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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小南岳文学社”已走过四十个
年头，我很佩服那些记忆力好的人，四十
年的往事都能浮现在眼前，而我作为“小
南岳”的亲历者，却大多都忘却了，抑或是
大脑内层太小的缘故。

我生在农村，祖辈农民，从未想过要
玩文学，但有些事可能就是命中注定。

上学那会儿，邻座同学包书纸是一张
报纸，而那报纸上有个作者叫“金炳华”，
写的什么我忘了。好奇心让我与邻座闹出
了点动静，老师把报纸没收去了，数落了
什么我忘了，但那句“金炳华，金从华，一
字之差，天壤之别”戳到了我的心里，也许
就是从那一刻起，我想“玩玩”文学。

于是，我把天真的想法变成愚蠢的行
动，其结果也是意料之中，文字没有变成
铅字，却荒废了学业。但潜意识中那股倔
劲还在:那就留着自己玩呗！

绝对是活猫碰到死耗子，1983年春
《上海青年报》举办的一个征文活动，我的
拙作居然获了个小奖，我不敢相信，很多
人也不愿相信。

谢明信了，骑车跑到霍山二中要看报
纸，拿着报纸，谢明脸上漾起两个酒窝，我要

“玩玩”文学的信心就是从那一刻坚定的。
“小南岳”的成立也很偶然，九个懵懂

的青年在文化馆西厢房，在书圣老馆长的
提议下，连手都没有举，文学社就成立了，
也许是天意，我记得那天是1984年“九九
老人节”，预示着“小南岳”将天长地久。

“小南岳”为文学爱好者搭建了一个
很好的平台，“两个专版”(刊发于《安徽日
报》、《皖西报》)之后，引来省内外的一些
知名作家、编辑。

许辉老师(后来的安徽省作协主席)也
是那时在霍山与我不期而遇的，他在霍山
采风时脚被磨破了，上客车时还是我帮他
背上去的，他在散文《六安三日》(刊于《皖
西报》)中特意说“感谢六安小伙子”背他上
车。诗人刘祖慈也来霍山了，与诗人觥筹
交错，不亦快哉，只是我那晚酒大了，酒话
连篇，诗人当晚写下组诗《拔牙三章》，后
来在省城见到诗人，诗人居然说他的《拔

牙三章》是受了我的“酒话”启发。1988年
盛夏散文家江流先生来了，他在一篇题为

《盛夏赏小荷》中提到谢明、张宏雷和我，
唉呀，能被大师提及，那是何等荣幸啊。
方雨瑞那时已是省内外小有名气的

作家了，但与我们却是无话不谈的哥们。
夏日的夜晚，他骑着摩托来到我宿舍(外
面办公里面睡觉的那种)，那晚九点多我
正和谢明“侃”文学，见方兄深夜来访，甚
是高兴。朋友来了有好酒，我房间正好有
一瓶佛子岭大曲，可竟然找不出三个杯
子，最后我只能用漱口杯子，一斤酒我和
方兄一人一半，一包烟我和方兄一人十
根，一袋铁瓜子，我和方兄一半，谢明一半
(那时谢明还是个不抽烟不喝酒的奶油小
生)，最后瓜子吃完酒也喝完了，方兄打趣
道：瓜子就酒，越喝越有。

不多日，估计是方兄酒瘾又发了，他
骑着电驴子又来了，那晚他是和谢明、达
勇(文学社早期会员)一起来的，可我那晚
酒已喝大了，房间的灯亮着，他们从窗户
看到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担心会出事，
便一边不停地呼叫，一边不停地拍打门
窗，等到找来菜刀把门撬开，见我脸色红
润，呼吸匀称才放下心。那夜酒自然是没
有喝成。最后还是方兄调侃了一句：我们
三个人可是见证了你的“生死”。

那时候我们之于文学，有种初生牛犊
不怕虎的精神，我在一篇小文写到，搞文
学要“一不怕苦，二不怕丑”。那时我们经
常向大报大刊投稿，当然基本都石沉大
海，不过也有欣慰的时候，谢明、宏雷和我
三人的诗歌都多次在《诗歌报》上登过，时

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要知道那时候
“盘”《诗歌报》比“盘”《安徽青年报》可难
多了，就是北岛、舒婷、海子们也不是想上
就上的。不怕丑的精神还表现在我们经常
带着稿子去编辑部，有时让编辑老师讲得
脊梁沟子冒冷汗，但细细一想又获益匪
浅。我和谢明等也成了徐航(《皖西日报》
编辑)、严成志(《诗歌报》编辑)、方雨瑞、
罗会祥等老师家的常客，能有今天的成
绩，全是几位老师的抬爱，以至于后来

“玩”得很自信，“玩”到北京去了，文学社
被全国总工会评为“中华读书自学成才”
先进集体，吴南江被评为全国积极分子。

由于文学社影响力不断扩大，我们也
经常参加一些采风、讲座、改稿会等活动，
让我们开阔了眼界。1992年8月1日，我去
北京参加一个文学活动，但没有买到火车
票，在合肥站候车厅溜达时，见谢明提个
箱子过来了，巧了，他也去北京开会，他有
张卧铺票，可能是“二不怕丑”的精神使
然，我买了张站台票混上卧铺车厢，我只
能隐匿在谢明铺位外的椅子上。

我和谢明说，这次我能见到大诗人叶
文福，谢明先是羡慕，随即朗诵了诗人的
名篇力作《将军，你不能这么做》，他那神
情只有痴迷文学的人才能够流露出来。那
次会议我还认识了《人民日报》社编辑徐
怀谦，后来和他就有了书信来往，他出版
的书，每次都给我寄，他的语言犀利、幽
默、精妙、睿智，不愧北大的高材生，而他
则说“没事，写着玩”。唉呀，不想大作家也
把对文学的爱称为“玩”。2011年冬再次见
到他时，他的身体不是很好，他说他女儿

准备出一本书，到时请我写个序，我当时
怀疑自己听错了。他又笑着说，不要想得
那么复杂，就是写着玩的。我至今不明白
他说的“玩”，是指我的还是指他女儿的。
2012年8月22号，著名杂文家徐怀谦先生
的生命永远定格在44岁，据朋友说他是前
一天才拿到她女儿新书《花开的声音》，而
他却永远地“悄无声息”了。我忽然想起他
寄给我的一本书扉页上写着：静默是一种
深刻的语言……我不敢再想了。
徐怀谦的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也悲伤

了很长时间，看来文学不是随便“玩”的，
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玩”的，我以为应该
像徐怀谦先生那样，要从“小我”走向“大
我”，作家是有良知的，是有社会责任的。
四十不惑。“小南岳”诞生在沙漠地带，

欣慰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了绿
洲，一群懵懂的青年开始崭露头角，一篇篇
作品变成铅字；可喜的是在以后二十多年
里又长满了灌木，吴南江、张宏雷等等一大
批实力派作家正在茁壮成长；可贺的是近
年来出现这样的现象：谢鑫著作不再等身，
而是他无论如何也担不动了，且全是畅销
书，已成为新生代作家代表人物，入选中国
儿童文学作家榜，两度获得“当当影响力作
家”称号；沈俊峰已成为国家一级作家，作
品数次获国家级大奖，单凭一部长篇小说

《桂花王》就赢得大把的人气，目前《桂花
王》正在搬上影视，不久的将来将会产生更
大的共鸣；谢明从“小打小闹”到“获奖专业
户”，作品青春、清新、亲民，又透着儒雅、深
邃、哲思，凭借实力获得全国“散文十佳”，
自然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三棵大树，迎风招
展，引领风骚，引以为傲。

2022年9月，霍山县作家协会正式成
立，这给霍山的文学创作带来又一个春
天，首任主席俞亮信心百倍，豪情满怀，硕
果挂枝。
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有风雨也有晴。

那人、那事、那文已是过眼云烟，但四十年
的“小南岳”依然焕发着青春，她是一块里
程碑，更是一块丰碑。

早在20年前，也就是2004年3月，霍山县正
处于百花绽放、茗茶飘香的美好季节，我风尘仆
仆地来到霍山县，住进文峰饭店。

一天下午，室外突然传来阵阵清脆悦耳的
二胡声，于是痴迷胡琴的我顺着悠扬的琴声找
到张贵新酒店，进门得见店老板正聚精会神地
演奏二胡。见我进门，他立马放下二胡，搬来椅
子让我坐下，随后给我泡了一杯新茶。店老板的
待客之道，彬彬有礼，无微不至，使我有宾至如
归之感。
我对店主说，我是寿县人，每年春茶上市，我

都要来采购新茶，今天是你的琴声把我引到这里
来的。老板一听，笑着回话道：“真巧，我也是寿县
人，您喜欢听琴，那一定也是二胡演奏的行家吧，
请您演奏一曲《二泉映月》，好让我也长长见识。”

“好，那我们交流一下吧。”我接过二胡转动几下
琴弦，调准音位便开弓演奏。大约三分钟，酒店里
来了20多位听琴的人，我一鼓作气演奏了《二泉
映月》全曲，赢得热烈的掌声，我也由衷地高兴。
当我应邀走进老板的书房，更加清楚地见

识到，这位老乡不仅是音乐爱好者，也是一位书
法艺术爱好者。书桌上摆满他书写的书法作品，
还有多位名家字帖，可见他在书法艺术方面是
下了一番苦功的。

待我起身要走时，他说：“我让家属给您做
了家乡口味的晚餐，您就在这吃过晚饭再走
吧。”老乡深情挽留，让我欣喜，便吃了丰盛的晚
饭才回到住所。

花开花落，转眼一年过去了，又迎来新茶上市。当我再次到霍山，兴致
勃勃地来到张贵新酒店，却见酒店换了店主。新老板说张贵新原是语文教
师，又精通音乐书法艺术，当地政府和学校请他回校当教师了。我听后，没
精打采地回到住处。时光如白驹过隙，悄悄从我身边溜走20年之久，我与
张贵新也没能再见面，而他的人品在我的心中留下美好的记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某日，不小心左腿触到地面，筋骨受到
伤痛，在家养了五个月未出门，我的精神世界一下崩塌了，每天坐在家里
闷闷不乐，只好在电视机前打发寂寞时光。有天正当我收看电视剧时，突
然响起咚咚的敲门声，开门一看，站在我面前的竟是阔别20多年的张贵
新，真是意外惊喜。我急忙把他请进客厅。

一杯浓茶后，张贵新就滔滔不绝地说道，他从霍山一回到老家，就开
办了语文复习班和书法艺术班，20年来为家乡培养不少青少年书法人
才。接着他又娓娓说到：最近我们亲朋好友聚餐时，无意中在抖音里，看到
您老的文章及诗词。我告诉他们此人是我的好朋友，大家一听都兴奋起
来，有的说“我在《新安晚报》看过他的文章”，有的说“我在《安徽日报》看
过对他的报道”，还有的说“我在《皖西日报》看过他多篇文章”。大家一致
要我找到你，登门“采访”，把你的写作经验、对写抖音的取材及诗词中的
内涵作一次深刻解读，这也是算我在教学前的备课。

张贵新对我的过誉和他自谦之谈，我实在愧不敢当，但我可以谈谈诗
词中所表达的内涵。这首小诗共四句：“万众欢歌冲云霄，艺海群凤架金
桥，中华儿女多奇志，风流人物看今朝。”

首句“万众欢歌冲云霄”，是指我国在大型的节日万民欢歌、声声表达
的是党对人民做出的丰功伟绩，人民把党的恩情比作生我养我的母亲。当
我说到这，张贵新说：“情真意切，血浓于水。”

第二句“艺海群凤架金桥”，我把抖音看成是国家为老百姓设置的自由
发声、施展才华、扬善谴恶、经验健身等等综合性艺术平台，我称之为“浩瀚
的艺术之海”。我把艺海中出现的美女比作一群金色的凤凰，在美如仙境的
祖国大好河山里翩翩起舞，她们用鲜花和金色羽毛跟世界人民架起一座友
谊的“金桥”。美女们把嘹亮歌声、优美舞姿、以及真善美献给世界人民。张
贵新高兴地说，我要把这段原话一字不漏地告诉爱上抖音的姐妹们。
第三句“中华儿女多奇志”，是表达我国在改革开放创新的决策中，培

养造就出千千万万高科技人才，他们在高铁、军工、汽车、航天等各个领域
都做出巨大的贡献，使中国逐渐走向富强。中国迅速发展和崛起，犹如一
颗太空中闪闪发光的巨星，令世人刮目相看。因此，诗词的最后一句“风流
人物看今朝”，就是表达我对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为国为民屡建
功的众位英雄和劳动模范的敬佩，他们是今朝当之无愧的“风流人物”。

我作为83岁的耄耋老人，兴奋地告诉张新贵：“你在抖音中看到我
的文章和诗词，书写了四幅条
屏。在我的眼里，这四幅条
屏，不仅是名副其实的书法家
墨宝，更是千金难买的真
情。”全家人陪他共进午餐
后，告别时，我请张贵新向他
家属带上一句话：老李没有忘
记20年前她为我做的家乡美
味晚餐哦。

周六清晨，去生化楼监考。路过
主教楼东与实验楼之间的一片茂密
绿林时，一簇簇的大学生都聚在这
儿晨读。我侧身而过，空气中氲氤着
浓浓的花香。这是我熟悉而又喜欢
的槐蜜香。

寻觅着花香的来处，我的目光
停留到教学主楼东南角树丛中的一
株槐树的巨冠繁花上。满树雪白细
碎的槐花，如同一位清新脱俗的少
女，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冰清玉洁。
满目碎玉千般俏，一树槐花百步香。
这甜蜜的槐花馨香不仅引来众多蜜
蜂嗡嗡采花，引来鸟儿在花枝间跳
来跳去唧唧私语，也引来众多大学
生早早地在这花前树下愔愔晨读。

我也被感染了，八点监考，还有
半个小时呢。索性打开手机，选好视
角，慢拍起来。说是慢拍槐花，倒不
如说是招牌幌子，毕竟那么多学子
在树下苦读，我若在此纯粹地消受
这槐花之芳香，只怕面对“师范”二
字而汗颜。

考试结束，沿着主楼前西行，没
走几步，阵阵浓郁的果香再次袭来。
寻香来处，在主楼前一株更大的槐

树鹤立群芳，满树的槐花，满树的香雪，被巨大的树干高高地擎
在半空。似玉如冰驻碧空，学子一睹半遮瞳。

安大老校区，树木繁多。暮春季节，一片绿海，闻香识槐，是
认识槐树的最佳时期。两株巨槐，满树芳菲，因有小雨拍打，落
英缤纷，但甜蜜的芬芳满溢、荡漾，“槐里五月漾琼花，郁郁芬芳
醉万家。”

在古代，槐花被视为吉祥的象征，人们相信它具有安家保
宅、多福多寿的神奇魔力。同时，槐花也与古代三公九卿之位相
关联，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槐花在科举考试时代象征着功名，
常以槐指代科考。

苏轼在《和董传留别》中说“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
自华。厌伴老儒烹瓠叶，强随举子踏槐花。”苏轼不说董传没有
出路，而说他只是不想和那些暮气沉沉的老头们为伍，所以勉
强去考一下科举。这里的“踏槐花”与“槐花黄，举子忙”都是指
科考。槐花黄了，举子们赶考的时间到了。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见到的槐花不都是洁白如玉的么，这
里的槐花怎么又“黄”了呢？其实，我们通常见到的都是洋槐。它
的花色洁白，有沁人心脾的甜香，在中国只有近百年的种植历
史。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槐”指的都是国槐，树型高大，花期在夏
末，花为淡黄色。花可烹调食用，也是重要的蜜源。陆游的“槐花
落尽桐阴薄，时有残蝉一两声。”唐代杜荀鹤的“客路客路何悠
悠，蝉声向背槐花愁。”指的都是国槐。

生活中，闻香识槐，不失为一种识别植物的好方法。学习
中，我们可以通过阅读作品认识作者。因为，作品就是他努力绽
放的花；我们也
可以听闻一个
人的口碑来认
识这个人。因为
一个优雅的人，
留下的口碑又
何尝不是缕缕
馨香呢！

一直都没有留意香樟开花，一直不知她
是那样静悄悄地开！
谷雨前两天的夜晚，我去小区对面的博

亚广场溜达。几群舞者已经离散——— 我总是
在广场安静时才出来。刚迈上广场台阶，便有
幽香从广场净空飘来扑入鼻孔，丝丝缕缕，似
有似无。这香气儿哪里来的？那边的月季正
艳，我便走过去验证，结果香型对不上。广场
所植花草树木我熟悉，猜测那香味儿许是从
广场处处婆娑的香樟树上透出的。于是，我便
用手机的手电向身边的一棵照去。果然，是
她！但见无数陈枝上各自手掌一样向外长出
一支支嫩黄的新枝，枝上都有五六支互生的
花柱，细细的柱头弱弱地、怯怯地、静静地开
着花或准备开。那花儿，六角形、米粒大小，非
白非黄，吃力地向外渗着母体无尽的香，悄无
声息地妆扮暮春迎接初夏。

这花儿在此时开放令人不得其解。在十

余天前，香樟树已经开始新陈代谢，绽放生命
的又一奇彩！在人们不经意间，完成使命的老
叶子开始变得红黄红黄的，次第变幻，点缀在
母体的绿衣上，焕发出生命最后的光彩，落在
地上形成美丽的风景，没有一点令人哀婉和
伤感之意。盛夏、秋冬、初春香樟树树碧绿芳
香，给大地给人们带来绿意、带来绿荫、带来
希望。只在暮春时节万木葱绿时，她才精彩地
完成新老交替，悄悄的，不落痕迹，以至于我
一直以为香樟是常绿乔木不落叶子。香樟树
落叶时间太恰当了，落叶方式太巧了，落叶姿

态太美了！在我们江淮之间，一般认为，落叶
之时正是树木花草枯萎之时、休眠之时，没想
到香樟树落叶之时竟是她发出新枝滋长之
时、繁花吐芳之时。生死同至，新旧同美，唯有
香樟！
为了看清香樟树开花的姿态，第二日清

晨我再次来到广场。在清新的空气中，樟花香
似乎比昨晚浓一些，被鼻子锁着也就逃脱不
了。在晨光中，一树树香樟如淡妆停当的美人
静默，一齐散发幽香，整个广场和四周都浸泡
其中。每棵树上，新发的黄绿的嫩枝擎着一簇

簇淡黄的碎花都在努力地吐芳。这些嫩枝和
小花裹在稠密的树叶外层，让母体变得比往
日任何时候都显得鲜亮俏丽娇嫩。

这些花因为细小，根本不会增加母体的
负担，使母体变形，不似月季那般硕大厚实压
得母体整天弯着腰，自我灿烂母体遭罪；因为
细碎又是淡黄色，像满天星似的与新叶在一
起，不似广玉兰花大白鸽似地蹲在树上炫耀，
也不似一串串洁白的洋槐花骄傲地在枝头招
摇。樟花既不像四月杜鹃和五月石榴，只有艳
丽的姿色却没有引人的芬芳；也不像秋日桂
花和夏日栀子花，虽然花香四溢，但是有些太
甜腻。樟花就是樟花，不骄不躁，不馁细小，甘
于寂静，努力奉献使人舒适的美好。实在累
了，他们就会随着夜雨落到地面与还在零落
的老叶一起美丽地睡去。
今夜，这静静开花的香樟树，仍在幽幽地

吐芳。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早早勾动
春心的，有时并非因为窗外盛放的桃李，
或许就是纯粹的“热爱”：所有来自春天的
美好，都在涌动着暖意、传递着爱的讯息。
在这最美的人间四月天，双休的两日里，
我有幸与“春天”来了一次特殊的“约会”，
进行着热烈而难忘的文学之“爱”的奔赴。

“花果小镇”下符桥，位于霍山县城东
北约13公里，素称“霍山北大门”。1949年
前105国道没有修建，霍山居民所购买的
物资大部分通过两条途径运往霍山，一是
沿东淠河用船只运输，另一就是人工从六
安担运，而下符桥镇是必经之地，一直以
来经济发达。我以前也曾多次去过，但这
次去的意义更为特殊，有幸应市作协之
邀，与一帮文艺家朋友同去下符桥“见山
遇水”。
尽地主之谊，市作协主席金从华亲自

在下符桥迎候我们，带领着依次参观三尖
铺红色旅游文化中心、见山遇水民宿、水
美乡村项目、大垅台遗址、袁隆平产学研
基地、多彩月季园、霍山窑陶瓷研究所等
多处景观。

见山遇水处，上下符桥中。没有想到，
小小的下符桥，真是令人眼界大开,我们
在山水间徜徉，在田园间拾趣，在花墙前
流连，在陶瓦前沉思……每一处景观，既
见乡土的纯朴，又显乡镇的巧思；景可入
图画，情能行美文。

下符桥，有桥便有水，有水便有船，有
船便有舵，有舵就有掌舵人。此次行游下
符桥，最激动的就是上了“金主席的船”，
漫漂水上。
竹筏缓缓地漂流在熊家河的绿水里，

云在青山水中天，我感觉自己就是在画中
游——— 蔚蓝的天宇、澄澈的河水、碧绿的
堤岸、夹岸的缤纷。朋友圈里有文友即兴
的小诗：坐在竹筏上//泛着春困//将脑袋
撑在遮阳伞上//闭着眼睛//聆听河水轻轻
流动的声音//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抬眼
便瞧见遥遥相对的圣人山//和两堤依水
的水杉野花……“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
前”，青山绿水，摇荡诗人心旌，古今文
人，都有着相似的情思！
忽然有水珠溅落，金主席“童心不

泯”，“掌舵人”掬一捧清水，洒向筏上乘
客，引来一阵欢快的笑声。我觉得这已经
不再是一次普通的“船行”了，这是“文学
的船行”，这是前辈对后行的引领与启悟。
缘起于对文学的热爱，我们在金主席的

“保驾护航”下，踏上了一条驶向美好、驶
向未来的“方舟”。
文学之“爱”始于故土。周日的上午，

主题为“星火石库门‘阅’进大别山”的读
书日活动，在市图书馆举行。其中最令人
期待的，就是邀请到中作协副主席徐贵
祥，回到家乡为一众读者作《在阅读中成
长》的主题讲座。
徐贵祥主席是六安叶集人，他的讲座

围绕新书《老街书楼》创作起因而展开，有
他的成长经历、军旅生涯、读书体会、写作
经验等分享，其中最为浓烈的就是他的故
乡情结。
徐贵祥说，他曾应约为家乡的媒体

“文学里念故乡”栏目，写了一篇叫作《我
的红楼和红楼一角》的文章，文中写到：我
的幸运在于，我有两个故乡，梦幻中的姚
李老街的红楼一角和真实的洪集老街的
红顶小楼，照亮了我的整个童年。

故乡原风景，故乡的人和事，是滋养
徐贵祥文学创作的肥沃土壤，又何尝不是

我们所有热爱文学的人，永远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灵感源泉。相对于六安来说，我
是个外乡人；相对于徐贵祥主席来说，我
是个写作的初学者，但我们对故乡的热爱
是相同的，故乡都是我们“创作的宝藏”。

我的故乡也经常出现在笔端，那里有
祖先的庐墓，有慈祥的老人，有儿时的伙
伴，有扎着麻花辫的姑娘……我也有跟他
一样的认知，那来自幼时故乡的记忆，在
我的世界里永远鲜活，色香味声形一应俱
全，是创作者随身携带的“素材库”。我会
时常翻捡记忆里故乡的点滴，然后用自己
的粗浅文字，饱蘸着深情，把那些记忆里
活生生的人和事，以及他们的幸福、快乐，
他们的哀愁、苦痛，都记录下来，呈现在纸
上，希望记忆里故乡的一切，都能永远留
存，永远在时间长河里流淌。

听徐贵祥主席的讲座，我听懂了他对
故乡的解读：故乡有两重，一重是具象的，
现实的存在；另一重是抽象的，精神的存
在。具象的故乡，我们可以乘车抵达，而那
抽象的故乡，我们又该如何归返呢？
文字，文学，包括一切的艺术，都是一

种表达，都是可以归返“精神故乡”的桥
梁，它可以与时间抗衡，留存住你我的“精
神故乡”，挽留住那些曾经路过你生命的
亲人、朋友，记录你生命中邂逅的美好与
温暖，为我们短暂人生的悲凉底色增加些
暖意，让活着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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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人 那 事 那 文
——— 写在小南岳文学社成立四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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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之“爱”的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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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 芳 的 香 樟 花
严仍江

中午，我们前往一家粤菜饭店用餐。饭店门
头“润园四季椰子鸡火锅”几个字不停地闪烁
着，迎宾小姐礼貌地把我们引入店内，店里通道
的两边，白色长方形火锅桌、米黄色藤椅，金黄
的灯光特别柔和，温馨雅致。
我们点了竹笙椰子鸡、珍珠小马蹄、鲜爽虾

滑、时蔬双拼、莲藕片和腊味煲饭。随后，到自助
调料台配调料，我在碗里倒入沙姜、生抽、陈醋、
芫荽、蒜泥、小米椒，再将小青橘的汁挤进调料
里，还拿了一些圣女果。大家根据各自口味调好
调料后，便开始边聊天边等待。

不一会儿，服务生将菜品一一端上，点着火
锅，把椰条和鸡块倒进锅里，盖上锅盖；又拿出
一个扁平的沙漏放在桌上，对我们说：“等三个
沙漏里的沙全部漏到下面，椰子鸡就煮熟可以
吃了。”
我好奇地盯着细沙从上面漏到下面，留意

上面的内容：“沙漏的沙子就是朋友之间美好的
回忆，沙子洒落的过程也是回忆朋友之间美好
的片段。沙漏象征着爱情、友谊和幸福彼此要永
远幸福，永远珍惜对方……”看完这些文字，大
约过了6分钟，细沙全部漏完，火锅里已经沸腾，
一股清香扑鼻而来。掀开锅盖，微黄的鸡块、乳
白的椰条、指甲大的小马蹄映入眼帘，让我食欲大增。

我顾不得斯文，拿起漏勺，捞起鸡块和小马蹄放入调料中，鸡肉香而
不腻，小马蹄甜美松软多汁，好一个南方味道！接着，我舀一勺沸汤在碗
里，徐徐吹走热气，轻轻抿上一口，香醇清甜爽口，再大喝一口，那汤汁熨
得五脏六腑服服帖帖，无比舒坦。

我们边吃边聊，不知不觉中，一大锅食物已被消灭得所剩无几，又加
份椰子汁，等汤翻滚后，将鲜爽虾滑下进去，几分钟后又放进时鲜蔬菜。不
一会汤沸，那虾滑色泽诱人，入口鲜嫩爽滑，弹性十足，吃着菜、喝着汤，
肚子撑得鼓鼓的。环视一周，座无虚席，大家都尽心地品尝，低声谈笑，没
有老家饭局的攀酒和大声喧哗。还有几个来迟的客人在耐心地等待。一会
儿腊味煲饭上来了，那深红的腊肠、金黄酥脆的锅巴，诱得我又吃了半碗，
撑得实在吃不下了。

广东湿气重，人们常通过煲汤驱赶湿气。椰子鸡具有益气生津、补肾
健脑、补血养神、清热补虚、滋润肌肤、排毒养颜之功效，深受大众喜爱。
据不完全统计，深圳就有2200多家椰子鸡火锅店，遍布全市各个角落，生
意十分火爆，许多家火锅店需要提前预订。椰子鸡火锅独特的味道，让我
唇齿留香，难以忘怀。

总要来一趟霍
山吧，呼吸温柔的
风，感受真切的绿，
在诗意的春。

从 未 到 过 霍
山，这里的一切于
我似是醒着的梦一
般。绿意拥簇着小
道、一步一回头的
花香令人遐想、田野里突然出现
的两棵大树紧紧依偎，毫无秋之
清冷萧零。同行的老师说，“你
的这双靴子要多踏些乡村的泥
土，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会更
好！”笑罢转身，我默默聆听，
乡野的呼唤。

许是在城中久待，我说不出
草地里各种花与树的名字、植物
的用途、叶子毛茸茸的特点，但大
家对它们却是了如指掌的。初次
相识，我只想起那句遥远的诗，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自
古，就有不少文人墨客诚实的热
爱着大自然，乡野中，一餐一味总
是充满了对生活本源的追求，山
珍、海味各有其诱人特色。曾经我
读不懂陶渊明的达观洒脱，自认
为人是离不开社会环境的。但看

那一颗颗“旅居”的樱桃挂在树梢
含羞、柳条弯腰自赏、十五亩月季
多姿绽放的画面，我意识到，要想
认识真实的自己，必须放下虚荣、
回归本我。将自己置身于这一方
天地，隐秘在浩瀚星河，这一刻，
高昂的云朵的脸也成了挂满笑容
的棉。这是自然的魅力，无需语言
交流，风吹草动自得其乐。所以，
其实《归园田居》中的理想并不遥
远，就发生在我们每次亲近自然
的瞬间。
最令我动容的是英雄的墓

碑。沉闷的黑色大理石板上清楚
地记载着每一位捐躯的战士姓
名，冗长震撼。一笔一画似会发
光，汇聚成他们短暂一生的缩影，
展馆里一封家书更是让人忍不住
屏息回想，那段光荣的岁月、残酷

的战争、流血的士兵、红色老区的
由来。
总要来一趟霍山吧，瞻仰故

人的身影、在布满露珠的草坪奔
跑、领略圣人河粼粼波纹、泛竹舟
逆流而上。游走于山水之间，听一
听花涧鸟鸣、和伙伴们“同舟共
济”；穿行在“绿野仙踪”林，跟随
精灵的指引，被绿意包围，让宁静
的空气穿透心脏。

所以，春天来临时，最好的
回应就是走走看看。这世界，每
天更换着不同底色的胶片，喜悦
富足只是我们拼命想留下的瞬
间。想得千头万绪倒不如背起行
囊，拍起掌，让烦恼随清冽的河
水流淌，让心中的追求带领我们
奔赴远方。
醒一醒，春天正在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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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醒 春春
严严 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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