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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 鹤

同事家的樱桃熟了，拣顶红的摘
来送我尝鲜。颗颗色泽透亮，红如玛
瑙。用水洗干净盛在盘子里，女儿拿
着赏玩不止，竟忘了下口。

看着这美丽的尤物，想起我家老院
那棵樱桃树。曾经长在院子的东北角，
从最初父亲栽种时的一棵小苗，到后来
逐渐长出粗壮的枝干，不过三两年的工
夫。民间有樱桃好吃树难栽的说法，但
我家这棵樱桃树从没给我这种印象。
在这放任自由的环境里，樱桃树还是茁
壮成长起来了，忘了栽种的第几年，树
上突然结出了豆子大的果子，小小的我
欣喜不已，摘了半黄的放在嘴里，酸的
我忙不迭吐出来。

第一年挂果，结的并不多，更多的
是带给家人的惊喜。听说果树第一年
挂果都不会太多，有试探之意，到了第
二年，就会大丰收。果不其然，待到第
二年成熟时节，树上挂满了稠密的红果
子，有的一根枝条上就能摘下满满一
碗。这满树玛瑙般的红珠子吸引了左
邻右舍的人前来尝鲜。父母本是朴实
的人，自家树上结的果子，也没当成稀
罕物，大有任人采摘之意。有的枝条伸
到邻居的院子，还会招呼邻居趁着果子
成熟赶紧摘下来吃。

樱桃的成熟期很短，通常是在“五
一”前后，借助阳光和温度的催蒸，满树
青绿仿佛一夜间就能遍染丹红。成熟
时节，鸟儿也赶来帮忙，它们最能识别
哪些最甜，专挑大的颜色鲜的下嘴，地
上落满被它们啄食过的残果，仿佛要与
人类分一杯羹似的。满树的红果子，左

邻右舍也有了口福，也成为我拿到学校
馈赠师友的最好礼物。

家里没种樱桃之前，我看见街上卖
的樱桃总是眼馋，有时母亲买回来一
些，总会小心翼翼挑拣出来我认为最好
看的，拿在手中排成珠串，想象它们戴
在手腕上的样子，看着一颗颗鲜美剔透
的珠子，感叹造物的神奇，赏玩间拿一
颗放在嘴里，轻轻一抿汁水淋漓，酸甜
溢口。往往吃过一颗后，果核还在口中
含上老半天，吃完了果子连核也是舍不
得丢，最后手掌中剩一把干净的核继续
拿着把玩。

那时候的樱桃绝对能排在我心中
最爱的水果前几名。对于我而言，樱桃
是高贵不凡的代名词，小巧诱人的身
姿、酸甜清爽的口感是有别苹果、香蕉
这些大众水果的。而最让我对樱桃钟
情的是它作为水果之外的特殊作用。

据说长冻疮的人只要用樱桃涂抹伤处，
冬天里冻疮就不会复发。遗憾的是，我
至今尚未验证这个偏方是否奏效。

等我家种樱桃时，对樱桃已没有那
么眼馋了，想着反正守着一棵树，什么
时候吃都可以，这样想着，偏偏就错过
了它最甜美的时节。那些年，每到樱桃
成熟时，我都把摘下来的樱桃拿到学
校，送给要好的朋友，看着她们惊喜开
心的表情，心里是同样的快乐满足。

家里的樱桃树年年丰收，直到我们
家盖了新房，搬出家属院。那时候，搬
新家的喜悦占据了生活的全部，谁会想
到角落里那棵默默无名的樱桃树呢？

搬新家以后，父亲在院子前面也栽
了一棵樱桃树，期望这棵树也像原来那
棵一样，带给我们收获的喜悦。老院里
那棵樱桃树渐渐被新生活覆盖，成了我
们全家的回忆。此后几年在樱桃红的
季节，每每想到老院里那棵樱桃树，父
亲都会感叹，那是多好的一棵树啊！

父亲说樱桃树是极爱干净的，我们
搬走后，家属院的房子让给小舅一家暂
住，舅妈经常把小孩儿的尿布晾晒在樱
桃树枝上，后来不知是不是这个缘故，
那棵树竟然渐渐枯死了。父亲说的时
候，语气中多了惋惜。而我宁愿相信，
那棵树是有情的，因为远离故人，所以
了无生趣，如果是这样，在我年少多情
的心里，会留下伤感美好的印记。

如今，又到樱桃红的时候了，看到
孩子拿着樱桃欢喜的模样，我又想起老
院的那棵樱桃树。我会给孩子说，以
前，妈妈家的院子里，就有一棵樱桃
树。而这棵樱桃树，大概会一直以这种
方式摇曳在我的记忆里。

樱桃红了

□□魏增瑞

当下时兴旅游热，人们不再满足
于一日三餐的温饱生活，利用节假日
走南闯北，饱览祖国大好河山，名胜
古迹；乃至漫游世界，体验域外风
情。无奈本人喜欢清静，更烦路途劳
苦，以致身心烦扰，所以喜欢在闲暇
时街头漫步，聊以排遣心头的寂寞。
慢慢地，感觉街头的景色如此之美，
美得让我流连忘返。

清晨，街上最热闹的就是送孩子
到幼儿园的车流。一条条小巷，如同
一条条小溪，急匆匆冲出来一辆辆电
动车，到大街上，又汇成了一条奔腾
的河流，急速地在幼儿园汇聚。当夕
阳西下，幼儿园的大门如同水库的闸
门打开，家长和孩子们像洪水般一下
子喷涌而出，在大街上“哗啦啦”地
奔腾。冲在最前面的，往往是那些骑
两轮电动车的年轻父母。有的在电动
车脚踏的空隙放一个小凳子，尽管电
动车飞驰如电，孩子坐在凳子上却稳
稳当当，怡然自得；有的孩子站在电
动车脚踏处，双手扶着车把，面朝前
方，车子在人缝中灵活穿梭，驾车的
仿佛不是爸爸或妈妈，而是他自己；
更有调皮的小孩子，面向后方坐在电
动车的后座上，他看到的一帧帧后退
的画面，一定是别样而新鲜，我想，
这些孩子将来看事物的视角也许会与

众不同吧！接孙子孙女的爷爷奶奶们
却是另一种景色，他们往往不和那些
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斗气争勇，待接孩
子大军快要过完的时候他们才慢腾腾
上路。喧闹的大街上，滚动的是人
流，流淌的却是热腾腾的亲情。

大街上，最热闹的还是周日的下
午，几所高中的学子们簇拥而出，青春
张扬的气息一下子溢满街道。最拥挤
的地方就是卖冷饮的商铺，一个个少男
少女捧着大人们连名字都叫不出的饮
料，恣肆高扬的笑声把街道两旁的建筑
震动得瑟瑟颤悠。几个穿汉服的学生
吸引了路人的目光，看到人们惊异的眼
神，稚气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情。几
位老人在安静地下着象棋，突然，一阵
节奏欢快的音乐响起，几个妙龄女郎在
街头随着音乐跳起了优美的舞蹈，炫
目的舞姿一下子引来了不少人围观。
几位下棋的老人暂时放下手中的棋子
将目光投向了舞者，这也难怪，在这里

下了几十年象棋，这样的跳舞场面还
是第一次看到。看到热闹处，美女们
忽然打起一条红色横幅——“××小区
欢迎您买房入住”；几位老人也许心中
有气，把棋子摔得“啪啪”作响……其
实，青春与衰老，美女与金钱，街头就是
社会的一个小缩影。

这条大街的路，以前可不叫路，
开始叫“河”，然后是“湖”，现在才
为路。20世纪90年代，由于路面长久
失修，以及机动车的碾压，再加上雨
水的冲刷，路面越来越低。道路两旁
没有下水道，商户们把水直接泼到路
面上；尽管天气干旱，但大街上总是
流水不断，真是行人两岸走，车在

“河”中行。近几年，大街的路不知不
觉又变了，变得平整，鼓楼大街甚至
还铺上了青色条石；街道两旁的建筑
也变了古朴的风格。每到春雨阵阵，
秋雨连绵，走在湿润的青石路面上，
仿佛徜徉在江南水乡小巷的感觉；几
位儿童打着彩色的雨伞嬉闹着跑过，
犹如给人一种穿越时空的幻觉。

大街上的景色是流动的，每天到
大街上赏景，成了我从不间断的必修
课。别人看到的是大街上千篇一律的
喧闹和纷扰，我看到的却是人间浓浓
的亲情，以及社会的变迁与进步。到
大街上赏景，我从平淡中看新奇，从
变化中观永恒，从冷暖中悟人生，生
活也由此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街头赏景

□□邢德安

一天晚饭时，妻子端出了一小筐煮熟
的豌豆荚说：“吃吧，尝尝鲜。”我很诧
异，便问：“哪儿来的？”她不满地看了我
眼说：“哪儿来的，反正不是偷的，买的
呗！五块钱三斤，不贵吧？”

“不贵不贵，真的不贵。”为了不拂她
的好意，便这样回应。说实话，就豌豆荚
而言，我是真的不稀罕。其实我正是在小
时候由于吃豌豆荚过量，才导致了后来对
豌豆荚的排斥。

我的童年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度过
的。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十周年，百
废待兴，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和三年自然灾
害，人们的生活水平十分低下，经常有吃
不饱肚子的现象发生。每年春天，本来是
鸟语花香的季节，人们却在为填饱肚子而
发愁。除了各种树头菜以外，豌豆头也是
不二的选择。在豌豆开花的前一段时间，
豌豆头正嫩，这时，人们便会揪下一大把
豌豆头直接吃起来。当然，如果有幸能再
找一棵小葱或者大蒜，那味道就更美了。
等到豌豆开花以后，刚一露出荚尖，我们
便迫不及待地往豌豆地里钻。从嫩荚尖一
直吃到豌豆荚发白，籽粒发硬，实在不能
吃了方才罢休。曾经有一次，我就被生产
队长逮着了，不过，队长对我们这样的

“小偷”并不怎样凶狠，而是说道：“吃好
了没有？吃好了就回去吧，下次可不许这
样了。”1962年春，为了缓解人们生活上的
困难，生产队遵照上级的政策精神借地予
民，让群众自己管理收获。那一年，我们
借到的一块土地上种的是小麦搅 （就是小
麦和豌豆混种的那种，也叫“猴爬杆”）。
当豌豆荚刚刚能吃的时候，每天下午放学
回来，母亲便让我们提上篮子去地里摘豌
豆荚，然后回来清水煮熟代替晚饭。一般
情况下都是晚上吃不完，第二天再热热又
当早餐。我也就是在那一年吃豌豆荚吃伤
的，以至于后来一听到说吃豌豆荚就感到
胃里不舒服。

改革开放以后，土地承包到户，虽然
粮食产量高了，再也不用担心饿肚子的问
题，但农民也嫌种麦搅产量太低，逐渐就
无人再种豌豆。于是，豌豆荚再度成了稀
罕之物，并且走向餐桌，成为美味佳肴，
其身价也不可往昔同日而语了。往昔用来
填饱肚子顾命的豌豆荚，在今天却只能是

“尝鲜”了。
看着这一小筐豌豆荚，我思绪万千，

心生感慨。单是“尝鲜”二字所表达出来
意义，就足以
反映和折射出
改革开放四十
年所带来的巨
大变化。小小
的豌豆荚，从
某 种 意 义 上
说，也寄托着
一种乡愁，令
人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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