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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卷如茅的青稞
在高原的江南呼唤春天
丢弃一把火种的岁月
燃烧一段历史的甘甜

蓝天白云的遐想，将你我的清梦温暖

牦牛站在雪山的垭口

呼唤昆仑之畔的可可西里
高原羚羊穿越千年的冰霜

千万里路的奔跑
只为追逐你亘古不变的惊艳

三江源，念青唐古拉山
壁立千仞的风雪

让我们的脚步伫立、慕拜
衣襟涟涟

一

学校的大门外
小吃店，玩具店，小摊店

还有什么店乱七八糟的店
都愿意开在学校的门外

小吃店，可以少吃
小摊店，可以不吃

拿最没有办法的是玩具店
那些大大小小的玩具
那些五颜六色的玩具

最鬼的玩具听话的孩子也没办法
他的眼睛被黏稠着

离不开那些玩具 玩具睁大眼睛
仿佛要跟孩子说话

孩子，不听话的孩子喜欢我们吗
孩子，听话的孩子喜欢我们吗

其实，不需要玩具说话
哪一个孩子不喜欢

错的是玩具店吗 错的是孩子们吗
听话的孩子没有错

不听话的孩子也没有错

二

学校的操场上一群孩子在胡闹
使劲地踢，踢向足球

把足球踢向天 把踢向天的足球抱回来
一个也不少

照理说，听话的孩子
在操场上不会乱踢

足球嘛，也不是出气筒
踹它的屁股弄它的眼睛

还有那圆圆的肚皮
足球，踢不破的

听话的孩子，有了点坏心情
也不好说出来

也许是妈妈的责怪
也许是老师的一句话
可能是同学间的玩笑

照着足球来发泄

三

教室里，同学不多
听话的孩子不想说话

看如小山的书本不顺心
看成堆的作业本不开心
看走路的同学们歪着走

平常抱着作业本
一溜烟地去了教师办公室

老师点点头
慢的同学们有些意见
也不得不起快交上去

今天，听话的孩子
把一堆的作业本推翻

今天，听话的孩子
把眼睛睁得大大

好像没有看见老师似的
不点头 不摇头

擦肩而过

回家的途中，
听话的孩子

踢石子
打电杆

看见车子
也是睚眦
跑什么

难道我怕吗
熬着吃饭的点

回家

1980年7月，我父亲是成都技工
学校广汉分校负责人，暑假期间，他带
领一群学生前往青城山一游，年少的
我也跟着“沾光”同行。

第一次上青城山，我们非常兴奋，
对身边的美景“狼吞虎咽”。青城天下
幽，果然名副其实！

在天师洞附近，我们遇到了一位
从菲律宾马尼拉来的游客（可能是华
侨），他留着长发，很健谈，普通话也很
流利。他简单问了我们的情况后，风
趣说道：“和你们交个朋友，你们四川
人不会欺负我吧？”“不会，不会……”
双方一阵大笑。

交谈甚欢。菲律宾游客看看手
表，说时间不早了，他还要回成都。青
城山山清水秀，是个好地方，下次来，
要住一晚上，好好体会其魅力。临别
时，他从旅行包里拿出相机，提议给我
们照张相，留个纪念。

“你们会说英语吗？用英语说一、
二、三，这样说，才能把牙齿露出来，又
像笑。”他教了我们几遍后，一张充满
笑意的照片照好了。

照完相，
菲律宾游客又
叫我们唱一首
歌。我们请他

先唱。他便用洪亮的声音唱了一首菲
律宾歌曲。我们唱了《我爱北京天安
门》，菲律宾游客一边认真听，一边轻
轻地哼着，并用双手打着拍子。唱完
后，他亲切地用英语说道：“Good bye
（再见）！”我们也挥手向他道别。

这一次青城山之行，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对都江堰也有了比较直
观的感受。

前些年，还和家人去了两次都江
堰。尤其是老妈，平常不太爱外出，很
久没到都江堰了，这一次去后，对都江
堰市城区的变化赞不绝口。连声说：

“空气好，街道干净，新房子好多，变化
真大啊！”

一位朋友郑大哥退休后，周末特
别喜欢到青城山镇买的房子去住两
天。他说，这儿空气好，蔬菜新鲜，很
巴适。他常邀请好友们前往，体验一
把乡居生活。

儿子读高中时，暑假期间，我带他去
郑大哥的家去做客。一进小区，就感觉
与众不同，小区树木茂密，花香鸟语，非

常幽静。我羡慕说道：“郑大哥，你
住的是乡间别墅啊！”他哈哈大笑：

“就是，住这儿安逸。欢迎常来。”
他的家在一楼，一条小径直

通住家院子，四周皆是花木，有一
种天然的香味。郑大哥的夫人陈
姐很贤惠，把这“第二个家”收拾
得妥妥的。中午、晚餐的肉菜都
是在当地买的，都是农家猪农家

菜，很香。尤其是青城山老腊肉炒香
蒜苗，味道巴适得很，儿子大快朵颐，
说比城里的肉好吃。小白菜煎蛋汤，
十分清香，我连喝两碗。

我和儿子在镇上的旅馆住了一
晚，虽然设施比较简陋，但无城市之噪
音，除了偶有夜鸟之鸣叫，倒也安静，
很快入眠。翌日，郑大哥带我们去镇
上药王广场旁的百年老店张醪糟去吃
早饭。这老店是有点陈旧的青瓦房，
店招红底白字，很打眼。店外已排了
不少人。醪糟汤圆我吃过不少，不知
这家是不是有其特别之处？

点了餐，我们满怀期待等了十多
分钟，服务员把醪糟粉子端到餐桌，一
股醪糟香味也扑鼻而来。我定睛一
看，淡绿色的瓷碗里，装满了醪糟粉
子，汤汁浓酽，粉子块比较大。我们加
了一个荷包蛋。先喝了一口汤，土红
糖醪糟很香甜，有小时候吃过的味
道。粉子软糯耐嚼，荷包蛋乃溏心蛋，
一口咬下去，香甜腻滑，舒适无比。儿
子吃得很带劲，额头上沁出了汗珠。

吃完了醪糟粉子，我们意犹未尽，
又点了红糖糍粑。一碗7元，里面有
小汤圆大小的糯米团5坨，上面盖着
黄豆芝麻粉，用筷子将它们在红糖里
一搅合，然后放进嘴里咀嚼，那个香甜
可口简直“不摆了”！

醪糟粉子和红糖糍粑吃完，我们
端的是心满意足。美食，真是治愈一
切啊！都江堰，很温暖！

小孩子（组诗）

■刘泽安

温暖
■何一东

青稞
■杜 伟

近两年来，因为退休后建了个家
庭小菜园学习种植，曾去网上购买了
相关书籍，其中有一本《蔬菜有故事》
（2019 年，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我
读后把我对许多蔬菜的认知距离一下
子拉近了。

这本书，以节气划分，从多个角度
介绍了二十四个节气里的24种蔬菜，
文中呈现了关于这些蔬菜精彩而丰富
的知识和传说故事。阅读过后，我不
仅学到了关于蔬菜种植的知识，还对
各种蔬菜的原产地、栽培历史、食用功
能、食用方法、故事传说，有了较多的
了解。

全书的内容分24节。1.立春：山
药；2.雨水：青菜；3.惊蛰：马兰头；4.
春分：竹笋；5.清明：蕨菜；6.谷雨：香
椿；7.立夏：土豆；8.小满：南瓜；9.芒
种：黄瓜；10. 夏至：葫芦；11. 小暑：茄
子；12. 大暑：番茄；13. 立秋：洋葱；14.
处暑：丝瓜；15. 白露：金针花；16. 秋
分：茭白；17. 寒露：番薯；18. 霜降：冬
瓜；19.立冬：莲藕；20.小雪：葱；21.大
雪：大蒜；22.冬至：萝卜；23.小寒：芹
菜；24.大寒：菠菜。《论语·乡党第十》
中说“不时不食”，意思是，到什么季
节就吃这个季节产出的东西，非当季
的蔬菜是不吃的。因此，我感觉本书
按季节介绍蔬菜，是很巧妙，也是很
有想法的构思。

在我们中国自古就讲究“药食同
源”。阅读这本书后，我较有条理、较
系统地了解了众多蔬果的药用价值，
便于我今后能够根据自己和亲友身体
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购买和食用蔬
菜。真正做到清清楚楚买菜、明明
白白吃菜。

令我感兴趣的还有书中讲
述的一些蔬菜的传说故事，比
如，“不孝笋”（不孝顺）的故事，

“杨遇”（洋芋）的故事，“一千公斤
南瓜”的故事，“神葫芦的故事”“丝
瓜的故事”等等。书中还记载
了与蔬菜相关的各种风俗与

童谣，也很有意思。比如一些地方有
除夕晚上让小孩抱香椿树的习俗，还
有关于此习俗的美妙的儿歌：“椿树
王，椿树王，你长粗来我长长。你长粗
了做屋梁，我长长了穿衣裳。”读后让
人颇有收获。

此书介绍的虽然是蔬菜，但不少
地方包含着做人的道理。以山药、萝
卜为例，从烹调角度看，它们既可以独
立成菜，也可以与各种荤素食材搭配，
做出花样百出的美味菜肴，然而，在这
变化过程中，无论用什么烹调方法配
出多么高大上的菜肴，山药还是山药，
萝卜还是萝卜，它们在成为食物“通
材”的同时，并未迷失自己。仔细品味
一下，在这一过程中，其实也包含着做
人的道理——“君子和而不同”，真是
善莫大焉。

■
周
丁
力

有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