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拼数年，靠省吃俭用攒下的积蓄，我终于有了一个真
正属于自己的家，刚迁新居，家人都显得兴奋不已，我也暗自
得意过。在房价飞涨的都市里，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家住都市，是我多年的愿望，也是我所在城市众多人的祈求
与梦想。都市寸土寸金的房地产价格，使得高楼大厦一直在
见缝插针地耸起，要想获得开阔的视野，闻到清新的空气，在
今天尤为艰难。

家居都市，青青的绿色会带来幽幽凉意，花开花落让人
感悟到人生的妙谛。在我居住的小屋，如果没有花草的点
缀，会缺少一份生机与灵动，养护花草的乐趣并不在于它们
有多么的富丽和珍奇，只在于它们能否给居室带来轻松的情
趣，但生活的情趣更多需要自己的精心操持和创意，喜欢注
重细节的人，如果偏爱营造一些情调的话，那么即使那些微
小的花卉也会扮靓房间的角落，在鲜花盛开的世界里，的确
很容易被人忽略，叶绿之处，自有一丝清凉，花开之际，更有
一簇春光。

现在我居住的小屋，两室一厅，70 余平方米，两间卧室
一个客厅，配有厨房和卫生间，一间做了女儿的卧室，另一间
则是我和爱人的卧室兼书屋，是我读书、写作、休憩的地方。
在我的居所之中，有两处是最能够被自然眷顾的领地，譬如，
阳台和窗台。阳台是个露天的天地，早晨可以站在上面呼吸
新鲜的空气，也能晒晒被子、衣物，直接接触阳光，享受新鲜

的空气和悦目的绿化。如今，我那小小的阳台种植了几盆绿
透的小生命，花不名贵，鲜艳的海棠，娇艳的郁金香，还有菊
花、仙人掌和兰草，耐旱又耐涝。能终身与花相伴的人，当然
会宽容豁达，于是，阳台常常是映着生命绿色，让人温馨惬
意。清晨，打开窗户，外面有苍苍的树木，蓝蓝的天空，青青
的芳草，灿烂的阳光，窗外的人流，行色匆匆，人们都在为生
活而忙碌，而奔波，当你身临困境，坚信天无绝人之路，肯定
有一扇窗户为你开着，让人远离阴暗的绝境，走岀去，去呼吸
外面的新鲜空气，感受鸟语花香及明媚阳光。

生存的竞争，让你不停地奔跑；城市的嘈杂、轰鸣让人感
到紧张、焦虑，甚至有些茫然。每当从外面归来，抖落掉肩上
尘土，拭去心上的寒霜，走进小屋，是家里脉脉的温情，那是舒
适轻松地享受亲情的地方，也是一种归属的享受。

今天，在我们生活着的庞杂都市中，真正的自然也许只
存在于儿时的记忆中或是画册里，而不在我们的生活或是与
它相交的任何一点，来往于空调世界里，很多人都没有伤春
悲秋的情怀。踏着坚硬的水泥路面，早已忘记泥土和落叶的
清香，于是，我们开始渴望有一间能够看到风景的家园，能有
新鲜的空气，充足的阳光，还有美丽的植物与花朵，让疲惫的
身体和漂泊的心灵可以稍事歇息。长长的渴望之后，有一天
推开窗户，走出家门，远离城市的时候，人们终于得以重新面
对世界，面对自然，它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无止境的想象。

小时候，我家除夕的年夜饭有一道必不可少的菜肴，既
不是象征年年有余的鱼，也不是象征大吉大利的鸡，而是一
道不起眼的全素的八宝菜。

年前，妈妈早早就开始准备做八宝菜的各种食材，待炸、
煮、炖、煨都忙妥后，最后收官的就是炒制八宝菜。

在我的家乡芜湖，家家过年都少不了八宝菜，据说是图
个“发”字。八宝菜的八宝是以咸菜为主，配上胡萝卜、冬笋、
木耳、黄花菜、千张、黄豆芽和香菇，大多都是在食用前需要
泡发的，豆芽是孵发的，就连冬笋也是逢春便破土而发的，全
都沾上个发，让人好不开心！老百姓为了讨来年的这个好彩
头，家家过年都要炒制很多，盛在大盆或花篮里，放在阴凉通
风处，一直吃到元宵节，亲朋好友之间还互相馈赠。即使在
物资匮乏的那几年，有些食材市面上根本见不到，寻找替代
品，也要凑到八样为止。此种习俗在沿江、皖南地区相传已
有几百年历史，绵延不绝。

小时候盼着过年“杀馋虫”，年三十顾不上吃桌上的八宝
菜，只吃卧在菜上面的肉圆子。待荤腥吃多犯腻后，早上用
筷子搛点八宝菜出来，浇上麻油和醋，拌一拌，就着吃泡饭就
特别爽口解腻。家里的老人则就着它喝茶，别样的享受。

别看八宝菜只是附加值不高的小菜，做起来却要费大功
夫。先是要提前好多天把胡萝卜切成细丝，放在通风处阴
干，不能晒；千张也要用碱水泡软，切成细条；黄花菜泡发后，
不用刀切，手撕成粗线般；还要选黄澄澄、脆嘣嘣的当年的冬
腌菜，以雪里蕻为上佳。炒制时也有讲究，锅热倒油，倒入
葱、姜、蒜等煸香，再依次放入冬笋、豆芽、胡萝卜、千张、香

菇、木耳，最后再把咸菜和黄花菜入锅。家乡人评价一家媳
妇是否能干，能否炒制合格的八宝菜，可是一大权重啊！

上乘的八宝菜不仅味道鲜美，且品相也要好。红的要红
（胡萝卜），黄的要黄（豆芽），白的要白（冬笋、千张），黑的要
黑（木耳）。盛八宝菜的盘子一上桌，五彩缤纷，煞是好看。
进到口中，有脆的笋，有爽口的豆芽和木耳，有柔韧的千张，
有越嚼越香的黄花菜和香菇，口中五味杂陈、韵味无穷。

八宝菜不是荤菜，营养价值却不输荤菜，是素菜中的极
品。据说它最早就是佛门里传出来的，善男信女到庙里求签
拜佛，有条件的总要享用一餐斋饭，素菜中排在第一位就是八
宝菜。因为八宝中的冬笋、香菇、木耳、黄花菜都是山珍类的

“席上珍品”。曾有人说，孙中山先生晚年体弱多病，中医给他
开出用于滋补调养、长年服用的“四物汤”，就是这几样配料。

网上曾有营养分析师说，八宝菜富含有机酸和有机盐，
人体消化吸收后，能产生碱性物质，调节人体的酸碱平衡，防
止血尿酸升高。我的切身感受是有助解腻消化、暖胃并增进
食欲，是极好的开胃和调味品。

小时候盼过年，如今却怕过年，年纪大了更不愿暴饮暴
食引起身体出毛病。下一辈人热衷于趁着假期带着孩子去
旅游，喝饮料、吃比萨 、享用肯德基。我却恋着八宝菜，但老
母亲如今住进了养老院，没人会做了。我老伴是皖北人，到
我们家几十年，也喜欢上了这一口。她自报奋勇试着做，却
总是火候掌握不好，我实话实说：“缺少那个滋味！”她有点恼
了：“到底什么滋味嘛？”我弱弱地回了句：“家乡味”——那幽
幽的“乡愁”。

又到槐花盛开的季节了。
每当看到那一嘟噜一嘟噜，在暖

暖的阳光下飘着清香的槐花儿时，我
总忍不住要摘下一串来，放嘴里嚼
着，慢慢品尝那清清的，带着香甜的
滋味儿。

小时候，槐花飘香的季节，也是
我们庄稼人青黄不接的时候。那段
时间，人们就像赶集一样，漫山遍野
地去采槐花儿。

那时，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去采
槐花儿。

槐树枝干高大，又带刺，徒手是
够不到槐花的。于是，人们都扛一根
绑着镰刀的长竹竿，镰刀那头勾住树
枝，抓紧另一头，一用力，咔嚓咔嚓全
割下来，一抱一抱运回家，槐花儿捋
下来吃，树枝儿当柴烧。

竹竿够不着的，我就往裤腰别一
把小斧头，两只鞋一甩脱，往掌心吐
口唾沫，两手一搓，提口气，抱住树
干，“噌噌噌”地爬上去。手臂不小心
被槐刺划破了，那也不要紧，往伤口
上吐一口热唾沫，用手搓几下，就算
消毒杀菌了。

稍微定定神，就骑到枝桠上，一
只手扶住树干，一只手握紧斧把，捡
槐花最密的小枝“咚咚”几斧，树枝应
声而落。那些附在槐花上采蜜的蜜
蜂“嗡”地一声，全飞了起来，盘旋几
圈，又慢慢落到别的花上。个别蜜蜂
发现是我在作祟，就气鼓鼓地挥动着
翅膀，朝我俯冲下来，试图报复。我
鼓圆腮帮，朝它猛吹几口气，它心有
不甘地在我头顶盘旋几圈，最后也只
好无奈地离去。

我在树上砍，母亲总是仰着头在
下面捡。边捡边朝我喊：“三儿，你注
意点啊，手可抓牢了，脚踩稳，槐枝儿
脆……”我一边应承着，一边又“噌噌
噌”地往更高处爬去。

砍得差不多了，母亲就把槐枝用绳
子捆了，我们一人一捆背回家。把花捋
了，淘洗干净，拌上玉米面、小蒜、盐等，
放笼里蒸了吃，是为“槐花蒸菜”。

最好吃的还是把槐花倒开水里
焯一下，捞出来挤干水，剁碎，拌上盐
和香油包饺子吃。或者把焯好的槐
花和到面里，烙槐花饼。

槐花帮我度过了童年那一个又
一个苦难的日子，时至今日，只要一
看到槐花，我就忍不住会摘下一串，
放嘴里慢慢咀嚼，让那清清的香甜味
儿暖暖地在心中弥漫……

父亲这一辈子最大的喜好就是看书，他的空余时
间有一大半都是在书籍的海洋里度过的。从我记事起
父亲的枕头旁总放着一本书。睡觉前、醒来后父亲都
要翻看几页。读书，可能被父亲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
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大概深入其心吧。

父亲的学历并不高，只有初小，但在解放前的农
村，也可算半个知识分子了。上小学时他的成绩一直
在班上名列前茅，后因家境困窘，父亲被迫辍学。但他
没有因此放弃学习，而是想方设法向别人借书来读。
到田间劳动时都带着本书，别人休息他就坐在田埂上
看起书。公社干部看中父亲的刻苦好学，推荐他做了
大队会计，他接触书的机会大大增多。父亲读的书，其
实也算不上正规的书。大部分是黄历书、种田手册、会
计业务书籍等等。但不管是什么读物，父亲都读得很
认真，读得仔细。父亲是党员，对时政尤为关注。我清
晰地记得，父亲经常抱着一本《毛泽东选集》看得入神，
目光专注而凝重。《毛泽东选集》他都不知读了多少遍

了。可他视如珍宝，读得津津有味。
可是这几年，随着年纪的增大，父亲的视力开始下

降，书本上的字看着日益模糊起来，要戴老花镜才能稍
微看得清。但是，他对书籍的向往丝毫未减。每到周
末，父亲便会打电话让我这个做教师的儿子带本书回
家给他看，有时候我要加班，没有办法如约回去，听得
出电话中父亲的失望。我知道，没有书读，让父亲心痒
难耐。

于是，我双休日总是尽可能回家，递给他一本新
书。父亲见到书欣喜若狂，捧起书便如饥似渴阅读起
来。他读书似品尝一种香茶，细斟慢饮，如痴如醉。
有时候父亲笑着对我说：“儿子，陪我一起看会儿书，
好不好？”我点点头，父亲一脸的幸福。我坐在他的
身边，担任他的“解说员”。父亲遇到不认识的字，我
就念给他听。有不理解的词语或句子，我给他讲解。
阅读完一个段落一个章节，我就和他一起讨论文中的
人物和情节。

我不在他身边的日子里，父亲就借助字典或词典
读书。他一个人静静地读书，静静地思考，每每读有所
得、读有所思，就在书旁作批注，或写在笔记本上。我
回到家，父亲就和我一起探讨。他虽然眼神不济，但思
维仍很敏捷，他的读书日记不乏真知灼见；他的记忆力
尚可，书中的优美章节他都能大段大段地背诵。有时
我逗他：“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读书还有啥用？”父亲一
本正经地说：“一个人要活到老，学到老。读书，是为深
思熟虑，通情达理。读书，是为了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更加合理。”我理解父亲，他一生粗茶淡饭，贫穷困窘，
但他以书为伴、以书为乐、以书为师、以书为荣。他饱
经人世间的沧桑，经历过无数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是
书帮他保持平静恬淡的心境，喜、怒、哀、乐在书中得以
交流；困惑、疑虑他都能在书中得到答案，在书中获得
喜悦，求得开脱。他从书中已获得极大的满足。

陪父亲读书，让我在学到知识的同时，还领悟到不
少做人的道理，真是其乐无穷啊。

我的那个家 □李 伟 又到槐花飘香时
□王瑞虎

陪父亲读书 □吴 建

家乡八宝菜 □莫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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