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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色天香绘不足 光影吟 摄

吃野菜的岁月
□陶爱兵

□马洪亮

漫忆洛阳
福先寺

□李宝团

游天下之巨丽兮，至洛浦而流连，于河洛
之归根兮，觉人生之梦圆。瞻龙门之胜迹兮，
诵千古之洪范。睹洛书之深奥兮，究易卦而
难诠。望天津之晓月兮，欲步桥而登仙；恋帝
都之美好兮，沿水滨而盘桓。图安乐以自适
兮，常擘画而不倦，闻马寺之钟声兮，悟释家
之因缘。

洛水浩荡东流兮，遗浪涛之渐远；洛城古
今繁华兮，十三朝之嬗变。积华夏之富饶兮，
耀金谷之灿烂；熏四海之香风兮，惊牡丹之姹
嫣；汇五洲之文脉兮，赋瑰丽之诗篇；出十方
之娇媚兮，媲洛神之柔婉。

前人之踏洛浦兮，何诸多之圣贤。周公
营建洛邑兮，制礼乐而永传。孔子入周问礼
兮，拓儒道之宏宽，二程崇明理学兮，化流俗
臻良善。贾生年少垂涕兮，筹汉家之治安，垂
大论之宏文兮，流江海之锦澜。司马温公居
洛兮，撰资治之通鉴，问天下之兴废兮，只洛
城以试看。

洛阳文林高格兮，如鲲鹏之翔展。集河
岳之英灵兮，筑诗赋之高坛。潘安凤仪冠绝
兮，传美誉孰比肩，孟坚之述两都兮，炳京赋
之彩煊。太冲文成而纸贵兮，当忘忧于贫
寒。子建八斗之才雄兮，著兰章以高悬，士衡
太康之英兮，发骈俪之开端。乐天少游长安
兮，亲洛水于晚年，于青谷而遗响兮，荡惠风
于香山。今朝至多俊彦兮，领风骚于极巅。

洛阳女儿纯粹兮，似白云之舒曼。扬峨
眉之山月兮，笼桃林之霞烟，出东海之霓虹
兮，照西隅之火焕，挹冰雪而容饰兮，揽月光
而洗染，比修竹之长颀兮，发芝兰之馥鲜，如
凌风之飘举兮，飞玉堂之轻燕。天下岂少丽
姝兮，莫如洛城之雅娴，亦中华之芳琼兮，绽
光芒而烁闪！

洛浦秋风拂面兮，送金爽之万千，若春光
之数度兮，激逸兴之飞湍。洛浦其长百里兮，
高楼颠连两岸。碧林仙草丛茂兮，台榭多逾
江南。趋高若登城垣兮，步道直而平缓。义
走春秋时光兮，泛洒奇花之恋，情侣殷勤执手
兮，耄耋依然相伴。钓红鲤而复归兮，腾蓝天
以纸鸢，听翠鸟之歌唱兮，享岁月之甘甜。

期河洛以钟情兮，思沧桑而浩叹。晚眺
北登邙山兮，朝游南至平泉，烟雨铜驼之暮
兮，采薇首阳之山。拜佛塔之接云霄兮，踩丽
水而掬清涟。柳赠魏王之堤兮，花捧上阳宫
殿，身入丽景之门兮，影移隋唐之苑，煮酒周
南之驿兮，瀹茗定鼎路畔。历大都而沉醉兮，
梦与醒之难辨！

近读2018年11月28日《洛阳日报》
12 版刊载的李燕锋的《洛阳：中日交
流重要原点》一文，颇受启迪。该文
引经据典，细密梳理了中日交流与洛
阳的原始关系，并重点讲到这一原始
关系的“原始核”——洛阳福先寺。
这不由引起了笔者对 1971 年时福先
寺原址原貌的回忆。

1971 年 1 月，笔者由豫东开封
应征来洛在“铁军”服役。当时铁军
直属分队之一高炮营，就暂时驻防
于白马寺和荣校两院，竟然一住数
年。其间为贯彻落实毛主席“重要
文物重点保护”的指示，加上准备迎
接周总理拟陪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等访谒洛阳文物
古迹，部队借一年两度野营拉练的
机会，几乎走遍甚至住遍了洛阳城
乡乃至全豫西的大小文物景区点。
洛阳东郊的古唐寺及其前身福先
寺，就更不在话下。

大家知道，古唐寺是原福先寺
改迁的。其实福先寺原址就在今启
明南路新建立交桥北端，也即启明
南路原段东侧，和新向东延拓的中
州路基下，以及北侧的小游园处。
当时，此处是中州东路尽头和启明
南路尽头的交点。福先寺就在这一
交点的东北角。

当时，仍高耸着破旧的福先寺
木质牌坊。牌坊两楹刻有长长的联
语，但内容已年久失忆。和牌坊并
排的北侧，尚遗几间西厢房，因修路
反复加高抬垫，青砖黛瓦的西厢房
后墙，已深陷在路基以下米许，只露
出几个小小的木格窗棂。至于寺内
南北排列的古殿、前殿和二殿多已
半塌将圮，遍地堆散着断砖烂瓦，而
且前两殿规模较小。后边的第三座
古殿规模稍大，只是门窗已无，当时
被放牧人当作羊圈，并不住人。

三殿之后往北，便是梯田。而
三 重 古 殿 的 东 侧 ，尚 遗 一 两 间 半
塌 的 东 厢 房 ，初 见 有 放 牧 或 拾 荒
人 居 住 ，后 也 完 全 坍 塌 了 。 在 残
留东厢房的北、南侧及背后东侧，
皆为拓荒者开垦的小块菜田。可
能 是 修 筑 焦 枝 铁 路 取 土 的 缘 故 ，
加 上 北 水 南 泄 ，福 先 寺 东 侧 已 成
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的坡沟形。

从焦枝铁路西侧福先寺前，向西
到今“砚山居文玩城”和下园一带，都
是堤岸。尤其启明南路、中州路两路
的拐角处，高陡险峻令人胆寒。每年
一到夏秋汛季，该段古河道一片汪
洋。位居福先寺南向隔水相望的古河
道中的塔湾村，此时常在村北村西户
外房后堆积沙袋拒水。唯一向西通向
下园的道路，有时也须涉水才能出入。

当时，福先寺的古塔虽已不存，
但尚遗塔基，环围散乱着残石断砖。
该塔近临焦枝铁路，路成塔基尚能存
留，说明人们一直都有文物保护的意
识。当年，曾请教当地的老者，福先
寺虽早已迁址并易名古唐寺，但两处
规模都不大。因此，古时僧众或远道
香客多时，福先寺仍常有人住，也即

“一寺两居”，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前夕，福先寺才渐空废下来。这正
是 1971 年时，笔者尚能见到福先寺
原貌大略的道理。

不久前的一天晚上，我和几个忘年
交朋友到某饭店聚餐，餐桌上刚好摆了
一盘野菜。这下，馋猫们可得劲儿了。
他们盯住不放，风卷残云般地很快将其
消灭掉了。

之后，大家纷纷议论起野菜的好处：有
的说它的营养价值如何如何高，有的说它
含有多少多少“素”，大有赛过山珍海味、美
味佳肴之势。

正当大家谈兴正浓时，我不识时务地
泼了一瓢凉水：“有啥稀罕的？这东西是没
饭吃的年代哄人、骗嘴巴的。现在的老板
们真是猴精，拿它来当菜，坑人！”

听了我的话，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说
什么好。他们哪里知道，我这个60年代出
生，少年时期正长身体时却倍受野菜“折
磨”的人，是怎样厌恶野菜的。

在那个缺吃少穿的特殊日子里，野菜、
瓜果就是主食。一日三餐，不是野菜就是
瓜果，不是瓜果就是野菜。这要是叫今天
的年轻人说，肯定是“美得不行”。但那年
月，一年四季，“一天像一年，一年像一天”
的野菜、瓜果，硬是吃得人们的胃里直吐酸
水，两眼挂袋，浑身浮肿。

记得村里有个叔叔，家里实在太穷了，
春节那天没事，便在自家的大门门框上用
石凿凿了一副门联调侃。上联：一把米一
瓢水煮稀粥烂饭；下联：有瓜菜和代食入肚
内不宽；横批：再加节约。

我家兄弟姐妹多，就是“瓜菜代”撑个
肚儿圆也是奢望，所以大家更怕饿，也有更
多的人被野菜“吃伤”。我是兄弟姐妹中的
老大，长兄为父，要照顾兄弟姐妹们，理所
当然，我被野菜“伤”得更重了。

吃过苦的人难忘苦的记忆，喝过蜜的
人常忆蜜的香甜。一个人的生活环境、生
活经历不同，对问题的看法当然迥异。今
天吃腻了高脂肪、高蛋白食物的人，当然难
以理解从饥寒交迫中走过来的我的感受，
对野菜厌恶的程度。

我知道《菜根谭》里讲过“咬得菜根，百
事可做”；知道清人顾景星写过《野菜赞》；
我还知道，撇开时代的烙印不说，单从膳食
的角度讲，野菜营养丰富，有时还可用来防
病治病，采摘野菜还能休闲娱乐……尽管
这样，但我依然要固执地说：“我就是不喜
欢吃野菜！”

我知道这是一种病——一种不轻的心
理疾病，但从来没有想到过医治。我宁愿
把它带进棺材，乐享现在的生活，也不愿意
被生活所迫，让野菜再次入肚充饥！

白居易有一首诗《过永宁》：“村杏野桃
繁似雪，行人不醉为谁开。赖逢山县卢明
府，引我花前劝一杯。”永宁是洛宁县的旧
称。春暖花开时节，诗人莅临永宁，看到那
么多村杏野桃，怎能不为之陶醉呢？

在这首诗里，诗人为漫山遍野“繁似
雪”的杏花和桃花而陶醉。这使我不由想
起家乡的春花来。

小时候的家乡，村子里的果树并不多，
偶然见到的，往往是梨树和杏树，桃树不
多。倒是山坡地堰上沟岔里的野杏野桃太
多了。每年春季野杏先开，繁花如雪，随处
点缀装扮着家乡。杏花凋落时，桃花开始
登场，桃花是粉红或鲜红的，比杏花鲜艳亮
丽多了。

此时油菜花正在盛开，红红的桃花衬
托着大片金黄的油菜花或雪白的苹果花，
再加上碧绿的麦田，如诗如画，煞是好看。
这真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时光。

后来，村干部决定在家乡的东坡上栽植
桃树，由专人照看管理。桃花盛开时，在几
里外的地方，就能看到山坡上一片片红云。
而下方，是连绵如带的竹林。绿竹红花，水
光山色，家乡如同仙境一般。夏天，桃子成
熟了，每家都能分到一些又大又甜的桃子。
那滋味儿，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

每年夏天割麦时，在地里偶然能见到
一棵桃树苗或杏树苗，我们就当宝贝似的
挖下来，栽在院子里。但院子太小缺乏阳
光，一棵也没有长大。后来终于盖了新房，

搬进了宽敞的院子，那年我在麦田里挖了
一棵桃树苗，栽在院子里，它一天天长大，
是毛桃，个头不大，但味道还不错。我又买
了一棵樱桃树苗，栽在院子的东南角。花
开时节，招来蜜蜂和鸟儿，满院花香，生机
勃勃。这时候，好多人家都搬进了新房，一
家一个院落，栽植着一两棵果木。春天走
在胡同里，看到探出墙头的杏花梨花樱桃
花，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惬意满足。

本家有一个爷爷，他全家人原先定居
广州，生活富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迁居
香港前，由于思念故乡，就一个人回到老家
想停留几天，后来竟然留在了老家，在两间
土屋里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时光。他家院子
里有一棵杏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每年

初夏，他都给左邻右舍一家送一大碗去掉
核的杏子，真是好吃极了。每年夏天吃杏
子时，我就会想起他。那一碗碗杏子，凝聚
的是亲情，是割不断的乡愁。

近十多年来，随着外出务工的人越来
越多，人们陆续搬到县城居住。春天，许多
人家院门落锁，院子里的花寂寞地开着，真
是“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

前几天，我到野外游玩，看到一棵棵野
桃正在盛开，在微风中展露风姿。一块块
油菜地渲染着大片大片的金黄色，上空掠
过一只只喜鹊和燕子。然而，没有孩子们
来看花，甚至没有牛铃的叮当声。村杏野
桃，展示着乡村生活的节奏和变迁，浓缩着
不尽的乡情和乡恋。

那年支教

□朱光明

人间最美四月天，一棵棵郁郁葱葱的
柳树，垂着触手可及的纤细枝条，随风飘
舞，轻灵曼妙。此时节，白色的柳絮随风起
舞，轻松自在地飘荡，犹如飘飘洒洒的飞
雪，人间顿时千树万树雪花开。

柳树易栽植、好成活、用途多，颇受人
们青睐，在我国栽培历史已有两千多年。
品种有旱柳、垂柳、红皮柳、黄花柳、山柳、
沙柳、蒿柳等，以旱柳和垂柳居多，水边、路
边最常见，往往根深叶茂，枝条交错，树形
优美，婀娜多姿，极富观赏性。

由于“柳”谐音“留”，古人常以折柳
来表达依依不舍之情。“谁家玉笛暗飞
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
何人不起故园情”“故园杨柳今摇落，何
得愁中曲尽生”“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

不度玉门关”……那笛声也许来自柳枝
吧？柳枝婆娑，柳笛声起，泪眼哀怨，无
语凝噎，送君千里，却终有一别，是无奈，
是哀怨，还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离愁
别绪？

随离愁别绪一起飘飞的还有柳絮。我
国幅员辽阔，柳絮飘飞的时间可持续数
月。“春，黄浅而芽，绿浅而眉，眼而深。春
老，絮而白”。早春，柳树发芽，透着淡黄；
春再深些时，叶开始泛浅绿；晚春，满城柳
絮轻飞。

仔细想想，这不也像人生一样吗？从
出生时的绿意盎然到暮年的白发苍苍，最
后阅尽人世沧桑，回归自然怀抱。“晚来
风起花如雪，飞入宫墙不见人。”人呢？
在世不过百年，谁非人间过客？因一句

“未若柳絮因风起”而得“咏絮才”美称的
谢道韫，算是幸运儿了。《世说新语》记
载：谢道韫幼时，谢安在一个雪天和子侄
们讨论可用何物比喻飞雪。谢安的侄子
谢朗说“撒盐空中差可拟”，谢道韫则说

“未若柳絮因风起”，众人听之不由拍手
叫绝。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
是。”世间万物都是有灵性的。柳树为人类
做出贡献，柳絮乱飞或会误入口鼻，或会令
人过敏，但还是应该对柳絮少一些指责，多
一分宽容。城市之美，来自我们每一个人，
更来自每一朵花，每一片叶，每一团柳絮。

“我比杨花更飘荡，杨花只是一春忙”，让我
们为眼前的“柳絮随风”而珍惜，为不远的

“青山绿水”而努力！

记忆深处

谈起我与伊川的缘分，要追溯到八年前
的2011年。当时我们十余位大学生来此地
开展三个星期的支教活动。这份机缘，让伊
川成为我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县，也让我得
以近距离感受此地的风俗人情。

伊川是洛阳下辖的一个县，在中国历史
上，“二程”的出现赋予这座北方小城独特的
神韵，让它成为无数儒士向往的地方。尊师
重道的精神在此代代流传，散发着独具魅力
的人性光辉。“程门立雪”就是此种情形的生
动写照。

时值夏日，暴雨好像一位老友一样，隔三
岔五来此地探访一次。伊河水位暴涨，流速明
显加快，冲刷出不少奇特的鹅卵石。在晴朗的
夏日傍晚，我常沿着河岸走，一边看风景，一边
捡鹅卵石，思考人生问题，常常忘记时间的流
逝。回到宿舍，我把这些形状各异的鹅卵石整
齐地摆在我的办公桌上，它们仿佛在静静地诉
说着这座城市的故事。而它们也带给我不少
灵感，让我在此创作出不少诗文。

我所教的课有一门是文学写作，不限体
裁，不拘长短，只要有自己的心得均可。课堂
上，我和学生们一起探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
品，像朱自清散文、穆旦诗歌，还有格林童话、
安徒生童话等，都是常见的话题。大家各抒
己见，畅所欲言，讨论得十分热烈。

放学后，我们一起寻找伊川的历史遗迹，
“二程”的墓地、范仲淹的墓园、伊川古代县衙
所在地等，都是我们理想的好去处。“程园”的
一方方碑刻，让人肃然起敬；彭婆镇的范仲淹
墓园，则让人想起一位胸怀天下的政治家那
句千古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

每到一处历史遗迹，我都会给大家讲历
史名人的故事，希望他们熟悉脚下的这片土
地，刻苦求学，光大河洛文化。临走的前一
天，我们一起骑车来到了龙门石窟，进一步领
略洛阳的厚重文化。那次，大家玩得很开心，
也熟悉了白居易、玄奘等人的故事。

时隔八年，这段日子日渐模糊。唯有伊
川访古的片段还宛如昨天，常常浮现于脑
海。而今，学生发来问候，让我不禁想起这些
曾经的小学生早已成为大学生，正充满着对
未来的希冀，走在美的光彩中。

那年那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