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个大早赶到菜市场，想买些新鲜的农家
菜。角落里，一个老汉双手捧盆红艳艳的香椿
芽，露珠还挂在上面。忙问价格，“每把两
块”，我挑了30把。这时又凑上来一男一女将剩
下的椿芽一抢而空，老汉满心欢喜地走了，此
时城管才刚刚上岗。

香椿是老家重要的乡土树种，山区尤多，
村前屋后，田埂地塝，长江防护林的林地，香
椿树比比皆是。香椿干形通直，挺拔高耸，树
皮纵裂，褐色树皮泛着一层淡淡的中国红；枝
条分布均匀，大小粗细一致，修长飘逸；偶数
羽状复叶簇生如伞，繁茂葱翠，别具特色。

乍暖还寒时节，光秃秃的香椿树梢、枝丫
上，悄悄冒出一丛紫红色或嫩绿色小芽，这就
是椿芽。椿芽慢慢长大，一眼望去，簇簇深红
挺立枝头，高低错落映入眼帘，新鲜欲滴，分
明是早春的一抹绚丽色彩。从树下走过，风里
淡淡的特殊香气悠悠飘荡，沁人心脾，椿芽拌
豆腐、椿芽炸春卷、椿芽炒鸡蛋等美食的影
子，一时就浮现在眼前。

香椿树集木材、营养、药用价值和生态效
益于一身。香椿叶含胡萝卜素、维生素B和C。
幼叶、嫩芽可生食、熟食及腌食。椿芽营养丰
富，药用价值极高，中医认为香椿有清热解
毒、健胃理气、杀虫固精和润滑肌肤、美容驻
颜等功效，还有助于提高机体免疫能力。国人
自古就有喜食椿芽之传统，美其名曰“树上菜
蔬”。香椿芽采摘后又可重新发芽，因此可以多
次采摘，枝条萌芽能力极强，生命力相当旺
盛，据传古时香椿被视为灵木，称其为“平安
树”“吉祥树”，将其栽植于房前屋后，寓意家
族兴旺，平安吉祥。

香椿自古以来被人们所喜爱，留下了不少
诗歌与传说。宋朝诗人苏东坡曾盛赞：“椿木实
而叶香可啖。”元代，素有“北方文雄”之称的

元好问曾写下了“溪童相对采椿芽，指似阳坡
说种瓜。想是近山营马少，青林深处有人家”
的诗句。明代文人李濂在《村居》中写道：“浮
名除宦籍，初服返田家。腊酒犹浮瓮，春风自
放花。抱孙探雀舟，留客剪椿芽。无限村居
乐，逢人敢自夸。”

1917年春天，康有为在徐州逗留期间，闻
听萧县皇藏峪林壑幽美，遂往一游。时任皇藏
峪瑞云寺主持冬岭和尚向康有为讲述了刘邦与
项羽决战，刘邦兵败，避难于一石洞里吃香椿
芽的故事。可惜康有为来时，已是芒种季节，
采食香椿芽的季节已过，康先生只有浩叹：“我
来的不是时候！”瑞云寺的和尚没让康先生失
望，用谷雨前的香椿芽做了四个菜：煎豆椿
卷、烩香椿丸子、炸香椿饼、旋纹香芽托。康
有为品后，齿颊留芳，异香满口，回味无穷，
不觉诗兴大发，于是留下一首《咏香椿》：“山
珍梗肥身无花，叶娇枝嫩多杈芽。长春不老汉
王愿，食之竟月香齿颊。”

老家的香椿树实在太高、太过于挺拔了，
看着满树的椿芽，我只能望树兴叹。市场的
需求催生了新的栽培方法，现在有人将香椿
种子采收回来，春节前培育香椿苗，3月上中
旬开始采椿芽，待采收几次香椿芽后，再将
香椿苗出售。另一种方法是将香椿温室矮化
栽培，温室内香椿芽每隔 7-10 天可采一次,共
采4-5次。日光温室高密度栽植,每亩可产300
公斤香椿芽,效益可观。采芽期不必打药,可获
得无公害香椿芽。

香椿树，因其强大的生命力使人赞叹，而它
的精神和品格，更是令人钦佩。它具有执着顽强
和不屈不挠、甘于奉献的伟大精神与品格。它无
论经历多少挫折，总会坦然面对一切，保持勃勃
生机，如此年复一年，无怨无悔！这不正是我们
尊崇和追求的精神与品格么？

香 椿
王学胜

斑驳的木门前，长满了青苔的石阶上，一
个小女孩并膝斜坐阅读着。她身着白衣，粉色
斜襟盘扣旁，青枝横斜，粉蕾初绽。白色长袜
隐于朱红的裙下，天蓝色绣花鞋点缀出纤细小
巧的腿脚。暮光之中，这个阅读的女孩儿玲珑
剔透，宛若天使。她眉目清秀，神情专注，好
像整个世界只剩摊在膝盖上的那本书。木门的
吱呀声里，游弋的暮色迟疑着，似乎顿住了，
夕阳于是将最后的余晖送至泥墙上，画面温暖
又明亮。

一下子想起多年前在火车上遇见的那个姑
娘。那是一辆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硬坐。车
厢里人满为患，连过道也挤满了人。吃东西，
耍手机，睡觉，打牌，谈笑……人声喧哗，气
味混杂，众生百相，各得其乐。

一女生坐在靠窗的位置，小小一方桌上，
空余处刚刚放下一本书。她端坐，低头阅读，
阒若无人。好长时间，除了纤细的手指翻动书
页，眼皮都没抬一下。火车翻山越岭，呼啸向
前。她起身道：“请让一让，出去一下。”她微
笑轻语，去接了开水，回来接着看书。阅读真
是一座随身携带的小型避难所。因为她，喧嚣
的车厢似乎一下安静下来；因为她，陈旧的绿
皮火车，疲惫的旅途变得诗意起来。

早年曾在好友处小住。她的卧室里没有衣
橱，却有一个大大的书橱，床头柜上码的亦是
书。她事务繁忙，应酬颇多。无论多累，无论
多晚，每天睡前最后一件事必是阅读。她斜倚
床头，随手拿起枕边书，潜入文字的深海，物
我两忘。这些年来，从县城到省城，她的人生
之路，越走越远，越走越宽。工作上，她独辟
蹊径，举重若轻；写作上，她游刃有余，佳作
频出。那些直击心灵的文字若陈年佳酿，醇香
悠长。“用文字码一座无垠的城堡，万水千山，

任我放马牧羊”——这个心有传奇的女子，潜
心阅读的样子，仿若一道光，穿过茫茫人海，
定格在岁月的长廊。

少时，我也曾喜欢阅读。最早的启蒙读物
是连环画。那时农村女孩儿小小年纪便要烧火
做饭，我常常坐在灶间，一边添柴一边翻阅借
来的连环画——《说岳全传》《三国演义》《红
楼梦》……后来，又在二姨家里看到了《格林
童话》《安徒生童话》。那些书已经旧得不成样
子，却可以让我坐在小板凳上，全然忘记鸟雀
已衔走最后的落日。破了的毛边纸，一点点修
补起来，一翻再翻，都是赏心乐事。贫瘠岁月
里，阅读，开启了我的想象之门，点亮了我对
文字的向往。

时光流逝，岁月变迁。渐渐远离了书籍，
阅读不再是生活的必需。在尘杂上纠缠，于喧
嚣里放逐，患得患失又乐此不疲。手机长在手
上的时代，书更是成了够不着的远方。揽镜自
照，方觉面目可憎，内心荒芜而潦草。于是重
拾书本，回归阅读，在文字中寻求安静与力
量。闲暇时光，游走于文字，徜徉于墨香，阅
读与写作终于再度成为我的好友。她们陪伴
我，滋养我，塑造我，成就我。

博尔赫斯说，如果有天堂，那一定是图书
馆的模样。清代姚文田说：世间数百年旧家，
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积钱
不如教子，闲坐不如看书。阅读是最低门槛的
高贵，是一个孩子最好的教育。

远方不可丈量，书籍是隐形的翅膀。喧嚣
从来不是生命的底色，安静才是，阅读才
是。阅读，如同一轮明月，能够照亮你心里
的暗路，让你在兵荒马乱的日子里，也能安
顿好自己的心。当你爱上了阅读，世界就爱
上了你。

爱上阅读
王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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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占专栏 词与物 书心书影

一家三代铁路巡道工，其中的父亲喜
收藏，收的都是铁路老物件。在他并不宽裕
的居住空间里，两个柜子顶天立地，用以

摆放——单薄如火车时刻表、沉重如1930年
代的铁路灭火器、庞杂如印有中国铁路标识
的铁路杯……另有镇宅之宝，一盏胶济铁路
通车初始的煤油信号灯。“把油灯放在灯罩
里，用火苗的亮光当作信号”，他像在介绍
一个经年的老熟人。退休以后，他的时间都
用于藏品的收集、修复、整理、研究和保
存，数十年清苦而枯燥的日常，因与历史文
化遗存相伴，他认为自己是幸运的。

关于煤油信号灯，我曾在胶济铁路博物
馆看到年代更久远的，1904年英国伯明翰生
产，有完整的“太阳”商标，上海铁路博物
馆亦有同款。其灯头四周多爪，附有一个可
控制棉绳升降的小齿轮。棉绳下方连接灯
座，灯座内注满煤油。他告诉我，“刚工作
时，师傅们使用的预告信号灯、进站信号点
和道岔标志灯都是煤油信号灯。每天一接
班，他们就把灯擦拭干净，灌满油，剪好灯
芯头，做起来一脸严肃。岛上风大，冬天出
去接发列车，西北风能把人刮走，为了确保
信号显示正确，就用大衣把灯裹住，再用火
柴点，还要提着灯爬信号机，上下多次……
红灯停、绿灯行，火车再高大威猛，也得看
这个小小信号灯的眼色。”

1970年代，装载各种蓄电池的手提信号
灯登上历史舞台。灯身由胶木制成，底座位
置隐藏着一个蓄电池，扳动手柄下方的开
关，灯头即可自由转换颜色，而背后的小灯

头则用于信号员夜间照明。因为没有实物，
他拿出照片向我解释，这种灯的缺点是电池
使用寿命低，用电时间短，灯具维修量大。

“当时每次下了夜班，首要任务就是把蓄电
池带到专门的充电室充电，如果需要添加蒸
馏水和硫酸，管理员还会用万能表进行测
试。扳手部分要涂润滑油，让它始终保持最
佳的工作状态。”

说起老物件，他沧桑的脸上流动着光
彩，全然忘记了去日苦多。巡道工是铁路系
统最基层的工种之一，也是最辛苦的岗位。
夏顶烈日，冬吹寒风，雪雨无耽搁，每天巡
道8小时，征途18到20公里，对体能和意志
都是极大的考验。那些年，他就像一枚道
钉，钉在了胶济铁路上，随身一个对讲机、
一对信号旗、一盏信号灯和一个工具包。他
是寂寞的。日夜所见，除了隆隆驶过的火
车，就是延伸至远方的铁轨。背着20斤重的
工具包，沿着铁轨缓缓行走，检查锤敲打铁
轨的叮咚声响彻旷野，他的双眼紧盯钢轨和
每一颗螺栓……退休多年，他仍然会梦到铁
路巡线的场景。

通常来说，作为凭证的物件被称为“信
物”。如《水浒传》第八五回：“封宋江为镇
国大将军，总领辽兵大元帅；赐与金一提，
银一秤，权当信物。”对于他来说，这些铁
路老物件才是真正的信物，凭证热血，凭证
沧桑，也凭证着历史的延续，文明的传承。

信 物 志 之 一
阿 占

外婆一年到头忙个不停，但她干的都是
些家务活，挑担子一类的重事她就没法沾边
了，这主要归罪于她的脚。外婆的脚很小，
五个脚趾尖尖地粘在一起，大热天里也要用
一块白布包起来。我和外婆曾经有一段关于
脚的对话。

外婆，你的脚么事这么小？从小就裹
的。么事要裹咧？女的都这样，代代相传
呗。那我妈么事就没裹哟？解放了呗。解放
了，女人么事就不裹脚哟？

一直问到外婆无言以对，还要纠缠半天，
有时外婆被缠得无法开脱，就轻轻地对我说，
那时候男人都喜欢女人小脚，叫三寸金莲
呢。外婆说这话时，眼睛望着黑咕隆咚的窗
外，月光正从天井里照下来，白花花一地。老
鼠又在木楼上吱吱嘎嘎地活动了。

外婆到菜地里忙活时，队上的长贵就来帮
忙挑粪桶。我叫长贵小外公，他是个光棍，四十
五六岁还孤单一人，村人便有点瞧不起他，不管
年龄大的还是小的，都长贵长贵地叫他。这样
的氛围里，我也便很少尊称他了，但却总不能也
叫长贵的，于是，便用“嗯”来称他，遇到事儿便
嗯一声。嗯，我外婆叫你碾米呢。长贵也不计
较，照样乐滋滋地跑到我外婆家，还把我驮在他
肩膀上。长贵小外公个子不高，却长着一脸络
腮胡子，乍一看挺威武的，他喜欢和小孩子们开
玩笑，尤其是我。见我穿着开裆裤坐在地上，他
就说，小离子，你的小鸡鸡不见了。

我忙低头一看，它正好好地歇在那里，忙
起身让他看，嘿，你个大胡子骗人，骗人骗不
得，三十夜上要吐血。

外婆便笑得弯下腰。
长贵挑粪很有技巧，他总是斜着扁担，把

粪瓢压在扁担下，撬在另一个肩膀上，这样一

担粪的重量便分在两个肩上，走起路来就清
闲多了。一边挑粪桶一边有节奏地吱呀吱呀
响，外婆拎着菜箩跟在后面，我小跑着在前
面开道，太阳站在远远的山头上，把我们的
影子拉得老长老长。

小外公挑粪与他日常挑零货架完全是两
码事，他挑零货架时，用一根磨得锃亮的扁
担，很悠闲地担在肩上，边走边晃悠，一只手
摇动着一个不懂鼓，之所以叫不懂鼓，是因为
它摇动起来发出不懂、不懂的声音。小外公
有时嘴里还吆喝着“针头线——脑嘞”，不懂、
不懂、不不懂，“梳子发——夹嘞”，不懂、不
懂、不不懂，“脸巾手捏——子嘞”。当然他吆
不吆喝都是一回事，因为他的身影在村头一
出现，后面立马跟满了一群小孩子。孩子们
跟着他，好热闹是一个原因，但大多是冲着他
货架上那种红、白、黄色的粒子糖而去的。这
种糖乍一吃在嘴里还有糖的味儿，但越到后
来越淡，只剩下一些干巴巴的米渣在嘴里，但
那时我们都渴望能吃到它，大人们在那以货
易货时，孩子们就可怜巴巴地望着，希望眼睛
里长出一只无形的手好抓住宅。

那年头除了过年过节，大人们是很少买
糖果的，更别说专门给孩子们吃了。大人们
一般都拿一块鸡肫皮换两个缝衣针，一把鸡
毛换一束线，或用几两灰鳖换一些梳子发
夹、脸巾手捏子。手捏子是我们这里的方
言，就是手帕。

灰鳖外形像水中的王八，却只有蚕豆粒般
大小，六只脚，喜欢生活在灶灰中。冬天的中
午，外婆边烧锅边用火钳在灶灰中轻轻地掏，
灰鳖小小的身影便显了出来。外婆便喊我拿
来一个瓦罐，一五一十地捉到里面，然后用开
水烫死，放在太阳光里晒干，便给了小外公。

当然小外公从来不白要，他会拿一些漂亮的小
蝴蝶夹要插在外婆的头发上，外婆就笑着打他
的手，不让他得逞，而我早拿了他递给我的粒
子糖一溜烟地跑到小伙伴中炫耀去了。

夜晚，小外公常常招聚一些人到外婆家
赌博。赌博的方式很简单，庄家握着一个小
桶上下左右拼命地摇晃，一撒手，三个骰子像
三只出笼的小鸟飞到碗中，骨骨碌碌地转了
数圈，才慢慢地停下来，固定在某几个数上。
从庄家握住小桶起到骰子停下不动止，闲家
就把钱分别压在大或小上，骰子点数在九以
上的叫大，九以下的（含九）的叫小，庄家吃输
的，赔赢的。骰子一下碗，人们就像长颈鹿一
样伸长着脖子看，两只眼珠随着骰子转。这
时屋里很静，老鼠们在某个角落里磨牙，虫子
在院子里唧唧地叫着，仿佛村子都睡着了。
猛然爆发出的欢呼声、叹息声，那是骰子骤然
停下后的事儿，这时，一个没站稳的骰子又突
然翻了身，欢呼声转为叹息，叹息声转为欢
呼，人们的一惊一乍使我惊奇不已。一局终
了，他们又满怀希望地重新下注，如此周而复
始，直到天蒙蒙亮了，才一窝蜂散去。

每到这时，我都趴在小外公身边，赢了
陪他欢呼，帮他收钱，输了和他一样拍桌
子，望地上使劲地唾口水出晦气。当然小外
公是不会让我白白陪他的，一个夜里，两个
辣椒糖是少不掉的。

看得眼睛皮儿开始打架了，我就跑回外
婆的卧室，一溜烟地钻进外婆暖烘烘的被窝
中，而外婆这时正坐在床头纳着仿佛永远也
纳不完的鞋底。问：你小外公又输了呗？
嗯。输多少？两张票子。唉，难为他一个
人，也就是图个乐儿。外婆小声叹息着，而
我已昏沉沉地入睡了。

外婆和长贵
邱 冬

童年在一所乡村小学读书，下了课，同
学们就在操场上砸纸牌，跳房子，踢毽子。
毽子是学生手工制作的。

有位名叫香枝的同学，晚上在煤油灯下
做毽子时，针尖打滑，不慎刺伤了右眼，没及
时治，就瞎了。瞎了一只眼的香枝看东西失
去立体感，有次在家里端菜时，额头撞到桌角
上，左眼视力急剧下降，不久双目彻底失明。

失明后的香枝辍学在家。初夏的一个周
末，我和几个小伙伴相约去她家看看。彼时，
她坐在门前的栀子树下，一树盛开的栀子花
如同泊满了蝴蝶，煞是好看。我们的惊呼，让
香枝抬起茫然而略显苍白的笑脸，喜滋滋地
朝我们露出一排小白牙。我猛然醒悟：我们
看到的那些花儿，她是彻底地“视而不见”了。

我曾玩过盲人摸象的游戏，知道漆黑一
片的孤独和恐惧，打心眼里对她多了一份同
情。小伙伴们和我一样，自告奋勇地当起她
的“眼睛”，在院内院外一番寻找，掐来了
金银花、南瓜花、瓠子花，还有艾草、野
蓼。无一例外，这些花儿草儿，刚递到她跟
前，她就“看见”了，准确无误地说出它们

的名字。同伴问她是怎么看见的，她咯咯一
笑：用鼻子呗。

我们来了兴致，又撸了些气味不是很浓
的指甲花、黄花菜、马齿苋、芨芨草。香枝
拿到鼻子底下使劲嗅，沉思了一会，再嗅，
抬起头反问：是指甲花，对吧？……这个是
芨芨草，是吗？得到我们肯定的欢呼，她咯
咯地笑着，脸上浮出苹果似的红晕，惹得小
伙伴直呼她为“花神”。

“花神”闻香竟能识花，小伙伴有些嫉
妒，于中折一根辣椒枝，插上一朵番茄花，
递到她手里。“花神”左嗅右闻，皱起了眉
头，接着掐一片叶子放进嘴里轻嚼，辣得立
即吐出来：坏，你们都是坏人！

小伙伴说，我们是坏人，那我们走了呗。
“花神”立即站起来，张开双臂在空中

划拉：别，别走……你们别走啊。
但我们还是走了。分别时，“花神”拉

着我们的手，央求大家下次再来。我们不约
而同地回答：一定！

直到暑假，才想起曾经有口无心对“花
神”说过的“一定”。待我们来到她家门口时，

大门紧锁。邻居说，她们一家搬走了。我的
心里，仿佛也搬走了什么东西，空落落的。

多年过去，我离开了故乡，再也没有“花
神”的消息。近日翻看《访问童年》，读到“这
世界上不存在真正绝望的生活，哪怕黑暗压
顶，也一定有细微的暖流和光亮在深处潜
行”，心里一暗，又一亮。那时的“花神”，内心
深处有没有潜行的亮光呢？我的眼前又浮现
出闻香识花的女孩影像，如尘封在岁月深处
的黑白照片，模糊而又清晰……

闻 香 识 花
风 筝

信笔扬尘

人间小景

绿 穹 余飞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