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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微山·随笔

花 事
季春燕（莲都）

� � � �我家的阳台很大，一半是书房，一半
做了个小花园。我喜爱花，老公大头就种
了许多花，最多的是兰花，每一盆都是叶
子清秀，温文尔雅的样子。古诗有曰：“室
有兰花不炷香。”花开时节，白色的、淡米
色的花在清风中香气怡人，人在书房里，
有“室静兰香”之感。

一株玫瑰，现在还没开花，但是已有
花蕾了， 倘若开花， 是大朵大朵的红玫
瑰，年年如此，从未辜负赏花之人。 除了
兰花，也算这里元老级别的花，比我女儿
小羽还大，花龄应是十六岁。本来还有一
株黄玫瑰，与红玫瑰相隔几步之遥，在四
季里相望，在花季里相守。一株开满红色
的花，一株开满黄色的花，好不热闹！ 大
头最喜欢在花开时，剪几支摆在窗台上，
或桌上。只是，有一年，他心血来潮，想给
花挪个位置， 不曾想黄玫瑰就此慢慢枯
萎，悄悄走了。 也许，花也有自己的禀赋
习性，习惯了一个位置，就不想被轻易移
动。 时光流转，我偶尔也会想起它，不知
红玫瑰想不想它呢，想起它时，是否也会
有些孤单呢。

还有一棵橘子树，也生长了十几年，
作为生活在花丛的唯一果树， 它也不孤
芳自傲，而是尽心尽力地开枝长叶，一年
四季，都是生机盎然的样子。 花开时，绿
中点缀着星星似的白；结果时，绿中挂满
了黄澄澄的果。 年年开花，岁岁结果，近
年来，结出的果子巨大，还挺甜。 我在楼
下，或是离家不远的街上，远远就能看到
它，满是亲切感。

还有两株南天竹，一株大，一株小。
南天竹本做盆景之花，三姐家就有一盆，
修剪得别致、 优美。 我家的本来也是盆
景， 只不过是花盆碎了， 就移到小花坛
里， 它们就恣意生长， 小的一株无所顾
忌，大的更是肆无忌惮，烈日骄阳、狂风
暴雨也奈何不了它，竟然长得比橘子树、
玫瑰花都高。 夏天，叶子是绿色的，花朵
虽小，却是洁白芬芳；秋季，绿叶转红，会
长一串串红色的小果实，挂在枝头，一直
到来年的春天，果实还在。每每看到它们
在我家长得这么好，我心里也是欢喜的。

至于一棵棕榈树，本来长在花坛里，
为了不显拥挤， 也为了让其它的花长得
舒适一些， 大头就用了一个很大的花盆
让它自立门户。它便在书房的窗下安家，
倒也乐意至极。 只是，长得太快，花盆不
堪其负，就裂了。 虽然它长着一副“人高
马大”的样子，但也挺“矫情”，如果几天
没“喝水”，就倔强地泛黄，惹得人不得不
对它照顾有加。因了我时常在窗边看书，
每每抬头，总是最先看到它，就不免多看
它些，也许它也知道我喜欢它，就时常把
枝叶从窗外伸进来， 给我送些清新的绿
意。

春天的傍晚，小羽在书房中看书，我
坐在秋千上， 看大头在阳台上新栽一些
花，茉莉、海棠……又给栀子花、文竹、常
春藤修枝剪叶,这时的他细致又温柔。 记
得初识他那年， 有位熟悉的朋友与我说
起，说他家种了可多的花，满满一阳台，
最多的是兰花， 开得最好的是茶花……
也算是书香之家，莫名就对他很有好感。

一念之间
曾家义（莲都）

� � � �下午一行人驱车往乡下走亲，
回来路上，贵阳公司股东翠红来电，
喋喋不休地诉说董事会决策失误一
事，言语间充满怀疑、挤兑、怨愤。
我一边开车一边敷衍，努力不被负
能量带跑却分明已深陷其中。空气
有些闷，顺手摁天窗开关，后排陈
龙惊叫“有车”！ 随即“嘭”的一声
巨响……电话那头翠红还在继续：

“怎么了，喂，你手机掉地了吗？ ”我
懊恼地抱怨了：“被你害死了！ 我出
车祸了你还叨叨叨！ 不理你了！ ”

遂下车查看， 车损十分严重，
左前车破碎，对方几乎整个车头都
掉了。好在没发生口角，双方报警、
叫保险公司。

翠红来电我没接，改打陈龙电
话，问我们人是否安好，急着要开
车来接， 陈龙回绝了。“是不让她
接！ ”我接着话头，“都说要远离负
能量之人，还真是没错，你看，这么
大的负能量！这么远都害我撞车！”
陈龙附和着，两个儿子倒是没事似
的，尤其是小儿曾博楷，竟然高兴
地唱着歌。心想，毕竟是小孩，不懂
事！

不久， 交警到， 询问伤情、拍
照、约处理时间、道别；保险公司、
4S 店救险车也随后而至， 很快定
下方案也与我们道别。

姐夫从城里来接我们，到家已
是八点多。 赶紧叫曾博楷洗脸，我
在旁边刷牙。忽然曾博楷开口说爸
爸你今天开车太不小心了，我说对
不起儿子， 还好你们都没事。“爸
爸，你今天还做错了一件事。”我猜
测他是指我没有主动承担全责，问
道：“什么事？ ” 曾博楷认真地说：

“你一直在抱怨翠红阿姨。”见我没
承认错误的样子， 曾博楷接着说：

“翠红阿姨并没有害到你， 你开车
就不该接电话。”心里没好气：小孩
子懂个屁！

忙好已是十点，躺下便沉沉睡

去。 半夜忽地惊醒，仿佛心灵在撞
车，心扑通扑通跳得厉害，耳畔，
曾博楷稚嫩的声音一直在回响：

“爸爸，其实你今天还做错了一件
事……”

十岁的孩子，尚能准确点到大
人的错误，作为大人，我却一次次
地将自己的责任转化为抱怨指责，
并一直任由蔓延不知警醒！

不由想到很多车祸因出口伤
人而大打出手； 想到公司因股东
抱怨而差点失去凝聚力； 想到官
员贪污、豆腐渣工程、地沟油；想
到特朗普“退群”、中东战争、恐怖
袭击……

现实的车祸在完善的社会制
度保障下已然微不足道，我们内心
的贪婪、邪恶、猜忌、抱怨、指责、
愤怒等，不就像凶险的车祸么？ 凶
猛的车祸在内心一而再、再而三地
反复却没有任何体系处置，导致负

能量无法刹车， 灾祸像潘多拉的魔盒
打开，一再蔓延！

社会、国家，乃至整个世界，这种
内心的“车祸”又有过处置吗？ 个人因
心理“车祸” 而疯狂， 公司因为心理

“车祸”而离散，社会因为心理“车祸”
而失衡， 国家因为心理“车祸” 而停
步，世界因为心理“车祸”而战乱！

车祸起于意念，息于意念。一念间
本是邪恶与无邪， 一念间存在撞车和
刹车， 一念间成了天使和魔鬼， 一念
间有着安宁和覆灭！

想到此，睡意全无，穿衣起床，记
下觉悟，引以为鉴。

特意给翠红发去信息：“对不起，
昨天抱怨你，让你受委屈了！ ”又决定
日间去交警队主动承担全责。 此时方
觉，车祸渐远。

抬头，天已大亮。 今日是个晴天，
久雨初晴，世界特别美丽！

家乡的黄米
刘远平(景宁)

� � � �黄粿又名黄米粿， 色泽晶莹，
清香宜人，柔韧可口，比起白年糕
不知道好吃多少。 若用保鲜袋装
好，放上一两个月都不坏，还确保
原汁原味。 在龙庆景（龙泉、庆元、
景宁）一带的农村，有“无粿不成
年” 的习俗。 每到农历十二月初，
每家每户就要开始做黄粿了。

要做出好的黄米粿，是很有讲
究的：首先要选择米。 米得选用粘
性强，蒸煮时间短，柔软，有光泽，
适口性好的粳米。籼米和糯米都不
好做黄米粿。

其次是选择灰碱。烧灰碱的灌
木要在向阳的地方砍取，背阳山烧
的灰碱做出来的黄米粿无韧性，色
泽差，容易退碱。

最后在蒸的时候火候要把握
好。 没蒸熟捣出来的黄粿不细腻，
黄粿带米粒。 若是蒸太熟了，捣出
来的黄粿颜色过深， 嚼劲也不好。
所以黄粿做得好不好，在农村也是
衡量一个家庭主妇是否能耐的重
要方面。

烧灰碱， 农历 12 月初就得准
备，村里的大人、小孩齐上阵。灰碱
本来是在山上一边砍一边烧的，但

又怕在山上烧火引起火灾，因此很
多人家都是把一捆捆灌木枝叶挑
回来， 放在村头村尾或晒谷坪上，
东家一堆，西家一垛地放着，等砍
足了灌木之后， 抱些干柴当引子，
然后一抱一抱地把枝叶放在干柴
上点火燃烧。

枝叶烧好后盛到大铁锅里，等
铁锅内所有的碎木炭都成了灰，这
样灰就是“灰碱”，就可以用来做黄
粿了。

做黄米粿时，首先是将灰碱泡
水沥取其汁，用以浸泡上等粳米至
米色橙黄，然后盛入大饭甑，放在
灶上蒸熟，再倒入机器中压出来就
行切成条状就行。

但以前没有压黄米粿的机器，
是纯手工制作的，先把浸上灰碱汁
的粳米饭蒸熟后倒入大石臼，然后
叫上一些力气大的年轻人轮番用
大木棰捣。 大木棰足有几十斤重，
一般小孩或年纪大的老人根本抡
不动大木棰，即使是力气大、身体
壮的后生一次也只能抡打二十几
下。所以每到打黄粿时村里的劳力
都不外出，在家帮忙打黄粿，东家
打了西家打，相互帮忙。 若打饿了

的话， 主妇就从石臼捏一团软软的、
黄黄的散发着植物碱香的黄粿， 醮些
辣椒酱或红糖之类分给大家吃， 打累
了就坐下来喝喝茶， 说说笑话。 小孩
子们则围在大石臼周围嬉闹着， 希望
主人能发点小善心， 也捏一小团米粿
解解馋。 还有更嘴馋的孩子， 米刚倒
入石臼还没捣成团就哭闹着要吃黄粿
团了， 当然， 其结果是除了受到父母
的一阵呵斥之外，谁也不理他。

黄粿是我们龙庆景一带的传统美
食，吃法多种多样，蒸、煎、炒、煮、烤
样样都行， 既可当菜又能当主食。 作
为一种传统美食， 黄粿成为招待宾
客、 赠送亲友的礼品， 随着旅游业的
发展， 黄粿还是一种游客首选的特
产。

岁月无声，感受时光里的乡情，春
节做黄粿、 吃黄粿， 这种饮食文化已
经成为一种独特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承载起儿时的乡土情结和岁月记忆。
虽然现在在菜市场天天都能买到黄米
粿， 也常常吃上黄米粿， 但吃起来总
感觉少了儿时在家乡的味道。 是如今
生活好了呢？ 还是少了过去的那种浓
浓的年味呢？ 也许都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