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颐之福

藏在面里的乡愁

□

佳
禄

熟悉的歌谣在耳边响起：“平遥的牛肉太谷的饼，清徐的葡萄甜格盈盈，榆次太原祁县
城，拉面削面香煞人……”

我喜食面。在我心目中，能代表山西人情怀的，当属那一碗热气腾腾的面。
山西境内丘陵起伏，沟壑纵横，重峦叠嶂，其中涵盖了山地、盆地、高原、平原……这丰

富多样的地形，同时也造就了各具特色的民俗；这各具特色的民俗，同样造就了其独特的
面食文化。

山西简称“晋”。在晋中晋北一带，有一面食因其外形酷似猫耳所以得名“猫耳朵”。
其做法简单而不失趣味，人们在品尝它的同时还可以近距离地观赏猫耳朵诞生。

先将白面或杂粮面用温水和起，和至表面略显粗糙，不软不硬的状态。后放于面板醒
一刻钟。紧接着精彩的时刻便来了——只见厨师拽起一坨面团放于手掌，另起一只手伸
出拇指，将面团一点点地搓入热腾腾的锅里。不一会儿新鲜的猫耳朵便出锅，随后在猫耳
朵上浇盖几勺烫菜汁，拌一拌，盛于面前。其形态圆滑可爱，口感清爽而不失香气。简直
为当地一绝！

再说晋南地区的“饸饹面”。饸饹面始于汉唐，盛于明清。其悠久的历史伴随着一代
代山西人流传至今。和猫耳朵相比，饸饹面身上所散发出的是一种古朴的气息，与猫耳朵
不同的是，饸饹面的制作工艺更为繁杂。

首先就体现在和面上，饸饹面对于和面讲究软硬适中，柔软而不失筋道，表面光滑而
不粘手。其次则体现在工具上，饸饹床全身金属制成，有四脚，四脚之上则有一底部带空
的面桶，面桶之上则有一压面板，在饸饹床的上方则有一根长长的杠杆以供人出力。将和
好的面放入面桶中，以人力压下杠杆，压面板通过挤压面桶中的面使得面团从底部小孔落
入铁锅，随即又长又圆润的饸饹面便出锅了。

饸饹面粗细均匀，劲道有力，可干拌亦可浇汤。那长长的面条送入口中，仿佛历史从
舌尖掠过，鲜嫩美味的汤汁只吮吸一口便沁人心田……每次去吃不同地区的饸饹面都会
有不一样的感觉，就像山西多样丰富的地形一样，每种面在当地人手里，也能做出千百种
不同的形态、不同的风味。

山西人对于面食的情怀可谓是情有独钟。都说山西人恋家，而这独特的面食文化便
是连接外乡游子的纽带——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就代表着吃到了家的味道，吃上这一
碗热气腾腾的面，就相当于回到了久别的家乡！

“平遥的牛肉太谷的饼，清徐的葡萄甜格盈盈，榆次太原祁县城，拉面削面香煞人……”
正在我思绪万千时，我的耳边又响起了这句熟悉的歌谣。独在异乡，多想再吃一碗热气腾腾
的家乡面啊！

8
姓

百 茶坊
2024年7月13日 星期六 编辑：付雅 新闻热线：01084395104 E-mail：bxcf2204@163.com

■品味乡村

三伏摸河蚌□

刘
峰

炎炎夏日，在河流戏水的一大好处，是可以摸河蚌。
生活在水乡，出门见水，除了池塘，还有一弯绕村而过的河流。相比而言，一川活水更

有吸引力，它的野性，特别适合儿时的我和小伙伴们的胃口。
这是一条古老的河流，生长着芦苇、菖蒲、野菰、红蓼等水生植物。它舒缓的流速，像

天边的云彩在游，像河边的老牛在踱，像抚摸着小风的飘带。如同一位慈母，河流是很能
安抚人心的，即便口衔一根巴根草在河边发呆，也能坐上好久。

河底，尽是干净细软的泥沙，一脚踩下去，就是一个清凉的窝窝，那水流打着小小的
漩儿，将脚抚摸，酥麻麻的，让人感到无比的惬意。可以想象，生活在河床的蚌，该是多
么幸福。

当站在河岸，透过澄澈的水质，可以看见河蚌在河底行走。它行走的姿势很优美，
从弧形的壳沿，伸出一片斧状的肉足，那足白嫩嫩的，当踩到河床，身子一紧，往前一纵，
就移动了几厘米，宛如一片椭圆形的褐色树叶在水底飘啊飘，那姿态，有点像宇航员在
太空漫步。留在它身后的，是一道细细长长的痕迹，线条之美，耐人寻味。

三伏天，骄阳照在河面明晃晃的，水底却是一片清凉。我和小伙伴们来到河边，纷纷
跳进河水，开始了戏水。对于我们的到来，河蚌是极为敏感的，它们立即静若处子，紧闭两
瓣壳儿，仿佛嵌在河床的鹅卵石。

这一段河流，一下子沸腾了起来。大家如鱼得水，在河里畅游着，无拘无束，自由自
在，玩着玩着，就打起了水仗，一个猛子扎下去，掏出一坨泥沙，就相互掷了起来。一群晒
得黑不溜秋的小子，在河面钻进钻出。

掏着掏着，就从泥沙里掏出一只光溜溜、圆扁扁的家伙，沉甸甸地捧在手里，一瞧，
嘿！原来是河蚌。

一想到河蚌的鲜美，大家一下子兴奋起来。要知道，在清苦的旧年乡间，河蚌正
好用来补充营养的不足，是一种十足的诱惑。收工时分，常见有人来捞河蚌。他们的
工具十分有趣，是一只铁耙，跟猪八戒使用的九齿钉耙十分相似，只不过绑着长长的
竹竿。当发现河蚌在浅水处晒太阳，将铁耙一伸，顺着河床一拖，河蚌就滚到了草滩，
成了囊中物。

然而，对于小孩子而言，手摸更有趣味！
摸河蚌时，我和小伙伴一般会采用手脚并用的方式。当用脚探到一只河蚌，能瞬间感

受到它的收缩，悄悄以脚掌贴紧它，另一只脚掌合拢，用巧劲夹住它，防止它滑脱，然后往
上一提，同时弯腰沉水，用手接住它，抛上岸，接下来又摸。

当与河蚌打交道久了，大家渐渐掌握了它们的习性。我和小伙伴们发现，河蚌喜欢群
居，当摸到一只河蚌，附近肯定有它的同伴。以一只只河蚌为中心，我们在河里划着一个
个圆圈，随着一道道湿漉漉的亮光闪过，河蚌在阳光下“飞翔”。

有时摸着摸着，我不免在水中央发呆：这一条长河，孕育了多少河蚌啊！这个庞大的
贝壳类软体水生动物家族生生不息，是多么的神奇。有时，我甚至突发奇想，希望能摸到
一只蚌精，通过它，洞悉一条河的秘史，打开一个古老的水下世界。

在某年一个暑气渐消的午后，在河水里泡大的我们，纷纷走上岸，从此各奔东西，渐行
渐远。那个芦荻瑟瑟的黄昏，鲜红的夕阳染红了整片河流。当抬着一筐筐河蚌，走向炊烟
袅袅的村庄，我们像一群凯旋的远古渔人回到了家园。

很快，大人们像莫泊桑笔下剖牡蛎的于勒叔叔一样，用锋利的小刀娴熟地齐着河蚌的
边缝飞快划下，取出一坨坨肥嫩鲜美的斧足，烹煮炒煲间，它们所带来的舌尖的快感，让清
贫的村庄如同过节。

只是饕餮过后，满地空壳堆积，宛如许多枚小小的月亮，散发着幽蓝幽蓝的荧光，想到
一群鲜活的生命因我们而终结，让人内心不免产生一丝恓惶。

如今，偶尔回乡，乘船从河上经过，仿佛心电感应似的，心里总会莫名地一紧，感觉自
己变成了一只河蚌，在时间的长河里，戴着面具，随波逐流。

■诗词歌赋

母亲

□ 袁仁成

上午十点

露天市场空而旷

能听见太阳

正点燃大地

一把遮阳伞斜撑在地上

黄瓜和豆角们

西红柿和空心菜们

安静地躺在凉荫里

卖菜的妇人，在凉荫外

额上泛着油光

左手一张旧报纸扇风

右手一个扎了网眼的矿泉水瓶

不时地给这些孩子们喂点水

我把这风景定格为一幅油画

我还想给这幅画

起一个温馨的名字

——母亲

夏天的雨

□ 李继红

怕惊扰了一朵花

诉说得慢

吟唱得轻

在小城，时光也可以

如此被抚慰

要按自己的想法来

急躁地投向大地

直白地表达

从城那边赶来，内心

也可以如此疯狂

它是一个顽劣的孩子

渴盼它，它的热情只有一小会儿

想拦住它，它又偏要大展率真

■心香一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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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漫笔

生活是一面多棱镜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观后感

□

刘
泽
琴

最近，我观看了由央视电视剧频道播放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这部由作家李娟的同
名散文集改编的电视剧，虽然只有八集，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原著散文不同的
是，影片用写实般的北疆风光、清新浪漫的初恋故事和性格鲜明的哈萨克牧民的群体像，
为观众带来了独特的观影体验。在我看来，它已经超越了作者笔触下的散文，为我们呈现
了生活的多样性，恰如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了生活的熠熠光彩。

它是一部展现北疆风光的纪录片。阳光下，辽阔的天空、连绵的群山、耀眼夺目的雪
峰、成群的牛羊、草原汉子高高扬起的鞭子和嘹亮的牧歌，都是一幅绝美的画卷。微风中，
绿草如茵，灿烂的花儿，如繁星般点缀其中，无论是躺在草地上嗅着花香入眠，还是三五好
友追逐嬉戏与清风相伴，都是一曲醉人的旋律。小溪边，洗衣服的姑娘们银铃般的笑声洒
满了河面；树林里，采木耳、拾草莓、嚼松胶，如麋鹿般轻盈的脚步踏遍草原。远方的朋友
怎么会不迷恋这片土地呢？

它是一则怦然心动的偶像剧。一个是敏感细腻追逐文学梦的汉族少女，一个是粗犷
帅气渴望做驯马师的草原少年，在二十岁的年龄相遇了，他们是如此的不同，却又被彼此
深深吸引。什么时候看见了她？是故意吓唬害她落水的瞬间，是为她鬓角插上野花的时
刻，是为她割下桦树皮的年华；什么时候被她看见？是惊异于帐篷里那一串串蓄水袋，是
感动于她说“我们试一试”吧，是窃喜于说悄悄话时那张红彤彤的脸庞。少年不知情起时，
但心里升腾的爱意却洒满每一个角落，让人无法躲藏又欣喜无比。“踏雪”事件后的逃离与
自责，多年后重逢时会心的笑意，无论是珍藏于心却遗失在岁月的遗憾，还是兜兜转转后
的心手相牵，都是对青春最好的诠释、对心动最美的演绎。

它是一段观念碰撞的发展史。是老牧民苏力坦不允许儿媳托肯改嫁带走孩子的执
拗，是反对儿子巴太养马并与汉族少女恋爱的强势，还是感叹不能打猎和放牧的遗憾，在
矛盾与碰撞中，他同意了儿媳改嫁，同意了儿子的选择，也坚守了自己的放牧生活。是高
晓良的投机主义与张凤侠的洒脱仗义，他俩的认知不同，选择也就不同，尊崇人性但却不
违背牧民的意愿，这是张凤侠的坚持，也是她的底线。巴太与李文秀的相遇，又何尝不是
一种观念的碰撞与洗礼呢？是留在牧区还是回到城市，在时代的变迁中，总会找到一条合
适的路径。

它是一幅人性光辉的群像图。托肯既保持了女性的传统朴实，又打破陋习争取到
带着孩子与朝戈奔向幸福的权利；张凤侠，带着年迈的婆婆和城里回来的女儿，辗转在
牧区讨生活，却能用豁达与智慧消减日常困苦，告诉女儿再难也要闪亮地生活，受伤的
人如同夏牧场也需要修复；村主任阿依别克调解巴太与父亲的矛盾，关心张凤侠的生
计，独自转场给苏力坦和张凤侠留下和解的机会。还有热情大方的库兰，心直口快的阿
要叔，痴情搞笑的朝戈，他们正直善良，平凡勇敢，展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勾勒出了
草原独有的风情。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以它独特的方式在观众的心中荡起层层涟漪，让我们对生活有
了更多的体味与思考。每一位观众心中都有自己的“阿勒泰”，愿我们在生活中找到属于
自己的节奏，去感受生命的更多可能性，去探索生活的千姿百态，让生命在无尽的探索与
发现中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那片葵园》油画。 暴广新 画

蒿口，武当山下，汉江之畔的一个小山村。初夏一早，窗外
鸟鸣不已，喧人早醒，我便早早起床，独在村中走了一遭。

晨色，一片灰蓝。空气，一袭薄凉。村，依山而踞，远峙
汉水，重山掩隐，水汽氤氲，人影寥落，似走进了一幅村居古
画之中。

村中花木锦盛，月季、杜鹃、樟树、桂树、银杏、桃树随处可
见。因我孤陋，看着一些不知名的鸟儿，按着各种叫法，在这花
丛草木间尽情地飞跃着，鸣叫着，释放着一身的活力。而燕子
最是特别，它们不停地在村顶头的那片天空里旋飞着，追逐着，
不时也会传来几声鸣叫。

走在冷清的街巷上，看到几户人家门前种有几棵樱桃树。
树上缀满了鲜红可爱的樱桃小果，不禁惹人驻足而望。树下散
落着一些残缺不一的果子，料想或是一些贪嘴的鸟雀啄食残留
下的痕迹。而最让我喜出望外的是，一家门前竟种有一棵枣
树。没曾想，在这遥远的南方小山村里竟能看到在北方老家随
处可见的枣树。此时的枣树，一树青叶，枣果未生，但单就这青
青枣叶也足以让我欣喜不已了，心间还莫名涌上了一簇“他乡
遇故知”的激动与感动。

路上，看到一位早起的老妇，其衫履简朴，发缕斑白，精神
矍铄，伴着浓重的晨色，扛着农具向自家田地走去。顺着老农
行走的方向，我来到一处高地，将远处辛勤劳作的人们尽收眼
底。他们在自家田地里翻地、除草、施肥……守着一份安然，持
一份自得之态。那一块块田地，犹如报纸上的一块块方块小
文，泾渭分明，各有所属。那些沿着地垄低头劳作的农民，就在
各自的方块地里认真地“书写”着属于他们的希望、激情与生
活。而出自他们之手的“绿色文字”向阳而生，汲水而长，体内
蕴满了无限生机与希望。他们才是最伟大的生产者。

转头，忽看得一只乌鸫，它悠悠地从山南那边的高远处飞
来，安落在地头一个孤零零的已无衣物遮掩的稻草人头顶
上。它稍作观望后，只呼扇了三两下翅膀，便无比轻松地从
这块地头落向了那块地头，又从那块地头跃向了另一块地
头，依次跃起、降落……像个活泼的孩子，在田间玩着“跳房
子”的游戏。

不时，忽又听得远处高架桥上驶来一列高速列车，其呼啸
之势，迅忽无比，快如闪电，瞬将一晨宁静撕开了一条狭隙。不过，列车转眼就穿梭消失在
了如梦幻般的薄雾晨气里。晨，便又弥合为起初的模样，静如止水。

沿路北行，当看到道旁一处竹林时，我便紧赶了两步，寻了过去。仟仟翠竹，粗约寸
许，青青竹叶，随风沙响。看着这竿竿笔直的青竹，我不禁欢喜，欢喜它们有节有序，心无
旁骛，虚心向上的样子。欢喜它们根系土壤，直引天端，将天地相结的气象。更有趣的是，
我还看到了一只蜗牛贴附于竹节之上，正缓缓地沿着竹竿向上攀爬。此时的翠竹、蜗牛，
就好像在给我上一堂生动有趣的人生奋进之课。

继续前行，绕过一弯，眼前便出现了一面湖。远望，山连着湖，湖映着山，山水相契，一
眼幽静。还有天上的云，好像也忘记了远行之路，慵懒地将一身幻影依落在了湖面，醉沉
沉地融进了这山水晨色之中。抬头，恰又看到了一弯下弦残月，其形色疏淡，隐嵌云间，一
副静若所思的模样。

青竹、蜗牛、山湖、浮云、月影……这几个富有诗意的意象不停地在我的思绪间跃动，
忽儿心头便浮来几句：青竹有志结天地，皓月无期贯古今。黄犊依竹行不辍，闲云揽月枕
湖心。想到此处，不禁莞尔。

我独自行走在这乡间小路上，感受着这一晨惬意。望着脚下这条弯曲生动的青
青小路，忽觉着路与人却是一对特别有意思的存在。路，因人而在，与人为伴。路，醒
在春光里，敞在夏鸣中，浮在秋云端，藏在冬雪下，贯于天地间，潜入一幅幅诗情画意
里。其实它是美的枝丫，一切美好都从路边慢慢生发，路边的人家，路边的山水，路边
的诗画……

■故园情思

故乡的原野

□

包
元
安

故乡的原野，是我内心深处最珍贵的记忆。那里留存着我对童年时光的无尽怀念，见
证了我成长的点点滴滴。在我小的时候，故乡的原野就像童话里的乐园。那里有遍地的
野花，彩蝶飞舞，蜜蜂忙碌；那里有清澈的小溪，鱼儿嬉戏，蝌蚪成群。我和小伙伴们奔跑
在原野上，无忧无虑，欢声笑语回荡在故乡的上空。

家乡小镇，那是一片广阔的土地，春夏时节，绿意盎然。初春，故乡的原野是一幅生机
勃勃的画卷。阳光穿过蓝天洒在大地上，暖暖的春风轻轻吹拂着万物。绿油油的麦苗在
田间摇曳，仿佛在诉说着它们蓄势待发的生命力。那些熟悉的小河、沟渠，在阳光的照耀
下波光粼粼，显得异常活泼。河边的柳树抽出嫩芽，仿佛少女的柔发，轻轻拂过水面。那
些沉睡了一冬的昆虫，在春风的唤醒下，慢慢地伸展着它们慵懒的身体。此刻的原野，仿
佛是一首抒情的诗，歌颂着春天的到来。

盛夏，故乡的原野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而那些茁壮的
庄稼却毫不畏惧，它们在阳光下生长得愈发茂盛。田间地头，黄瓜、豆角、西红柿等蔬菜，
挂满了藤架，一片丰收的景象。傍晚时分，劳累了一天的乡亲们，带着丰收的喜悦，走在回
家的路上。那些嬉戏的孩子们，带着泥土的气息，欢快地回家。此刻的原野，仿佛是一曲
悠扬的歌，歌唱着夏天的繁荣。

这里，留下了我儿时的欢声笑语，见证了我成长的脚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懂
得了故乡原野的珍贵。那里的自然风光，让人心旷神怡；那里的人文风情，让人感慨万
千。原野上的每一寸土地，都滋养了我幼小的心灵，塑造了我独特的性格。

岁月如梭，我已离开故乡，去追寻梦想。然而，故乡的原野永远是我心中最美好的存
在，那里有我无尽的思念和最纯真的童心。

■生活感悟

撞见一片葫芦花

□

徐
玉
向

七月的阳光，泼辣而热烈，像个任性的孩子。就在这样的一个午后，我在城市的角落
里，撞见了那一片葫芦花。

它们安静地开在一处废弃的小院中，周围是疯长的野草和破旧的碎砖石。葫芦花那
洁白的花瓣，在阳光的映照下，透着一种柔和的光泽，仿佛是被岁月打磨过的珍珠。黄色
的花蕊，如同精心绘制的笔触，为这一朵朵小花增添了几分生动。

看到这些葫芦花，我的思绪瞬间被拉回到童年。
那时，我们住在乡村，家家户户都会种上几株葫芦。对于我们孩子来说，葫芦花不仅

仅是美丽的装饰，更是无尽欢乐的源泉。
我们会把葫芦花摘下来，小心翼翼地拔掉花蕊，然后放在嘴边轻轻吮吸，那一丝丝清

甜，至今仍在舌尖萦绕。我们还会把花瓣收集起来，串成一串串“项链”，戴在脖子上，觉得
自己仿佛成了花中的仙子。

到了夜晚，葫芦花又有了新的“使命”。我们会在葫芦花下捉萤火虫。萤火虫一闪一
闪的，像是从天上掉落的星星。我们把捉到的萤火虫放进透明的瓶子里，瓶子瞬间变成了
一个小小的星空。而葫芦花就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欢声笑语的我们。

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离开了乡村，住进了城市的高楼大厦。那些与葫芦花相
伴的日子，渐渐远去，成了记忆中的珍宝。

如今，再次看到这葫芦花，我突然明白，它们不仅仅是童年的回忆，更是一种生活的隐喻。
在这喧嚣的城市中，我们常常追逐着所谓的“成功”和“繁华”，却忽略了内心真正的需

求。而这葫芦花，生长在废弃的小院中，无人问津，却依然绽放出自己的美丽。它们不羡
慕牡丹的高贵，不嫉妒玫瑰的娇艳，只是默默地遵循着自己的节奏，完成生命的轮回。

我们是否也应该像葫芦花一样，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坚守自己的初心，不被外界
的喧嚣所干扰，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光彩呢？

也许，这才是生活的真谛。
告别那片葫芦花时，我带走了一片花瓣，夹在书页中。我知道，它会时刻提醒我，无论

生活多么忙碌，都不要忘记心中那片纯净的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