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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堤

烧 汤 花 开
□ 魏霞

前几日回乡下陪父母小住，秋日的太阳
还施展着余威，有些热。 下午与父母在院门
口纳凉闲聊，不知不觉，天已向晚。父亲看了
看腕上的手表，说：“六点了，该做饭了。 ”母
亲则扭头看了看影壁墙前小花坛里的花 ，
说：“就是该做饭了，烧汤花都开了。 ”

烧汤花， 这蕴含着朴素乡村韵味的名
字，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它就像乡下的孩子，
皮实好养，一点儿也不娇气。房前屋后，墙角
处，篱笆边，都能看见它的影子。它选好一块
地方便牢牢地驻守———种过一年，第二年根
部就会再发出新芽，落在土壤里的种子也会
在来年长出很多小苗，最后连成一片。 我家
影壁墙前砖砌的花坛里总有几株烧汤花，年
年如此。 春天生出得太多时，母亲还要间去
一些。

小时候农忙时， 家里其他人都下地干
活，留我一人在家做饭。临下地前，母亲总嘱
咐我：“烧汤花开了，你就开始做晚饭。 ”那时
乡下没有钟表，烧汤花一开，没多久天就黑
了。父母兄长回家，我也把饭做好了。下午的
前半晌，不管是和小伙伴疯玩，还是写作业，
都很心安。可到了后半晌，心中总惴惴不安，
唯恐错过了烧汤花开的时间， 做饭迟了，在
田里劳累的家人， 回家吃不上现成的饭菜。

于是，常常拎一只小凳子坐在烧汤花前仔细
打量着它，静等它开放。

烧汤花的枝株高一米左右，对生卵形的
叶子，绿绿的，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你挨我
挤，没有一点儿空隙，仿佛收纳了一夏的清
凉。 烧汤花的茎直立而多分枝，一个枝头簇
生数个花苞，花苞外衣里长出花筒。 花筒的
顶端稍鼓，是待放的花苞。 待放的花苞两头
尖尖的，中间饱满欲裂，形状如同枣核一般。
等到绽放，紫色的五片相连的花瓣，加上略
长的花筒，好似一个高脚杯，高挑而优雅。花
朵的中心，簇生着数根浅红色的花蕊。 蕊丝
细长，长短不一，调皮地伸出花外，好像在打
量尘世间的风景。 微风吹来，烧汤花纤细的
茎，顶着大大的喇叭形花瓣，随风摇曳，似不
胜风力的娇羞，让人不禁心生爱怜。

儿时的我，常爱坐在烧汤花前，与烧汤
花窃窃私语：烧汤花，你是与太阳公公前世
结下了恩怨，害怕太阳公公，单等太阳公公
下山你才肯绽开笑脸的吗？还是你喜欢上了
那天边飞来的晚霞，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与它约会？ 还是为了让劳作一天的农人，傍
晚回到家时看见你开得正艳的面容，丢掉一
身的疲惫？我小小的脑海中实在寻不到烧汤
花为何只在傍晚才开放的原因，欣赏烧汤花

娇艳的同时，浮想联翩，早已忘了坐在烧汤
花前的初衷 。 为找不到问题的答案所困 ，
为烧汤花的美丽所迷， 烧迟了饭， 是常有
的事。

长大后才知道， 类似牵牛花的烧汤花，
有一个典雅的学名———紫茉莉。 知道了学
名，看书时就很留意。闲暇时翻看《红楼梦》，
才得知母亲和我所钟爱的烧汤花， 还曾在
《红楼梦》里提到过：

《红楼梦》第四十四回《变生不测凤姐泼
醋，喜出望外平儿理妆》中，因平儿被王熙凤
和贾琏冤打， 宝玉让平儿到怡红院中理妆，
所擦的粉就是紫茉莉的粉。 宝玉说，这不是
铅粉，这是紫茉莉花种研碎了兑上香料制成
的。平儿倒在掌上看时，果见轻白红香，四样
俱美，摊在面上也容易匀净，且能润泽肌肤，
不似别的粉青涩滞重。

真没想到， 烧汤花黑不溜秋的种子，竟
是养颜的宝物。 等查了网络，又了解到烧汤
花的花可制作花茶；根、叶可入药，治腹泻，
活血化瘀……

啊！ 烧汤花不仅美丽，还有这么广的用
途，这是我先前没想到的。 望着眼前秋日里
依旧盛开的烧汤花，不禁想起了已故的老祖
母，耳畔响起小时候祖母曾经讲的关于烧汤

花花期长的传说。
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百花仙子为了便

于管理各种花卉， 召开了一个百花大会，让
众花卉选择自己喜欢的时间绽放。 很多花卉
都选择了在太阳公公温暖的阳光下竞相开

放，唯独烧汤花沉思不语。 月亮婆婆好奇地
问烧汤花原因，烧汤花说，别的花都去陪太
阳公公了，我怕月亮婆婆寂寞，我甘愿陪着
月亮婆婆。 烧汤花的话打动了太阳公公与月
亮婆婆的心，也深深地感动了百花仙子。 于
是，商议决定，让烧汤花原本一个月的花期
延长到深秋……

“奶奶，我白天晚上都陪你，你不老，我
也不长大，好不好？ ”我仰着小脸问奶奶。

“傻闺女，人咋能拽住时光的脚呢？ ”奶
奶笑出了眼泪。

往事历历在目。 奶奶说得对，我们谁也
拖不住时光的脚步。 也许我们竭尽全力也得
不到上苍的恩宠，但这不妨碍我们做一个像
烧汤花一样的人， 守住自己的一方心田，不
争艳，不斗宠，独自开在黄昏的炊烟里，开在
有月或无月的微风里，即使无人欣赏，也自
尊地开放。 如果真能守得住心田，耐得住寂
寞，对于滚滚红尘中的你我凡人来说，又何
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幸福！

溜 秋
□ 黄锡景

在我的农村老家， 秋庄稼收获以
后，人们把遗落在田间的作物果实捡拾
一遍，叫拾秋。 在已经拾过秋的土地上
再仔细寻找没有捡拾干净的残留的作

物果实，叫溜秋。溜秋是当地方言，有迅
速、敏捷、眼尖手快的意思。在人家已经
捡拾过作物果实的田地里再把隐藏着

的作物果实找出来，眼不尖手不快能行
吗？

拾秋和溜秋是有区别、 有规矩的。
农户土地上的秋庄稼收获时，因遗留在
地里的作物果实较多，为了尽量减少损
失，自家人要先行把遗留下来的作物进
行捡拾， 这时别人是不能进来捡拾的。
农户捡拾过以后，就对外开放了，家乡
人叫放蜂。 此时，谁都可以到这块地里
来溜秋。溜秋是可以在全村或外村所有
土地里进行的。

家乡有俗语云：“秋天弯弯腰，财帛
进荷包。 ”又云：“秋天溜一遍，春荒不饿
饭。 ”在秋收季节，一吃过早饭，溜秋的
人们便提篮背筐，扛着铁锨锄头向野外
出发，有的还带着干粮和水壶，田野里
到处都有溜秋的人群。 在溜秋大军里，
大多是孩子、妇女和老人，也有一些家
里农活不太忙的青壮年。 傍晚，各自带

着溜到的东西高高兴兴地回家。
我们村种植有谷子、玉米、豆子、高

粱、红薯、棉花等多种秋作物，都在人们
的溜秋之列。 老年人大多喜欢溜谷子、
溜豆子。这是因为只要发现遗落在田地
上的谷穗、豆荚、豆粒，弯下腰捡起来放
进篮子里就行了，不用费多大气力。 多
数人喜欢溜玉米。农民将掰去了玉米棒
子的秸秆锛倒后平放在田地上，溜秋人
双脚在秸秆上踩来踩去，如踩到了硬邦
邦的东西，那大多是没有收获干净的玉
米棒子。有人不到半晌工夫就能溜到满
满一篮子玉米棒子。男孩子喜欢满地跑
动，四处寻找田鼠洞穴。 一旦找到了田
鼠洞穴，就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高兴，赶忙召唤来几个小伙伴，一起用
铁锨或铲子挖开洞穴，常常能够发现田
鼠储藏在洞穴深处的准备过冬食用的

玉米、豆子等粮食，足足有好几斤。人们
对从田鼠洞穴挖出来的粮食，因怕传染
疾病，一般不用来食用，而是作为养猪
喂鸡的饲料。

我们村的红薯在周边农村名声很

响，种植面积大，薯块长圆、色泽粉红、
味道甘甜，且不易腐烂。 由于薯块结在
地下，农户刨红薯时很难刨干净。 捡拾

时也只能把一些遗失在地里的比较明

显的薯块捡拾起来，没有时间和精力把
丢失在地下显露不出痕迹的薯块捡拾

起来， 为人们溜红薯提供了一个好机
会。 每当红薯收获季节，不仅本村不少
人下地溜红薯，外村人也成群结队前来
溜红薯。有的人会在地头、 井台旁、 垄
沟边等隐蔽处 ， 找到零散的红薯棵 ，
用抓钩锛下去， 一下子就刨出一嘟噜
红薯。 更多的人则是在刨过红薯的地
方翻挖， 把埋在地下的零星薯块挖出
来。 溜红薯往往收获颇丰， 有的人溜
的红薯装在口袋里背不动， 要用小车
拉回家。

我们村的土地不适宜种植花生，而
花生又是村民十分喜爱的食品。每到花
生收获季节， 许多村民一大早就动身，
步行几里路，到种植花生的村子的土地

里溜花生。 花生的果实也是结在地下，
果实又小，收获时丢失的果实比红薯还
要多。 人们弯腰在地里寻找，不时就能
发现一两个花生果。用锄头或铲子在花
生棵原来生长的地方挖，也可以挖出残
留的花生果。把溜来的花生果晒干后存
放起来，过春节时做成水煮花生米作下
酒菜，或炒花生招待客人，丰富了节日
的餐桌。

女人溜棉花的兴致分外高，劲头特
别大。 她们不顾秋后的露水打湿衣服，
一大早就钻到已经收摘完棉花但棉棵

还没有铲倒的棉田里，把掉在地上踩到
泥土里的棉花拾起来，把棉棵上没有收
净的一朵半朵的棉花摘下来，连棉壳里
残留的一星半点的棉花也要抠出来。她
们还在堆放在地头路边的棉花棵堆里

一遍一遍地翻检， 将那些尚未完全成

熟、留在棉棵上的已经干硬了的小棉桃
揪下来砸开，掏出里面的硬棉瓣。 她们
用溜来的较好的棉花纺纱织布做衣服，
将诸如硬棉瓣等棉绒短的棉花加工后，
用来絮被子褥子，对解决穿衣盖被问题
不无小补。

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 遍地都是
宝。 人们不仅在田野上溜粮食作物，还
到树上溜秋果。村里一些集体或个人的
柿子树、枣树等收获后，树顶上总会留
下一些难以采摘的果实。 一些会爬树、
身手麻利、胆大心细的青少年就带着自
制的专用工具，爬到树上，把留在树上
的果实够下来。 在一些墙角、荒沟边等
不起眼处，生长着为数不多的低矮的植
物，学名叫君迁子，人们称之为软枣树
或黑枣树。 这种树木其实不是枣科植
物，而属于柿科植物。树上结的枣不多，
每个也只有指头肚那么大， 呈长圆形。
秋天浅黄色的果实成熟后，又硬又苦又
涩。因其核大果肉少，人们很少问津，任
它自生自落。 可一经霜，它的果实就由
黄色变成了黑色，由硬变软，没有了苦
涩味，变得像柿饼一样甜。这时，孩子们
就到处寻找软枣树，把落在草丛中的果
实捡起来，把树上的果实摘下来，冬天

里就有了零食吃。
捞不尽的鱼虾，溜不完的秋。溜秋，

可以一直持续到初冬。 只要你肯去溜，
或多或少都会有斩获， 不会空手而归。

溜秋 ， 做到了秋作物应收尽收 、
颗粒归仓， 增加了农民的财富。 在缺
吃少穿的困难年代， 溜秋溜来的东西
帮助农民熬过难关， 使人们得以把生
活和生命维持下去。 溜秋， 是农民勤
俭持家的优良传统，体现了人们对劳动
果实的珍惜和敬畏。我已经多年没有回
过老家了，不知道已经富裕起来的父老
乡亲是否还溜秋。倒是在居住的城市小
区里看到，近几年每到秋收时节，一些
大妈不打麻将，也不跳广场舞，而是相
约到附近农村田野里去溜秋。 说起溜
秋，她们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一是可
以到野外看看秋高气爽的田园风光，呼
吸新鲜空气，散心解闷，强身健体，延年
益寿；二是溜来一些农产品，可以吃个
新鲜，改改胃口。

睡梦中， 小时候和哥哥、 姐姐及
小伙伴们一起， 扛锨提篮在田野上溜
秋的欢快情景时常浮现在眼前。 那是
一道亮丽的乡村风景线， 是挥不去的
乡愁。

→散 文

想起那年种稻子
□ 杨兆瑞

1972年，山西大同。 我在原坦克七师高炮营一连服役。
那时全军在加强战备的同时，全力落实毛主席“战斗队、工
作队、生产队”的指示。 记得战友们有个说法儿：工兵高炮，
挖煤种稻。 因师属工兵营、高炮营装备齐全，兵员雄厚，此
二营自然承担起全师最艰巨的“生产队”任务。 于是，战友
们拿着八块钱津贴，过着日餐三毛二分钱的日子，顶着矿
灯采煤，踩着冰渣种稻……

记得那年过罢春节，连队移防，在花园屯西原六十九
军骑兵废弃的马棚里安营扎寨。 刚从矿井里出来，大家不
免松口气：这回，俩鼻孔再也不会黑乎乎的了！

不料，战友们当天便傻了眼：当地仅有一口濒临干枯
的老井，用木桶摇出来就是黄汤汤。 有时，战友们连那黄汤
汤都喝不上！ 无奈，我们只好砸开冰块，用大同化工厂排泄
的“河水”聊解腹中饥渴。

不久，全连奉命种稻。 咋种法儿？ 先育秧。
某日，天寒地冻。 身着棉衣大头皮鞋的官兵，呼着“一

二三四”的口号齐步行至育秧现场。 一看那场景，大家不禁
倒吸一口冷气：好家伙！ 头天过水的稻田里，覆盖着一层厚
厚的冰！ 别说育秧，就是光脚往上一站，也让人心惊胆寒。

穿胶靴？一双十来块，比津贴还贵，穷当兵的哪买得起！
这秧，咋育法儿？郑治原，原籍河北枣强，曾在抗美援越

防空战中九战八捷的老连长，真是好样的，还在人们犹豫
徘徊之际，只见他皮鞋一脱，袜子一扔，光脚踏上冰块，一
踩一个窟窿：“看见了吗？ 就这干法儿！ ”

强将手下，真的无一怂兵。
那一刻，大家疯狂得似乎全然忘记了光脚踩冰块啥滋

味儿！ 不一会儿，好几亩冰块，被百余双脚板踩碎。 几个人
再用木板子一推，地平得简直跟纸一样。 稻种一撒，再搭好
弓棚薄膜，万事大吉。

没三天，全连官兵的腿上无不迸起鲜血直浸的蚂蚱口
子。即便如此，大家竟无一个临阵退缩的。记得有位叫庄建
一的新兵，突然迎来时任徐州市人事局局长的父亲携母亲
看望他。 战友们一直说：建一在俺连表现好着哩，二老放心
吧。 可细心的母亲见他一直不停地往下拉裤腿，似乎在掩
盖什么，不免疑心顿起，冷不防把那棉裤往上一撩，只见从
未受过罪、吃过苦的儿子的两条腿上满是结着血痂的蚂蚱
口子！ 两位老人顿时眼圈发红，老半天没说一句话。

时过境迁，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 当年一起种稻子的
战友大都退伍返乡，有的已经离世。 但种稻子的那种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的军人血性，那种无坚不摧、无难不克的军
人气质，依然珍藏在我的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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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官员分流内流外。 流内官
为清流， 乃清贵之官； 流外官为浊
流，乃粗贱之吏。 这是唐代以文治国
而逐渐形成的风尚。 尤其中唐以后，
流内官多为进士出身。 缙绅虽位极
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为不美。 官至
宰相的薛元超曾遗憾地对人说：“吾
不才，富贵过分，然生平有三恨：始
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
修国史。 ”就连唐宣宗对每年的礼部
科考都格外关注， 不但常为知名的
考生落榜而惋惜， 而且还在宫内的
廊柱上自题 “乡贡进士李道龙”，自
以进士为荣， 可知他对登第的进士
是何等喜欢。 由于凡鱼化龙的进士
地位很高，因此，就连应举的白衣秀
才也个个心高气傲，不管走到哪里，
众人也都另眼相看，不敢小瞧。 杜牧
有首《寄沈褒秀才》诗云：“晴河万里
色如刀，处处浮云卧碧桃。 仙桂茂时
金镜晓，洛波飞处玉容高。 雄如宝剑
冲牛斗，丽似鸳鸯养羽毛。 他日忆君
何处望，九天香满碧萧骚。 ”通过这
首赞美诗， 可知唐人对白衣秀才有
一种怎样的偏爱。

范阳人卢渥，后来官居左丞相。
当年也曾麻衣旧囊，奔走于科场。 他
在水附近住宿时， 遇到唐宣宗骑
驴私访，虽不认识，却感觉对方不是
寻常之人，就赶快回避了。 可是，宣

宗对卢渥得体的举止很满意，又把他喊了过来问话。 他如实
回答，说自己是一个从外地来应考的举子。 宣宗又要过他带
的诗卷，不露声色地看罢，竟骑驴袖之而去。 按说，卢渥本人
的诗卷是用于拜访公卿要员干谒行卷的， 怎能让一个素不
相识的人随便拿走？ 也不知当时卢渥是如何想的，反正诗卷
被皇帝莫名其妙地带走了。 回到宫中的宣宗，次日与众臣说
起卢渥，赞赏不尽，又令负责科举的主司，放之进士及第。 像
卢渥这样贫穷的秀才，能在应举时幸运地碰到皇帝私访，又
能处事机敏，实在不多。 还有几个诗名远扬的白衣秀才，也
碰到过皇帝私访。 终为不会见机行事，或者有眼无珠，恃才
狂傲，出言不逊，以至于惹得皇帝非常恼怒，均遭贬斥。

还有个范阳人贾岛，以苦吟著称，却连败科场，遂入浮
屠，改名无本，自称碣石山人。 滞留长安后，整天骑着一头毛
驴埋头吟诗，在街上游荡。 一天晚上，去拜访朋友李凝，敲了
半天门，才知道朋友不在家，便骑驴而回。 行走在路上，偶然
得一诗句：“鸟宿池中树，僧推月下门。 ”心中甚喜。 第二天，
骑驴走在大街上，又为“推”“敲”二字低头吟哦不定，并以手
做推敲之状。 当时韩愈是京兆尹， 他的车骑仪仗队刚巧经
过。 贾岛在驴上正沉迷于诗中，不知回避，竟闯入仪仗队中。
护卫本该把他拿下，但韩愈把马停住，听贾岛述说了原委，
思考多时说：“依我看来，还是‘敲’字为妙。 ”然后，高兴地邀
他一同回府，谈诗论道。 接着，韩愈对贾岛关爱有加，授以文
法。 韩愈对白衣秀才贾岛如此热情扶持，惺惺相惜，成就了
一段高山流水、知音相遇的绝妙佳话。

因唐代官员有清浊之分，所以又重内轻外。 有些地方大
员，既是镇州牧府，虽进士出身，属于清流，但还是觉得低人
一等，不如在朝为官高贵。 比如薛能，喜欢诗赋，且有不少名
篇。 他当过嘉州刺史、同州刺史、忠武节度使等官，因长期在
地方上流转，常常郁闷不乐，暗自叹息。 有诗云：“粗官乞与
真抛却，赖有诗名合得尝。 ”宣武军节度使王彦威也有不平
之气，赋诗刻于石上：“天兵十万勇如貔，正是酬恩报国时。
汴水波澜喧鼓角，隋堤杨柳拂旌旗。 前驱红旆关西将，列坐
青娥赵国姬。寄语长安旧冠盖，粗官到底是男儿。 ”其诗真有
一股咄咄逼人、舍我其谁的味道。 有些流外官，乃一介武夫，
不通文墨，粗鄙专横。 王智兴为徐州节度使时，常聘用白衣
秀才为幕宾，以附庸风雅。 一日无事，几个幕宾在厅中饮酒
赋诗，王智兴突然走了过来。 幕宾知趣地赶快收起了笔墨，
王智兴顿时恼怒地说：“听说你们作诗， 为何见到我就停
了？ ”言外之意是：难道嫌我不会作诗，看不起我？接着，就叫
小吏把几幅彩笺重新放在席桌上，饱蘸浓墨，挥笔而就：“三
十年前老健儿，刚被郎官遣作诗。 江南花柳从君咏，塞北烟
尘独我知。 ”一副专横霸道的丘八嘴脸活灵活现，吓得四座
的白衣秀才大眼瞪小眼，皆惊叹不已。

说来奇怪，一些横行于江湖上的强盗，对有名的白衣秀
才也有怜惜之心，并网开一面，以礼相待。 洛阳人李涉，后迁
居扬州，是中晚唐名家，有诗一卷。 早年，他夜过九江皖口
时，突然遇到一帮埋伏的拦路强盗。 盗问：“何人？ ”李涉回
答：“李山人。 ”这时，盗首出现了，客气地说：“早就听说过你
的大名了。 如果你真的是李涉，能留下一首诗，我们就知足
了。 ”李涉也放下心来，愉快地书之一诗，其诗云：“暮雨潇潇
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 他时不用藏名姓，世上如今半是
君。 ”强盗看罢大喜，不但厚赠酒肉，还连连拜谢，又送了李
涉一段路程。 此梁上君子竟有盗跖之风，真是盗亦有道，让
人大开眼界。

雨 中 遐 想
□ 岳春霞

秋雨霏霏。
独步广场 ， 除了沙沙的雨声 ，

便是我的雨靴踏在积水里发出的声

音 。 这种空旷由外而内 ， 天地之间
唯我 。 看着灯下细长的影子 ， 身形
矮小的我忽然在自己的眼中变得高

大起来 ， 在这静寂的广场里我把自
己想象成了开天辟地的盘古 。 我倒
下了 ， 骨骼成为群山 ， 肉体成为平
原， 血脉成为河流， 双目成为日月，
毛发成为森林 。 如此 ， 我愿轰然倒
下。

撑一把红伞 ， 踽踽而行 。 脚下
深深浅浅的水洼 ， 洒进一滴又一滴
的细雨 。 雨滴轻轻吻上水洼的一瞬
间 ， 水洼便泛起了一圈圈白色的涟
漪 。 远处灯火辉煌 ， 那些银色的 、
红色的 、 绿色的 、 黄色的灯 ， 在秋
雨里闪闪烁烁 ， 显得那样缥缈 。 这
是我熟悉的广场吗 ？ 不 ， 这应该是
天上的街市。 只是缺席了众家仙人。
此时 ， 行走于仙界 ， 我不就是拥有
天宫的仙人吗 ？ 呼吸着新鲜湿润的
空气 ， 享受着绿草与月季的芳香 ，

不觉飘飘然。 哦， 我沉醉了……
回归现实， 生活中的我是一个卑

微的草根 ， 是一粒低到尘埃里的细
沙 。 但我的骨子里有一种倔强与坚
韧。 书卷滋润了我的肉体与灵魂，我
感觉自己拥有了无穷而又无形的力

量。 遇到委屈的时候，我劝自己：大千
世界芸芸众生 ，人格良莠不齐 ，不跟
他们一般见识。 被人嫉妒的时候，我
劝自己： 只有优秀的人才会被嫉妒，
没人去嫉妒一个白痴！ 不被领导认可
的时候 ，我劝自己 ：流传千古的不是
官位，而是文化。 在文化圈，你比你的
领导优秀多了！ 如此的精神胜利法屡
屡奏效，便一直活在幸福是一种感觉
之中。

人，越是简单越是幸福。 上善若
水，大智若愚。 平淡地活着，如一世草
木，春来花开，秋来果香。 有限的岁月
中，不悔今生，不期来世。 如此，足矣。

→漫步经心

→金堤出发

→流年光影

农事诗 （摄影） 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