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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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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母亲打来电话，说菜地里的苋菜熟了。一时
间，想到苋菜的味道，我竟口齿生津。

“六月苋，赛鸡蛋。”小时候，每每听到母亲絮叨着这
句话，我便知道桌上必定会出现一盘炒苋菜。六月里，母
亲在地里种的苋菜纷纷冒出了头，紫红的叶片周围点缀
了一圈青绿，模样十分动人。几场雨过后，苋菜愈发鲜嫩
欲滴，泛着微微的光泽，母亲便会掐上一把，给一家老小
换换口味。

昏暗的小厨房里，母亲摘掉老叶，去掉根茎，洗净苋
菜，麻利地烧上一锅热水，焯水后捞出，将几瓣大蒜剥皮
拍碎，起锅烧油，撒入蒜瓣爆出香味，再放入焯好的苋
菜，加少许盐，盖上锅盖焖上一小会儿，便可出锅。

此刻，蒜瓣已被苋菜红浸染，乌油油的苋菜、红彤彤
的汁水、被晕染了的蒜瓣，着实让人垂涎欲滴。一把苋
菜、几颗蒜瓣，可谓佳偶天成，和着一丝微风，毫不费力
地调弄出初夏的诗意和烟火。

小时候的我，对这盘炒苋菜热爱无比，每当母亲端上
这盘炒苋菜时，我总是第一个冲到桌边，迫不及待地夹起
苋菜放到碗里，当米饭白邂逅苋菜红，简直是人间绝配。
苋菜的清香，佐以蒜瓣的辛辣，再配上米饭香，一口下
去，令人齿颊生香，回味无穷。我总会食欲大增，多吃上
半碗饭，吃得瓷白的碗变成了红色的碗，吃得嘴边沾满了
红色的汁水。

家乡的方言里，苋菜读作“汗菜”或“旱菜”，我曾问过
母亲，这个读法有什么说头，母亲摇摇头，只说这读法是
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人云亦云罢了。我猜想它有发汗的
功效，抑或是即便在干旱的条件下也能存活，故而有了这
种读法。虽说有些牵强，但真实的原因也不得而知。

在母亲眼中，苋菜只是给家人换换口味的野菜，但在
诗人眼中，那抹苋菜红足以入诗入画。郑板桥曾题了一
句诗“白菜青盐苋子饭，瓦壶天水菊花茶”，乡间的一畦
苋菜，铺陈在诗人的笔端，绘就出惬意的诗歌田园，让人
心安。一如母亲的那盘炒苋菜，让我心安。

许久没有见过家乡的夏天了，也许久未吃到母亲的
炒苋菜了。

高
考
与
环
保

□
南
京
贺
震

自1977年恢复高考，迄今为止，高考已经走过了近
五十年的历程。1979年和1980年，我曾两次参加高考，
那时脑海里尚没有“环保”这样的词汇，环保与高考完全
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儿。而今，环保与高考已紧紧
交织在一起。

当下，每年高考季，各级环保部门都把降噪护考作为
一件大事，千方百计为考生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此外，
生态环保内容也开始进入高考试卷。1981年高考语文
试题中，要求考生写一篇作文《〈毁树容易种树难〉读后
感》；1985年，要求考生给《光明日报》写信反映环境污
染；1986年，要求考生以《树木·森林·气候》为主题，谈谈
自己的看法。

如果说，那时仅仅是语文试题涉及生态环保内容的
话，近年来的高考试题中，环保元素已越来越多地进入语
文、数学、政治、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等各个学科
的试卷。仅从2020年以来的高考试卷看，这一趋势越来
越明显。2020年，语文全国Ⅰ卷，作文题《“人与自然”关
系探讨》；英语全国Ⅲ卷中，包含介绍“生态农业”发展模
式的说明文。2021年，全国化学乙卷包含“碳中和”背景
下的化学反应分析题；全国政治甲卷包含生态文明建设
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考题。2022年，北京语文卷
要求写一封关于“校园垃圾分类”的倡议信；广东生物卷
涉及生态系统稳定性与生物多样性保护。2023年，全国
英语Ⅰ卷涉及关于“海洋塑料污染”的科普文章；全国地
理甲卷要求分析“三北防护林”生态工程效益等。

对于环保相关内容在高考试卷中出现频率明显增加
的现象，我作为一名资深环保工作者由衷地感到高兴。
加强环境教育，培育未来公民的生态文明价值观、环保意
识，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和百
年大计。生态文明价值观、环保意识不是与生俱来、先天
就有的，需要理论与实践的教育与熏陶。

高考就是一根最好的指挥棒，在高考试题中融入环
保元素，无疑会有效地促进学校增加环境教学内容，加强
学生环境素质培养；无疑会引导学生关注环保，学习环保
知识，在潜移默化中培育环保意识，引导学生关注人类的
未来。这比硬性规定学校教学中环保课要有多少课时、
要怎么考核更加有效。对于学校和学生来说，一次高考
中环保元素的渗入，相当于开展了很多次的环境宣传活
动。

学生阶段是为培养各方面人才奠定基础的关键时
期，也是实施环境教育、增强环保意识的关键阶段。高
考，是考察和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环境问题，是一个与
经济、社会、科技、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有着密切联系的
综合性问题。学校在各门学科教学中，都应渗透环境教
育。学子们如果想在高考中考出优异成绩，就应关注生
态环境问题，结合各门学科学好环保知识，从而自然而然
地关注和保护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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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六合段长江之畔，有个名叫米家洼的村
子，安静又质朴。这里藏着一种会说话的石头
——雨花石。作为南京的文化名片，它牵引着无
数人奔赴河滩，与这些承载岁月密码的小石头相
遇，探寻藏在其中的奇妙趣味。

天刚蒙蒙亮，晨光如温柔的手，轻轻揉开了
米家洼惺忪的睡眼。我和家人踩着晶莹的露水，
沿着蜿蜒的乡间小路，朝着村外雨花石地质公园
的河滩走去。远远望去，河滩上的石头在微光中
闪烁着细碎光芒，恰似大地散落的璀璨星辰。脚
下的河滩如同铺乱的拼图，大大小小的石头横七
竖八地躺着。风裹挟着江水的潮意拂面而来，带
着几分神秘在耳畔低语：“快来找找我藏的宝
贝。”

刚开始拣石头时，我摸不着门道，在密密麻
麻的石头堆里挑选，看得眼花缭乱。随着不断尝
试，我慢慢摸索出了窍门，我将摸起来滑溜溜、颜
色鲜亮的石头拾起来，在手中轻轻转动，细细端
详，指尖感受着它们或粗糙或细腻的纹路，与石
头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

玉魄隐奇纹，雨滋石蕴温。我专注寻觅，一
块圆润的石头突然闯入视线。我赶忙拿起，只见
这块深灰色的雨花石上，图案堪称一绝，白色纹
路清晰地勾勒出“寿”字轮廓，宛如一幅浑然天成
的泼墨寿画。那一刻，心中的欢喜难以言表，仿
佛捡到了大自然亲手绘制、饱含祝福的明信片。

再往河滩深处走去，石头愈发多了起来，我
的眼力也在不断修炼中变得更加敏锐。这里的
雨花石模样千姿百态，每一颗都似凝聚了天地灵
气。有的红如绚烂朝霞，将天边的绮丽色彩凝
固；黄似刚出锅的金黄煎蛋，散发着温暖的光泽；
有的蓝得澄澈，仿若深邃的碧空；绿得清亮，好似
山间的幽潭；白得光洁如玉，纯净无瑕。它们表
面好似精心镌刻的奇特图案，令人称奇，有的像
悠然垂钓的老翁坐在河塘边，静谧中透着闲适；
有的像活泼的小动物伸着懒腰，灵动可爱；还有
的像神秘莫测的符号，仿佛藏着远古的秘密，等
待着人们去破译。

休言珠影小，天地孕精魂。在这片充满魅力
的河滩上，大家来自天南地北，职业不同、口音各
异，却因对雨花石的喜爱相聚于此，热情地分享
着寻宝经验。有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对我说：“拣雨
花石，就是和老天爷唠嗑。这些石头在江里翻滚了
不知多少年，如今有缘与我们相遇，得带着敬意看
待它们。”这番朴素的话语让我内心深受触动，对这
些小小的雨花石多了一分敬畏与珍惜。

日头升到头顶时，我累得腰酸背痛，可满心
都是对雨花石的痴迷，舍不得停下寻觅的脚步。
寻一处树荫坐下，我迫不及待地取出塑料桶里的
宝贝，细细观赏。这些雨花石就像装着时光的匣
子，闭上眼，仿佛能看见它们在江水中历经无数
次冲刷，翻滚着磨掉棱角的模样，每一道纹路都
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过了半年，对雨花石的眷恋让我再次踏上旅
程，坐着地铁转公交，步行来到雨花石地质公
园。这一次，我专挑石头密集之处翻找。突然，
一抹深紫褐色进入眼帘，雨花石仿佛将深邃的夜
空揉碎凝聚其中，表面弯弯曲曲的纹路，恰似画
家即兴创作的抽象画，充满艺术气息。捧着这块
雨花石，挖到宝的满足感涌上心头。虽然雨花石
不会言语，但它们蕴含着深厚的情感，让人在审
视与参悟中，感受和发现其独特的抽象美、生命
与灵性。

当太阳西斜，余晖洒在河滩上，我才恋恋不
舍地收工，将拣到的雨花石上泥土仔细洗净，看
着水珠顺着石头纹路缓缓滑下，我觉得每一颗石
头都该拥有专属的名字，来铭记这份奇妙的相
遇。“垂钓逸趣”“紫夜星河”“灵兔戏龟”“墨韵山
峦”“霞染云岫”“碧空凝彩”“幽潭映翠”“玉魄天
书”……每一个名字都承载着一颗雨花石独特的
记忆符号。

目之所及，手之所触，心之所思。在雨花石
地质公园拣雨花石，和家人弯腰翻找石头时的笑
语，与陌生人分享发现时的兴奋。在河滩上，与
会讲故事的雨花石撞个满怀，邂逅一场诗意的美
好。

说苏州，道苏州，到了苏州不想走。
且说那平江路古街区，便有种清静古朴的

美。一条平江路，半座苏州城。北宋时期，苏州
便是平江府所在。在苏州最古老的宋代城市规
划图《平江图》上，早就有了平江路。于是，如今
只要问到那些老苏州们，他们总会对你说：“先有
平江路，才有苏州城。”

八百多年了，这条傍河而建、三里多长的古
街，不仅淡定地保留着原有的水道街巷并行的格
局，那些沿街的老式名宅也仍是旧时的模样。屋
顶、屋檐、墙面等基本维持原生态的老模样，门
头、门面、厅堂的装饰，亦与古屋相融合、相协
调。虽说这些房屋不少已成为酒吧、书店、商铺，
但其外表毫不张扬，皆是旧而古的格调，铺满了
岁月的皱纹。只有等到营业时间，当那些雕花木
门窗悉数打开，方彰显出门廊里特有的元素及现
代气息。

踏着青石板路，沿这条幽静的河道走走停
停，目之所及都是白墙黛瓦、木栅花窗，还有小桥
流水、绿树黄花。远望，也难得不见钢筋混凝土
的高楼丛林。倏然间，不知从哪一虚掩着的门户
里，飘出细腻优雅的评弹软调，声声慢慢，仿佛在
倾诉着绵绵悠长的江南水韵……

记得小时候来苏州游玩，苏州园林的那种小
巧与精致，便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
过那时仅停留在美的观感上，至于为什么美、美
在何处，却知之不深。随着阅历的不断丰富，我
才渐渐知晓，那一座座精致小巧的私家园林，承
载着每一位园林主人对美的认知、感悟与实践，
他们在用诗意的方式打造自己的家园，用一种别
样的情趣去热爱生活、营造生活、享受生活。

古色古香的平江路亦如此，只要稍加细品，
你便可读懂江南匠人的玲珑心思。那白墙黛瓦
的房屋、充满韵味的楼阁、巧夺天工的小桥、悄然
点缀的花木，早已彼此借景，浑然一体，宛如一幅
精致的长卷徐徐展开。

在路口、在转角，总有一些亮眼的凌霄花攀
缘于墙头、木窗、山石。那一簇簇橘红色的小花
随风起舞，摇曳生姿，点缀着略显冷清的清晨古
街。灯火闪烁，霓虹迷离，夜色中的平江路拉起
了温柔的小夜曲。暖黄色灯光笼罩下的平江路，
犹如一位从古画中走出的姑苏丽人，举手投足间
都是大家闺秀的气质与腔调，让你不禁驻足于时
光深处，静下心来，细细感受和品味她身上散发
出的古典韵味。

平江路并不长，总长度才1600多米，可它堪

称姑苏古城的缩影。平江河穿街而过，从南端苑
桥到北端华阳桥，中间共有11座桥东西向跨越
其上，它同边上的支巷共同构成了平江历史街
区。对比的运用，是平江路古街区的一大特色，
也是其出彩之处。河道两岸，一边以繁华的商业
店铺为主，另一边则是以旧房外墙勾勒出的苏州
长廊为主。当华灯初上，两岸的古朴与现代刹那
间相遇，这种对比的妙处立马显现：无论你站在
商铺前看一看对岸历史感十足的长廊，抑或站在
古韵里望一眼彼岸的人来人往，都有一种时光穿
越、恍然若梦的感觉。

苏州人是聪慧的，没有选择将河道两岸的民
居统统化为商用，虽说表面上似乎“牺牲”了一些
商业价值，可反过来想，对于越来越追求返璞归
真的现代人来说，最接近历史原貌的古街才是最
大的看点。如此设计，从长远来说，只会吸引越
来越多的游客。难怪平江路街区2011年就被列
入首批“中国十大历史名街”。

走在平江路上，没有各种叫卖声，整个街区
都流淌着古色古香的韵味。走着走着，一些穿戏
服的身影从老屋的某个角落闪现出来，那清脆悦
耳的吴侬软语也时不时从敞开的窗门间划过耳
畔，在心头荡起丝丝涟漪，直让人感叹岁月老人
对这方水土的眷念。

平江路上有诸多狭小的街巷，每一条街巷背
后都可能有着长长的故事。晚清、近代有不少名
士寓居在这些窄巷深宅之中，这些宅子大多外表
看起来不起眼，走到里面却别有一番苏州园林的
韵味。

平江路是最适合慢慢走、慢慢逛、慢慢品味
的。这条路上有着大大小小的特色店，书吧、茶吧、
咖啡吧、民族工艺店、昆曲馆等，总能让你难忘。你
可以在精致文艺的小店里，买上几张富有创意的明
信片，寄给远方的朋友抑或是未来的自己；也可以
在桥边停下来歇歇脚，尝一尝极具本地风情的苏州
老酸奶；抑或发发呆，看着慵懒的猫儿在屋檐上
缓慢行走，享受一段静谧的时光……

当你来到美丽的苏州城，一定记得一早一晚
逛一逛平江路。清晨的平江路是宁静的，你可以
细细观察老街的点滴，听平江河静静地流淌，感
受岁月吟唱的古老歌谣；夜晚的平江路又是极具
烟火气的，灯光打在小桥流水、古宅街巷中，格外
令人沉醉。你可以真切体会水乡的氛围，流连于
水岸沿线的光影交织，沉醉于流光溢彩的江南水
韵。

平江路，这里是姑苏城最美的腔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