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历二月，一年春耕生产拉开序幕。对种
田的人来说，育秧是一项基本功，必须人人要
会，这是关系到一季丰收的大事。

在农村集体所有制时期，育秧由生产队技
术员负责，自实行生产劳动责任制（分田到户）

后，育秧就各家各户自己解决了。制度的改变
确实难坏了许多人，父亲便是其中之一，记得第
一年的早稻育秧，由于父亲缺少经验和方法，一
棵秧苗也没长出来。四处花钱买秧苗，但各家
都不多，两块田有一半是闲置着，这意味着全家
半年要饿肚子，我有时就会想父亲怎么把田种
得如此荒凉？那时我对生活只有一个奢想：每
天三餐能吃饱肚子就足矣。

按农时节气，清明正是江南农村早稻育秧
的时候。秧田与普通稻田的耕作标准不一样，
要慢工出细活。农历二月初，将秧田翻犁晾晒，
用锄头敲碎土疙瘩，开始“烧土粪”。把门前屋
后的草木垃圾用稻草包裹起来，像一只大圆球，
每隔几米放一个，然后用秧田里的土垒起来，两
头留个通风口，点着火让它们慢慢地焚烧。尤
其是在春日的早晨或傍晚，袅袅泛起的烟霭在
旷野里慢慢地移动飘渺，远看似一层薄雾氤氲，
这幅极具乡村气息的景致是许多画笔和镜头难
以寻觅的境界。

土粪一直要等到草木垃圾彻底烧成灰烬为
止，扒开摊平，再灌上水浸泡，待泥土软化了，还
要往上面撒一层鸡毛，用农具一点点地没入泥
中。因为清明前后早晚微寒，土粪和鸡毛都具
有保暖的作用，据说这样的土质最适宜江南农
村早稻秧苗的生长。

每年冬季农闲时候，父亲就开始“鸡毛换
针”的活计。农村妇女缝缝补补都离不开针，父
亲便会到县城批发大、中、小不同型号的针，到
长江对面的铁板洲去换鸡毛。铁板洲是一个只
种地不种田的地方，那里没有育苗插秧的农活，
鸡毛常常被孩子们偷着换麦芽糖吃了。父亲挑
着两只大箩筐，从洲头到洲尾走一圈，挨家挨户
地进行兑换。父亲一来，无须吆喝，当地人都知
道这是一位鸡毛换针的老人，但他们肯定不知

道老人的子女没有子承父业，都在城市从事让
人羡慕的工作。

做好秧田，开始用冷水浸泡稻种，2 至 3 天
后捞起沥干，用温开水过滤一遍，放进缸里盖上
厚厚的稻草进行发酵。折一根新鲜的杨树枝插
在上面，看到树枝枯萎，稻种也该破壳露白点
了。再摊开在大簸箕里晾两天，等白点长出丝
芽后，就要撒到秧田里。稻芽的长短全凭经验，
需要天天观察，如果稻芽长长了，稍有不慎相互
挤压芽会断，撒到田里就成了瘪籽；稻芽短了也
不行，田间地头早晚气温低，稻芽就会停止生
长。这时候生产队的技术员成了香饽饽，常有
人请他到家来指导，并认真咨询相关疑难问
题。技术员是认真还是敷衍，完全取决于各家
的热情态度。如果泡杯茶、递根烟，那他就会讲
得细些；要是再请他小酌一杯，那他肯定会毫无

保留地传授经验了。
稻种刚下田时，白天还要有人看着，那时麻

雀是农村的一大自然灾害。经过一个冬季的蛰
伏后，成群的麻雀开始活跃起来，常常趁人不注
意，成百上千的麻雀一起袭来，偷吃撒在秧田里
的稻种。因为没有好的驱赶办法，家家户户都
派孩子看着，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顶端系
着一块布条。坐在秧田边对着盘旋在空中的麻
雀轻轻一挥，它们立即就呼啦一下全飞走了。
我算是一个不贪玩的孩子，而且对大人们交待
的事情总是很认真，时时注视着那些偷袭的麻
雀。可有的小伙伴们只顾玩耍，对馋嘴的麻雀
放松了警惕，大人们看到秧田里缺失的稻种，不
得不再补种一次。

当秧田里的种子探出一点嫩绿后，人们又
开始谋划早稻插秧的事宜了。

大人们都说小孩是无忧无虑的，殊不知我们的烦
恼也是一大堆啊！

幼儿园时我们天真可爱，无忧无虑，但一进小学，
生活就大大改变了。放学后一进家门，从前爸爸妈妈
第一句是问：“今天在学校里过的怎么样啊，开不开
心？”现在是：“还有多少作业没做啊，赶快去做吧！”每
天成堆的作业就像一座座大山，一座座永远移不走的
大山，压得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当然，睡觉的时间
也大大缩短。从原来的每天八九点就能睡觉到现在
十点，甚至十一点才能睡觉，也许将来初中里可能会
是十一点、十二点才能睡上觉了。整天被一大堆的作
业所控制。虽然我知道这些作业是必须的，是检验我
们对课文知识掌握的程度，但也不能让它们成为我们
童年的负担啊。我们不想成为学习的傀儡，要成为学
习的主人。

有一次，我放学回家觉得很困，眼睛都有点睁不
开了，好想先睡上一觉，可是一想到一堆的作业还没
完成，心里就像是在井里吊水，七上八下的，再也没有
睡觉的心思了。好不容易到八点把作业完成，想要休
息一下，看一会儿电视，妈妈的吼声立刻传了过来：

“你有时间看电视吗？六年级了马上就要升初中了，
赶快把那点数学错题做了，还有一张英语练习，这些
都很快的，你做快的话最多也就十分钟可以完成了，
然后再看半小时书……”哦，我的天哪，十分钟就能
完成这么多，神啊，救救我吧！

多么幻想能有机会去外面看看大千世界，而不是
闭门读书。有句话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也想去看看外面的
世界，去看看大自然的花花草草，了解国际上发生的
趣事、时事，听听看看各处人文历史。这也是一种课
堂，生活的课堂。

随着年级的升高，各种辅导班也越上越多。一到
周末，天刚亮就得起床准备各种课本书籍，然后就开
始四处“奔波”。父母们一听说学音乐能加分就报音
乐辅导班，一听说跳舞有助于生长就报跳舞……但家
长有想过我们是否感兴趣呢？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
果一点也不感兴趣，到头来还不是又费钱又一事无成
或半途而废。

爸爸妈妈，童年只有一次，让我拥有这宝贵而短
暂的童年吧！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这是杜甫的诗句。夜雨里剪来一
把鲜嫩的春韭，加上掺着黄米的
喷香的一锅饭，用来招待老朋友
是再好不过了。

春韭可清炒，也可炒虾，炒鸡
蛋，炒肉丝，炒螺蛳肉，炒豆芽，炒
豆腐，还有煎得焦黄的韭菜盒子，
韭菜馅的水饺、春卷，哪一样不让
人馋涎欲滴？所以说，春初早韭
实在是春菜第一美食。

除了扁而细长的叶，夏秋间
开出来的白色小花，那是可以蘸
着羊肉吃的韭菜花，韭菜花腌了
后磨碎还能当咸菜吃。嘴馋的等
不及韭菜花开，也可摘一把未开
放的韭菜花，和韭菜的嫩茎一起
切碎了，炒瘦猪肉吃。

可别太贪嘴，肠胃功能弱的
人，韭菜切勿吃太多。还得记住，
不要吃隔夜的熟韭菜。

韭菜，原产于中国，属多年
生常绿草本植物。因秧苗生长
缓慢，3 月下旬至 4 月下旬就该
播种了，种子在温水里浸过 12
小时，用沾湿的毛巾包裹起来，
放在 18℃左右的室内催芽。土
深翻，施了肥，浇了水，将已催芽
的 种 子 撒 下 ，铺 一 层 细 土 和 稻
草。每隔两三天浇一次水，一个
星期就出苗了。待苗长到 15 厘
米高，改为每星期浇一次水，还
要及时除草。四个月后，秧苗长
到 20 厘 米 高 ，并 长 出 7 至 9 片
叶，这时就可一株株起出，剪短
须根，再一丛丛移植穴里。一个
半月后，可收获韭菜花。10 月下
旬 ，可 搭 暖 棚 ，白 天 保 持 温 度
15～20℃ ，晚 上 保 持 温 度 5～
7℃，让韭菜过冬。韭菜播种一

次，就能连着收成几年，所以人
们又称它是懒人草。

韭菜的吃法，除了春韭，还有
韭白和韭黄。韭白，也称韭苔，就
是韭菜的茎，嫩时白色，可炒来
吃，味道鲜美。韭黄，也称韭芽，
是避光培育的，因为缺乏阳光，绿
叶变成了黄色，极嫩，味道极鲜
美。最好的培育韭黄的方法，是
在冬天里把留长的韭菜用稻草扎
起来，再浇上河泥，开春时去掉河
泥，露出的就是韭黄，又嫩又香，
颜色全是黄的，而且充满生机。
另外，还有一个偷懒的方法：用几
个纸箱倒扣，罩在韭菜上避光，晚
上移去纸箱，通风降温，或许连续
7 至 8 天，就成功了。冬天费时长
些，或许得 10 至 12 天。为了方
便，人们一般去超市买来韭黄，回
家做韭黄香干肉丝。不过，有时
候买回的韭黄不知怎么又长又老
一点不好吃，可能是纸箱搞的鬼，
所谓“强扭的瓜不甜”吧。还有，韭
黄买回家要清水反覆冲洗，因菜农
种植韭黄的过程中常使用农药。

夜雨里剪了春韭，过了两天去
看，剪过的春韭又长了三寸，二茬
韭菜又长出来了。奇妙的是，韭菜
越剪长得越快，每星期都可剪一
次，清晨是最佳时刻。李时珍说：

“叶高三寸便剪，剪忌日中。”
韭菜生命力强，吃了补身体，

健胃提神，补肾壮阳，降血脂，增
体力，外用还能治跌打损伤，所以
人们又称它是起阳草。

诸位，时值春季，别错过了
春天的头茬韭菜！尤其当夜雨敲
窗，快去剪一把春韭，拿回家去炒
着吃，吃在嘴里就尝到了春天的
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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