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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邪教（新韵）
□谢涛

自诩神徒得帝旨，妖言有难信天师。
应知世上仙灵假，财体皆空悔已迟。

反邪教，讲科学
□刘莉芬

邪教如今频泛滥，提倡科学必先行。
装神弄鬼是圈套，不信妖言才泰平。

拒绝邪教
□陈善勤

秀林茂竹郁葱葱，毒草香花共此中。
科学真知凝智慧，方能缚鬼躲妖风。

崇科反邪
□廖登棋

蛊惑公民罪恶深，安宁岂可任妖侵。
法规底线谁人碰，怒叫它难活过今。

重科学，辨邪教（通韵）
□唐学荣

自擂吹嘘已是神，谎言编造扮仙人。

敛财害命实施骗，崇尚科学不散银。

邪教自古是异端（新韵）
□渝夫（朱光荣）

自古邪教是异端，民心搅乱树神坛。
祸及社会终殃党，愚弄青年亦害官。
崇尚科学输浩气，破除迷信换新观。
弘扬品位走正道，身体康宁得大安。

断肠花开（外二章）心香
一瓣

速度与激情
——致敬城开高速公路

烦恼换鲜花生活
随笔

□何一东

前不久，我和好友来到成都三色路
夜市。看见超过200位商家在大约一
公里长的路段上摆有摊点，让三色路夜
市更显繁华，在“后备箱商铺”、露营帐
篷的加持下，夜市迅速成为年轻人口中
的浪漫之地，也成为当地最火夜市之
一。啤酒、烧烤、小吃、音乐，使三色路
五光十色，令人轻松愉悦。

一个摊位前围满了不少年轻人。
我们凑上去一看，摊位上写着“烦恼换
鲜花”，上面堆放着几十束鲜花，旁边是
一面立式镜子。我们感到很新奇，便停
下来仔细观看。摊主是一位中年女士，
她告诉大家：“只要在镜子上写一句你
自己的烦恼，我们就送你一束鲜花。”很
快就有一位漂亮姑娘在镜子上写了“每
天催我真的很烦”。估计是家里人催她
早点谈恋爱或者结婚吧。女摊主立即
递上一束鲜花，说：“祝你开心！”姑娘接
过鲜花，粲然一笑：“谢谢！很开心！”

我观察到除了女摊主，旁边还有一

位中年男士和一男一女两名年轻人，好
像是一家人。我和男士攀谈起来，问他
们是不是一家人。这位姓张的先生说确
实是一家人。我又问他为何免费赠花？
他笑着说：“我们这是做公益。现在大家
工作生活压力大，尤其是年轻人，面临不
少困难，都各有烦恼。我们想通过这种
形式，让有烦恼的人看到美好，把烦恼写
出来，送他们鲜花，心情也愉快一些！”

张先生说，他们一家人每个月来
三色路三四次，每次花二三百元买来
各色鲜花换“烦恼”，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很愉快。说话间，张先生的儿子
问我写不写一句烦恼？我略一思索，
接过笔，在明亮的镜面上写下“感叹
时光如梭”。张先生的夫人笑道：“这
也是我的烦恼。”她递过两朵玫瑰花，
我接过，站在摊位前，叫好友拍照留

念。其他围观者也拿着手机拍，那一
刻，我这个大叔，手拿玫瑰花，还真有
点羞涩！

很快，接二连三有年轻人在镜子上
写下自己的烦恼。他们手捧鲜花，脸上
绽放笑容，在璀璨的灯光下很开心！

我想起一位在一家生意兴隆的餐
馆当服务员的姑娘，她才从学校毕业不
久，每天面对众多的客人，端盘子掺茶
水，忙忙碌碌，十分劳累。但她总是表
情柔和，很有礼貌地为客人服务。晚上
下班，经常都是22点以后。一次，我微
信问她下班没有？她过了很久才回复
我：“不好意思，我刚刚在地铁上睡着
了。”我可以想象她工作后的疲惫。我也
不止一次，晚上和朋友们聚会后在回家
的地铁上，看见一些年轻人在车上打瞌
睡，确实，他们为工作奔波也不容易啊！

说起武成门桥上的地摊，也非传统

的地摊。这是到网红街望平坊的必经
之路，短短几十米的桥上，晚上多了一
群穿着打扮很前卫的年轻的“流浪艺术
家”，卖饰品、卖花、卖画、卖酒等。我曾
多次经过该桥并驻足观赏，也和摆摊的
帅哥美女交谈过。他们并不因在桥上
摆地摊而有什么难为情和尴尬，有的人
是待业青年，不愿“啃老”，而摆地摊挣
点生活费；有的人家境富裕，不为生活
所迫，但喜欢尝试不同的生活方式，多
一些人生的体验。在他们的眼中，虽然
也有各种烦恼，但都不放在心上。一位
卖花的姑娘快收摊时，还会大方地给邻
近的摆摊者赠送鲜花。我问她这样不
亏本吗？她笑盈盈道：“没事啊，卖不完
拿回家也不新鲜了，送给他们，大家都
开心！”看见姑娘的笑脸，我感觉自己也
多了几分快乐。

漫步在三色路夜市，众多摊主皆是
热情待客，游人也是满脸喜悦，看稀奇，
品美食，乐在其中。看见这些，我和好友
都被打动了！人与人的快乐和谐相处，
才会让我们忘却烦恼，生活充满阳光！

□陈利民

花生又名落花生，双子叶植物，叶
脉为网状脉，种子有花生果皮包被。历
史上曾叫长生果、地豆、落花参、落地
松、成寿果、番豆、无花果、地果、唐人
豆，并且和黄豆一样被誉为“植物肉”

“素中之荤”。民间俗语有“赖好是块
地，落下就能生”之说，可见它具有顽强
的生命力。

花生作为一种食物，与绿豆、豌豆、
蚕豆一样朴实可爱，平易近人。它既可
生吃，也可熟煮，最常见的食用方法就是
油炸花生和水煮花生，做这两道下酒菜
看似简单，其实非常讲究。首先将花生
米洗净晾干，再以滚油翻炸，几分钟后迅
速捞起，同时加少许食盐和花椒面提
味。这道菜的技巧在于掌握炸花生米的
时间，时间过长则焦，时间过短则生。水
煮花生是将新鲜的花生加香料连壳煮，
花生米不仅粉面细嫩，而且味道悠长。

前不久，我在一家火锅店吃火锅，惊
奇地见到一种素菜的新品种花生芽，芽
身洁白，芽瓣淡黄饱满。我点了一份来

烫火锅，食之软绵甘甜，可口脆香，与黄
豆芽烫火锅的味道迥然不同。

明代学者方以智著《物理小识》卷
六“番豆”云：“番豆名落花生，土露子，
二、三月种之，一畦不过数子，行枝如蕹
菜虎耳藤，横枝取土压之，藤上开花，丝
落土成实，冬后掘土取之。壳有纹豆，
黄白色，炒熟甘香似松子味。”

近代周作人先生写有《落花生》之
一、《落花生的来路》、《落花生》之二、
《关于花生》等等。我估计周先生特好
食用花生这一口，不然，他不会以多篇
小品文反复写到花生。他在《关于花
生》写道：“普通分法可以至少有两种：
其一，颗粒较小的，有地方称为本地花
生或小花生；其二，颗粒肥大，称洋花生
或大花生。明季传入中国的是小花生
一种，至于大花生，据说原出南美秘鲁，
传入时期当在光绪初年，因为洋花生这

东西在那时候这才看见的。”
现代作家许地山先生的散文作品

《落花生》，已收入小学生语文教册。散
文围绕“种花生—收花生—吃花生—议
花生”来写，真实地记录了作家在小时
候一次家庭活动和从小所受到的教育，
描述了一家人收获花生的情景，通过谈
论花生的好处，借物喻人，揭示了花生
不图虚名、默默奉献的品格。进一步说
明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
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表达了作家不为
名利，只求有益于社会的人生理想和价
值观。

多年之前，我赴贵州铜仁地区采
访，在返回之时，当地的朋友送了我小
袋黑花生，花生米粒细小，颜色油亮漆
黑。我想，这种稀罕之物也许算是花生
家族的“黑珍珠”吧。

花生因含油量高达50%，又被人

们誉为“植物之肉”。这种朴实可爱的
食材，无论煮、炸、卤、炒，还是炖汤均属
下饭佐酒的佳肴。我偶尔做的一道菜
就是醋泡花生。花生米必须是当年新
鲜的嫩花生米，去皮洗净，以镇江名醋
泡一夜即可食用。见白白的、圆胖胖的
花生米沐浴在香醋中，满口生津。这道
菜让人极其开胃，食欲大增。

在我老家南充乡下，寻常百姓家在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之时，亲朋好友都会
在新娘床上撒一把花生，祝福吉祥如
意，象征多子多孙。或是在过年过节
时，家家户户用河沙炒一筲箕胡豆、花
生、瓜子作为零食，填满小孩的小口
袋。记得小时候，我母亲用花生壳、
黑桃壳同松树枝一起熏腊肉，其肉
味奇香无比。

如今，花生的做法不仅有油
炸、水煮，而且花样还不断翻新，如
奶油花生、怪味花生、花生浆、花生
糕、花生酱、花生奶、花生杂糖等
等。总之，自然界赐予我们花生这
种平易近人的食物，应当敬畏，应当
感谢，更应当珍惜。

□刘友洪

趁着明媚阳光，我们决定前往山
东，寻访东坡足迹。有人提议，给东坡
先生带点礼物去。可是，带什么呢？这
让大家犯难了。

同行中有一文化人，他说，我来给
大家讲个故事吧。

话说北宋元丰七年（公元 1084
年），朝廷将苏东坡从谪居之地黄州移
至汝州。途经阳羡（今宜兴）时，东坡萌
生了一个念头：买田建房，以备老有所
归。东坡说：“吾性好种植，能手自接果
木，尤好栽橘。阳羡在洞庭上，柑橘栽
至易得。当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本。
屈原作《橘颂》，吾园落成，当作一亭，名
之曰‘楚颂’。”此事在他行云流水的书
法作品《楚颂帖》中有详细记载。

文化人接着说，苏东坡对橘的喜
爱，可上溯至屈原，在那里可以找到一
脉相传的文化基因。尽管他俩隔着
1300多年，但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屈原
与苏东坡有着许多共通之处，可谓心灵
相通，超越时空。他们都博古纵今，文
采飞扬；他们都竭忠尽智，以事其君；他
们都刚正不阿，志矢不渝；他们都坚守
理想，正道直行；他们都是文学楷模，为
人丰碑。屈原的传世名作《橘颂》：“后
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
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

其可喜兮……”屈原对橘所寄托的高洁
情操深深感染了苏东坡，苏东坡就在屈
原那里继承了这份精神寄托。苏东坡
也欲置一橘园，园内还要建一亭子，就
连亭子的名字也要用屈原的“楚颂”二
字（苏东坡是屈原的“粉丝”）。可惜，苏
东坡至死都没能实现这个愿望。

领队一拍大腿，对呀，摘几个正宗
的眉山柑橘去，让东坡也尝尝家乡的味
道，一解先生千年的思乡之苦。

我想想也是，就拿橘的时空位置来
说吧，这也充分体现了它坚贞不渝的意
志品质。用“晏子”的理论讲，橘生淮南
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我们此次前
去探访的目的地，是苏东坡曾经任过知
州的两个地方，一个是潍坊的诸城（时称
密州），另一个是烟台的蓬莱（时称登
州）。这两座城市都位于祖国的北方，如
果“橘”生在那里，就只能结出“枳”来。

如果回到苏东坡那个年代，橘早已
下树，而新生的花蕾尚在孕育之中，还
未现身，肯定是不会有新鲜的橘的。幸
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眉山，一年四季都能
出产新鲜的柑橘。它们是苏东坡千年
之后繁育的新品种，而今仍高高地挂在

枝头，隔着薄薄的保育袋仍能隐约感觉
到它那鲜艳的橘色，以及亮晶晶的光
泽，仿佛那香味会随着春日的阳光四散
开去，去刺激人的味蕾，引诱人直流涎
水。时隔千年，亦如苏东坡在《浣溪沙·
咏橘》中所写：“香雾噀人惊半破，清泉
流齿怯初尝，吴姬三日手犹香。”眉山的
橘除有传统的脐橙、红橘、桠柑外，更多
的是近十多年乃至近几年来培育的新
品种，如粑粑柑、清见、爱媛等，它们还
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眉山春橘。

我们此次所带的橘叫粑粑柑，这种
橘果肉嫩滑、甘甜多汁、口感清爽、味道
纯正。我们精心挑选，个头既不能太大，
也不能太小，太大太小都会影响口感。
我们挑选的橘，个头中等、身材匀称、手
感结实、色泽亮丽，就像青春绽放的俊男
靓女，代表了眉山春橘的水平。

我们把橘放到了诸城超然台前的
苏东坡雕像旁，以及蓬莱苏公祠内的苏
东坡画像前。在摆放橘的时候，我悄悄
告诉苏东坡先生，他那“三百本”的愿
望，家乡人民早已替他实现了。在眉
山，柑橘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 100 万
亩，产量超过180万吨，产值超过120亿
元。在家乡，随处可见四季常青身披黛

绿铠甲的橘树，要么吐着橘花的芬芳，
要么举着诱人的果实。满山遍野的橘
树将那原本光秃秃黄沙漫漫的山头、山
坡，装扮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那景象
何止三万株、三十万株、三百万株……
这些橘树，既满足了大众的口味，又撑
起了百姓的腰包，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和眉山现代农业的代名词。

我们在山东寻访时，适逢全国“两会”
召开，四川省政协领导在全国政协十四届
一次会议上作大会发言，号召全社会弘扬
传承三苏文化，增强全民族文化自信自
强。现在，越来越多的“苏迷”“苏粉”自觉
扛起社会责任，把东坡文化送进学校、社
区、企业、机关，送进城市、公园、博物馆、
文化馆。在眉山，新建的公园分别以苏
洵、苏轼、苏辙和苏母的名字命名，新建的
道路、桥梁分别以三苏的字号或诗词命
名，以资纪念。在诸城，新建的口袋公园
均精选一首苏东坡在密州写的诗词，刻于
石上，置于园内，供人欣赏。无论在潍坊
还是烟台，无论是在参观考察还是在休闲
聊天，无不以苏东坡为话题。

在东坡先生的故居三苏祠，建有一
小园，园内广植橘树，枝繁叶茂，葱葱茏
茏，名叫“楚颂园”。园中有一小亭，也
是按先生的愿望，取名为“楚颂亭”。如
果有朝一日先生魂归故里，请先生就按
他自己所作的《楚颂贴》之内容所示，即
可快速方便找到“家”……

□高琦

又逢春回，肠断的你将未圆的梦漫
了山野，任一度度春风吹拂，痴心不
改。粉红的纱帐罩着你远眺的热情与
渴望，你在湛蓝的天空下，无奈地，翘首
期待……

一重重心事儿，溢出心海是柳枝一
样的缠绵，把纯洁的思念交给旅行的风
儿，也还要经过多少路程，才能见到那
片执着相盼的红帆。

纵然千山万水，朝雾弥弥，暮霭重
重，心只有一个方向。

归期杳杳，归帆渺渺，相思断肠，伫
立风中，我终于化成一片春日浅浅的风
景，痛戚地擎着，一个凄艳的名字……

我从传说中走来，为赴红尘中千年
未老的宿缘，直到你的出现，我才开始
明白千年前是你，千年后还是你……

啊，断肠花，一样花开为谁迟？
花期将过，花事又要阑珊。流浪的

足迹有没有浸透泪的酸楚？归来吧，望
我憔悴红颜，心便不再忧伤，欣喜不再
断肠。

黯然的守候，衰老了青春。即使再
次春回花开，也不再有今日容颜。

暮春登山

今夜我登上塔山，是因为我缅怀青
春。对岸灯火荧荧，唤起我对恒古不断
的色彩的遐想。和风拂面，但不是从江
上吹来的。

夜，正静。眼底只有脉脉的暖意和
清新的空气，遥遥的记忆，我想起了故
人。望断天涯路，那儿想必也有荧荧的
灯火，微微暖气。

我想送去一船和风，故人想必会还
我一丝细雨。我们都不会相失相忘。

啊，让我远远离开爱，然后慢慢接近。

思念咫尺

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酷暑严寒，每
逢晴朗的周末，总爱踏着斜阳的余晖，
漫步湿地公园，遥望天际霞光，吐陈纳
新；闲行甜城湖畔，借闪烁的星光当灯，
徘徊地寻觅曾与你并肩而行的足迹。

凉爽的晚风拂起串串记忆，页页充满

诗情画意的时光在脑际闪现，想起与你携
手走过的夏雨冬雪，思绪像湖水在心海澎
湃，起伏不息。充实了空洞的心灵。

独行漫步，总爱反复呢喃你从天涯
海角邮来的心声独语，无意中便会自言
自语，平静的心被你无微不至的关怀变
得躁动，被你的祝福变得激奋，然后让
泪光将痛苦与幸福交融的思想变幻成
一只凌空翱翔的苍鹭，日夜兼程、风雨
无阻地寻找你的窗棂。

徒步小憩，总爱取出你的倩影，默
默地与你深邃睿智的双目对视，此刻，
寂寞扑入怀抱，一行热泪夺眶而出跌落
红尘，怀旧满怀……

纵有千山相隔，万水阻扰，却丝毫
挡不住我与你相望的视线。我依然能
看到你真诚的面孔，甜甜的微笑。之
后，真诚的紧握双手，诉说由来已久的
激情。

□谢子清

青山一道同云雨
这半句表达相思之情的唐诗

用来形容城口与开州
总体上是贴切的
但故事仅限于此

毗邻而居的兄弟
轻易被明月分成两乡
山与山之间隔着眼神
谷与谷之间隔着脚步

水与水之间隔着失踪的船

从城口去开州有三种选择
最初需要汽车在盘山公路上

反复描写“之”字
先随雪宝山攀爬而上

再顺流而下
这条路惊险明显大于风景

车毁人亡是常有的事
脚步丢在半途无法捡拾
有时哭声比汽笛还响亮

随后向四川宣汉借道
依次把龙泉乡、渡口乡、樊哙镇

三墩乡、漆树乡变成逗号
活像一条扭曲的羊肠慢慢捋直

才能翻开页面阅读开州
大货车常年检验道路的好脾气

泥泞是理所当然的
一个又一个深坑

犹如星罗棋布的雷
一不小心就粘住时针

第三条路由通渝隧道打开
路程压缩58公里

时间精简200多分钟
直接成就便捷

但夏天的洪水与塌方
纠结冬天的霜冻和雪花
时不时变成“拦路虎”

距离仍然是真切的疼痛

时间指向2016年底
工程师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

嵌进城开高速公路
建设者决定动用六年光阴

果敢向128公里宣战
掘进机抠开石头的缝隙

城开隧道超越旗杆山隧道
大巴山隧道改写城开隧道

纪录一次次被打破
桥墩努力填充沟壑

澎溪河特大桥、南长沟特大桥
双河口特大桥、蓼子特大桥
快速刷新长度、高度和难度

千年天堑终于变为坦途
2小时轻松战胜4小时

现在从城口到开州
高速公路是最好的选择

假如从鸡鸣乡出发
大进镇、温泉镇飞快跑向身后

众多峡谷山巅俯首称臣
风会不请自来

辛勤地搬运云朵
时间的纹路清晰可见

秒针推开分针
一溜烟就是移步换景

畅行在城开高速公路上
我看到一句话深处的内涵

什么叫中国速度
什么叫复兴激情

□郑劲松

不光人类会使春秋笔法
四月的一些树，也会写着一些
十月的时光。风也懒得解读

一地黄金，绝不收买
灵魂的沉默与高度

我喜欢这样的表达：
给粉妆玉砌的世界
一点悲悯与伤感

在一片青绿的颂歌中
穿插一些重低音
春天里的秋天

因为真实，所以丰美

这黄，是自然而然的逆行

是特立独行的运笔，或者
挣脱时间枷锁的那些

跳出命运画框的本色出镜
春天的深处，藏着
迷人的思想气质
无关背叛与另类

落叶必须值得敬重

有了层次，也就有了境界
适度的错位，恰好和谐共生
落叶标注一声叹息式的赞美

胜过迎风而舞的，
八面玲珑的摇曳生姿

一时间阳光灿烂

春天里的秋天
——读图有感

劳动成就梦想 实干才能辉煌（行书）。 作者 别江

梨花诗会

□冯国平

畅游清流
深入艾芜故里
参加梨花诗会

作为春天的一种收获
来到464年前的杨升庵故里

寻访先生的足迹
艾芜就是来者

我们这一群寻访者
被新都这个梨花花篮盛着

清流敞开着视野
诗人们让一树的梨花和海棠

炸开了这个繁华的春天
在清流艾芜故里
作家和诗人们

在阳光和风与风之间行走
春风为我们带来不同颜色的衣服

相聚这里畅游诗意清流
清流 清流

看头顶的天空
已为你我准备了太多的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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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橙子

海豚想拥抱天使
可惜天太高了

天使想拥抱海豚
可惜海太深了

我想接你一个电话

可是铃声响得太远了
我想给你回个电话

可是我的手机
马上就要欠费了

（注：作者为6岁儿童，首次原创
诗作。）

可惜可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