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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香一瓣

许是上天垂怜我一片愚钝之心，几次与伟
人“相遇”，总是在水汽浓重的雨天。大概雨天
比较容易触动人心底的那一根细细的弦，从而
酝酿一种微妙的情绪吧。

这次也不例外，在断断续续的雨幕中，我
有幸邂逅了一代爱国诗人将领文天祥。

车子在潮阳区莲花峰公园停下。薄薄的
日光从大片阴云边缘透出来，在地上印出一朵
朵清淡的日花儿，使得整个公园看起来像一幅
油画，苍翠的树木，青绿的草，还有盛装的各色
花朵，到处浓墨重彩。风从海面上吹过来，带
着海的味道。在车上打了一路瞌睡的孩子一
下子活跃起来。

跟着孩子蹦蹦跳跳走在曲折的园中小路
上，不时滴落的水珠倒是为这趟行程增添了些
许乐趣。我们一边走一边听当地的朋友絮絮
叨叨诉说莲花峰的故事。

传说这座山主峰莲花峰是南海岸边一座
无名小山峰，当年元兵入侵，南宋的小皇帝从
海路仓皇南逃。文天祥在家乡起兵，几经转战
来到潮阳，这里已经是大陆尽头，文天祥心下
感慨。此时宋帝乘船奔新会崖门，文天祥登上
海门莲花峰，举目四望，遍寻帝舟，只见水天茫
茫，不见帝舟，文天祥悲苦失望，哀号顿足，顷
刻间脚下巨石碎成莲花状。文天祥又挥剑在
石峰刻上“终南”二字，表示“南退到此为止”。
时当正午，文天祥特意把“南”字里面别写为

“午”，以示午时寻帝之意。从此此峰得名莲
花，陆上远眺，像一朵莲花含苞待放；海上远
眺，则像盛开的巨大莲花。

我们此时正在石头脚下，倒真是“不识庐
山真面目”。不过这也不妨碍我们的兴致。从
一座小巧的亭子绕过去，眼前是一片开阔的空
地，一个简单得有点过分的小花圃，一代英豪
昂首而立，正是当年他寻望帝舟的身姿。“当年
帝舟寻望眼，忠魂今尚绕波涛”呵。此时正巧
也是中午，飘飘洒洒下了一个早上的细雨居然

停了，阳光筛下来，满地碎金，看得人心绪恍
惚。不知当年也是否有这样淡薄日光照进英
雄沉痛的双眸？

站在文天祥面前，我沉默地仰望。这尊十
六米高的石像，佩剑面海，美髯飘拂，雕刻得真
是栩栩如生，今天湿润的空气更是让英雄的面
容格外逼真。虎目远眺，剑眉微拢。眉宇间是
国破的伤痛，更是抗敌的坚决。英雄战袍上一
块石头颜色明显暗于其他，仿佛是一块补丁。
本以为是故意为之，朋友介绍说当时雕刻的花
岗岩石头是经过了严格的精挑细选的统一规
格的，这一块小石头是后来在漫漫岁月中逐渐
变色的。好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呢？细细一
想，心下恍然，文天祥抗元数千里转战，何其艰
辛，拳拳忠心天地可鉴。这块补丁，想来是时
光不甘心忠魂随风而去，特地留下这个印记，
好叫后人不忘。

文天祥脚下的草坪上，两行诗句格外引人
注目——“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诗句由红艳艳的鲜花组成，在这片空旷的
园子里尤其光华灼灼，照亮了我们的眼睛。

从石像后面绕过去，登上几级石阶，绿树
浓阴中露出一角飞檐，朴素的色调，简单的装
修，这是“忠贤祠”，明万历年间为纪念文天祥
所建，清道光时拓建为“莲峰书院”，里面供奉
的就是文天祥。估计今天天气不好，这里显得
相当冷清，我们从高高的门槛跨进去，一向鲜
少求佛的我恭恭敬敬地跪下磕了三个头。祠
堂里的文天祥少了些许沧桑，金身红袍宝相庄
严，凤目微挑凝视往来众生，竟让我觉得似乎
有点佛祖的慈悲。或许是百姓不忍英雄苦难，
把他神化了吧。这样也好，英雄，本就应该是
我们心中的信仰。

站在忠贤祠大门，看外面细雨乍晴，水光
潋滟，听风从堂前拂过，隐约可闻海浪声里一
声英雄长叹：“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具
添”，顿时心中无限感慨。

慨当以慷莲花峰慨当以慷莲花峰
▱江燕鸿

“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
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
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
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
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
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必追。”

这是最近最让我泫然欲泣的一
句话。

这话看似针对亲情，又何尝不
能借用到友情。

“所谓朋友一场，只不过意味
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
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
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

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
影默默地告诉你：不必追。”

你看，几乎没有违和感。
我们走到每个新的地方，渐渐

和之前的朋友不知不觉中减少了联
系，甚至毫无联系。然后慢慢认识
新的人，渐渐适应新的环境，产生新
的朋友圈。

不可否认，学生时代，无论你认
为当时多么要好的朋友，一起吃、一
起上学甚至一起上厕所，可是毕业
后各奔东西，那份记忆就恍若也跟
着停留在那张毕业照上，那个年幼
的自己身上。有时偶遇到，也会尴
尬时光匆匆，也会说个不停，但翻来
覆去的依旧几句过往，几句客套话，
明明我们当时那么好，一时竟没了
话说。

有时候也特别奇怪，为什么，我
们当时明明那么要好，饮料都能共
用一个吸管，煲电话粥能比情侣的
话还多，然而，随着我们去了新的地
方，相对的过往就成了“旧”，恍若云

烟。
有段时间，特别有感触。下班

回家的路上，闷着一口气，拿起了电
话，不知道给谁打好，打了也不知道
说什么好。

往往熟悉了，反而没话说了。
有人说，真正的朋友就是这样

不需要天天联系，但是知道你一直
在。

然而，人的精力很有限，能去
费心思维持的一段友谊是非常宝贵
的。于是，当我们为了生存都忙得不知
所措的时候，我们无形之中也在面对难
以衡量的所失去和得到。于是有时

候也在恐惧着这一切的得得失失。
我在漳州上大学的时候，因为

兼职认识了一批朋友，经常跟着他
们一起去漳州各种店小聚，吃了很
多好吃的。后来，年长的一个哥哥结
婚了，那是我人生收到的第一份请
柬。毕业后，有一个大哥哥结婚了，
特意坐车去参加婚礼。那时，我已经
准备离开福建，这一场婚礼也是同
他们的告别。

大学时候，我加入一个动漫社
团，拍动漫，玩 cos，面基大会，很多
的回忆。结果，毕业时，因为不可抗
力的部分原因，社团解散了。总是
特别感激，这个社团，几乎陪伴了我
整个大学。

还有很多很多人，细细地想，细
细地回忆。

是的，所到之处，我们总要面临
各种分离，面临各种遗忘，面临各种
不能逃脱的事情。但是，有过他们
参与我的人生，已是幸事。相遇已
经是缘分，其他，莫强求。

目送他渐目送他渐行渐远行渐远
▱青 山

在漳州，一年四季都有一个“吃”。春风起，要
吃润饼，吃得春满桃花面；夏天至，清清凉凉四果
汤；秋风响，恰好涮肥羊，一锅红汤白汤，羊肉薄如
纸片，全身暖洋洋，犹如暖风吹得游人醉；冬天炖
四物猪蹄，吃成一头幸福的猪，挺着大肚子蹒跚地
回猪窝。有美食入胃垫底，哪管它岁月风也萧萧，
雨也萧萧，我自横刀立马，旌旗飘飘。

小吃的特点在于“小”，小有小的好处，可以品
尝到更细腻的味道与情感。陆游有一首《临安春
雨初霁》：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
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昌，
晴窗细乳细分茶；青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
家。这番心境，只有在小巷子里才能体会。如果
在熙熙攘攘的车水马龙中是体会不到的。大饭馆
没有千儿八百的实在不敢进去，但是小吃则不
然。只要口袋里有十块钱，就能吃饱。揣一张百
元大钞，敢逛遍漳州古城小吃一条街，心中生出

《西游记》中猪八戒的豪气：“不要拉扯，且待我一
家家吃来。”吃一款美味，便觉得自己得到一次犒
赏。特别是躲在隐蔽处的美味，偶尔寻到了，便眉
飞色舞。寻常百姓人家，吃的就是一个草根香。

同样一款小吃，有的色相好，有的色相差。比
如锅边糊，我最爱最后撒上几根切短的绿韭菜，宛
如女子白裙上的绿镶边，煞是婉约动人。比如一
碗莲子圆五颜六色，让人赏心悦目。没有人喜欢
卖相差的吃食，因为我们都是视动物。我们相信
自己眼前的事物，将这些东西称之为“眼缘”。做
小吃和人生中大多数事情一样，你试过很多次，就
会越熟练。卖油翁的道理千年不变：技止熟耳。

会吃、懂吃、有条件吃，而且有良好的胃口，是
一种人生享受，是莫大的福气。我吃美食时忌与
减肥的人同行，忸怩作态，这也不要那也不吃，实
在扫兴。当吃货遇上吃货，那才是人生美事。我
一向喜欢苏东坡，他胃口奇佳，口福极好，大碗喝
酒，大块吃肉，是否因为有了如此充沛的元气才写
出那么多千古传唱的诗词、淋漓尽致的文章与潇
洒不羁的书法？比如吃血蚶，有朋友不敢动筷：

“茹毛饮血啊，茹毛饮血。”殊不知这原始的吃法是
原始的鲜美，是鲜美的源头。追求美味的人，经过
千辛万苦，才会把返璞归真作为追求的最高境界。

我是不愿意在吃食上将就的人，没按自己的
喜好与心性来吃，情绪就很坏，容易打鸡骂狗，波
及无辜的人。若遇上对胃口的食物，跟领了稿费
一般的愉悦。人的胃其实是很固执的，它不听大
脑的劝告，它只听从它自己，听从它的故乡在童年
时留下的烙记。有一次在古城小吃街边逛边吃，
断断续续吃了蚵仔煎、炒粿条等三样小吃，已经走
不动路了。电话响了，朋友又喊我去吃烧烤，我拒
绝了，因为怕肚子万一炸开了怎么办？过后朋友
用一副万分遗憾的表情对我说：“我敢肯定，你这
辈子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烧烤了！”我便追悔莫
及。我一生遇到许多事，常常在失之交臂后才后
悔，这次美味也是这样，即使肚皮再饱，坐在边上
闻闻香气也好呀！

以前感觉一年比一年胖，如今是一天比一天
胖，吃了漳州小吃，发现一餐比一餐胖。吃完鲁面
往秤上一站，绝对比上一餐多出半斤以上。李渔
告诫世人，肉吃多了人会变得愚蠢：“以肥腻之精，
结而为脂，蔽障胸臆，犹之茅塞其心，使之不复有
窍也。”我犹豫又徘徊，最终毅然决定：与其做一个
开窍的痛苦的思想者，不如做一个快乐的“不复有
窍”的吃货。

过大年，是一年中最
神圣、最喜庆的日子。这
日子对孩子们而言，尤为
重要。且不必说有漂漂亮
亮的新衣服穿，有大大小
小的红包领，也不必说可
以成群结队开开心心去逛
庙会，争着赛新买来的各
种玩具，单就家里做的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就足以令孩子们
一饱口福，其乐融融。

小时候家里条件虽然有限，平时缺衣少食，但是一到年
关，父母亲总是像魔术师一样，一定会变出很多好吃的来，
有发糕、甜粿，还有香肠、肉丸，更有虾丸子……我们最爱吃
的自然是“肉管”，那是一种香喷喷、美滋滋的风味食品。

“肉管”，是我们那一带的叫法，别的地方也有叫“五
香”，但大小和味道又似乎不尽相同。“肉管”好吃是好吃，不
过，制作起来比较繁杂。

先是采收白萝卜。腊月的早上，尽管天气异常的冷，大
姐和我还是兴致勃勃地跟着母亲上园子去拔萝卜。到了自
家田地，母亲走进菜畦，看准肥肥胖胖的白萝卜，用手抓住
叶子，再用力猛地一转，窸窸窣窣，那萝卜就连根拔起。我
们姐弟俩把萝卜一一抱起来，放进箩筐里。母亲看看差不
多了，就又急急忙忙挑回。到家后，大姐负责把萝卜的叶子
削掉，然后扔给猪圈的大肥猪吃；母亲则提来清洌洌的井
水，哗哗哗一冲，白萝卜就出落得像个可爱的胖娃娃。

给萝卜去皮是小事情，但是真正要刨好又长又细的萝
卜丝，这功夫非得父亲来不可，一则萝卜个头大，不好拿，二
则使用不当，刨子容易划到手。那时候，我和弟弟总是搬来
小竹椅，端坐在院落中间，好奇地看父亲刨萝卜丝。阳光正
好，斜斜地照射下来，晒着身子暖暖的，我们专心致志地端
详着，父亲也专心致志地刨着，一条条白花花、细细嫩嫩的
萝卜丝在阳光下晶莹雪亮，还透着一股清爽的香味儿。

“好啦！”等萝卜丝全部刨完之后，父亲对我们微微一笑，
站了起来，长舒一口气。很快，他又提一个储盐的小瓮子，伸
手进去，抓出几大把，均匀地撒在木制脚桶里的萝卜丝上。

“爸爸，为什么要撒盐啊？”我有些不解，就歪着头问父亲。
“要把萝卜丝里的水分沥出，炸出来才好吃哩！”父亲边

使劲地搓，边告诉我。
也不知道父亲一遍又一遍地搓了多久，直到我们看见

脚桶里有了不少的水分，他才站起来，将那些汁水倒掉，然

后，又加进干净的井水。一番清洗过后，父亲又将萝卜丝装
进了一个有孔的丝袋子里，再用一块大石头压在上面，很
快，袋子里就咕咚咕咚地流出水来。

肉管，肉管，肉还是最让我们上心的。那时候，吃肉不
像现在这么快，得有节日才吃得上。下面条用的是五花肉，
包粽子用的是后腿肉，而制作肉管，得用臀尖肉。这肉位于
臀部的上面，都是瘦肉，肉质鲜嫩，炸出来特别香。就在父
亲忙着刨萝卜丝的当儿，母亲早已将肉一块一块切碎了。
她将肉倒在一个大盆里，然后倒进适量的酱油，还有自家酿
制的米酒和咸鱼汁等，再晾到一边。等萝卜丝沥干了，父亲
就一股脑儿倒进这个大盆里，连同准备好的小葱花、碎蒜
蓉，一起搅拌开来。

这还不是最后的工序。老家的肉管，是一定要配上地
瓜粉的。那时自己晒制的地瓜粉，像霜一样白净，与萝卜
丝、猪肉和在一起，粘粘的，稠稠的。“你们都爱吃甜，我加点
白糖进去吧。”父亲是最懂得我们的小小心思的，当他把些
许白糖倒进大盆子的时候，我们都会心地笑了。

所有的材料准备好了，这时候，只等着将它们包进豆皮
里去。不知为什么，大姐和我曾经尝试着包包看，但是，父
亲总是说“不及格，不及格，会爆开的。”于是，就只能干巴巴
地看他一个人慢条斯理地做。而母亲，早已生起了灶火，铁
锅里的花生油已经渐渐冒烟了。

等到一条条制作好的成形肉管被轻轻放进热腾腾的油
锅里时，只听得一阵滋滋作响，随即，就飘出了一缕缕惹人
垂涎的香气，那是足以沁入心田的别样的气味，这气味叫人
永远难以忘怀。

于是，我们仨就一直眼睁睁地巴望着，还反反复复地问
父亲：“好了吗？熟了吗？”这时候，父亲只顾忙着，母亲会嗔
怒着说一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急不急，烫着哩！”但她
早已端来碗筷，夹出几条来，我们哪里顾得了，边猛力吹着
风，边就滋滋地狼吞虎咽了。

啊，这老家的肉管又香又甜，真是好吃极了！

老家的老家的““肉管肉管””
▱洪锦城

亲人，近在眼前
▱李涌钢

今年最冷的一天，去大山坳里探亲
也许你们也在路上，各有去处和目的
我是奔向欢乐和喜庆
在高山驰骋两个小时，再下至山谷
阴冷加上裸露的岩石
陡然降温，骤然觉得山里冷峻得很
夹在风里，包住太阳的皮肤，无中生起鸡皮疙瘩
也许你们比我幸运，你们奔向胜景和荣光

今天，溪水似乎漠然无语
小溪里的鹅卵石，浸在泉水湾
没有被大风淹没
大河的子孙，紧紧地抱在一起
山上旺盛的毛竹和松柏顶天立地
让我肃然起敬，她环抱着零散村落
和他们相依为命
从幼小到强大，贫穷到富贵
一直到终老，造化自然
而我难于寻觅天承旺族
就像你们与我擦肩而过，你们有你们的欢乐颂歌

走在村道上，山路周围皆有生命
松鼠在古树间跳跃，果蔬红绿映趣
房舍简朴大方坐落山坡
亲友毅然从山上冲下，在寒风中抱团火焰
燃烧在古道上，呈现昔日光华和血脉
热泪流淌，生命与生命相拥
一切像静止一样的宁谧，一切又像苍风中的旌旗
逆风猎猎

你们到了哪里？我无法深究和觅踪
我却已至，我来过也去过
甚至谈起了过去和未来
我好像看到天空上无垠的游动的天使群
大地上飘扬丰收的喜悦和厚重
世界上所有的悲伤和误解已经消融成雪
而你们呢？

青 春
▱杨炳光

一

那个季节，原野，热烈啊
一只火狐的舞
让静穆的泥土，着了火
草原不是绿的，大海不是蓝的
什么都在燃烧，火烧云，凝固在天空

二

沙滩，没有贝壳，月光的白
让一枚苍耳，也陷入沉思
为什么江流会澎湃，也
会发出呜咽
郁结的云团，把虫鸣的灵性，掩埋
只要向着星光和太阳升起的方向
成长的路，都通向春天

三

终于，有一个人，告诉我
“多彩的青春”
是的，我只是发了一个简单的感慨

“背影是青春，迎面走来的也是青春”
是的，日渐佝偻的夕照
不为人知的背后，一双双手
耕耘，着色。绿，在很多荒芜里
重新蓬勃
火红，在生命的每一个季节里，燃烧

梅花三唱
▱陈燕松

一

群芳零落犹自开，
远山近水任君栽。
纵然冰霜寒相逼，
依旧丹心报春来。

二

疏影横斜驿桥边，
暗香浮动庭台前。
扯得红云三五片，
送与百姓过大年。

三

都城桃李喧春色，
洛阳牡丹唱枝头。
历览百花谁为首？
人间寒梅最风流。

争芳斗艳 陈钢铁 摄于江滨公园中山桥边

草根香
▱叶 子

心香一瓣人生况味

心香一瓣神州凝眸

心香一瓣地方风物

“110” 我从“塔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