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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桂梅

从小到大，槐花是我最喜欢的花
儿，喜欢它的清新，喜欢它的洁白，更
喜欢它独有的味道。

之所以喜欢槐花，首先因为它那
馥郁的香气。在槐花盛开的季节里，
村子里的空气都弥漫着香甜的气息，
由于人小不能爬树，我就使劲地吸鼻
子，希望把这沁人心脾的花香，全部
吸到肺腑里储存起来。等到能爬树的
时候，每次攀到盛开的槐树上，我第
一个招牌动作就是捋一把槐花塞到嘴
里，来不及细细品尝，就咽了下去；
第二把塞进嘴里，才会细细品味那股
香甜和清新；第三把槐花吃下去，觉得
满口生津，幸福无比，仿佛自己成了槐
花仙子，大有飘飘欲仙之感。现在每次
吃槐花，我都要淘洗好几遍。不由得暗
自庆幸，也许那时的风沙小，小孩子的
代谢能力强，所以现在的我，仍然身强
体壮，精力旺盛，也许得益于槐花的滋
养。

自幼喜欢槐花，吃过蒸槐花、槐花

丸子、槐花包子、槐花饺子等用槐花做
成的美食，不过，最能抓住我味蕾的是
槐花菜馍，那是让我一生回味无穷的美
味佳肴。有一次，走亲戚回家的路上自
行车坏了，看着天色已晚，只好就近到
准婆婆家求救。因为去得太突然，准婆
婆没有准备，就用槐花、韭菜和鸡蛋
烙了菜馍招待我。在院子里就闻到了
香喷喷的味道，一口咬下去，真是唇
齿留香，当时也顾不上矜持，一口气
吃了三块菜馍。多年过去，我一直记
得那个味道。我也曾尝试着自己做槐
花韭菜鸡蛋菜馍，可味道总不尽如人
意，总觉得还是婆婆的菜馍最可口。现
在想想，大概婆婆的菜馍里加入了疼爱
的味道，我的味觉里有了家人的成分，
已经把自己当成他们家的一员吧！后
来，婆婆在一个槐花飘香的季节，安详
地离开了我们，我再也吃不到美味可口
的菜馍了。现在，每年婆婆的忌日，槐
花都是最忠实的使者，用一阵阵清新馥
郁的花香，一片片细腻的洁白，一串串
绽放的花儿，把空气和田野装扮成最美
丽的模样。

岑参看到满天飞舞的槐花，写出了
“六月槐花飞，忽思莼菜羹”的佳句。
我是北方人，不知道地道的莼菜羹有
多么勾人味蕾，只知道有一位因为做
官久居北方的张季鹰，为了吃到美味
的鲈鱼莼菜羹就弃官回家了。所以，
我很幸福地认为，槐花饭和莼菜羹有
着同样美味，都能勾起离乡游子的味
蕾。

去年，小姑子给我捎了一袋黄河岸
边的槐花，一时吃不了，只能储存在冰
箱里，偶尔想起的时候，拿出来吃一
点，口感却大打折扣。记得以前储存的
最好方法，是把槐花晒干，再吃时仍然
是春天的味道。

以前吃槐花，吃的是春天的馈赠，
体味到的是感恩，感恩大自然是一座
取之不竭的宝藏，更多的是为了填饱
肚子的无奈和心酸；现在吃槐花，多
半是为了寻找乡愁，留住味蕾，品味
生活的多姿多彩。无论过去和现在，
槐花都是人们心头的挚爱，是春天里摇
曳的美丽身影，是舌尖上无尽、悠长的
回味。

舌尖槐花香

□云飞扬

清晨，阳光透过窗玻璃洒满阳台，
一股沁人心脾的芳香扑鼻而来。

我的水仙花终于开了！只见碧绿的
叶子衬托着白玉雕刻一般的花朵，在阳
光的照耀下，润如玉，白如绢，轻如纱。

“笃笃笃……”正在我凝神思考的时
候，传来了一阵敲门声。“谁呀？”“郑老师
在家吧？”是二楼素梅嫂的声音。

我走过去开了门，只见素梅嫂领着
她的小孙子邦邦站在门口。

“哦，是素梅嫂啊，还有邦邦，快请
进。”我赶忙把素梅嫂和邦邦请进屋里。

“素梅嫂，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吗？”我问。
“邦邦老师布置的作业是一幅画，要

画出春天的色彩，邦邦非要说白色最好
看，他爸爸妈妈都是医生，这些天忙得根
本顾不上管孩子的学习。我也不知道咋
画，想着你是老师，就请你指导指导。”

我一听，感觉很容易，于是领着邦邦
走到窗前说：“邦邦，春天来了，外面都有
什么景色？”

楼下的花园是邦邦的小乐园，他跟
小伙伴们曾在那儿与晶莹的雪花第一次
亲密接触，也在那儿初嗅到花儿的甜蜜
芬芳。这场疫情，把全国人民隔离在家，
却没有隔离孩子记忆深处最美的记忆。
我这么一说，他立即兴奋起来：“绿色的
草，还有红色、黄色、粉色的花。”

“嗯，邦邦真聪明。你看，春天是
彩色的，红的花绿的叶，各色花儿五彩
缤纷……”我指着楼下小花园告诉邦
邦。

邦邦忽闪着大眼睛，点点头，突然冒
出了一句：“可是，我觉得今年的春天白
色最好看。”

“白色？”“是啊，我爸爸妈妈身上的
衣服是白色的，还有电视上穿着白大褂
的人衣服也是白色的。”

我突然觉得自己竟然不如邦邦！“邦
邦，你真是聪明孩子，你爸爸妈妈是白衣
天使。他们在抗疫前线打怪兽呢，从病
毒怪兽手中救回好多好多生命，因为他
们，这个春天才变得格外美丽。”我说。

“我知道啦，爸爸妈妈也这么说，他
们去打怪兽，打败怪兽，我就可以和小伙
伴一起上学了，我知道画什么啦，我要把
最美的春天送给打败怪兽的白衣天使！”
说着，邦邦开心地笑起来。

邦邦的话让我感到欣慰。我一直盼
望着拥抱春天，寻找最美的春色，殊不
知，这个春天最美的景色就在我们身
边。

寻找最美春色

□邢俊霞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微风徐徐吹
过，空气不寒不燥，此时最宜放风筝。

今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扰
乱了人们的生活，打乱了人们踏春的节
奏。直到三月中旬，小区解禁，才走出
家门。

那日，与朋友河堤散步，放眼望
去，花草不知疫情事，依旧摇曳笑春
风。河堤空旷处，带着孩子放风筝的人
不少，无论是站着的、坐着的、奔跑
的，无一不是面向湛蓝的高空，陶醉于
扶摇直上风筝的曼妙身姿。

一位男士带着孩子在如画的美景
中，牵引着翩飞的风筝，神情怡然。朋
友见是熟人，走过去寒暄。而后，我们
驻足仰头观看，一条蜈蚣造型的风筝飘
在空中，目测很小很小，可实际上它已
飘到离地面很远很远的地方，仿佛高到
云层里，要在云与云之间，让自己射出
光、喷出虹来似的。

我问：“风筝放这么高，是不是有
什么秘诀？”风筝主人说：“放风筝没有
秘诀，但是有技巧。开始的时候，要拿
着风筝的提线逆风奔跑，跑得越快，风
筝飞起的成功概率越大，当看到风筝飞
起向上爬升时，停止跑动，开始慢慢放
线，然后还要根据风力情况，随时收线
或者放线，如果风筝有下降的趋势，就
要快速收回一部分风筝线，直到风筝能
在天空挺住不坠，才能真正松口气，静
静享受放风筝的乐趣。”

原来，放风筝也是一门学问。我抬
头仰望，风筝仍拖着尾巴高高地飘在空
中，静止不动，如一朵花开在蓝天幕布
之上。突然觉得，放飞者努力的坚持、风
筝倔强的升起，在这个过程中，风筝和放
风筝的人之间是有默契的：它懂他的欲
罢不能，他懂它的欲言又止。风筝像极
了尘世的我们，我们的梦想，就像手中放
飞的风筝，向前奔跑时，梦想就在身后不
远处静静地支撑着我们，坚定而自信，
相信所有的美好总会如期而至。

就这样想着、看着，我发现已经与
大自然融为一体。一时间，心底的花含
苞吐蕊，一瓣一瓣，就绽开了。

风筝的梦想

□贾 鹤

晚上给女儿切芒果的时候，随口对
她说：“你现在多幸福，什么样的水果
都能吃到。”话刚出口觉得似曾相识，
有老母亲语重心长的视听感。可能印象
里母亲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时间把我
塑造成一个长辈应有的姿态。

印象里小时候看到芒果是在一种香
烟的盒子上，烟的名字就叫“芒果”。
果绿的底色托着几个金色的小芒果，配
色得当，现在想起来还觉得赏心悦目。
那时候不知道芒果为何物，更不知道这
奇特的水果滋味如何。在物资匮乏的年
代，苹果、香蕉尚且罕见，更何况那些
只听过名字的“金贵”水果？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
来”的诗句家喻户晓，如果古代有“带
货”这个词，杨贵妃一定是荔枝的最佳代
言人。我第一次吃荔枝是高中时，印象
中很贵，母亲下班买回来。暗红的果子

还带着冷库出来的冰凉，剥开果皮就
看见晶莹的果肉，吃在嘴里有种坏红
薯味儿，感叹这为博美人欢心劳民伤
财的圣物不过如此。吃完果肉，还不
舍得扔掉果核，捏着光滑油亮的果核反
复把玩。

榴梿是在港台电视剧中看到的水
果，剧中人捂鼻的表情让我对它浮想联
翩。多年后在水果超市看到，好奇买了
一块，一路上都在被它刺鼻的味道冲
击，忍着鼻腔的不适尝了一口，立刻就
被它浓郁香滑的口感俘获，由此对它念
念不忘。后来吃的次数多了，连气味都
觉得没那么难闻了。

有段时间玩偷菜的游戏，看到很多
新鲜的水果名：鳄梨、百香果、佛手、
蓝莓、番石榴、牛油果……这些我小时
候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的水果现在已经进
入寻常超市，不能不说是社会飞速发展
带来的便利。

有时候带女儿逛超市，看到她在新

奇水果前驻足，也会满足她的好奇。真
要感谢物质的丰富让孩子有机会实践书
本上看到的知识。她买回来的火参，形
状像红色的海胆，赏玩几天后小心翼翼
地剖开，内里类似百香果的蜂窝状果
肉，泡水喝清新爽口。她欢天喜地捧回
来的人参果形似电视剧《西游记》里的
人参果娃娃，想来是商家在小青瓜未成
型时套上娃娃的模具，人为造出的水
果。真佩服商家的经营头脑，多了造型
加持，价格立马翻了几番。

随着社会飞速发展，物质的富足给
了人们更多的选择，从我童年时代的
橘子、苹果到现在各色新鲜水果层出不
穷，地域、季节差别也越来越模糊，南
方的水果可以随时出现在北方的餐桌
上。水果不再是生活中的奢侈品，而是
健康饮食的一部分。

吃着孩子送到我嘴里那块芒果，感
叹着如今孩子饮食的幸福，怀念着童年
有关水果的美好回忆。

水果里的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