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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含笑柳如烟，最美人间三月
天 。 江 南 的 三 月 ，春 潮 涌 动 ，万 物 复
苏，草长莺飞，百花争妍，处处萌动着
旺盛的生机。玉兰花、樱花，海棠花、
桃花⋯⋯赶趟儿似的，一场接一场地在
春风里争奇斗艳。而在姹紫嫣红的春
色里，我特别钟情于那一抹清新淡雅
给人以希望、美好和遐想的杨柳青。

柳是春的使者。柳树应该是在春
季里第一个发芽的树种。人们一说到
春天，自然就用桃红柳绿来形容。柳树
对环境、温度、水分和光照的要求比较
低，它比其他植物更适应在早春萌发。
当一般的植物都还沉浸在休眠的状态
里，垂柳已随着春姑娘的脚步苏醒了；
当早春二月隆冬的寒意未全消，梅花还
在傲雪凌霜的时候，垂柳的枝桠上已点
缀了一簇簇毛茸茸的新芽，她们将舒未
舒，俏皮可爱，柔梢披风，犹似江南的楚
楚少女在翩翩起舞。随着气候渐暖，柳
树泛绿，盎然了春意，久居家中的人们
纷纷走出家门，去踏青，去游园，到河
边、湖畔柳树下舒活舒活筋骨，沐浴沐
浴春风；孩子们则兴高采烈地在杨柳的
青烟绿雾中捉个迷藏、放个风筝，尽情
地嬉戏玩耍，时不时嘴里还吟诵起贺知
章的诗句来：“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
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
似剪刀。”

柳是美的象征。柳的美，主要美在
轻盈柔媚的风姿。柳的柔媚是文人墨
客最喜欢吟咏的。如清朝高鼎所写的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就十分巧妙地抓住了柳枝修长柔软的
特征，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杨柳的娇姿、
杨柳的柔态和杨柳的神韵。杨柳也常
常被用以形容女子容颜的美好，如杨
柳细腰、柳叶眉等，特别是柔软的柳条

垂泻下来，就像姑娘一头浓密的香发，
在春风吹拂下，轻盈飘逸，摇曳着各种
妩媚的风姿⋯⋯正如眼下杭州西子湖
畔的垂柳，有的就像万千条绿色的丝
带，有的就像在春风中晃动的铃铛，有
的就像少妇的秀发依恋着微微荡漾的
湖水，柔情似水，婀娜婆娑，有的就像
宽大的幕帘垂挂白堤，让断桥平添了
几分柔美与浪漫⋯⋯如把西湖比西子，
那杨柳就是她的秀发，如果湖畔没有
了垂柳，西湖也就不会有如此的柔美，
如 此 的 多 姿 ，如 此 的 妩 媚 ，如 此 的 迷
人！

柳是生命力的代名词。柳的繁殖
方法主要是从原树上的枝条切下一段
来扦插，虽然它在先天上受了很大的伤
害，可它却依然能够活得如此坚强，它
默默萌发，生命的强韧完全突破了一切
生长环境的困境，正所谓“惟尺断而能
植”“虽尺断而逾滋”。柳树虽然天性喜
光、喜湿，但也耐寒耐旱耐盐碱，不受地
域的限制而广泛地生长。在生态条件
优越的平原沃野，它生长得很好；在生
态环境恶劣的地方它也依然能生长。
正 所 谓“ 无 邦 壤 而 不 植 ”“ 干 道 之 屡
迁”。因此，人们常说：有心栽花花不
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是的，牡丹虽艳，
茉莉虽香，但都离不开园丁辛勤的培
育，而杨柳只要有阳光雨露，任你随意
剪一枝条插入潮湿的土里，不用浇灌，
不用培土，不用施肥，她就能无声无息、
无忧无虑地在堤岸、在河畔、在庭院、在
路边，在每一个角落，茁壮成长，她装点
着城市，装点着乡村，装点着人们的美
好生活⋯⋯

柳 是 缠 绵 多 情 之 物 。“ 柳 ”音 同
“留”，有惜别和盼归之意。柳因其纤
细修长婀娜多姿的形象（尤其是微风

轻拂的依依杨柳），往往给人一种缠绵
多情、留恋不舍的感觉。记得小时候，
村口的两行杨柳特别有情，每当我和
小伙伴们去上学走过村口时，她们总
是将纤柔的柳枝飘向我们，似乎在依
依不舍地向我们道别⋯⋯而每当我们
周六放学回家进村时，她们则兴奋欢
快地舞动着枝条，热情地迎接我们回
家。中国古代，亲朋好友一旦分离，送
行者往往会在长亭外、古道边、小河畔
折一枝柳条赠送给远行者，以表达惜
别、盼归之意。在我国古典诗词曲赋
中，借杨柳来抒写离别之情的佳句可
谓不胜枚举。如刘禹锡：“长安陌上无
穷树，唯有垂柳管别离。”借杨柳抒写
惜别深情。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表达了对好友元二
浓郁深挚的依依惜别之情。柳永：“今
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除
了表达看不见心上人的寂寞和凄凉，
更多表达的依然是依依不舍的心境。
古往今来，折柳已成为了独具东方文
化韵味的送别方式。在 2022 年北京冬
奥会闭幕式上，“折柳寄情”这一中国
式道别，更是惊艳了世人。

柳是柔美的，柳是多情的，柳是极
具生命力的，柳更是朴实无华和无私
的，她不与同类争锋，她不与山花争艳，
她总是甘当配角，乐为陪衬，她只是一
味地默默奉献。春天，她以勃勃的生机
和羞涩之姿，奉送人们以希望；夏天，她
以浓浓垂荫和婆娑之态，奉送人们以清
凉；秋天，她以飒飒舞姿和律动之音，奉
送人们以美妙；冬天，她以秃秃的身躯
和不屈之美，奉送人们以力量。一年一
度春风劲，春风吹送柳依依。

春风吹送柳依依
尹乐平

习习祥风，祁祁甘雨，又见梨花绽
放。阳春三月，我们应邀参加了“春雨
梨花”诵读会暨红色文化进乡村活动，
走进有着“养在深闺的世外梨源”美誉
的龙泉市车盘坑村。

车盘坑村，是一个居于海拔 750 米
高山之上的古朴村落，建村历史近 500
年，地处大窑龙泉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所在的琉华山山麓。村内清一色黄墙黑
瓦的老屋沿溪而建，错落有致。数百株
树龄 300 多年的梨树环村而立，形成一
道绿色的屏障。每到阳春三月，簇团雪
白的梨花映衬着黄墙黑瓦，分外美丽。

一路山道弯弯，一路涧水淙淙，一路
满目葱茏。行至村口廊桥，飘来深情悠
扬的《梨花又开放》：“忘不了故乡年年梨
花放，染白了山冈我的小村庄⋯⋯”歌声
空灵纯净，字字意境深邃，句句回味悠
长。只可惜连日骤雨，原本恰值花期、满
树堆雪的仙境，而今已是落尽梨花春又
了，惟有翠色和烟云。

稍事休憩，大伙儿依据活动方案各
自忙碌开来。村委会楼前，党史学习教
育展板整齐摆开，引人驻足；走进农家，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的同志宣讲
浙西南革命精神，声声入耳；颇具特色

的民宿梨花小院里，则是诗意流觞，诗
兴盎然，歌声悠然。整个村庄沉浸在

“春雨梨花”诵读会暨红色文化进乡村
活动的热烈氛围中。

篝火燃起，照亮一片天空。围炉夜
话，迸发出心中激情。如何点燃职工疗
休养区域协作之火，促使“红+绿”深度
融合，助力乡村共同富裕；如何以花为

“媒”深入挖掘系列“花文化”，致力打造
美丽乡村山区样板；如何挖掘乡村特色

优势和潜力空间，推进梨文化研究与保
护中心建设，还原乡村价值，重塑乡村
魅力，成为大家的话题焦点。众人各抒
己见，畅所欲言，为这“世外梨源”未来
发展出谋献策，期待这深藏绿谷的历史
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从美丽生态
到美好经济再到美满生活，实现精彩蝶
变。

梨花开，春带雨；梨花落，春入泥。
擘画美好新蓝图，世外梨源正当春。

世外梨源正当春
程浙军

春天总在不经意之间来临。每天
来往于两点一线，目之所及是日复一日
的相同，可突然有一天，你行走在上班
路上，感觉到了不一样：不知不觉中花
朵已经在枝头绽放，嫩绿将世界包围，
处处充满着一种新的生机，春意已然在
人世间肆意。

如果说用一种颜色去形容春天，那
一定是绿色，而不是五颜六色。是，春
天百花盛开，颜色繁多，可我觉得最能
代表春天的还是那一抹令人心动的绿
色。就像是一个画家，在空白的纸上渲
染，绿色便是春天的底色，各种各样的
绿，刚抽枝的带着鹅黄的绿，浅浅的带
着清澈透亮的绿，流淌着能滴出水来的
绿⋯⋯错错落落，深浅不一的绿，将春
天“和盘托出”，而那些五彩缤纷的花
朵，是它们的点缀，绽放在绿色的世界
里，将绿衬托得更加细致唯美。绿色，
一种多么明媚且充满希望的颜色，它是
纯洁的，带着稚子的天真和烂漫，盛开
在春天里。

春天的绿，只能是一抹，一抹也就
足够了，就像是漆黑的世界中只需要一
束光便可以照亮整个心房，给人以希
望，指引着我们朝着光的方向前进。而
这纷繁人间的一抹绿，将寒冬驱赶，将
荒芜填满，将落空的期待重新点燃。一
抹一抹地慢慢点开，渐渐地，田间地头，
街边公园都被这抹绿色包围，它带来新
的生气，注入人的心间，给人一种新的
力量和勇气，打心底发出感慨：啊，春天
真好。

在春天的绿色之中，我们应该放肆
奔跑，尽情舒展自己，将那个被严冬冷
却然后包裹着的自己，一点点在春里释
放。你有多久，没有撒开了腿在空旷的
草地上奔跑了？你有多久，没有怀着热
烈和坦荡拥抱这个世界？你有多久，没
有在平平淡淡的生活中开怀大笑了？
你还记得吗？而这春天里的一抹绿色，
它告诉你，这一次，你只需要尽情地做
自己。这是全新的开始，过去种种，皆
为记忆，向阳而生的我们，应该朝着光

亮，追逐春的气息，追逐新的希望新的
生活，我们的快乐应当在明亮的未来
里。

我是在某一天突然就发现了这一
抹盛开在春里的绿色，毫无征兆，它穿
过冬天而来，带着春的气息，带着希望
的色彩，以全新的姿势朝我奔赴而来。
它告诉我，漫长寒冷的冬天终究过去，
而经历过黑暗苦痛，人才会更加坚强，
才会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温暖。衣
衫渐薄，次第花开，那一抹绿，唤醒沉睡
的人间。此刻我觉得，这春天的一抹
绿，竟然有了些许惊心动魄的意味，在
波澜不惊的表面下，内心深处早已汹涌
澎湃。它悄无声息地到来，却让我的世
界开始颤动，一阵阵，遍布所有角落。

趁春色如许，趁绿色刚至，趁还来
得及，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去见你想见
的人，去发出你想发出的声音，又或者，
仅仅只是在某一时刻，跟着内心的冲
动，出去寻找春天，去看一看那一抹绿。

春天里的那一抹绿
衣鱼

又到了吃清明粿的季节了。在
众多的节气食品中,我独独喜好这一
口。清明粿由皮和馅组成，制作粿
皮，鼠曲草是重中之重。

春回大地，鼠曲草钻出地面，装
点 山 间 ，撒 满 田 野 ，得 来 却 颇 费 功
夫。它不是青菜萝卜，菜刀一挥，一
棵就是一脸盆。鼠曲草小小巧巧、细
细碎碎，有的躲在杂草中，有的长在
水沟里，低矮地长着。采摘需全程蹲
走，是体力和耐力的双重考验。

鼠曲草经过清洗、焯水、晾干，根
据喜好和一定的比例掺合米粉，再用
机器或者手工揉制，团青特有的青草
味呼之欲出，令人神清气爽。在我看
来，麻糍好吃，太黏，牙口不好的人尴
尬；米粿好吃，纯粹的米香，似乎缺点
什么；面粉做的包子好吃，四季如此，
一成不变。唯独清明粿让我情有独
钟，既有淡淡的米香，又带有春天的
气息，有面包一样的劲道又有区别于
面包的韧性，没有麻糍的黏又有糯米
的清香⋯⋯

此时竹林里的笋才露尖尖角，有
的还在底下睡觉，说不定哪天一翻身
就露出了脊背，亦或伸个懒腰露出一
截胳膊。制作清明粿，它可是最好的
馅料。如果说采摘鼠曲草是女人的
活，竹林就是男人的天下了。戴上斗
笠，背上锄头，一行几人进山。掘笋
是体力活，可它并不是粗活，这里藏
着的都是智慧。那条细细的裂缝，有
经验的人一看便知底下有货，轻轻地
用锄头扒开土层，沿着竹鞭顺藤摸
瓜，小心摸索。运气好的话说不定下
面就是一窝的笋，那跟儿时发现一窝
鸟蛋之欣喜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果说鼠曲草是制作清明粿的
灵魂，鲜笋就是制作清明粿的核心。
过年腌制的猪肉蕴藏了一冬的能量，
在锅里滋滋地冒着热油，急切等待鲜

笋投入它的怀抱，经历了激情燃烧和
小火的温存呢喃，腊肉和鲜笋已经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完全融为一体。

醒发好的团青不卑不亢，静静等
待馅料的加盟。翠绿的皮裹上鲜笋
肉馅，巧手的妈妈像魔术师，变出各
种花样的粿。椭圆的像鸭蛋，代表圆
圆满满，讲究一些的人家再把它放在
模具里，印上福字春字寿字喜字，美
好的祝福都在其中了。半月形的粿
就要些许技术含量了，尤其是锁边工
序，像大姑娘绣花，一捏一拉全凭手
感 ，在 我 看 来 这 完 全 是 一 件 艺 术
品。

蒸笼屉里的树叶来自天然，没有
刻板的规定。茶花叶、柚叶、粽叶⋯⋯
都是极好的。裹上馅的青团在蒸汽氤
氲下得到二次升华，表皮更加光滑细
腻，团青和鲜笋腊肉紧紧相拥，完成
其在高温下的最后修行。不久后满
屋飘香，香味是无言的召集令，他来
了，你来了，我早已垂涎⋯⋯

在传统习俗中，吃了清明粿，农
人就要开始劳作了，有劳作才有收
获；孩子们该努力学习了，“清明”与

“聪明”谐音，吃了清明粿，头脑清灵，
学业更上一层楼。

清明祭祖，每家一定会奉上一碟
清明粿。人们在这个“气清景明”的
节气中，进行“祭之以礼”的追远活
动，为已逝的亲人、祖先，庄重地送上
自己的思念与敬意。粿连接着祖先
和我们，这神圣的生命交流仪式，一
年年轮回、一代代传承，构成了人们
顽强生存和追求幸福的重要动力，从
而使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续展开新。
无论你身在哪里，只要同是炎黄子
孙，一口清明粿，是舌尖上的旅程，更
是增进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
同的精神家园。

清明话“粿”
修月琴

清明前半个月，朋友打来电话约
我去他朋友的女儿亲家东弄村挖笋，
并嘱咐我带上锄头和蛇皮袋。

因是朋友的朋友亲家，我不好意
思带上朋友叫我带上的大物件，而是
带了一把小镐子和一只塑料袋。若
带上大物件，一则怕朋友在他朋友那
里不好交待，二则怕别人说“人心不
足”。

开电瓶车从县城出发不到 15 分
钟就到了，主人有事不在家，但朋友
的 朋 友 早 就 在 他 亲 家 那 里 等 我 们
了。朋友的朋友网名叫“好哥”，是朋
友的驴友。

好哥六十来岁，人看上去很干
练，待人很和气。他一看到我手上只
带了一把小镐子和一只塑料袋，就笑
着说：“哇，你是小孩子来玩家家的
呀，带上这小玩意！”听了好哥的话，
我有点囧，但又不好意思告诉他我当
初内心的想法。后来想想这事，觉得
有点好笑，总觉得自己是“以小人之
心，度君子之腹”了。

竹山就在东弄村的厝后，步行三
五分钟。一进竹山，就听到好哥说发
现了一根长出地面十来公分的笋。
我立马兴奋起来，急急忙忙跑过去
看。好哥挥起锄头挖空了笋周边的
泥土，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往下挖，足
足挖了三四十公分深才挖到笋根，他
瞧准笋根一锄下去，“吱呀”一声，一
根热水瓶般大的、嫩嫩白白的笋被挖
了上来。“哇！”我羡慕得大叫。

看到好哥的兴奋劲还没缓过来，
我听到朋友也说发现了一根笋，我又
急忙跑过去饱眼福。等到朋友把笋
都挖上来了，我才想起自己还空着
手，清醒了过来，“临渊羡鱼，不如退
而结网”。

我一个人穿梭在竹林里，从山脚
一直到山顶，除了找到几根长出地面
半米高、拳头般大的厚皮笋外，没找
到一根像样的笋。我气馁得不得了，
索性躺在地上休息。

歇了好一会，还没见好哥他们上
来，我就提着装了几根小笋的塑料袋

往山下走。站在山上向下望去，发现
我朋友和好哥仍然在原地周围转悠。

我拖着疲惫的步伐来到他们那，
一看不得了，地上散满了大大小小的
竹笋，足有几十根。朋友看到我从山
上下来，问我挖了多少，我苦笑着晃
晃手中的塑料袋说：“喏，就这些！”朋
友见此摇着头对我说：“你哪是找笋
啊？你是走马观花！”

“挖笋不但要花力气，而且要讲
方法。你胡乱找，哪能挖到地下的笋
啊！”朋友好心地数落着我。

朋友说，竹林里的竹子分旺年和
衰年，有的竹子是旺年，有的竹子是
衰年，旺年和衰年交替着。找笋要找
竹叶如黛的旺竹，这些竹才会长笋，
而那些叶黄枝枯的竹属于衰年竹，衰
年竹不会长笋，即使会长也是个小身
瘦的笋。大个笋都在地下，要挖到又
白又胖又大的笋，还是要花力气去耙
掉覆盖在地上的残枝枯叶或浮土，才
会发现想破土而出的笋。

朋友还教我看地裂找笋的方法，
他说如果竹林地里发现泥土拱起或
开裂，十有八九下面就有笋。我按朋
友的方法，躬着腰，仔细地在地上寻
找了十来分钟，发现地上有个地方泥
土蓬松，边上开了几条小裂缝，用小
铁镐耙了一下，果然看到了嫩黄的笋
尖。

我生怕把胜利果实弄坏了，时而
用铁镐挖，时而用手指小心地耙掉笋
周围的泥土，用了好几分钟才完整地
把这棵笋挖上来。

接下来，我再也不投机取巧满山
跑去找地面笋了，而是老老实实地围
着一小块地慢慢找，并时不时用小铁
镐耙耙泥土，不几下又挖了好几个泥
下笋，到中午回家时，我已经挖了一
塑料袋。看到我的胜利果实，朋友和
好哥都给我竖起了大拇指。

这次挖笋让我收获颇丰，不但让
我收获了美味，也让我收获了一些道
理。做人做事一定得踏踏实实，并且
讲技巧和方法，才会有圆满的结果，
否则一切都是徒劳。

挖 笋
刘远平

郑本成郑本成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