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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风艺文志

风物志

春意融融南阳村
◎姚伟

初春的天像娃娃脸哭笑
无常，前几天雨雪交加寒气逼
人，随后虹销雨霁气温回升。
我再次走进南阳村，阳光格外
灿烂，天空仿佛水洗一般清澈
透亮，碧蓝碧蓝的，羞羞答答
的云朵偎依着和煦的春风慢
悠悠舞过来，清新的空气中带
着泥土味沁人心脾。蓝天白云
下房舍楼阁泛着金光，三三两
两的村民走在街道上，脸上溢
满笑容，享受着春日暖阳，悠
闲自在。置身这花园式村庄，
一股融融春意扑面而来。

南阳村是宝鸡市陈仓区
东关街道所辖的一个村子。据
散佚史料记载，南阳村所在之
地土质肥沃、地势平坦、人口
稠密，唐代就形成村落，修有
十余亩的城堡，起初因毛姓和
张姓人早居，村子故起名毛张

堡。后因他姓村民迁入，而早
居者减少，渐无毛姓村民，又
因村庄位于渭河平原二级沙
滩阶地最南、渭水之北，水北
为阳，明末遂改村名为南阳
堡。1984 年更名为南阳村，
现在村子还有一处不大的土
城墙遗址，矗立在村子中央的
大舞台顶端仍嵌刻着“南阳堡
礼堂”五个大字，昭示村子悠
久的人文历史。

沿虢蔡路虢镇东进入南
阳村，村口大路正中矗立着一
座石刻照壁，成为南阳村的一
个标志和亮丽风景。照壁的正
中大块壁上，“明道立德”四个
金色大字格外醒目，这座壁被
称作“明德壁”，这条路起名

“明德路”。站在明德壁前端详
细思，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这
照壁立的是治村之本，树的是

村魂，筑的是祥和安康村兴富
民之梦。

南阳村的街道纵横交错，
南北七条路，路路贯通 ；东西
八条街，街街通畅。尚仁街、尚
义街、尚礼街、尚智街、尚信
街、尚勤街、尚俭街、六合街八
个主街道名，具有传承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意义。临街的
墙壁上描绘有家风家训、村规
民约、传统美德、普法宣传文
字漫画。道路旁统一栽植月
季、菊花、黄杨等花草树木，四
季花红草绿，装饰点缀着街
巷。漫步在宽敞整洁的街道，
感受着浓郁的文化气息，沐浴
着融融春日阳光，就是一次心
灵的洗礼。

沿明德路行至六合街，步
入南阳村文化休闲中心“六合
广场”，一片美景尽收眼底。大
门左边一排平房，是南阳村公
共服务中心，房顶悬挂着醒目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
牌，不时有满面笑容的村民从
服务中心进出。中心前广场，
几棵松树、女贞树郁郁葱葱，
还有四排落光了叶子的法桐
伸长了枝条，仿佛要牵手似
的。在树丛中，造型美观别致
的怡然亭若隐若现。两只喜鹊
在怡然亭顶琉璃瓦上追逐嬉
闹，飞到法桐树枝上蹦着跳
着，对着蓝天欢叫。几只从空
中掠过的小燕子收起翅膀，倏

地返回俯冲下来，落在树枝上
“叽叽”叫着呼应着。一对在女
贞丛中恩爱着的小花雀伸出
头来，意犹未尽地头挤头尾挨
尾，加入鸟雀合唱队。蓝天、暖
阳、鸟鸣、人语，构成一幅自然
祥和春意图。

大门右边是文体广场。宽
阔的广场上，有篮球场，还有
其他健身器材，几位村民正在
器材上锻炼，悠闲自在。广场
南边是高大雄伟的“南阳堡礼
堂”，礼堂建于 1981 年，村里
近年又投资二百余万元对其
进行升级改造。礼堂内装修建
成村史馆、党史长廊、道德讲
堂、家风家训馆、党员体验中
心，又保留原来唱大戏用的舞
台功效，一堂多用，堪为农村
旧戏楼改造的典范。村里还建
造了一座“畅和亭”文化长廊，
廊长 25 米，融宣传教育、休闲
娱乐为一体，设计独特，造型
大气别致，成为南阳村的又一
个标志性建筑。

如今的南阳村村办企业
不断发展壮大，第三产业经济
强力支撑，外出打工的人纷纷
回村创业定居，目标是把南阳
村建成远看是花园、近看是家
园、细看是乐园的新农村，切
实提升村民的幸福指数，建成
全省最美乡村。

走出南阳村，红日当头，
让人感到暖洋洋的。

吃春芽
◎马科平

二月二炒豆豆
◎李会芳

“二月二，龙抬头，家家
锅 里 炒 豆 豆，惊 醒 龙 王 早
升 腾，行 云 降 雨 保 丰 收。”
读 这 首 民 谣，唤 起 了 我 童
年的记忆。

在我的家乡一直流传着
农历二月二炒豆豆的习俗。
记得小时候，每年二月二这
天，母亲就早早起来炒豆豆。
母亲说，二月二炒豆豆，人不
生病地丰收。当时，我并不理
解这句话的意思，只知道农
村人的日子过得紧巴，孩子
们一年到头没有零食吃，豆
豆就成了我们最环保最廉价
的食品。

母 亲 把 准 备 好 的 玉 米
粒 倒 进 烧 热 的 铁 锅 里，用
铁铲不停地搅动，我禁不住
香气诱惑，跑进厨房伸手就
抓，母 亲 挡 住 我 说 ：“ 刚 上
点 火 色，不 急！”她 盖 上 锅
盖，续一把麦草火，锅里“嘣
嘣”作响，母亲笑着掀开锅
盖 说 ：“ 金 豆 开 花 龙 抬 头，
今年就是好收成！”我看见
锅里黄灿灿的玉米豆，有的
开出白花，有的裂开肚皮，
兴奋地拍手叫好。母亲把锅
里的豆豆铲到簸箕里，我急
不可耐地抓一把就吃。热乎
乎的豆豆，香在嘴里，留在
胃里，那种纯玉米味道填满
了我的童年，流淌在我成长
的岁月里。

随 着 家 里 生 活 好 了 一
些，母亲就用面为我们做棋
子豆，这是最奢侈、最馋人的
豆豆。母亲和面时加入盐、五
香粉、鸡蛋，还有炒熟碾碎的
杏仁。面发好后，她用擀杖擀
成一指厚的饼，切成一指宽
的条，再切成小正方体块，倒
进锅里用小火慢慢炒。炒熟
的棋子豆吃起来又脆又酥，
余味无穷。

二月二这天早晨，我会
带着豆豆去学校，与同学们
交换品尝不同味道的豆豆 ：
黄 豆、黑 豆、花 生 豆 …… 教
室里豆香弥漫。上课前，同
学们把品出的最好吃的豆

豆放在讲台上。我带的棋子
豆 因 母 亲 厨 艺 好，味 道 独
特，上了讲台。

老师走进教室，一眼就
发现了讲台上的各种豆豆，
脸上露出会心的笑容，品尝
几粒豆豆后，给我们讲起二
月二炒豆豆的来历。传说，
武则天做皇帝时，惹恼了玉
帝，传谕诸龙王，三年不可
向人间降雨。管天河的龙王
心软，被老百姓哭声饿景所
感动，于是抗旨降雨，玉帝
听闻大怒，把他打下凡间压
在一座大山下，并在山上立
碑 ：龙王降雨犯天规，当受
人间千秋罪。要想重登灵霄
阁，除非金豆开花时。我们
的 祖 先 很 聪 明，二 月 二 这
天，将黄豆干炒，令皮炸开，
宛若开花的金豆，管天河的
龙王因此获释。于是，老百
姓把农历二月二作为纪念
日，便有了炒豆豆的习俗。

故事讲完，老师带头吃
起了豆豆，紧接着，教室里

“咯嘣、咯嘣”的脆响便不绝
于耳。

后来，村里的王叔买了
一台爆米花机，每年临近农
历二月时，他都在村子大槐
树下，支起那黑乎乎的手摇
爆米花机，放一个风箱、一个
背篓。不用村主任敲钟，随着

“砰”一声炸响，家家户户都
有人端一碗玉米排队。孩子
们更是机灵，叽叽喳喳围拢
一圈等待，看着要引爆时，个
个捂住耳朵、屏住气往大人
背后躲。巨响过后，他们蜂拥
而上，争着抢着捡拾“蹦”到
背篓外边的玉米花。主人提
着装爆米花的袋子，分享给
排队等候的人们，大家一边
吃一边说笑。

如今，街道上、超市里卖
的豆豆种类杂、口味多、色彩
鲜艳，我也会买一些回家，却
吃不出小时候的味道。在传
统民俗和前卫商品潮的角逐
中，我依然喜欢吃铁锅炒出
的豆豆，因为那是爱的寄托。

乘着春风去踏青
◎絮芯

二月二，原本普普通通
的一天，却因为是传说中龙
抬头的日子，被人们融入了
许多的情愫。

古人将这天称为“踏青
节”。踏青，古时叫探春、寻
春等，在花草返青之际，呼
朋引伴到郊外原野远足踏
青，并开展如蹴鞠、荡秋千、
放风筝等活动，现在我们称
之为春游。相传很早以前就
有二月二踏青的活动。《旧
唐书》载 ：“大历二年二月壬
午，幸昆明池踏青”，就说的
是气温回升，草木萌动，春
风拂面，阳光温柔地洒落在
生机盎然的大地上，京都长
安城的人们，三五成群地来
到郊外踏青，沐浴着暖阳，
静闻着花草香，拥抱这充满
生机的大自然。唐朝诗人韩
琮还留下了诗章《二月二日
游洛源》：“旧苑新晴草似
苔，人还香在踏青回。”天空
刚刚放晴，草色还新绿，旧
日的院落里就长出如青苔般
翠嫩的青草，诗人回到此处
踏青，等待他的是院落中春
草的香气。寥寥数语，让人
对踏青生出无限向往。

春来柳先知，别的树木
还未从冬眠中缓过神来，柳

树 早 已 应 了 春 的 邀 约，循
着春风抽绿吐芽，跳起了舞
蹈。李商隐在《二月二日》中
写 道 ：“ 二 月 二 日 江 上 行，
东风日暖闻吹笙。花须柳眼
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
二月二日诗人乘船泛游江
上，春 风 和 煦，阳 光 送 暖，
远处传来悦耳的笙乐。他一
抬头，就与一江春色不期而
遇，只见花蕊细长如须，柳
叶的嫩芽如美人睡眼，生机
勃勃、恣意生长，紫蝶黄蜂
翩翩飞舞，诗人流连陶醉于
美丽春色中。诗的首句“二
月二日江上行”，明确地道
出了诗人是在踏青节这天
于江上春游。

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于
生活在广袤乡间的农人来
说，这一日亦是“春耕节”，沃
土已被春轻轻唤醒，农人们
开始了新一年的耕种，在锄
头落下的地方，种下一颗颗
希望的种子，开始期待新一
年的收获。

我们何不趁春风正暖，
偷得半日闲，去原野踏青，品
味一份独有的宁静与惬意，
让每一天都充满期待与欣
喜，令生活在平凡中闪耀出
非凡的光芒。

万物蓄势待发的春季，一
切都在生长。种子发芽，“柳楝
桑槐梓，杏榆桃李椿”，这些乡
村的土著树木陆续返绿。一款
款蕴含强大能量的春芽，携带
生命力量、春的气息，从枝头
探出，沐浴春风，几乎一天一
个样儿地舒展。

吃春芽其实就是吃春，把
美好的春意在唇齿间品尝，唇
齿之间是美妙的清香，这清香
是芝麻香油伴着鲜嫩野菜的
清香，不过，这清香中也有淡
淡的苦味，是隐隐约约的苦
味。我喜欢在这样的味道中流

连，那些鲜嫩的生
命 中 萌 动 蓬 勃 的
春意。

朴实无华，长在沟
崖、角落的山梧桐、楤木、枸
桃，幼芽嫩苗初长，树枝几乎
每个端点都拱出了芽苞，一束
束紫红如玉，一簇簇青如翡
翠。这些幼芽和嫩茎叶，用开
水烫过后，清水稍稍浸泡，沥
去水分，凉拌、小炒，都是难得
的尝鲜食春美味。

柳树幼芽嫩叶可入馔，微
苦。槐花可以拌面粉蒸制“槐
花麦饭”， 焖蒸之后，嫩生生、
鲜亮亮，甜美爽口、不油不腻、
筋道可口。还可以用槐花包饺
子，做槐花饼子、槐花粥，同样
悠悠清香、绵绵芬芳。

《本草纲目》中载 ：
“榆未生叶时，枝条

间生榆荚，形状
似钱而小，

色 白

成串，俗呼榆钱。”榆钱性凉味
甘，食之可清热解毒，既可生
吃，又能蒸熟吃，还可炝汤喝。
把榆钱洗净，和面蒸成饽饽、
窝头或馒头，蘸着麻油、香醋、
蒜泥调成的汁吃，味道不比饺
子差。

香椿芽隆重登场，听来就
明媚，仿佛满嘴的清芬、满腹
的春色 ；而它独特的香气和味
道，颇受大众青睐。普遍的做
法是椿芽炒蛋，只需一点儿，
焯水、切碎，蛋炒到金黄，裹着
零星一点绿一点紫红，晶润的
色泽养眼、浓郁的香气扑鼻。

香椿芽气味浓烈，最懂它
的做法是素食凉拌。吃凉拌香
椿芽犹如品乡间小调，亲切而
质朴，又美妙无比，不加任何
辅佐食材。焯水、晾干、略腌
制，生抽、盐、香醋、麻油，寻常
拌法、寻常流程、寻常青花碟
子，盛一盘紫玉翡翠，看着心

就醉了。
香椿芽也可用来清炒，少

放盐、多放油，吸足了油的香
椿芽吃起来更加绵软。人间有
味是清欢，这句话深合我心。
清淡之蔬，最是天然好滋味。
宁静的春日里，每次吃春芽，
我都会像古人那样扪腹而笑。

香 椿 芽 无 论 腌、炒、炸、
拌，都很入味。我爱吃香椿拌
豆腐，女儿喜欢香椿末炒鸡
蛋，妻子醉心香椿馅儿水饺。
儿子习惯嚼鲜香椿，用水清洗
干净，嚼食嫩茎，标新立异的
吃法，也许最原始，却能品出
阳光与绿色的味道。

春天总觉得短，春芽的食
用周期也短，这些人间绝色的
味道转瞬即逝。“雨前椿芽嫩如
丝，雨后椿芽生木质”。于是，那
些高高低低、沉默淡定的树木，
那齿颊留芳的春芽滋味，绵延
成了岁月里恒久的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