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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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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晓时分，静谧的世界仍被酣甜的梦境包裹，一阵轻柔
细碎的声响悄然潜入，恰似细密的沙砾摩挲窗棂，又仿若轻
柔的手指撩拨心弦，丝丝缕缕，挠得人心尖发痒，一下便把
困意驱散。

推开窗扉，一幅如梦似幻的图景在眼前铺展。如雾般的
细密丝线，在熹微的天光里纵横交错，像织女精心编织的银
缕轻纱，将天地温柔地笼罩其中。她悄无声息，却又无处不
在，轻柔地吻过世间万物，似是久别重逢，带着满心的眷恋
与关怀。

街头巷尾，行人撑起的伞，好似雨后初绽的蘑菇，又如同
春日里漫山遍野的繁花，色彩斑斓，在这片朦胧里流动穿
梭。没来得及携伞的人们，脚步匆匆，神色间带着几分焦
急。不过片刻，晶莹的小珠子就悄悄爬上了他们的发丝，在
微光的轻抚下，闪烁着细碎的光芒，宛如夜空中散落的星
子。地面渐渐洇湿，一汪汪水洼倒映着街边昏黄的路灯，光
晕在那细微的触碰下，如风中摇曳的烛火，荡漾、破碎，而后
又重新交融汇聚，满是如梦似幻的意境。

街边的树木，在这温柔的轻抚下，悠悠地从沉睡中苏
醒。干枯的枝桠上，嫩绿的新芽怯生生地探出脑袋，像被大
自然这位神奇画师轻点的颜料，星星点点，为灰暗的枝头添
上一抹蓬勃的生机。小草也不甘示弱，从板结的泥土中奋力
挤出身来，挺直纤细的腰肢，叶片上挂着的水珠，恰似它们
努力后的汗珠，在微风里摇摇欲坠。

踏入公园，湖面被无数细微的触碰敲打出层层叠叠的涟
漪，一圈圈相互追逐、扩散，像是湖水在与这温柔的馈赠嬉
戏玩闹。湖中的荷叶，宛如亭亭玉立的绿衣仙子，在微风中
翩翩起舞，笑意盈盈地接纳来自天际的恩泽。水珠在荷叶上
肆意滚动、汇聚，似灵动的珍珠，最终挣脱荷叶的怀抱，落入
湖中，溅起一圈转瞬即逝的水花。

极目远眺，广袤的田野里，泥土如饥似渴地吮吸着这珍
贵的润泽，变得湿润而松软，散发出一股质朴醇厚的气息，
那是大地孕育生命的独特芬芳，仿若能嗅到新生的希望在空
气中弥漫。麦苗在这滋养下，舒展着身姿，像一群朝气蓬勃
的少年，在轻柔的抚摸中欢呼雀跃，尽情享受着成长的甘
霖。它们的叶片愈发翠绿，在微风里轻轻颔首，仿佛在诉说
着感恩的话语。

这场雨就这样润物细无声地下着，用它独特的方式诠释
着生命的力量与希望。人们在这润泽的时刻，感受到了大自
然的馈赠和生命的珍贵，也明白了这场雨是开启美好一年的
华彩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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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暖的春风吹过，田间地头、沟边溪旁，各种野菜乘势猛
长，萋萋苍苍。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野菜，纯天然、无污染，如今
已然成了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我们江西鹰潭一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非常
适合野生植物生长。到了春天，野菜随处可见，种类繁多。其
中的水麯、蕨菜、马齿苋三种野菜做成菜品，风味独特，备受青
睐。

水麯，又叫清明草、鼠曲草，叶有白毛，开黄花，生长于田塝
地角及湿润草地等处。用它可做成水麯果和水麯饺。水麯果
的做法是将野外采摘来的新鲜水麯洗净后捣成菜泥，掺入糯米
粉和粳米粉，不断地搅拌揉匀，使其充分融合，然后依个人口味
加入适量的盐或白糖。再把揉成的大面团捏成小面团，拍扁，
做成圆饼状和条索状，最后放进笼屉里蒸熟。水麯饺的做法则
是把水麯与米粉揉成的面团擀成饺子皮，以辣椒、萝卜丝炒肉
为馅，包捏好蒸半小时后出笼。水麯果和水麯饺质软可口，清
香扑鼻，回味无穷，还具有滋阴益气、止咳化痰、降压祛风等功
效，是不可多得的药食同源之佳品。鹰潭水麯果，作为一道特
色小吃，已被列入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蕨菜，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低，林间山地、贫瘠荒坡都有它的
身影。采摘来的蕨菜洗净后焯水捞出，放进剁碎的红尖椒和
盐、麻油一起凉拌，或清炒，吃起来嫩滑鲜香、清脆爽口。也可
将蕨菜晒干保存，随时拿出来炒腊肉，多放辣椒，味重咸辣，开
胃催饭，有嚼劲。蕨菜具有清热解毒、利尿通便、减肥瘦身等功
效，对人体裨益良多。

马齿苋，生存力极强，耐旱耐涝，只要有点土就能长，在乡
村的房前屋后、农田菜园、荒滩路旁，一片片、一簇簇，到处分布
着它的种群。凉拌、清炒马齿苋，酸酸的，清凉滑爽。用晒干的
马齿苋炒鱼干，放些青椒、豆豉，当做下酒菜特够味。据查，马
齿苋营养丰富，内含钾盐、葡萄糖和多种维生素，有清热解毒、
利水消肿、凉血止痢等诸多功效。经常食用还可以降低血液胆
固醇浓度，改善血管壁弹性，对防治心血管疾病有利。之前，有
人身上长了疔疮、疖子，从野外采来马齿苋，捣烂后敷在患处，
几天后出脓，伤口愈合，好了。若身患痢疾，用水煮马齿苋，喝
汤吃菜，定能治愈，立竿见影。

春天吃野菜，除了满足自己的食欲外，还有一种亲近自然
的乐趣。周末，一家老小驱车去郊外采摘野菜，既可感受到劳
动的快乐，又能领略一番山野风光，闻嗅到久违了的乡村气息，
心情无比愉悦。尤其看到孩子们蹦蹦跳跳，到处找野菜、挖野
菜的欢快神情，恍若遇见了儿时的自己，瞬间唤醒了瞑眠的童
心，情不自禁地与其同乐。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
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
里路云和月。”每当吟诵起岳飞的《满江红》，
那股磅礴的英雄气概，便如汹涌波涛，在我心
中激荡。立春刚过，阳光轻柔洒落大地，怀着
对英雄的崇敬与向往，我们一家人踏上牛首
山之旅，探寻岳飞抗金遗迹，寻觅那段激昂岁
月的回响。

踏入牛首山，清新气息扑面而来，泥土芬
芳与草木生机交织其中。沿着蜿蜒山路徐
行，路边树木如忠实卫士，静静守护这片土
地。牛首山雪梅岭的梅蕊刚抽芽，嫩黄花苞
羞涩探头，似在诉说春天的故事。然而，我的
心思早被历史深处的英雄事迹深深牵引。

继续沿山路攀登，眼前豁然开朗，岳飞抗
金雕像映入眼帘。岳飞身骑战马，身姿矫健，
宛如巍峨山峰，散发着凛然不可侵犯的威
严。他手执长矛，目光如炬，坚定望向远方，
似在凝视敌人动向，随时准备冲锋陷阵。那
战马也似感受到主人壮志豪情，前蹄扬起，嘶
鸣声仿佛穿越时空隧道，将我们带回八百多
年前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站在雕像前，我不禁浮想联翩。建炎四
年，年仅27岁的岳飞，怀着满腔热血与忠诚，
于此地谱写了一曲壮丽的抗金战歌。那时的
他风华正茂，却已肩负起保卫国家、抵御外敌
的重任。面对金兵侵扰，他毫无畏惧退缩，毅
然投身战斗，以血肉之躯筑起坚不可摧的防
线。

“誓将七尺酬明圣，怒指天涯泪不收。”岳
飞的一生，是精忠报国的一生。他以七尺之
躯，为国家安宁，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他心
中装着天下苍生，装着那破碎山河。在牛首
山战场，他带领将士冲锋陷阵，与金兵展开一
场又一场激烈战斗。每一次挥舞长矛，每一
次纵马驰骋，都饱含着他对祖国的热爱与对
敌人的痛恨。他的怒吼，如雷霆响彻山谷，令
金兵闻风丧胆。

沿着山路继续前行，不远处便是岳飞抗
金的石垒遗址。这些历经风雨洗礼的石垒，
静静矗立，见证着岁月的沧桑变迁。它们有
的已残缺不全，有的长满青苔，但依然坚定守
护着这片土地，仿佛在诉说当年的战斗场
景。抚摸着这些古老石块，我仿佛能感受到
当年岳飞和将士们修筑工事时的艰辛与汗
水。这些石块，已不再是冰冷的建筑材料，而

是英雄们热血与信念的象征。
在石垒遗址旁，一位精神矍铄的导游正

绘声绘色地讲述岳飞牛首山大捷的故事。一
群孩子围坐周围，眼睛睁得大大的，听得津津
有味。老者声音低沉而有力，仿佛将那段历
史生动地展现在孩子们眼前。

“话说建炎四年，金兵在江南一带烧杀抢
掠，百姓苦不堪言。岳飞率领岳家军，怀着满
腔爱国热忱，日夜兼程赶来抵御金兵。当时，
金兵气焰嚣张，自恃兵力强盛，根本没把岳家
军放在眼里。岳飞深知敌强我弱，不可硬拼，
于是他仔细观察牛首山地形，制定了一套精
妙作战计划。牛首山地势复杂，山峦起伏，树
木茂密，乃打伏击战的绝佳之地，且它又是南
京城南的制高点。岳家军在此就地取石，修
筑石垒，在金兵必经之地设下埋伏，准备阻击
从陆路北撤南京的金兀术大军。

“是日，果然有一部分金兵在牛首山附
近安营扎寨。当夜，岳飞令百余人组成敢死
队，身着黑衣，偷袭金营，一边放火，一边喊
杀。金兵顿时惊慌失措，自相残杀，方寸大
乱。另外，岳家军还派精兵埋伏在金营外
围，活捉出逃金兵。同时，岳飞亲率三百骑
兵、两千步兵，直奔南京大关北地，拦腰重创
来救援的金兵。这一战，岳家军以少胜多，
成功击退金兵，取得牛首山大捷。此后，岳
家军乘胜追击，将金兵赶出占领半年之久的
南京城，极大地鼓舞了南宋军民的士气，让
大家看到了抗金胜利的希望。岳飞啊，他是
我们民族的英雄，他的精神，就像这牛首山
一样，永远屹立不倒。”老者的话语，如重锤
敲击在我心上。

站在岳飞曾经抵抗金兵的地方，听着导
游讲解，我心中感慨万千。那些刀光剑影已
无迹可寻，唯有战场上遗留的壁垒，向后人无
声诉说着这里曾经的金戈铁马。一阵轻风吹
过，我仿佛隐约听到战场上的千军万马奔腾
声，还有岳家军那响亮的冲锋口号。

不知不觉，太阳渐渐西斜，金色余晖洒在
牛首山上，给这片土地披上一层神秘面纱。
我们一家人缓缓下山，心中满是对岳飞的敬
仰和对这段历史的感慨。在这个春日午后，
牛首山上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仿佛在诉
说着岳飞的故事。而我们，也在这片土地上，
与历史进行了一次深刻对话，感受到了英雄
精神的伟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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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 7月，我高中毕业。在家闲得无
聊，就徒步到离家十几里远的靖江新港大姐
家小住。许久未见姐姐、姐夫了，一家人很亲
热。几岁大的外甥天天黏着我，我教他背唐
诗、给他讲故事；有时从田里拉来一小车土
块，帮姐姐填平她家房子东边的一个土坑；有
时到姐夫的钢铁厂去参观，看着工人们在几
百度的高温炉旁操作，那厚重而坚硬的铁块
瞬间变成了软如布匹的、长长薄薄的钢条或
钢板，炉火映得我满脸红彤彤的。

一天，大姐邻居家有一辆三轮车停在门
口，我一时兴起就骑着玩。跨上车，因为是第
一次，车龙头握不稳，还是歪歪扭扭骑了一
圈。骑着骑着慢慢熟练了，胆子也大起来，就
上了马路，骑到了钢铁厂，继而骑上江堤，一
直骑到新港船闸，看到上面有陈毅元帅的题
字。日头偏西时，堤上已车来人往，我有点害
怕，赶紧掉头转弯往回骑。

这时，一个满脸大汗、双手拎包的中年男
子喊我：“小同志，能不能帮忙载一下包，天太
热，我拎不动了。”我看他气喘吁吁的样子，就
赶紧说：“好的。”他把包放在三轮车上，自己
也坐了上来。顿时，我感到三轮车有了重量，
不像来时那么轻松，我双手握紧车把，沿着江
堤，咬着牙双脚吃力地踩着脚踏板，骑了大约
二三里路，我已浑身汗流浃背了。在钢厂附
近，那人说：“到了，谢谢你。”便拎起包下车。
他突然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张崭新的一角钱
给我，我坚决不肯收下，他拉住我说：“天太
热，买根冰棒吧。”我只好收下，连声说：“谢
谢、谢谢！”

晚上，姐姐收工回家，我跟她说了下午骑
车带人的事，把一角钱给她。大姐不肯要，只
是叫我下次不能骑人家的车上马路，太危险。

一星期后我回家，把这一角钱交给了妈
妈，妈妈瞪大眼睛问我这钱从哪里来的，在妈

妈眼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可是一笔
来历不明的“巨款”。我赶紧把在新港大姐家
学骑三轮车，顺路做好事带人的经过跟妈妈
说了，妈妈才放心收下来。

1984年春天，妈妈因病去世了。十年后
的一天，大哥来南京，说要给我看一样东西，
是一个黄色的小皮夹袋。大哥说这是妈妈生
前留给我的，一直珍藏在家中的衣柜里，近来
整理物件才把它找出来。里面有我小时候戴
过的银手镯和挂锁，有一张折叠得整齐的一
角纸币和十几枚硬币，还有一块小小的亮晶
晶的玉石。大哥说：“这是妈妈留给你的宝
贝，要好好收藏。”我一件件仔细地揣摩着，看
了又看，妈妈慈祥的面影浮现在眼前，眼眶渐
渐噙满了泪水。

当我打开叠得整齐的那张一角钱时，突
然想起，这就是我16岁骑三轮车做好事，第
一次用劳动挣来的一角钱。妈妈一直留着没
舍得用，留给我作永久的纪念！妈妈留给我
的这些物件，是我这一生最珍贵的宝贝，这里
有一个母亲的爱，有母亲的叮咛，更有母亲教
我为人做事的准则。

想起妈妈平时一直教育我们，别人家再
好的东西，自己再喜欢，哪怕一根草、一根线，
也不能拿。不要随便吃人家东西，要靠自己
的本事，要挣干干净净的钱，心里才踏实。不
要看一根针、一粒糖、一角钱很小，小洞不补，
往后吃大苦。妈妈不会说“千里之堤，溃于蚁
穴”之类的古语，但她这些朴实的话，一直潜
移默化着我的心灵，深深影响了我一辈子。
妈妈的话，让我在后来几十年风雨漫漫的人
生中，一直没有迷失方向。

一个冬阳暖暖的周末，我又一次打开妈
妈留存给我的黄色小皮夹袋，我对已经十岁
的外孙，讲述太祖母特地留存的那张一角钱
的故事。

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