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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中秋明月夜，岁
岁麻饼有不同。小时
候，由于家庭条件和
交通不便等原因，麻
饼对我来说，基本上
是没有印象的。

父亲是个理发匠，
公私合营后在乡场的理发
店上班，母亲没有工作（用现在时髦
的话讲，即“全职太太”）。童年时期，
对饼印象最深刻的是父亲理发店斜
对面的烤饼，它又香又脆，由于做烤
饼的师傅姓吕，人们都习惯称他做
的烤饼为“吕饼子”。对麻饼的记忆
是一位当时在供销社工作的同志来
我家进行社会调查时带来一盒饼，
尚未打开，一股香气扑鼻而来，馋得
我直流口水。待这位同志离开后，
父母才把我们三兄弟叫到桌前，打开
那油亮亮的包装纸，真是香气四溢、
沁人心脾。

我拿着一块芝麻饼，喜滋滋地舍
不得吃。父亲看到了就亲切地对我

说：“老幺，你
咬一口看好吃

不，这里还有，给
你留着呢。”同时，父亲还告诉我，这
饼称“土沱麻饼”，发源于土沱镇。嚼
着香甜可口的麻饼，嘴里居然尝出了
肉味。诧异间我问父亲，父亲告诉我
这种麻饼是土沱麻饼中的一种，叫

“火腿麻饼”。从那以后一直到我参
加工作前，就再也没有吃到过这样香
甜的麻饼了。

转眼工夫，父母亲先后辞世。我
也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孩子。
随之而来的是生活改善了，工作压力
大了，追求的东西更多更好了。特别
是改革开放后，市场上的物资越来越
丰富。尽管如此，每年我仍坚持中秋
未到，麻饼先至。在中秋节来临之

前，我仍然会抱回几箱味道甜美、包
装新颖的麻饼与亲朋好友分享，共同
欢度中秋佳节。近年来，得知部分战
友的地址后，也给他们分享品尝这些
家乡的特产，让这小小的麻饼承载着
我对他们的思念和美好的祝愿。

据了解，土沱麻饼又叫拗锅酥皮
麻饼（也有人称吊锅酥皮麻饼），源于
上世纪20年代初，至今已有100多年
的历史，是重庆市北碚区的传统名
点。久享盛誉的重庆传统特产“土
沱麻饼”，以它松酥滋润、醇香鲜甜、
皮薄均匀、剖面酥层、果料清晰等特
点，一直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如今，品种繁多的土沱麻饼是亲人
团聚互传情谊的温馨点心。每年随
着它的上市，更加烘托了中秋佳节
的节日气氛。

释怀（小小说）

■余德城

麻饼情缘
■曹世明

日前，阅读了《植物收藏家》（湖
南科技出版社，2020年4月）。读完后
发现自己对植物和植物爱好者谬误
颇深。该书原著是韩国一家名为“都
市生活研究所”的图书机构。

本书的主旨在于：植物与城市生
活密不可分，虽不居乡野，我们仍可
以成为植物爱好者。

了解园艺之前，我们可能要知道
“博物学”，想想林奈、洪堡、班克斯以
及达尔文。这些闪光的名字，为人类
奉献了一个多彩的生命世界。通过
他们的研究，让我了解了“博物学”涉
及的三个世界：客观知识世界、默会
知识世界和生活世界。而植物恰恰
是其中我们最容易接触与观察到
的。居家也能拥有春天，这大概就是
家庭园艺给人带来的喜悦。

法国园艺大师阿兰·巴哈东说：
“在所有文明中，花园就像一个庇护
所。例如在古代中国，皇帝几乎都拥
有私密的花园。”如今，纵然不是帝
王，我们也能享受到园艺的芬芳。这
不仅要拜时代进步所赐，还要感谢本
书中这些“植物收藏家”不遗余力地
宣传，让我们了解植物、尊重和爱护
植物。

植物，作为一种我们不够了解的
生命形式，我们必须思考，该如何与

其相处。正如本书开篇所言：“为了
能和难以参透的植物更长久地在一
起，梦想成为都市园艺师的你，一定
要知道十件事。”

仔细阅读这十件事，我发现，某
些地方植物与人类似，或许这是所有
生命之间都存在的联系。要与植物
和谐相处，我们就得理解自然规律。

植物的命名是门大学问，我在
《奥托手绘彩色植物图谱》里大开眼
界。百合科里有一种舞鹤草，手绘

的图案像名字一样婀娜。日本京都
北面有个小城就叫舞鹤，此名据说
来自该市著名古堡田边城。中国台
湾花莲附近也有个舞鹤，那里曾是
原住民阿美族的聚居地。台湾还有
位作家取了笔名叫舞鹤，不知是取
自地名还是植物名。在古代，舞鹤
一词常入诗。唐宋八大家之一曾
巩，就曾以“舞鹤”为题作诗。“舞罢
复嘹唳，谁知天外心。”曾巩写的是
飞舞的鹤。

书里介绍了几位来自各行各业
的植物爱好者，以及他们的园艺理
念。园艺师朴基哲说：“室内园艺要
符合个人风格，园艺产业无法代替自
然。”这个观点与巴哈东不谋而合。
巴哈东说：“自然永远比艺术更美、更
省钱，所以设计花园时要优先考虑自
然，而不是艺术，只有当艺术是为了
强化自然之美时，我们才去借助艺
术。”画家李素英说：“辣椒、大蒜、
洋葱和生姜，其实都是香草，植物
图鉴也可以靠大众日常积累。”法式
餐厅老板说：“店里要用的迷迭香和
罗勒都种在花盆里，放在厨房的角
落。小花园也是小菜园，这是一种理
想的生活。”

做个热爱植物的人，每年为自己
创造四个春天。

花园里有一棵柚子树，来的时候
是个“半大少年”，两年后开始开花结
果。柚子树的旁边有一棵小小的栀
子。两棵树是邻居，论起个子来，柚子
树要高大许多，像大哥哥，栀子像是小
妹妹，叶子的茂密程度也无法跟柚子
树比。

两棵树似两兄妹，和睦地生长相
处。但每年春天，阳光不能平均分配
给花园的每一棵树。柚子树生长在花
园的角落里，努力地把枝丫往旁边挪，
那里是阳光常光顾的地方。柚子树的
扩张，让栀子的“领空”受到挤压。本
来栀子占有天时地利，可它的个头不
高，“领空”空荡荡的，这让柚子树有了
可乘之机。栀子长不上去，柚子树被

太阳牵着走来，它的向光性让它阻挡
了栀子的生长。

柚子树偏移生长，让栀子连开花
都受到了影响。这棵栀子真是不幸，
柚子树因为向光性把它死死地摁在那
儿，让它长不高、花开不艳，连花香也
好像被掩盖。

这是柚子树的错吗？从大自然的
角度讲，柚子树没错。栀子本该得到阳
光更多的青睐，却因为柚子树“伸长脖
子”过来，夺走了它本该享受的阳光。

栀子的命运可以改变吗？如果没
有外界的干扰，那是很难的。其实栀
子也需要阳光，只是它没有办法阻止
柚子树的扩张。

为了解决栀子的困扰，我对柚子
树的枝丫进行修整，把侵入栀子上空
的那部分剪掉，这样就保证了栀子花
的生长空间。

柚子和栀子都有向光性。人向往
太阳，也有趋光性。向着太阳，是多么
阳光的事呀。

老王少言寡语、不善言辞，是街坊
邻居和亲朋好友一致认同的闷油瓶。
5月20日那天晚上，老王从武隆回到
重庆主城，一进家门，看到妻子摆好的
一大桌饭菜，十分高兴地喊了好几次
女儿吃饭，女儿在书房说忙得不得了
叫他自己先吃。两三个月才回家一
次，本想一家老少热热闹闹聚个餐的
老王，顿时火冒三丈，像一串被点燃的
炮仗，砰砰砰砰地“炸”了好大一阵子，
把女儿和妻子、包括刚上小学的孙女
儿都“炸”得晕头转向，像丈二和尚摸
不着头脑！

第二天一大早，余火未消的老王
和妻子，便与二十年前的几个同事一
道，驱车六七十公里，到寿湖区去拜见
一个事业有成的企业界老友。为不
过早打扰百忙中的老友，老王一行你
好我好大家好之后，便开心地在鸟语
花香、绿树成荫的鑫迈良缘农旅生态
产业园的景观大道上散步。大家一
番寒暄后，留着一头披肩长发、穿一
身黑色衣裤的武萍突然话锋一转，向
个头矮小、微胖精干的罗媛问道：“罗
姐，你那一对宝贝儿女，经常回家看望
你们吗？”

罗媛一听，满是笑意的脸立马就
垮了下来，失望地答道：“看望我们？
一年半载不见人影不说，连电话都懒
得打一个。”

旁边稍显年长的江晓玲一听，
赶忙接住罗媛的话茬：“都差不多，
我儿子不也一样！他是无事不登三
宝殿，回家不是找我拿钱就是要买
这买那。”

罗媛又看向老王：“老王，你家女
儿呢？”

头有点秃的老王欲言又止。见此
情景，老王的妻子赶忙对罗媛说：“罗
姐你莫问，他昨晚才为王芳几个月没
跟他打过一个电话发了一通臭脾气！”

恰在此时，老王的电话铃声急促
地响了起来。原来，是他们专程前去
拜见的老友，鑫迈良缘的刘董事长忙
完了。

老王和同事们便一起前往刘董事
长那宽敞明亮的办公大楼。与刘董事
长见面后，大家又是一阵寒暄。正当
大家聊兴正浓时，张兰花问老刘：“刘
董事长，你把几十年奋斗所得的钱，全
部投到这么大的农旅产业园，你们一
大家子同意和支持吗？”

稍加思索后老刘说道：“兰花主任
问这话，是很多人都想问的一句话！
但我不主动提及！我们这些所谓的企
业家，都是从人民大众中来，发展、致
富后应该回到人民大众中去。这样，
既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响应
了党和国家的号召，更为我圆了回报
桑梓的梦想！”

微微苦笑了一下老刘接着又说：
“不怕你们笑话，妻子、儿女们也不主
动给我打电话，我倒每天坚持一个一
个地挨着给她们打！”

刘董事长话音刚落，坐在一旁的
老王“啪”地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唉呀
我的个天！这不就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吗，昨晚我为啥还要发那么一场莫名
其妙的火呀。”

老王这通操作，把一屋人搞蒙了，
一个个瞪着双眼盯着老王。

老王开怀大笑：“今天我没有白
来，凡事顺理成章那是自然，但偶尔逆
向行事，也可换来满心快乐。从今往
后，她们不给我打电话，我就坚持天天
给她们打！”

趋光
■刘泽安

做个热爱植物植物的人
■夏丽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