我独尊，令整桌“菜”几乎不设调节
口味的机制；更要命的是，整个行程，只要
在当地餐厅吃饭，必须接受“无塔吉锅不
成席”的现实——那才是压垮“嗜甜”名声
在外的南方客人的最后一根稻草啊。
令我们头痛的塔吉锅，其来历不像

很多国家的名菜那样只靠传说，一笔糊
涂账，而是明晰可考。其他毋须赘言，仅
陶盖设计，就充满了只有古老游牧民族
才有的智慧：北非水资源稀缺，圆锥形陶
盖可让蒸汽在顶部冷凝后均匀滴落，从
而实现循环蒸汽的“无水慢炖”，最大限
度保留了食材水分，非常适合炖煮纤维
较粗的牛羊或禽类……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塔吉锅

走向世界了吗？或许吧。我看欧洲人就
比我们吃得欢；20年前中国电视购物频
道已在卖法国制塔吉锅……至少，你到
摩洛哥，到北非，就得慕名品尝一下，而
且不可能“一下”，乃至还要大惊小怪地
到处咋呼，无形中为它代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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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大雨，醒了春天，绿
了柳条，红了花儿，公园冒出
很多跑者，我也是其中一员。
去年我到新单位，工作

繁忙，疏于锻炼，年龄渐长，
徒增了十几斤的重量。前几
日去超市购物，东西十来斤，

却觉得重，心想必须改变现状。慢
跑是减肥的良药，我爱跑步，曾以
半马为目标，坚持了很久，膝盖受
伤后，卧床了几个月。我想重拾跑
步，却总能找到些理由打退堂鼓。
让我重新跑步的契机是我的

同事——一名阳光的乐天派。前
几日闲聊，得知她是一位成熟的跑
者，大学田径队的种子选手，多次
参加大运会。她说大学的笑和泪
基本上全献给了田径场。我问可
否带我一起？她欣然而应。
当天晚上我们便约定跑步。

同事领头在前，我紧随其后，她像
脱兔，轻盈而洒脱，风萧萧，撩起她
英气短发。她的步伐紧凑，呼吸匀
畅，像一首律诗，呼吸有了韵律，脚
步有了平仄。
太久未动，我像一台失修的机

车，发动机积碳，轮
毂生锈，轮胎没
气。心肺供氧不
足，我喘着粗气，心
率狂飙。刚开始的痛苦是必然，我
咬牙坚持，心无旁骛，世界在我的
视网膜上糊成一团黑色的影子。
顶过了极点，身体渐渐适应了跑步
的节奏，并不特别难受。但随着距
离增加，每迈一步，身子便重一分，
过去的懒惰和拖延正和我秋后算
账。同事却步履如飞，沉浸在轻快
的节奏中，越跑越快。我不得不加
快脚步，拼命跟上前方的身影。

四公里后，我感觉正经受一场
酷刑，呼吸像一柄青铜剑，一进一
出刺入胸腔，喉咙泛起铁锈味。血
液潮涨潮落，一阵阵拍打着我的血
管。四肢摩擦出钝感，骨骼也在作
响。我不间断地看着手表，公里数

缓慢攀升，距离被
拉长，时间被拉伸，
我好像一只受伤的
蜗牛，每一步都在

地上拖出一道血痕。到最后，我的
动作失态，腿脚失灵，思维失血。
前方的背影越来越远，消失在夜色
里。五公里，我终于泄了气，停止
了运动，深深的疲倦涌上心头。
看着手表上的数据，跑了五公

里，配速不慢，虽然被落下了，但至
少突破了自己。跑步后慢走，痛苦
快速消解，呼吸逐渐平稳，感官通
透，思维敏锐，适合思考。环顾四

周，天地浩然，孤身一人，心中油然
升起孤独。突然我看见了一道白
色的身影，同事回来寻我了。“五公
里比赛是很难熬的，特别是最后一
公里，体力到达极限，呼吸顶不上
去，腿脚也灌了铅。每当这时，我
会想起训练时的教导，加大摆臂，
步伐迈开，步频跟上。于是放空一
切，脑中只有一个念头：迈开步
子。腿脚拼命往前蹬，整个世界凝
聚成那一条终点线。冲线后我被
人搀扶着，第一件事便是问名次，
得知是前三名，我瞬间哭了。”她嫣
然一笑，“因为前三就有奖牌，这也
是我大学几年努力的证明。”
调皮的风在她发间跳

跃，小巧的身影在路灯下变
得高大。我看着她的背影，
满是佩服，暗下决心，一定要
追上去，成为优秀的跑者。

舒天宇背 影

“五一”劳动节即将来临，在这劳动者喜庆的小长
假里，猜射一些关于劳动的灯谜，也别有一种雅趣。
劳动节灯谜主打弘扬劳动精神、崇尚劳动。如“劳动

最可贵”（打东晋作家一）“干宝”，谜底解释为“干工作最
宝贵”；“工作着是美丽的”（打常用语一）“干得漂亮”，谜
面出自著名长篇小说名，亦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劳动者响
亮的一句口号，谜底“干”扣合“工作”，“漂亮”对应“美丽”；

“劳模群体”（打五言唐诗一句）“同是长干
人”，谜底别解成“同是擅长干活的人”；“干
活抢在前”（打美容用语一）“做头”，谜底意
思说“做事抢在前头”；“劳动竞赛”（打《封
神演义》人物一）“比干”，谜底解释为“比赛
干活”；“每天每日工作忙”（打航空称谓一）
“空少”，谜面是《咱们工人有
力量》歌曲唱词，谜底原指男
性空乘人员，别解作“空闲时
间很少”。
用“五一”简称来代表劳

动节的灯谜也很常见。如“双方相逢在‘五
一’”（打字一）“晤”，把谜底拆成双（两个）“方
（口）”及“五”“一”；“劳动节筹划婚事”（打排
球术语一）“五一配备”，“配备”别解作“婚配
筹备”；“太太平平过‘五一’”（打安徽地名一）

“六安”，“欢乐‘五一’节”（打
舞蹈名词一）“快四”，这两条
谜一起来看很有趣，前者用
数字做加法，“五一”合成
“六”，后者“五一节”的“节”

别解为节省、节减，“五”减去“一”为“四”。
真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
今年5月1日恰逢中华全国总工会成

立100周年。再来看几条与工会、工运相
关的谜作，以示纪念。如“车钳刨铣磨，样
样都精通”（打机构简称一）“总工会”，解释
为“全部的工种都会”；“蓝领健身操”（打工
运史名词一）“工人运动”，“运动”解释成
“体育运动”；“工人团结如
一家”（打人体穴位一）“天
庭”，“工人”结合成“天”，
“庭”解释为“家庭”；“个人
参观者后入场”（打工会荣
誉称号一）“先进集体”，此
谜反扣，“先进”别解为“首
先进场”；“长寿讲座”（打
工运史人物一）“陈延年”，
“陈”解释成“陈述、讲话”；
“城里的月光”（打工运史
人物一）“郭亮”，“郭”解释
为“城郭”；“到点报吉瑞”
（打著名全国劳模一）“时
传祥”，谜底解释作“准时
传报祥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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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美乡村、被推
崇为“一生一定要去一次”
的篁岭，以其依山而建的徽
派建筑古村落和晒秋美景
名扬天下。篁岭位于江西
婺源，据《婺源县志 ·山川》
记载：“古时，其地多篁竹，
大者径尺，故名篁岭。”
那天在篁岭村景区的

入口处，导游小周脱口说了
一首诗：“外面五百年，里面
五星级。崖上古村落，晒秋
美景奇。”据说，篁岭村和古
宅的保护和焕新，按修旧如
旧的理念，外墙和形态保留
了原样原貌，室内现代化设
施一应俱全；篁岭村坐落于
海拔600米以上的山上，是
名副其实崖壁上的古村落；
而篁岭晒秋景观天下称奇。
进入篁岭，映入眼帘

的古宅依山而建，错落层
叠，白墙黛瓦；飞檐翘角的
马头墙勾勒出的天际线规
整诗意；砖木结构的雕花
门楼、镂窗石槛，古朴典
雅。横贯篁岭南北的天
街，全长500多米，两边商
店林立，酒肆、茶馆、饭庄、
小吃店香气四溢，浓浓的
烟火气、喧闹的人声和穿
行于街上、身着复古服饰
的俊男靓女，宛如一幅浓
缩的“清明上河图”。
沿着青石板铺就的小

街蜿蜒前行，时而向上左
行，时而向下右行，不久便
到了集徽派建筑特色大成
的“五桂堂”。五桂堂与篁
岭曹家有关：曹家五代都出
了一品大员，因功名延续，

取“蟾宫折桂”之意，命名
“五桂堂”。五桂堂的木雕、
砖雕、石雕，无论花卉鱼鸟、
动物人物均雕工细腻、栩栩
如生。如梅枝上的喜鹊，
寓意喜上眉梢；蝙蝠、小
鹿、寿桃合于一体，寓意福
禄寿；又如“凤穿牡丹”，表
达花开富贵；“龙凤呈祥”，
寓意吉祥如意、婚姻美满；
“五只狮子滚绣球”，表达
五世同堂等。这些工艺精
湛的“三雕”，通过生动逼
真的形象，精彩巧妙的构
图，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和光明前景的追
求。在篁岭古村，类似的
徽派古建筑俯拾皆是。
“篁岭晒秋”的最佳观

景点在晒秋工坊。它建于
山之巅，是一处宽敞的三层
老宅，在每层的观景处，凭
栏远眺，篁岭古村的全貌尽
收眼底。只见，依山而建的
古宅的窗外，都外挑着一排

排木杆，木杆上圆圆的竹匾
里晒着各色农产品，红色的
辣椒、白色的芸豆、黄色的
玉米、绿色的蕨菜、黑色的
腊肉……五彩缤纷与徽派
建筑的白墙黛瓦相互映衬，
形成独特的晒秋景观。
挂在山崖上的篁岭古

村，地无三尺平，数百间徽
派民居在百米落差的坡面
错落布局，自然条件的局限
却激发了先民们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村民在屋顶

上搭建晒架晒物，统称晒
秋，春晒绿茶竹笋，夏晒蔬
菜瓜果，秋晒稻谷黄菊，冬
晒腊味山货……一年四季
绵延有序。日出山头，晨曦
映照，村民们推出竹匾；而
当日落时，村民则收回竹
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告别篁岭，我意犹未

尽，送了导游小周一首诗：
百年古村徽韵浓，竹匾喜晒
黄绿红。梯田层叠春满山，
乐不思还醉其中。

薛全荣崖上古村晒秋忙

雨一直在下，细得呢喃、惆怅。这样的天气，很难走
出故乡的怀抱。青山绿水间，那条亘古的长江是我饮不
尽的思念。木屐舞蹈时，山花烂漫时，童年的一帧帧被允
许重复，此时再读读《村庄令》最适合不过了。
就着一壶绿茶和几盘酱姜，眼睛不时潮湿着，思绪一

会儿大司村，一会儿菊英、小皮实。那个
外婆坚韧、慈祥。那时仅是知道老魏，没
见过。后来先在朋友圈里谋面，同时也知
道了《村庄令》。再后来听说此人豪爽、仗
义、善良、好客，还写得一手好文章。胖子
说起这些时，很认真，语调抑扬顿挫，这就

更丰富了我对他的印象，有
了见面拜访的冲动。第一
次见面，大老远就看到那个
大个子，皮肤黝黑，穿着凉
鞋，斜夹着包，铜铃眼，笑容
灿烂。见面交流，一来二
去，渐渐被他的随意、细心、
真诚、幽默、多识吸引，便斗
胆讨了本《村庄令》拜读。
早些时候读过几篇，再读，
触动是全方位的。把许多
人和事用文字记录下来，用
情感慢慢、细心地浇灌，如
此朴素无华，直到大树参
天。浓情淡字，比酒宜人，
小小的笔尖老是戳中心中
之蕊，绽放大爱之花。
我偶尔写点小诗，知

我有此爱好，老魏便常鼓励
我也出个小集子。邀我参
加关于文字的活动。下个
周末，过江去看看老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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