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月，石榴初红
五月榴花把红收藏，隐去几日
又悄悄把双倍的红，给了后来者六月榴果
一分一分，忍过寂寞
染红了整个季节，红了经年
进退不是哲学，进退都是哲学
哲学就隐藏在顺应自然中
而我，百次相识，仍宁愿你
永远是不知进退和明哲的少年花红

油彩之夜，光之静舞与炫彩
油彩染红了夜的黑暗
时光凝固，千古愁、万古愁凝成雕塑
从桥上走过，就是从水中走过
从人间走过，就是从天堂走过
时间是静谧的诗
夜是静谧的时间
夜、诗、人，两两相忘
诉说漫漫时空的短暂相遇
此生，该说的，已说了很多
此刻，我只要此刻
只要这夜之静，光之静舞
光之短暂与炫彩

南湖夜歌
纤纤，盘盘，田田，潺潺惊起的水波之上
金鱼画上音符，谱唱新曲，水草敲击节奏
一百次选择，一百次是你
一千次选择，一万次仍是你
荡漾在深色、浅色、黝黑、冰凉、颤动的微波里
色彩、墨色，是最复杂的表达
沉默是今晚的虹桥
沉默是今晚的湖桥
在湖桥的微波里，水——永远达观、仁爱的智者
生命的源、升华和容纳……　
不说再见，永世相随
在生命、抉择的每一个喜悦、绝望或决绝中

水之舞
窃窃私语，深情互诉
秋从红叶石楠齐刷刷的嫩叶尖走来
从青石榴状膨胀的腹部红走来
从细雨的斜织中走来
从暴雨的狠狠拍打中走来
从你欢乐的歌中走来
从你忧伤的歌中走来
从你铿锵的节奏中走来
就这么，轻轻悄悄
以湖面为舞台，天地为背景，山色为衬托
至柔至刚，至含至放
至喜至忧，至疾至徐
至激越至低沉
婀娜摇摆，千旋交互
集聚造型，单柱独诉
灵魂的声音
以音乐，以绘画形式
独舞于天地，人间
仿佛不因谁歌，不为谁舞，只为淋漓
水落而意不绝
音绝而歌舞又起
几多喜忧，几多雄心悲壮
唯歌之、舞之、挥洒之、含蓄之
才一舞永恒，余音绕梁
岸边，什么时候聚起
这么多眼睛、耳朵、镜头
南湖无声，人群无声
月亮、白云、山水悄然应和
水啊，此刻，你之舞何尝不是你我在舞
何尝不是替你我、世人、民族、世界而舞

关中平原城市群
                实力作家联展

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

扫描二维码下载“掌上宝鸡”，
查看更多精彩！

咸阳 梦里梅香
◎ 邹敏娟

南湖组诗
传凌云

邹敏娟 ：陕西散文学会会

员，陕西青年文学协会会员，

有散文作品入选 《2008 年中国

散文诗精选》，散文《青青古冢

草》选入陕西省高中语文补充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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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

传凌云 ：笔名云川儿，中国
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渭南市作
家协会副主席，渭南市文艺评论
家协会秘书长，《华山文学》副主
编。曾就读鲁迅文学院陕西中青
年作家班等。著有诗集《紫色苍
茫》《对镜》，散文随笔集《迟到
的阅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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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那 里 把 中 秋 节 直 呼 八 月
十五，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吃蒸饺。
中间有什么来历，村里老人从来没讲
过。查了许多资料，也没有找出个说
法。国人逢年过节吃饺子，图个团团
圆圆、热热闹闹，想必是这个意思。可
这饺子基本上是水饺，我们过年过节
也吃，但到了中秋节，我们却只吃蒸
饺。蒸饺体现一个“蒸”时，是否在团
团圆圆、热热闹闹上又体现了“蒸蒸
而上”？不得而知。

小的时候，点心、麻饼、饼干、“天
鹅蛋”我们倒也知道几样，但专门为

八月十五制作的月饼却是没有见过，
自然谈不上吃。八月十五走亲戚也只
送绿豆糕，不送什么月饼。知道月饼
是进城后的事，当时还有点稀奇，只
怨自己是个土包子，这么多年白活
了。吃了一个，却难以适应那种甜腻、
黏滞的口感，只好敬而远之。

中秋节赏月，生长在泥土里的
我们更是匪夷所思。大人们成天披星
戴月在田里劳作，几乎快忘了月亮。
小孩子天天在月亮地里跑来跑去，和
月亮熟悉得就像自己的左右手。赏
月？赏啥赏？能赏个啥？赏月是从
诗里看到的，什么“海上生明月，天涯
共此时”，什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
故乡”，什么“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
明”……美是美，却总觉得那是闲人
的事，有吃饱了撑的嫌疑。

我们就想着吃蒸饺。
那时候总是缺吃少穿，日子总

也不能“蒸蒸而上”。按说秋天理应
稻谷成熟、瓜果飘香，可我们这里却
只有苞谷、红苕和高粱，我们的嘴也
只得极不情愿地告别麦子，接上了实
在不可口的苞谷、红苕和高粱。再要
吃上一顿和麦子沾边的饭，只能等到
过节。而最靠近的节日只能是八月
十五。

盼呀，等呀，八月十五终于到了。
但我们心里一点也不瓷实，其时正是
秋收秋播大忙的时候，大人们整日忙
得焦头烂额，弄不好这一顿令人神往
的蒸饺就会泡汤。直至母亲风尘仆仆
从地里赶回，急火火地蒸起了红苕，
我们悬着的心才悄悄回到了原位。

蒸红苕是为了和面。大人们说用
刚蒸熟的热红苕和面软和，适宜蒸蒸
饺。红苕皮当然要剥掉，不然面会成
大花脸。我却一直觉得这是大人为了
省白面堂而皇之找的借口。热红苕掺
和在面里软是软，但却泛黑，且有甜
味，和原汁原味的白面比，既不好看，
也不好吃，光图软和也不是个事啊！

狐疑是狐疑，却谁也无法反对。
和好面，让面醒着，母亲开始拾掇馅
子。当然没有肉。后来进了城才知道
蒸饺也有肉的，却总觉得没有素的

好 吃。母 亲 拌 的 馅 一 般 是 大 葱、豆
腐和粉条，有时候也有萝卜、葱和豆
腐。如果再加点地软，那味道就是真
的好极了！

接下来开始捏饺子。我们这里对
蒸饺不说包，说捏。水饺才叫包。捏饺
子是母亲的事，擀皮、捏饺子一人干。
父亲负责烧火。母亲擀皮不是一个一
个地擀，而是擀一提子面，然后用一
个圆器械在面上挨着旋。水饺小，用
手电筒后面的盖子旋 ；蒸饺大，用搪
瓷茶缸旋。旋出的饺子皮圆圆的、薄
薄的，咋看咋像一个个圆圆的月亮。

捏饺子是项技术活，母亲是个
左撇子，却捏得得心应手。她把饺子
皮放在右手心，用小勺从盆里挖两勺
馅，搁饺子皮中间，右手托着，左手提
起两边，轻巧地往一起捏。捏合后，按
说饺子就算好了，可母亲却不罢休，
继续用大拇指和食指像现在年轻人
表示红心那样，沿着饺子皮一下一下
往前搓，手指移动后，饺子皮上随即
印上了纤细、好看的皱褶，比锁边机
锁的衣服边还要好看。第一个饺子出
来了，弯弯的、胖胖的，仿佛半轮好看
的小月亮。接着第二个、第三个出来
了，最后，面和馅在母亲手中都变成
了“小月亮”，转着圈地排在蒸笼上。

这时候，锅里的水也被父亲烧得
翻浪花，正满腔热情欢迎摆满“小月
亮”的蒸笼上锅。蒸笼上锅后，父亲手
里的风箱又欢快地唱起来，啪嗒啪嗒
啪嗒……乳白色的蒸汽攀升到最高
的蒸笼后，风箱开始慢下来，啪——
嗒——啪——嗒……末了，半天啪一
声，半天嗒一声……就在啪嗒声的演
绎中，蒸笼中的香气先是悠悠地飘
散，接着愈来愈浓，愈来愈撩人心扉。
这个时候是我们小孩子最难熬的时
候，伙房跑了一回又一回，笼盖被眼
睛揭了一次又一次，肚子里的馋虫也
一下紧一下地抓挠起了肠胃……终
于，风箱声戛然而止，蒸饺熟了。我们
激动万分，一个个脑袋一股脑地往锅
灶边攒。母亲端开笼盖，蒸汽缭绕中
一个个益发饱满、可爱的“小月亮”笑
盈盈地闪了出来。

蒸饺盛到碗里，但还不能吃，头
笼饺子必须送左邻右舍，这是我们这
里的规矩。这不，人家已经开始给我
们送了。送过蒸饺，我们立即大快朵
颐。滋味如何，谁也顾不上品，反正就
是那个味。吃方为硬道理。一口一口
又一口，一个一个又一个。筷子飞舞
中，一个个“小月亮”赛跑似的跃进了
我们嘴里，我们的肚子也很快鼓成了
一轮轮立体般的圆月亮。

十六岁时，我到高阳念高中，生
活很艰苦，整天喝开水，啃冷馍。一到
八月十五，便忍不住地要想家，特别
要想母亲捏的蒸饺和一家人吃蒸饺
时的融融气氛，想着想着，心情便有
点郁闷，颇有点“每逢佳节倍思亲”
的滋味。但那时候中秋节不放假，我
再怎么伤感，也回不了家，只能把这
种情愫化成一种回忆，深深地藏在心
中。后来，我进了城，城里人中秋节却
不吃蒸饺，而是吃月饼，我也只能附
庸风雅地嚼起了实在不爱吃的月饼。
结婚后，过第一个中秋节，我提出吃
蒸饺。妻子是河南人，对我的想法很
惊诧，说 ：“中秋节吃月饼，你咋想
起吃蒸饺？”

“我老家可都是吃蒸饺。”
“你不是找借口吧，中秋节吃月

饼，没听说过吃蒸饺！”
“可我们那里真的吃蒸饺！”
妻 子 虽 然 用 不 相 信 的 眼 光 看

我，但还是按我说的法子烫面剁馅
捏蒸饺。烫面用的是开水，热红苕烫
面的事我没有说。她不会捏饺子，会
擀皮，擀的皮虽不圆不薄，却毕竟是
饺子皮。我也不会捏，但我见过怎样
捏，便赤膊上阵，笨笨拙拙地捏。夫
妻俩合作捏成的饺子虽然瘪塌、难
看，却毕竟开始了第一次。这以后，
妻子擀的皮越来越圆、越来越薄，我
捏的饺子也越来越饱满、越来越像
个“小月亮”，蒸熟了的蒸饺自然也
越来越有味。 

这一捏就是三十年。
今年的八月十五就要到了，不知

怎么着，我突然想用热红苕烫面，好
好尝尝过去那原汁原味的蒸饺。

咸阳 梦里梅香
◎ 邹敏娟

咸阳 梦里梅香
◎ 邹敏娟

铜川

家在北方，梅树甚少。早年读林

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

黄昏”，忍不住浮想联翩，想那茫茫大

雪之中的一树寒梅，是怎样的冰肌玉

骨、玲珑剔透？雪中寻梅，醉折残枝，

又是怎样的一番诗情画意呢？这样

想着，那一缕透着清寒的冷香，就无

数次悄悄飘入我的梦中，令我陶然欣

然，醒后却分外惆怅。

闲来无事，也爱听古乐。古琴曲

中有一首《梅花三弄》，古朴悠远，韵

致清雅，深得我心。据说这首曲子曾

由东晋名士桓伊用笛子演奏给书法

家王徽之听，高妙绝伦，为世人称颂。

我虽无缘聆听，却也从古琴冰清玉洁

的韵律中领略到寒梅在素雪之中摇

曳的风致。此曲名为“三弄”，为三个

相互关联的篇章，分别描述了梅花由

含苞待放到凌寒盛开，及至稀疏凋零

的过程。梅开三度，各有其美 ：一度

渐次展瓣，欲开还羞；二度繁花怒放，

满树芬芳；三度慢慢凋落，绿芽萌出，

象征着冬去春来，希望不灭。而在一

天之内，赏梅又分早、中、晚三个时

段。早上的梅花含露带雪，晶莹洁白；

中午的梅花光华灿烂，芳香阵阵 ；而

月光下的梅花，疏影交横，幽香不尽，

自有一份朦胧飘逸的美。                                       

明末清初画家陈洪绶少负才情，

不到二十岁画名就享誉大江南北。在

明代灭亡的前夕，他赴京入国子监，

亲眼看见时世的黑暗。

他的老师黄道周在平台痛陈朝

廷奸佞当道，崇祯大怒，将其下刑部

大狱，满朝文武噤若寒蝉，唯远在漳

浦的涂仲吉一人为其鸣冤。陈洪绶无

能为力，愤而离开京城，舟行天津杨

柳青时，作《痛饮读骚图》以释怀。图

中一人于案前读《离骚》，神情忧愤，

右手边有一花盆，中置白梅翠竹 ；其

人右手握酒杯，似要将杯子捏碎，左

手用力压向几案，心中的不平之意尽

显纸面。白梅清冷高洁，翠竹宁折不

弯，而《离骚》，则有“愤懑沉郁”的意

思，画中所指不言而喻。梅、兰、菊、竹

被誉为花中四君子，梅的清，正是对

尘世污浊的无声对抗，也是中国文人

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明净坚贞、自在

高迥的人生境界。

梅花也是相思的信物。三国儒将

陆凯有诗云 ：“折梅逢驿使，寄与陇

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他

在戎马倥偬之中登上梅岭，立马于梅

花丛中，回首北望，想起了自己远在

陕西陇县的好友范晔，又正好碰到有

驿使要北去，便轻轻折取一枝清幽的

梅花，附诗一首，托驿使带给自己的

友人。我想，当范晔收到这封来自烽

火连天的南疆的信时，那梅花的清芬

一定会让他潸然泪下，陷入对朋友的

思念之中无法自拔 ；或许他在梦中

还会看到，朋友正站在梅树下，向他

微笑致意……“忆梅下西洲，折梅寄

江北。”昔日梅树下游乐的情景历历

在目，那些甜蜜而美好的记忆并未随

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散，当梅花又一次

开满枝头，忍不住想要折一枝，让它

带去对远在江北的心上人的深深思

念。天涯海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

处。梅的香，绵长悠远，正如跨越千山

万水经久不息的相思之情。

“开时似雪，谢时似雪，花中奇

绝。香非在蕊，香非在萼，骨中香彻。”

宋人晁补之如此赞颂梅花。梅花的

香，是来自于本心，与生俱来的，即

使在雪欺霜压、朔风摧残之下，零落

成泥碾作尘，那份孤清的香气依然还

在，梅的风骨由此可见。唐人爱牡丹，

宋人却爱梅，这样的审美情趣的迥异

与时代变迁息息相关。大唐盛世，雍

容华贵，牡丹天姿国色，尽显大国之

风 ；而宋代重文轻武的治国方略，使

国家长期积贫积弱，中原夷狄相盛

衰，与外族部落之间相扶相杀，此消

彼长，战乱频仍，尤其是靖康之耻以

后，整个大宋王朝风雨飘摇，随时有

大厦倾覆的危险。士人们在这样的危

亡时刻，要么投身从戎、血洒疆场，要

么隐逸山林，向蒙古统治者表示无声

的反抗。他们就如挺立在风雪之中的

梅花，一身傲骨，满腔清气，九死而不

改其志，其坚韧之心令人钦佩。宋人

赏梅至南宋始盛，正是此因。78 岁

的陆放翁，贫病交加之时僵卧孤村，

梦中依然是战旗招展、铁马冰河的

情景。闲居故乡山阴，他恨自己年迈

无力，不能报效国家，赋诗道 ：“何

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

千千万万的陆放翁，化身千千万万棵

梅树，他们长在破碎的山河之上，长

在朗朗乾坤之间，长在中国厚重悠长

的历史画卷之中，成为中国文化中熠

熠生辉的一笔，熔铸成中华民族之精

气神。

走笔至此，惆怅之情不觉一扫而

空。虽无缘一睹梅花真容，梅花的精

神气度却已了然于胸。赏梅，不只是

观梅影、嗅梅香，更为要紧的是品其

韵、悟其格，在寒彻骨的天地间，赢得

一生扑鼻香。

云岗 ：原名唐云岗，陕西

蒲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陕 西“ 百 优 ”作 家。已 在《 小

说月报》 《天津文学》 《边疆

文学》 《山东文学》 《延安文

学》 《红豆》 《朔方》等发表中

短篇小说、散文多部（篇）。出

版长篇小说《城市在远方》，

中短篇小说集《永远的家事》

《罕井》 《雪落大地》，散文集

《苜蓿》等。曾获全国梁斌小

说奖长篇小说一等奖、第三

届柳青文学奖。 

八月十五吃蒸饺
◎ 云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