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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郊外踏青，带回来一枝花。那是一枝盛放在三
月里的野桃花，一颗颗粉粉嫩嫩的花苞镶嵌在黑褐色
的枝干上，远远望去，那些花苞就像旗袍上一颗颗工
艺精湛的盘扣，既是点缀旗袍的饰物，也是旗袍的点
睛之笔。

我把花养在一个白瓷瓶里，摆在绿萝、富贵竹的中
间，倒也相映成趣。一夜过去了，花枝吸足了水，竟绽开
了笑颜，一瓣瓣粉嫩的花瓣如蝴蝶般翘起了翅膀，远远
望去，室内的那一角是那么的春意盎然。

我得意洋洋地向老公炫耀：“你看，我把春天养进了
屋子里！”

上小学的儿子语出惊人：“妈妈，你是把春天装进了
瓶子！”

把春天装进瓶子！多么美妙的形容啊！我又看了看
那枝桃花，粉嫩得像一个个娇俏的少女，安安静静地窝
在白瓷瓶里，一副睡眼惺忪、与世无争的样子，好像把春
天装进瓶子一点也不过分。

把春天装进瓶子，细细想来我好像还干过不少类似
的事儿。

儿时的我生活在乡下，院里院外最常见的就是野花
野草，春天一到，那些恣意的野花就随性地伸展开来，白
的、红的、黄的、粉的……这些美丽的野花不仅点缀了外
面的春光，也妆点了院子里的篱笆墙。我看她们开得好
看，就会采几束装在玻璃瓶里，摆在屋子的一角，霎时
间，屋子的那一角就像洒进了春光，明晃晃地耀眼。

工作项目驻地毗邻一座大山，春天一到，山上山下

绿树成荫，鸟语花香，那些迎春花、桃花、杏花……次第
开放，我的办公室也不乏春意盎然，办公桌一角的小玻
璃瓶是我养春色的好地方，今天是一束迎春花，明天就
是一束桃花，杏花谢了，还有紫花地丁，轮番开放的花儿
让我不用出门，只一个玻璃瓶就览尽了春天的颜色，我
觉得自己是把一瓶春色养在了屋内。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其实，人生
有一种遗憾就是错过，错过对的人，错过美丽的春色，
那是多大的遗憾啊！希望漫漫人生路，我们不要再错
过那些美好的事物。此刻春光正好，去郊外采一束野
花吧，把春天装进瓶子里，养在屋子里，让你伸手便可
触摸到春天的美好，出入皆能入目满眼的春色，那种
感觉真的很好！

养一瓶春色
■杨丽丽

作家张洁在《挖荠菜》中，开头便是一句：“我对荠
菜，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特殊年代，人们吃不饱肚子，野菜救荒遂成一段沉
痛而温暖的记忆。而今，城市高楼林立，哪里去寻野菜的
踪迹呢？

春日好风光，有桃花红，梨花白，菜花黄。周末踏春
的我们突然发现，小城湿地公园附近竟出现了一大块
荒弃的菜园。菜园尽头，建筑工人正紧锣密鼓地施工打
围——大概，这里将有新的大厦拔起。像是发现新大陆
一样，我们赶紧加快脚步朝田野深处走去。

油菜籽在此生生落落。地上，青油菜东一根西一窝
发了芽，挺了秆，开了花。仔细找，一些肥嘟嘟的油菜芽
儿还未来得及开花，一掐，鲜嫩有汁。

杂草太深，不细看断然不会有新的惊喜——草丛
中，野葱、香菜匍匐于地。它们似乎知道自己并没有机会
出现在菜市场，叶绿根壮不是它们的追求，它们也无意
与杂草争夺阳光、雨露和养料。但是，它们根扎得深，韧
尽十足。我欲拔，嚓的一声，根断了，浓郁的香味扑鼻而
入……

冬寒菜、青油菜，我们很快收获了两大捆。回家路
上，野葱、霍香、香菜的异香顽强地穿越后备箱，隐隐而
来。

专程绕道去菜市场，买回鲫鱼几条，入野葱、精盐、
料酒码鱼片刻。开火，烧菜籽油略煎，捞出鱼，底油炒香
豆瓣酱、泡姜、泡海椒，掺水，烧开后下鱼软烧。鱼熟装

盘。汤中勾薄芡，下野葱与霍香，再烧开后，倒出芡汁淋鱼身。红的是油，白的是
葱，绿的是霍香，看着就养眼。

父亲牙齿不太好，我们把青油菜又摘选一次。留下胖而嫩的，根根都是精
华。菜籽油烧得滚烫，撒几粒干辣椒和干花椒爆香，倒入青油菜急火猛炒，只搁
少许盐。初尝，微微带苦已倾心。细品，回味带甜，更觉苦尽甘来之小确幸。

凉拌香菜也不复杂。吴伯箫先生在《菜园小记》中描写“芫荽在散发脉脉的
香气”我算是领略到了。芫荽就是香菜，洗过香菜的盆是香的，装过香菜的竹筛
是香的。用刀一断，香菜之香汹涌而至，铺天盖地，整个厨房都是香的。以精盐、
生抽、芝麻油、白砂糖现拌现吃，根根脆，口口香。香菜宜吃生，腌久即塌，风味大
失。

当晚的餐桌上，红烧的、清炒的、凉拌的，都是来自那块荒地上的野菜。我们
一番狼吞虎咽，连平时挑食的孩子也敞开肚皮，直呼“好吃！好吃！”

这些野菜其实在超市里也能买到，严格而言，他们算不得真正的野菜，但这
些“半野春蔬”为什么那么诱人呢？思来想去，我算是明白了：它们是我们一根一
根从土里掐回来的，菜里有我们的劳动之苦，有我们一家人踏春的天伦之乐，更
有我们离开家乡后对土地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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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绿》 荆生/摄

把春天攥在手中
沿着三月的河流
和日子流淌的方向
我们走向田野山冈

以一颗虔诚的心
在生存繁衍的土地上
种下春天
种下发芽的未来
和打苞的希望

让风沙停止流浪的脚步
让山川回归自然的风光
让岁月不再流失
繁茂而文明的森林
重新栖居
诗歌的翅膀

背靠青山面朝绿水
我们把春天的主题种植
萋萋芳草苍苍佳木下
那翩翩起舞的
是永远年青的爱的翅膀
让美好的日子与心情
在阳光下无忧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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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小镇上来了个小鞋匠，在镇中心开了家“定做真皮皮鞋”的小店。一
天傍晚，我和母亲逛街逛到他的店内，母亲要定做一双皮靴，一问价格，小鞋匠
要120元，最后谈到100元。

付定金时我问他，是真皮的吗？
他态度诚恳地说，是的，假一赔十。
我不屑地说，100元能做出真皮的靴子来，骗谁呢？商场一双真皮的靴子至

少要卖五六百元。
他一听就急了，高声说，你这个人怎么说话的，我做这行这么多年，最讲诚

信，你不要管多少钱，我的鞋要不是真皮的，我赔你十倍的钱！
我一撇嘴，懒得和他争辩，管它是皮是革，母亲穿着舒服就行。
几天后，母亲把靴子取回，穿在脚上让我看，还用手按了一下鞋面，的确有

很多细纹出现，母亲说，虽然纹路有些粗糙，不是好皮子，但确实是皮的不假。
我还是表示怀疑，究竟耐不耐穿，时间说了算。
过了一年，小鞋匠的生意越做越红火，他搬离了小镇，到县城开了家鞋店。

母亲因穿他做的鞋舒服，价格也不贵，成了他家的常客。他店里的鞋虽然质量
好，但款式没商场的新颖，不管母亲怎么替他宣传，我从来没有去定做过。

去年，公司扩建，科室人员都去车间劳动，我专门买了双坡跟的鞋子方便劳
动时穿，但站久了脚就受不了。去商场想买双宽松舒适的鞋子，但打了五折还要
四五百元，当工作鞋穿不舍得买这么贵的。无奈，去鞋城买了双一百多元的鞋子
凑合着穿，谁知不防臭不说，没穿一个月，脚趾指甲都给挤裂了。为了不让脚受
罪，我狠了狠心，又去商场花四百元买了双品牌打折鞋，谁知没穿十几天，鞋跟
外侧硬是被磨去了一块。没办法，只好穿上母亲定做的鞋子，没想到却是轻松舒
适，一点也不累脚。年底，我也去小鞋匠的店里定做了一双鞋，并在店里办了会
员卡，以后修鞋、保养、做鞋都有优惠。

前几天，小鞋匠打来电话，说他的店要拆迁了，再找店面的话可能距离我家
远一些，如果我不想再在他店里消费，可以把会员卡上的钱退还给我。我让他放
心，找到新店面后告诉我地址就行。

小鞋匠告诉我，他得挨个告诉办卡的顾客一声，要不然他搬走了，顾客找不
到，以为他是骗子就不好了。

过了几天，我看本地一市民热线节目，看到小鞋匠找电视台求助，说他的鞋
店要搬走了，有些办卡的顾客手机号换了，联系不到，希望他们看到电视后马上
来店里把卡里的余钱退了。

小镇鞋匠
■马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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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生活，该怎么才算有趣？
于有些人而言，趣从动中来。日子要过得有趣，

就得够热闹。人多了，热闹了，气氛也就活络了。身在
其中，便会觉得快活。这日子，自然也就有趣了。

这样的趣，是闹趣。用各种人，各种声音，各种感
受，将心填得满满的。塞得满满当当，自然比空空荡荡
的心，来得不那么乏味。于是，这也成了一种趣。沉溺
于这种闹趣的人，终日辗转于各类局之间，忙着寻趣。

最后，得“趣”了吗？当各种喧嚣离去之后，整个
人除了身心疲惫，似乎再无其他。这便是“趣”吗？生
活中的趣，本该让人养心怡情的，最后怎么会适得其

反？将忙与趣画上等号，结果往往不那么尽如人意。
另一种趣，是静趣。
所谓趣，其实也不过是一种感受。既然是感受，

便多少带着点被动的意味。他物之中，先得存趣；这
种趣，投映在自己心上，领略过后，也就感受到了趣
味之美。

可要让外间的事物，走进自己的心间，前提便得
是空。心间充斥着各类事物，被填得满满当当，那外
界的事物再美再有趣，也无心领略，自然走不进心
间。先得把心腾空，心一空，人就不忙，也就静了下
来。

于多数人而言，静中反倒容易出趣味。一心不能
二用，既然行走于忙忙碌碌喧喧闹闹之中，自然对其
它的风景视而不见。心太忙太满，空不出来，容纳不
下其它事物。这么一来，哪怕于有趣之处，也感受不
到趣味了。

唯有静下来的时候，心间一空，人反而专注起来。
丢开无趣的事物，腾出空间，容纳其它。如此一来，万
物自观而各有其趣。种种趣味，如灵光乍现，在脑中翻
滚而过。哪怕看似普通平凡之物，也能尽显其趣。

趣从静中来。要得趣，先静心，日子自然处处可
见趣味。

趣从静中来
■郭华悦

儿时，常听祖籍成都的老一辈人说：“好吃不过
盐煎肉！”耳听为虚，我往往顾名思义：“盐巴煎的肉，
白翻翻的，有那么好吃吗？”尽管心中存疑，但偶尔也
会咽一下口水——毕竟有肉吃比无肉吃强，特别是

“肚家坝唱空城计”时。
然而，恍恍悠悠都人到中年了，这“盐巴煎的肉”

还像一个没有色彩的梦“搁浅”在我的脑海里。直到
上世纪90年代初，我才邂逅传说中的盐煎肉。

那日，我和先生去刚建好不久的重庆某机场参
观，受一位家在附近的朋友之邀，中午去她家蹭饭。

主人好客，有朋自近处来，照样不亦乐乎，她的
成都籍先生围上围裙，竟亲自下厨：麻婆豆腐、夫妻
肺片、川味耗儿鱼、凉拌折耳根……各种偏川西口味
的美食依次登台亮相，吃得我们惊叹不已：“哇，星级
水平！”认识多年，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朋友的先生的
母亲竟是蓉城一家赫赫有名的餐馆的大厨师——美
食基因再加上家传家教，其烹饪水平想不高都难！

不过，我却没有想到，这场美食家宴的高潮竟是
我既没朝思也没暮想的盐煎肉！

正询问川味耗儿鱼的烹饪方法时，一份有蒜苗、
青红椒相伴的“回锅肉”作为主菜上桌——该菜油色
红亮、干香扑鼻、肉片酥嫩、豉味浓郁……一块、两
块、三块，我一口气吃了好几块：“哇，这回锅肉好
吃！”主人笑道：“这不是回锅肉，而是盐煎肉！”闻言，
我不禁叫了起来：“原来这就是盐煎肉啊！我还以为
是……”“盐巴煎的肉，白翻翻的！”我家先生半开玩
笑地接道。

“盐煎肉与回锅肉的相似度的确很高，可以说它

是回锅肉的姐妹菜。不过，它与回锅肉也有不同之
处，一是肉去皮，不煮，生爆；二是煎炒时要添加豆
豉。”曾在某重点中学任教的“大厨”相当“语文”地解
释道，“虽然它叫盐煎肉，其实在煎炒时一点盐都不
放！”有了这言简意赅的点拨，尽管他并没有详细介
绍烹饪步骤，但我却瞬间自信爆棚：“只要会炒回锅
肉，就一定会炒盐煎肉！”

第二天，我特地去肉店买了一块肥瘦相间的五
花肉，剔骨去皮，将肉切成薄片；蒜苗切段，青、红椒
切块、豆瓣酱剁细（也可剁点蒜茸）；油烧至五成热，
放入肉片煸炒至熟，再放白糖煸炒至香，然后烹料
酒、下豆瓣酱、豆豉、红酱油，炒出红油之后将肉片铲
起；将青、红椒放入留有油的锅里煎炒断生，再将肉
片倒回锅里翻转，随后下蒜苗炒匀，起锅装盘……有
样学样，我第一次学做盐煎肉便大获全胜。

吃着自己做的盐煎肉，我洋洋自得：“这比做回
锅肉还简单嘛，至少用不着下锅煮……”煮？不煮
就没有汤？！我心里咯噔一下，刹那间回豁（四
川方言，指变得清醒明白）过来：咱老一辈人
之所以说了多年的“好吃不过盐煎肉”，却从
未下厨给我们这群“好吃狗”做过，除了成渝
两地的食俗、产出差异之外，显然还是因为
做回锅肉有汤！想想也是，那煮过肉的汤香喷
喷、油旺旺，只需放一点盐，便美味无比，任放
什么蔬菜在里面煮，端上桌都是一锅鲜。别小看
这一锅鲜，在当年经济拮据、人丁兴旺的家庭里，
无疑是最好的“食补”——老一辈人爱犊、护犊的良
苦用心由此可见一斑！

也许是习惯成自然吧，尽管会做盐煎肉且家庭
日趋小康也不再在乎有汤无汤，但在以后的若干年
里，我家餐桌上还是像左邻右舍那样以回锅肉为主，
直到近些年，我才重新将这道美食录入我的家常菜
谱并升级为招牌菜。

此后，我常以此菜待客，偶尔参加亲朋聚会，还
会携带预先准备好的食材和配料秀一秀这一独门绝
技。有一年，我刚从上海返渝，便受到一位朋友的热
情邀约，去她家参加一群作家朋友的聚会。有机会现
场秀厨艺，我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于是便带着食材和
配料欣然而去。当那盘盐煎肉被诸位朋友的点赞抬
上“云端”时，我似乎也有点飘飘然，不禁叹道：“好吃
不过盐煎肉！”

好吃不过盐煎肉
■李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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