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楝花、碾馔与麦仁
□微澜

我乡我土

每到楝树开花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家乡和碾馔。老家有
句俗语：“楝花开，吃碾馔。”楝花细小如米粒，淡雅的紫色，狭
长的花瓣，五瓣合成一朵，花瓣中间点缀着纤细的黄芯儿，在
清风白日里，静静地挺在绿叶之间。

大家都知道，楝花与碾馔没有直接关联，只不过是个物候
象征。吃碾馔，要用青青的大麦做成。大麦，与小麦相似，麦
芒较长，成熟时低着脑袋，金灿灿一片。

堂哥抬头望望楝花，再到地里转转，用手捏捏翠绿饱满的大
麦穗，自言自语道：“能吃碾馔了。”于是，割了一大捆大麦背回家。
嫂子拿出剪刀，剪掉麦穗，在簸箕里搓起来，她粗糙的手不怕扎，不
怕疼，狠劲搓，用力揉，簸一簸，吹一吹，很快麦芒和穗杆都掉了。

在院子里的土锅台上，嫂子烧开了一大锅水，把刚搓的麦
子倒进去，她扭着头，躲着扑脸的热气，一只手不停地用大勺
子翻动。煮得差不多了，她捞了几粒放在嘴里嚼嚼，结结巴巴
地说：“熟，熟，熟了。”然后，嫂子把麦子捞到筛子里控水，继续
搓掉麦糠，只是动作温柔了许多。

堂哥抬起磨扇，把石磨盘清扫得干干净净，绑上磨杠，倒
上翠绿的麦粒推起来。磨盘上有两个眼儿，磨眼里插了两根
像筷子一样的小棍，随着磨盘的转动不停地晃动着。我不知
道啥用处，嫂子告诉我，那是让麦子能均匀地进入。碾馔下来
了，在磨盘一圈滴流着，像断断续续的小绳子，像少数民族地
区女性头饰上的流苏。馋嘴的我，捏了一撮塞进嘴里，那滋味
清香筋道，甜丝丝的……碾馔做好了，新蒜调味，单等全家人
尝鲜。

20世纪60年代末，我在孟津白鹤村当知青，就格外喜欢
上了麦仁。

我经常看到村里的婶子大娘们把晒干的大麦挖上一斗，
再加一升玉米，捡净小石子和土坷垃，倒在簸箩里用湿布擦它
三四遍。婶子说，麦子太湿压扁了，麦子太干压碎了。她们凭
着多年积累的经验，用手摸摸，用牙咬咬，掌握得恰到好处。
然后，套上毛驴，把麦粒倒在碾盘上，一趟趟围着碾盘转圈，一
会儿往里扫一扫，一会儿往外扒一扒，一会儿厚薄摊一摊，紧
张地忙碌着……脱了皮的麦仁，白里泛着青，青里透着白，还
有那金黄色的、半半拉拉的玉米粒散落其间。

麦仁汤清香解渴，是夏天最好的消暑食品。当地老百姓，
喜欢熬上一大锅麦仁汤，再烙上一摞薄饼，腌上一盆荆芥黄
瓜，那可是麦仁汤的最佳搭档。那段时间，我们也跟着饱了口
福，别提有多好吃了……

有个传说，当年，刘秀被王莽追杀，逃到民间一户老百姓家，
向老百姓讨吃的，这家人给他端了一碗麦仁汤……他比画着说：

“面疙瘩一般大，每个都掐一指甲……”哈哈！他的比喻还真形象。
楝花、碾馔与麦仁，是美景，是吃物，是乡情，永远镌刻在

我的心里！

静下心来
□寇俊杰

人生感悟

星期天，我们一家三口正要出门逛街，可天公不作美，一
阵狂风过后，竟然下起雨来，雨虽然不大，但一时半会儿没有
停下来的意思，我们索性打消出去的念头。我坐在电脑前写
作，女儿看书，妻子织毛衣。一时间，屋子里静极了。

家里很久没有这样安静了，记得曾看到过一篇文章，说的
是木匠的怀表掉进了一大堆木屑里，木匠很着急，找了半天也
没找到。邻居们也过来想办法，有的说把木屑一锨锨往天上
扬，怀表就会掉下来，有的说往里放水，木屑上浮，怀表下沉，
自然找到，还有的想出其他办法，但都被一一否定了，因为这
样他们找到的很有可能是一个被损坏的怀表。

最后，大家公认了一种最传统也最笨但也可能是最有效的方
法，那就是多找些人来，四处乱摸。大家热情很高，你一手我一手
地摸，你一言我一语地骂，乱哄哄地，因为每个人都一样——越
摸心里越烦躁。一个下午过去了，天渐渐黑下来，木屑摊了一
地，可还是没找到。这时，木匠的儿子放学回来了，他让父亲先
请邻居们吃饭，说他能找到。果然，等木匠吃完饭回来，儿子已
经拿着怀表在等着他呢！木匠问儿子：“我们这么多人，花了一
整天都没找到，你一个人在黑暗中，怎么这么快就找到了？”儿
子说：“其实很简单的。木屑已经被你们摊开了，这是一个前提
条件。我就坐在最中央，静静地、心平气和地听，终于，我听到
了‘滴答滴答’声，顺着声音摸去，怀表就在我的身后。”

下雨的时候，是我们的心最能静下来的时候，雨越大，越可
以静下心来，因为这时不用外出，也不必担心有人敲门。这时可
以放心大胆地静下心来，想一些平时没时间想的事情，如久违的
亲情、爱情、友情，工作中的得与失，生活中的某些感人细节。

静下心来，我们读书才会大有收获。想想吧，在无人打扰
的情况下，沏一杯清茶，端坐桌前，捧一本心爱之书，气定神
闲，万念归一，思接天地之悠悠，心纳历史之深远，通文心，博
古今，敏思辨，达多知，悦善性，结闲情，畅游书海，忘却时间，
那是一种怎样惬意的享受啊！

静下心来，儿子找回了木匠心爱的怀表；静下心来，我们
同样也能找回迷失的自我……

飞 丝 传 金
□王学艺

岁月回首

以前的百货大楼是乡下人进城的
必往之处，特别是孩子们，说进城去上
百货大楼，可是件高兴的事儿，那里不
但有各种花花绿绿的糖果，还有成排
的各色布匹可以做新衣服。不过，这
一切对于乡下孩子都是眼巴巴的奢
望，进去饱饱眼福就已经够回家吹一
通的了。特别是每层楼中央有个结账
处，这地方让人仰着脸一瞅就是半天，
真是个妙不可言的地方。

那时，百货楼的楼层结构没有今天
曲里拐弯这么复杂，看起来偌大的场
地，周围一圈是商品摆放，中间有不大
的圆形封闭处，外观丝毫不起眼，也没
有任何商品展示。但你选好要买的东
西，售货员提笔给你填好单子。这时，

有意思的一幕出现了，营业员接住你交
来的货款，连同他开好的票据仰脸伸手
举向头顶，上面一根铁丝串吊着我们通
常用的铁夹子，把钱和票夹稳妥，胳膊
用力往前猛地推送，夹子携着票款“哧
溜溜”顺着拉得笔直的铁丝就飞走了。

你慌忙用眼神追寻着飞速远去的
钱票，那根铁丝直通场地中央圆形小围
挡地方。“咔嗒！”惯性狂奔的铁夹子在
尽头戛然而止。然后，木制围挡里伸出
两只带着罩袖的胳膊，两手麻利地取下
票款，里边依稀传出“噼里啪啦”的算盘
珠子拨动声。少顷，小围挡里复现那胳
膊和手，把票款夹妥当，又是一个用力
猛然推送，铁夹子晃晃荡荡提溜着票款
就复奔而来。这边等待的售货员取下

票款，若有找零即付购物方。否则，把
小票往柜台内归类存放，买卖双方无异
议本单交易万事大吉。

很多百货大楼都实行这样的商品
结算布局。圆形深红油漆木制屏风状
遮挡，几位看不见的隐秘人在这样的
卖场中央，以它为中心的屋顶上方无
数根铁丝像雨伞的大骨架，连通着四
面八方各柜顶。壮观的是买卖繁忙的
日子，一张张票据、一笔笔款项、一阵
阵呼啸，从各个方向各个区域空中频
繁来往，看似一片乱单迷人眼，其实各
循其道、九九归一。铁丝与铁夹亲密
的轻微摩擦声动听入耳，商品买卖递来
接往鼎沸喧嚣有条不紊。

无论抵达百货大楼的哪一层，买卖

皆如此这般由飞丝传金完成，呼啦啦的
场景不失为一大奇观。这与今天商场
的单独收款处毫无二致，货款分离的管
理模式防止了一人包揽可能导致的隐
形风险，多次复核又增加了结算的准确
性，当时不失为较先进的运营方式。

身无分文的孩子们进城去百货大
楼不为别的，除了体验上楼梯那种由衷
的自得感，还有那逐层奔去跃来的飞金
乱渡，似繁花迷人眼的空中奇观也吸引
着他们。

飞丝传金是一个时代公众场合的
一道奇妙风景，虽时过境迁早被人们
置于记忆尘封的角落，但提起它，那
个年代的那些人，无不抚今追昔，唏
嘘韶华如流。

时令走笔

深山别有芳菲绽
□尚喜社

为一睹杜鹃花的芳容，我们慕名
来到汝阳县的王坪乡孟村。

通幽曲 径 ，溪 绕 山 转 ，山 伴 水
流，碧水蓝天。呈阶梯状的青纱帐
像一个巨型的瀑布，飞滚而下覆盖
着整个山川。

巍峨壮观的鸡冠山矗立在孟村的
北面，它的主峰由五个错落有致的山
峰组成，袅袅的山岚像薄薄纱巾，轻轻
地浮在它的上面，远远地望去酷似雄
鸡的鸡冠，故而得名。它的南面呈马
蹄形的山峦，把孟村紧紧地依偎在它
的怀里。精雅别致的农舍，像镶嵌在
它衣服上的颗颗珍珠，许多古树和盛
花的果树零落地分散在村落里。一条
灰白色的水泥路像一根银线，把它们
一个个串引起来。

小溪从村下悄悄地流淌而过，小
水潭清澈见底，蓝天白云倒映在水面
上，一群小蝌蚪和小鱼儿在水里相互
追逐着，被激起的小涟漪在微风吹拂
下，不断向外扩散着……

问翁杜鹃藏哪里？遥指对岸山
梁间。跨过小溪的石凳桥，拨开缠绕

的葛藤，弯腰穿过密林，草丛中一条
羊肠小道通向袅袅升起山岚的主峰。

呈“S”形的山路时隐时现，人在
荆棘中穿行，听其声却不见其人，好似
儿时的捉迷藏。有人嬉笑，有人唤着
友人的名字，应声伴随着笑声消失在
身边的青纱帐里。有人呐喊一声，立
刻回荡在沟壑之间。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它却
站在青纱帐的荆棘中。一股特有的芳
香伴随着湿润的空气飘了过来，充斥
着每个人的嗅觉，令人如痴如醉。
前面有人开始欢呼愉悦，他们已经
看到杜鹃花了。各种颜色的杜鹃花
玲珑剔透，花瓣上点点滴滴的露水
珠晶莹欲滴，红褐色的斑点和花蕊
之间形成了完美的融合。几只颜色
各异的蝴蝶在花丛中飘来飘去，有
的附在花朵上，忘情地把它长长的

“吸管”伸进花蕊内。耳边不时嗡嗡
的声音打破眼前的寂静，一只只蜜
蜂匆匆飞过。翠绿的山峦和湛蓝的
天空及淡红色的杜鹃花，形成了一
幅美丽的风景画，这些场景刹那间

被定格在观赏者的镜头里。
这里的杜鹃花与众不同，它不是

密集于一大片，颜色单一，让观赏者产
生审美疲劳。而是恰到好处地点缀于
山峦的翠绿之间。一朵朵，一棵棵，粉
红色、淡红色、紫色、粉白色，颜色相互
交融，姹紫嫣红。花与绿的完美搭配，
给人一种和谐和自然之美。

这里杜鹃花的面积虽然不大，
但品种的多样化是豫西山区少有
的。若一个品种一个故事，这里不
知道隐藏着多少个不被人知晓的传
奇故事。

酒香不怕巷子深，花香深山藏不
住。小小的杜鹃花，却浓缩了百花之
精髓。它虽然没有受到过精雕细琢
之功，但它的艳丽和芳菲，给人们带
来了一种原生态的自然之美。它虽
然藏在深山老林，却照样能吸引来一
批又一批观赏者，千里迢迢前来目睹
它的花容。人们在欣赏它艳丽的同
时，也被它能在这寂寞和恶劣的环境
中生长下来，并且，又开出这些绚丽
多彩花朵所折服。

新区的道路很规范，笔直如发，
宽 敞 亮 丽 ，绿 化 到 位 ，人 性 化 设 施
十足。

太康路纵贯东西，北边与宜人路
为邻，南边与开元大道仅一路之隔，
向 东 穿 过 龙 门 大 道 ，西 到 学 府 街 。
它 是 一 条 中 间 设 有 绿 化 带 的 四 车
道，快车道外侧有慢车道，慢车道外
侧有宽宽的人行道。

我住在太康路上，看着太康路的变
化，享受着太康路的美丽，感受着时代带
来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太康路是一条花园之路。
春天，道路两旁的樱花盛开了。一

街两行，洁白的樱花，如雪似云，如霞
似雾，花香四溢，蜜蜂嘤嗡，放眼望去，
不见尽头，过往行人无不驻足赞赏，仰
首瞻望。此时行走在太康路上，如入
仙境，缥缈虚幻，太康路真是赏樱花
的好街衢。樱花飘落，缤纷如雨，又是
可观的一景。四月的太康路，真是“樱
花大道”。

进入五月，街心花坛里，月季花盛开
了，红得如火，点缀以粉红、米黄，美丽极
了，鲜艳极了。月季花花朵大如碗口，
一簇簇，一朵朵，密密挤挤地竞相绽
放。放眼看去，就是一条火焰般舞动
的长龙，它蜿蜒在街心，煞是喜人。
路遇的人们无不赞叹它的旺盛和艳丽，
驻足拍照。五月的太康路，可谓之“月季
大道”。

除此，街心绿化带中，还有玉兰
花、小梨花应时应季绽放着；地上，不
知名的小花从不间断。小小的粉色
花、蓝色花，在阳光下，在微风中，在人
们的生活里，静静地开放着，芬芳着，
美丽着。

太康路是宜人行走的路。宽宽的人
行道，铺设平整的地砖，中间夹着盲道。
走在那里，春有春花可赏，夏有绿荫遮
凉，冬有阳光普照，养眼又养心。晨光
里，晚霞中，不乏散步、闲走的人们。人
们悠闲在美丽的街道上，享受着城市生
活的舒适。

最近，横穿太康路的城市水系又
进行了改造修建。流水两岸修建了绿
色步道，走上去软软的，很是舒适惬
意；水渠上，隔一段距离修建了一座廊
桥。那廊桥，曲径回廊，古朴美观。桥
上，排椅连连，可歇息叙谈，可带孩子
玩耍。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愉悦着百
姓身心，健康着人们体魄。

我高兴，我住在太康路上；我幸福，
我赶上了一切为了人民的好时代。

家住太康路
□静言

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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