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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隧道舌尖上的乡味儿
■黄金荣（伊通）

青春岁月
■张安敏（四平）

这家蜗牛
■王雪岩（四平）

上梯子擦窗框，看见个圆乎乎的黑东西，
用手去抠，没动，仔细看了下，惊得我险些从梯
子上掉下来，竟是我一直苦苦寻找的蜗牛妈，
跑了 200 多天了。它是在下完崽后的第 43 天
逃跑的，在和它的一番较量中，我输得彻底，以
至于常对着地砖左顾右盼，喃喃自语：跑哪儿
去了呢，按说应该跑不出这个屋啊。

它是我在 8 月的一天傍晚雨后散步时捡
的，那天我走得小心翼翼，生怕弄湿鞋，它就停
在我的右脚边，我要步子再迈大一些，肯定踩
着它了。路边有好几只蜗牛，都壳肉模糊，有
的壳碎了，肉体还在挣扎。那一刻，我好心疼，
这也是条命，应该被善待。于是，把仅有的一
点农夫山泉喝掉，捡起它，装进瓶子里。

它很快爬到瓶口，估计里面缺氧，我把它
放到左手心，它几下就爬到食指上，夕阳打过
来，给它镀了一层金。它把我的食指当成平衡
木，做着各种动作，360度转身、回首、低眉、高
扬，两对触角时大时小，我在看它的同时，它也
在观察我。

我走得很慢，腾出右手录视频。身后的人
走过来，都饶有兴致地看，走过去的伸着脖子
回头，它成了风景。那条路在博达学院门前，
三三两两的学生看着我笑，大概是笑我这个老
阿姨，童心犹在。

到家我把瓶子剪短，只留三分之一，找块
纱布盖上，用线系好，还在瓶里放了黄瓜片，洒
了水。做完这些，我有一种成就感，咱也有宠
物了，又录段视频，发办公室的微信群，好多人
给我点赞，也有人不屑一顾，比如小郭，她说雨
后蜗牛多，她的那只就是在雨后捡的，养了四

年，盖子厚厚的，名叫“不缺钙”。
8月是多雨的季节，三天后小郭送我一只，

比我的这只大，我把它放到瓶里，它们好像认
识，缠绕，连在一起。这回能下崽了，小郭抑制
不住兴奋，指着瓶子说。蜗牛雌雄同体，看壳
上的螺纹，分左旋或右旋，两个同旋向的交
配。小郭教生物，总是见缝插针地科普我，她
让我放点儿白菜进去，巨峰葡萄瓤更好，我从
果盘里薅了两粒巨峰葡萄，去掉皮投进去，两
只蜗牛立马爬过来，抱着就开吃。小郭说，别
看它们嘴小，和针尖差不多，却有着两万六千
多颗牙，是世界上牙齿最多的动物。

一个月后的一天早上，后换的金属网盖被
拱出一条缝，两只蜗牛“越狱”了。小的不见踪
影，大的在附近的芦荟盆里玩耍，我寻思让它
玩会儿，再去看时，海棠花盆的土里有个小
包。我轻轻用棉签拨开，大的在里面，我把它
拿出来放回瓶里，转眼它又爬到盖顶。“大热的
天，里边有吃有喝的，干嘛出来。”我呵斥它。
再一细看，它的身体上有许多小白圆球，天哪，
这是下崽了，我赶紧把它拿出来，找到之前它
埋自己的地方，挖坑放进去，谁知刚埋好它就
爬出来，不在海棠盆里待着，非爬到另一个花
盆里。我不敢动它，毕竟它是个“分娩的孕
妇”，我很心疼，在埋它的土旁放了白菜叶和葡
萄瓤，它矜持地吃着。

而后，我给了它绝对的自主权，出土入土都
随它，窗台上有一排花盆，每天早起去看，它指
不定在哪个花盆里，有时竟跨越两个花盆，在菊
花盆里安居，土鼓包就是证据。为了验证，我用
牙签拨土，看见一点儿壳，马上就弥好。

有一天，它忽然不见了，哪个花盆都没有，
我把花盆擦了一遍，连花茎花叶都捋了，也没
找到。我非常着急，把窗台附近笨重的沙发挪
了，还是没有。肯定出不去这屋，我唉声叹气，
既抱希望又异常绝望。

三周后，海棠花盆里出现许多小米粒般的
蜗牛，土上、茎上、叶上都是，我把它们集中到
芦荟花盆里，借机数了下，一共67只，陡然想起
那只蜗牛妈妈，要是它在该多好啊。

日子就这么过着，芦荟花盆成了“蜗二代”
之家，我浇水的时候，它们就爬到芦荟上，不浇
的时候，它们就爬下来吃东西。我三天一浇，
它们越爬越高，有的开始往花盆外壁爬，遗传
基因还不小，是想跑吧，我数落它们。

蜗牛爸妈一直没找到，就在我选择遗忘的
时候，擦窗框时居然发现了蜗牛妈，把它抠下
来，放到地砖上，壳口有一层干膜。在我整理
茶几后边的连线时，蜗牛爸竟然掉了出来，壳
口也有一层干膜。把它们放到水池里，两分钟
后，干膜脱落，它俩柔软的身体慢慢从壳里出
来。我火速剪了娃哈哈瓶子把它们装进去，投
了白菜，盖好铁网。它俩吃得欢实，一只爬到
另一只上，我大叫不好，可别生，养不起了。还
好，一个小时后，它俩用黏液把壳口封起来，又
开始休眠了。

观察它们的时候，我在想，人们以为给你
好吃的好喝的，你就得听我的；我对你好，你就
得对我好。殊不知，我的好是有条件的。作为
一只蜗牛，它肯定不愿意受制于人。于是决定
开春把这家蜗牛放到师大门前的草坪里，让它
们回到大自然中去。

早上刚听到叫卖大鹅声，晚上，就与大鹅
不期而遇。

是夜，应老同学之邀，久违的挚友，齐聚小
城的“靠山屯儿”酒店，尽管不是“绿蚁新醅酒，
红泥小火炉”，但与“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的心境还是很契合的，在氤氲的香气中，在红
火的灶台前，点上大鹅锅和野生鱼锅，大家边
品边聊，大快朵颐。

店家很会做生意，桌桌有赠送，当服务员
端上一盘金灿灿烀苞米时，唇齿间立刻漫过软
糯、甜津的味道。对于苞米，我比大鹅更有感
觉，坦诚地说，家养的大鹅肉质醇厚鲜美，但吃
几口就腻了，且还有嚼头，很费牙，哪像苞米这
么软性鲜甜啊。

我爱吃苞米，不管是水煮的烀苞米，还是
火烤的烧苞米。20世纪80年代初，父母带着
我们在乡下生活，日子很清苦。那时候，哪有
零食小吃呀，只有到了苞米灌浆可以啃青的时
候，才能打打牙祭尝尝鲜。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担粮。那个年代，苞
米是百姓的主食，再就上一棵辛辣的大葱蘸大
酱，过瘾。郁郁葱葱的青纱帐，丰丰盈盈的黄
金粮，在松辽平原上伴着春华秋实，养育着一
代又一代四平人。

当年母亲养猪，也养鸡鸭鹅，但出栏后，都
换成了家里的日常生活用品，正所谓“卖油郎

的娘子水梳头”，家人是无福享用的。母亲还
在围墙旁，种了几垄带豆角的苞米。因是“啃
青”，就意味着这苞米还很嫩，某种程度上也是
一种“浪费”，因此父母断然不肯掰下过多的鲜
苞米食用。我和妹妹占了“小”的便宜，哥哥们
总是在灶膛里烧好了苞米，再磕掉柴灰，用苞
米叶裹着递到我们手里，看着我们啃得满嘴
黑，欢呼雀跃。

到了猫冬的时候，母亲就会一穗一穗把已
晾干的苞米搓下，炒上一锅“苞米花儿”，在没
有电视的夜晚，在昏黄的灯下，全家人拥衾围
坐共享美食。彼时长夜漫漫，雪落无声。

后来，我上学了，中午母亲就会给我带饭。
这饭通常是苞米面做的窝头或大饼子。有一次
我和同桌一起吃饭，尽管都是大饼子，但她的比我
的黄，而且饼面也更细腻，我们换尝了一口，她没
咽下去，吐掉了。“太难吃了，你妈不会做饭吧。”她
讥讽道。班主任闻讯赶来，评判道：“做这个大饼
子的苞米面没扒皮，所以才粗拉发黑。”原来，为减
少浪费，母亲磨面时没给玉米脱皮，只磨了一遍，
自然在色泽、品相和口味上降了一个档次。

第二天中午，当我拿出母亲做的掺了白
面、加了糖的玉米面大发糕和同桌分享时，她
边吃边竖大拇指，说这是她吃过的最好吃的

“大饼子”！美味打开了心扉，美味拉近了距
离，美味加固了友谊，自此后，我们也成了“闺

蜜”。现在想来年轻的母亲真是智慧，在守护
女儿自尊的同时，也化解了同学间的矛盾。

人生如歌，岁月如流。
好日子都是奋斗出来的，现在的同桌，已

在福州成家立业。前两天我俩在微信上，不
经意间聊到了这件小事，不禁勾起了她对
家乡的回忆，如今经济高度发达，物质生活
极大丰富，超市什么买不到呢？可怎能和
咱东北老家松辽平原上产的大苞米、大酸菜等
媲美呢？她由衷地感叹着，要吃，还得是家乡
的味道。

一方水土一方人，如今，就四平玉米而言，
已声名远播！“四平玉米五常稻，东北大豆最可
靠”，从玉米叶到玉米须都营养丰富、浑身是宝
的四平玉米，也得到了更多的研发和利用，玉

米月饼、玉米胚芽油等喜闻乐见的美食美味，
也正在博眼球抓味蕾，让香甜的玉米，成为用
餐的新宠，让我们在牢牢捧住饭碗的同时，也
扮靓了美好生活。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但有些乡味儿挥
之不去、经年留芳。就如同这笨养的大鹅，还有
那历久弥新的酸菜，潜移默化中更新换代的黏玉
米，满族的烧鸽子等，在离家在外的游子心中，是
舌尖上的缱绻，是家乡的念想，更是时代的履痕，
是人生的缩影，令人念念不忘，挥之不去，

“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
间有味是清欢。”倏然间，想起了苏轼的诗，岁
月浓淡总相宜，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舌
尖上的乡味儿，也势必为百姓的生活注入更多
的幸福和希望。

捣练子·梅

华朵艳，品绝尘，傲骨凝霜铸自尊。
疏影暗香幽淡雅，俏枝嫩蕊雪中魂。

捣练子·兰

英姹紫，叶修长，素雅仙姿静谧香。
空谷清潭藏隐士，梦寻兰芷探幽芳。

捣练子·竹

枝叶秀，骨坚贞，若谷襟怀可敬魂。
唯愿修竹环敝舍，赏心日日仰谦君。

捣练子·菊

凋百卉，傲清霜，金蕊流霞冷艳香。
卓尔不群高雅士，伴君篱下品诗芳。

咏梅兰竹菊四君子
■王作成（四平）

“莫怪虹无影，如今小雪时。”到了小
雪，虹藏不见，地寒冰封，雨凝为雪，这意
味着素美疏朗的冬天正式到来了。

这个时候，北方开始陆陆续续下雪
了。“雪花旋落旋成融，恒作清霜阵阵
风。”这是宋朝诗人杨万里笔下的早冬初
雪。细细碎碎的雪花从云端簌簌而下，
像白糖似的，晶莹剔透。雪，还未落到地
面，便化作清霜与风共舞，像一群顽皮的
精灵，悄无声息地钻进人们的衣领里，肺
腑里。

每当这时，总能看到一群孩子在小
区的广场上追着雪跑，他们的眉睫上沾
着雪粒，头发上沾着雪粒，衣袖上沾着雪
粒，笑声里也沾着雪粒。有的大人，抵挡
不住孩子的欢闹，加入嬉雪的行列中，玩
得比孩子们还疯呢。大家的欢笑相互交
织，相互感染，把一个冰寒的冬日，搅动
出团团温馨来。

小雪时节，寒梅初放。宋代诗人李
龙高在《十月梅》一诗中写：“一枝参透乾
坤縕，生意都从小雪来。”呼啸的北风摇
动着万千树木，树上的叶子纷纷坠落，根
骨毕现，在这样冰寒的天地里，一枝梅花
却参透了早春的奥秘，在枝头上冒出密
密麻麻的花骨朵，将开未开，像眨着眼睛
的小星星，盎然得不得了。因此，诗人才
说生机意趣向来都是从小雪时节中开始
走来的。

梅花傲雪，总是冬天里的一道刚柔
并济的景色，让人觉得再冷的天里，都会
蕴含着绵绵春意。这个时节，约三五好
友踏雪寻梅，那是最让人期待的雅事了，

“雪后燕瑶池，人间第一枝。”寂寥的天地
间，满目的银白中，一树的红梅浮动在枯
瘦的枝条上，如五月的榴花般浓艳，把天
空映衬得都万般明艳动人了。

母亲常说，到了小雪，冬才有冬的样
子。冬的样子除了“枫落吴江小雪天，一
片飞来一片寒”的清美外，还有“满月光
天汉，长风响树枝”的壮观。无雪的夜
晚，繁星密布，皓月当空，到处都是月色
的光影在荡漾，树梢房檐有，山峦湖泊里
也有，真真是寒月如昼。这时候的树木
都脱掉了叶子，万千枝条在夜风里起舞，
如海浪拍打沙滩，哗哗作响，和其壮大。

在这样的寒夜里，古代的文人雅士
常会聚在一起，要品酒抚琴，吟诗作对，
以此来慰藉心灵，期盼春天的到来。

在小雪时节里，山林不再斑斓，变得
内敛含蓄，不张扬不外放；河流不再汹
涌，变得从容淡定，不急不缓，柔中带刚；
阳光不再炙热，变得清浅澄澈，温暖不灼
伤，明亮不刺眼。此时，就让我们跟着大
自然的脚步，把心沉淀下来，在清寒里觅
安宁，在安宁里修心养性，读书习字，听
雪赏梅，一步一步坚定地走向春暖花开。

恰
逢
小
雪
时

■
司
德
珍
（
山
东
）

六月的天气晴好。当太阳散发着光芒时，人们
享受着温馨的暖意。傍晚，辛苦了一天的太阳，似乎
有点倦了，悄悄地隐退，人们感到了舒心的凉爽。

两个女孩，静静地坐在学校操场的一隅，在静寂
中品味着别样的惬意。

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月亮替换太阳的岗位，
被淡蓝的暮云烘托着，高高地在空中巡视。一钩残
月天如洗，月亮里的影像，朦朦胧胧，充满了神秘的
色彩。月亮的清辉，投射在女孩周边，映衬着她们的
身影，身影都是那样洁净而清澈。她们背靠背地在
谈论着什么，一会儿，又面对面地窃窃私语。她们谈
论着离校前，对学生时代的恋恋不舍；谈论着对未来
的美好憧憬。

十七、八岁的年龄，多么青春靓丽。她们拥有着
窈窕的身材，青春的容颜，白润的肤色，微微的风拂
弄着她们头发。她们还在月光下享受着那份静谧，
充满着对明天的渴望。她们有时默默无语，有时相
视而笑，有时又仰望着天空，手指月亮在叙说着什
么。她们用青春讴歌着鲜活的生命，用满腔热情绚
丽着青春的色彩，用梦幻填充青春的背囊。

太阳落山时，失去了光芒；月亮隐退时，失去了
光亮。如花般的青春呢？充满活力的青春呢？有好
多梦的青春呢？经过时间的淘洗、打磨，青春，如同
太阳落山时，失去了光芒；青春，如同月亮隐退时，失
去了光亮。

有过青春，有过憧憬，有过失意……这就够了，
还要什么呢？这，就是生命中的一个个驿站。让青
春有滋有味，咀嚼酸甜苦辣，将青春充塞满满。

为青春为爱恋而热情燃烧过；为梦幻为憧憬而
欢快地跳跃过；为失意为碰壁而泪水决堤过；青春
啊，是迷人的；青春啊，是动人魂魄的······这，就是
人生中的一部分。有欢快的旋律，有幽怨的低迷，多
么充实，多么富有。

谁没有让人艳羡的青春呢？
月亮，还在空中，静静地观赏人间；两个女孩，还

在静静地注视着，遐思着，喁喁私语着。

喂鹅 陈小会 作

请柬尚未寄出
你就急匆匆地赶来
倾尽所有银饰
扮靓山川

我用炉火煮沸茶香
静待品茗后
投入地看你舞蹈
天女散花

遇见你我回到童年
千万别笑我足迹趔趄
茶醉后的步履蹒跚
掩饰不住对你由衷地喜欢

初冬的雪
■黄耀胜（四平）

初冬，初落雪，天地间玉树琼枝，银装素裹。
“大鹅，家养的笨大鹅！”周末的早上，刚醒来,就听到楼下的叫卖声，一时间，想起朋友圈已经泛滥了的调侃：我

出锅，谁出鹅？每每到了大雪飘飞的季节，这大鹅真的无处可躲，酸菜、土豆、宽粉，纷纷与它亲密接触，而后“一锅
出”，在冰天雪地中，烘出有滋有味、有声有色、有吃有喝的氛围，其乐融融。

南北两河妆靓，东西两岸新呈。树廊幽径
任君行，生态文明添景。

健步晨曦清爽，徜徉夕照安宁。悠闲忘返
赞英城，幸福宜居环境。

西江月·英城河湖新貌
■居洪义（四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