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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然已过，又逢清明时。清和景明，举家
相邀出门扫墓，祭祖，自己难以忘怀的，是记忆深
处的清明粑。小小清明粑，清香，腴软，勾起儿时
往事许多回忆。

那个年代，年轻的父亲响应上级组织号召，
从省城邮电行业，支边到民族地区工作，城里长
大的母亲，随同父亲行走好几天，也来到了这边
远偏僻之地。那时，家里穷，姊妹多，母亲自己没
有正式工作，在当地一家缝纫集体合作社，做些
缝缝补补的零活。

每逢清明前，街坊邻里邀约相伴，母亲带上
我和姐姐，去到离家不远的坡间田野，采摘一种
藤草，“清明草银灰色，软绵绵，叶茎有茸毛。”浅
浅草绒绒，淡淡黄花瘦，母亲教我识辨这淡黄小
花草的情景，自己仍未曾忘过。

采摘的藤草，洗净，家里没有石磨，母亲也学
着街邻的婶姨，用石臼捶碾，捣烂，把清草汁拌入
粗米面，自家做清明团，院落、街邻一条街，家家
灶房满是粑香飘过的味儿。家乡当地人把这种

“清明粑”，又叫“甜藤粑”，那个物质匮乏饥饿年
代，家家户户，常以这种食品充饥，填补肚子饥
饿，这忆苦思甜粑粑，塞满我儿时记忆的乡愁。

春意几多催人，前不久，友人几家相约郊外
赏春，踏青。和风煦暖，平敞宽绰的村野，油菜花
灿黄，桃红李白绚烂，拱桥垂柳依依，一片明媚吐
绿间，有一种黄花菜，根茎粗短，叶绿毛茸，开着
小黄花，极易采摘，凑近闻着，就有一股淡香。不
用说，这就是自己小时候和母亲采摘过的清明草

了。其学名，又为“鼠曲草”，有的地方称“黄花
菜”或“棉花菜”，田间、地头、草丛满地密长。这
种野草，又叫“寒食菜”，属菊科草本植物，性味甘
平，无毒，采一堆煨水，趁热喝下，还有止咳、祛
痰、降压之疗效。

用这种淡黄花草做的清明粑，又叫“黄草
粑”，而今，成了清明时节一味地道的特色美食。
制作这道美食，真别说，还挺有一番讲究。

把清明菜洗净，捣碎，滤汁，掺入米面粉，用
劲来回揉搓，一直到面团软柔，白米团青葱、淡
绿。村野间采摘的清明菜，挤出的青汁液，有的
用来拌入香禾糯米，有的用来调拌糯米面粉。记
忆里，家里好不容易买了点糯米，把米淘洗干净，
浸泡了一晚，松软饱满后，母亲借来隔壁邻居家
的磨子，独自坐在灶房，一勺，一勺，舀入石磨眼
孔，来回不停磨推，股股黏稠的浆质，沿磨盘缓缓
流淌，然后，加入透绿的液汁调拌，这传统古老做
法，似乎，更让人无穷悠绵思味。

往锅中倒入花生、葵花仁、芝麻等配料，微火
焙炒，熟透，闻到香味后，和拌成青团馅料。手揪
青色面团，捏成圆团状，开一个小口窝，往窝里添
馅，窝口收拢，轻匀压扁，成圆饼形状。绵软面团，
不停在手里轻捏，细揉，也能闻得到缕缕清香。

循着各自口感喜好，清明粑可放入不同馅
料：花生、葵花仁、苏麻等料，佐以红糖、少许猪油
糅拌，这为“甜馅”；炒熟的肉丁、酸菜、花生等拌
匀，又可制成“肉馅”。还有一种，面团里什么料
也不用添加，直接把绿色糯米团，轻揉成一个个

“素馅”青团。
清明粑，常常有锅蒸、煎烙两种烧制做法。

把圆饼生坯放入铁锅或甑子，添水，滤层蒸煮，当
灶台水声“扑哧、扑哧”烧开了，阵阵热气腾绕，浓
悠香味冒涌，熟透的粑团青色粉染，望之，无不悦
喜怜爱。油锅煎烙，家乡人似乎更乐意接受些，
往平底锅里倒入少许菜油，烧热，放入圆饼文火
油煎，双面翻烙，面带焦黄色后，用筷夹青团，把
周边在油锅里来回滚烙。锅间悠香入鼻，煎烙的
青团粑，这才里里外外完全熟透。粑粑青黄起
壳，出锅，待热气稍稍散却，忍不住，尝一口，其味
糯香，黏稠，温甜暖润身心。

春暖花开时，我国南方一带，仍有制作清明
粑的传统习俗，四川称之“清明菜粑粑”，江南地
区称为“清明果”“清明蒿子粑”。我曾在陆文夫
老先生笔下的美食文字里读到过，叫“清明团
子”，在乐享大自然的恩赐间，流淌出几多清色，
和美，甘饴。

家乡一些少数民族村寨，流传下来的做“清
明粑”习俗，满含“祭先祖、迎春气、祈丰收”的朴
素寓意。相传，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行游南方大
地时，在贵州乡村，曾品尝了当地百姓做的清明
粑，于《徐霞客游记》里，留下了“素食之佳品”之
略述！

“清明粑”这民间俗食，家乡有的地方又叫
“合叶粑”“绵菜粑”，不同品种的清明粑，面皮软
糯，馅心纷繁不一，也有其各自的本色独特。有
用腊肉、鲜肉末、鲜笋做成馅料的，入肚，乃一番

咸鲜香浓的味道。若用花生、葵花仁、桃仁等配
料的甜香馅团，品尝，又会是有种野菜清香甜润
味。其色味口感，蔓延舌尖味蕾间，总让人寻觅
到无比悠朴天然，每一口，无不弥漫春天曼妙美
爽般的味道！

拾往日一缕春浅，携淡雅缕缕清幽。前不久，
到省内其他县里公出，也尝到了一种粑粑小吃，本
地人叫“褡裢粑”。其得名，与布依族同胞盛大节
日，或走亲访友，或出门赶集喜欢携带肩上的褡裢
包有联。其具体做法，用芭蕉清汁渗入糯米面粉
里，用当地常年生长的芭蕉叶包好，入锅蒸煮，品尝
时，用手慢慢拨开，软糯，蕉叶香味，扑鼻连连。“褡
裢粑”这道天然美食，而今，一年四季都可品享。

春蔓轻声吟，粑香咏怀情。清明粑，这道清
明节扫墓祭祖摆放的食品，述说对先人的缅怀思
念，揉进了生命记忆深处。城里长大的母亲相伴
父亲支边到了边远民族山区，岁月年轮洗却似水
的流年，最终，再也没有回到省城，永远长眠县城
东门坡山麓杉林间……

母亲去世三十多年了，她曾领着我们在山野
挖藤蔓花草，灶前做清明粑，那“青餈旋捣作寒
食”场景，仍历历在目。母亲做的清明粑，软糯有
嚼的余香，融入清明时节的眷恋，悠悠弥漫心阑。

回眸过往，在城里生活这些年，总在找寻一
种完全纯粹的滋味，清明粑，这来自大自然的天
然馈赠，这绽放春天的美食诱惑，其深藏的美味
甜香，透过往日时光乡愁，时时持续离乡在外打
拼的悄然守望！

藏在清明粑的乡愁
□江心咏

时光很隋然，不觉间，又一缕春风带我进入一场
酝酿已久的花事里，我放慢脚步，等风含情，盼雨含
笑，等一朵花开，盼一树葱茏，融进我的诗与远方。
每一缕春风都是我细腻的笔触，于一花一草中，摇曳
的春风，身姿漫舞，灵动了盘江春天婀娜多姿的美。

清晨推开窗，甜甜的微风温柔地拍打到脸上，像
粉扑游走在脸上一般，我情不自禁地深吸一口，瞬间
感受到那浓浓的春意，顺着鼻腔绵延到全身，我感觉
全身心都投入春的怀抱里，于是，在这个崭新的春日
里与春共舞，见花、见雨、见自己。

走在花香满径的路上，我一下融进这春的柔情
里，跳舞的阿姨、慢跑的大叔、上学的小朋友、上班
的行人，时光恬淡欢欣。只见春风摇摇晃晃，调皮
地一会撞到他的怀里，一会又吹到她的秀发上，这
样的时光，让我内心瞬间涌动着无尽的诗意，于是
放开脚步和心情，沾着春风，轻轻哼着小曲，享受着
平淡的幸福。

“早啊，上班了”
“早，上班”，每一个人都用微笑迎接每一天。

坐在办公室抬眼便可看见窗外的春暖花开，岁月知味，这已是
自己人生的第56个春天，还有几个月就要离开心爱的岗位退休了，
工作35个年头的自己突然间开始有了对自由的向往、对同事的不
舍、对日渐衰老的无奈，内心真是五味杂陈，我顿时泪眼婆娑，原来
我并不是那个大家认为坚强洒脱的女人。

35年的工作历程虽不是春光无限，却也是一路繁花。35年，说
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我倾注了自己所有的热情，我热爱自己的工
作，并为之努力工作，努力奋斗。“风”一样的工作节奏，能不能和年
轻人一起风风火火地去打拼？无数次的犹豫踌躇，顿然明白，别人
能做到的事，我也一样能做到，五加二、白加黑，随时都会看到马不
停蹄、健步如飞的身影，每个人都在与时间赛跑。

整日的忙碌调快了我们的生活节奏，顿悟，原来填满生活的是
工作，是工作充实了自己、完善了自己、改变了自己，细细回味，突然
感觉忙碌也是一种幸福，因为再也无暇空虚，整个心都维系在忙碌
的工作中，不虚度，问心无愧。苦过了、累过了，有欢笑也有委屈，但
细细品味这突飞猛进的转型步伐，心里还是甜的、暖的，无悔的。

走在家门口一排排香樟树下，抬眼望去，看到枝叶为我搭起的
那片心伞，我知道，我的心已随风而去。轻轻拾起地上的一片落叶，
看它顽皮地对我挤眉弄眼，不觉醒悟，鬓微霜，又如何，不如在繁花
落尽后沉淀自己，因为下一个春天依旧会为我而来，到那时，我会悠
闲地去春天里坐坐，毫无顾忌地醉入花丛，体验人生下一阶段的美
好，在人生下一个拐角处遇到最好的自己。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如诗的岁月，把过往的一切
都留在记忆深处，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

很久很久以前，邓丽君的歌声风靡
之际，就听过这首歌：“夜幕低垂，红灯
绿灯，霓虹多耀眼。那钟楼轻轻回响，
迎接好夜晚。避风塘，多风光，点点渔
火叫人陶醉。在那美丽的夜晚，那相爱
人 儿 伴 成 双 ……HongKong Hong
Kong，我爱这个美丽的晚上，有你在我
身旁。”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知道了

“Hong Kong”是香港的英文名称，对那
里的耀眼霓虹、回响钟楼、美丽夜晚、浪
漫情调，心生目睹一快的念想。

记得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不久，随队
到深圳考察，曾经踩踏到了香港的边
缘，在沙头角中英街疯狂购物。那个时
候的中英街，算得上人头攒动、摩肩擦
踵，我们一行八人仿佛被打了鸡血，一
股脑儿地买、买、买！我不是有钱人，给
爱人买了金首饰，给孩子买了电子游戏
机，给自己买了一套英国西装，还有大
陆罕见的东西。足足花了大半年的工
资，还被香港警察以“越界购金”为由，
罚款20元。

如今又来中英街，早年那种悸动心
情荡然无存。走出关口，右侧的香港门
店依然低矮，大陆一侧的多在装修。街
面上游人三五成群，拿着手机拍照。商
铺里顾客进出不多，随便逛逛就走。香
港这边的巷道，当年开有店铺，我就是
不知这是越界了，故被处罚。现在所有
巷道均已清空，明显写有踏入受罚的字
样。这里的商品早已没有吸引力，临走
时花了40元人民币，买了一件T恤以示
纪念。

依然是老宋、老张我们 6 个人，从
深圳的福田口岸出关后，便是香港的
落马州地铁站。提前就做了手机上通
话和交通的功课，心里十分坦然。看

到这站台设施，感觉像一个迟暮的老
人，没有时尚，更没有光鲜。坐上地
铁，车厢里坐位和公交车一样，两人并
排，中间过道。一路上，上下车的人不
是很多，车站的样式格调显得简单随
便。坐到金紫荆广场，时间一个钟头
零三分，出站之后手机响起，上面显示
车费 4 8、47 元。据说全世界的地铁都
是亏本运行，靠政府补贴。唯有香港
例外，它不亏本是收高价，收的当然是
大陆人的钱！

金紫荆广场位于湾仔香港会展中
心东北面广场、维多丽亚港的中心位
置，与对岸的尖沙咀对峙。中央政府赠
送给香港的金紫荆铜像座落于此，因而
人们称为“永远盛开的紫荆花”，象征香
港主权移交，寓意香港永远繁荣昌盛。
我们在金紫荆下集体合影，在海滨长廊
上漫步，观看沿海而建的环球贸易广
场、国际金融中心、中环广场、中银总部
等，这些高楼大厦，是香港国际大都市
的显著标志。

与金紫荆相互辉映的香港回归祖
国纪念碑，立于北面广场。纪念碑高耸
挺拔，由基石，柱头和柱身三个部分组
成。基石的东西两面，分别刻有中文碑
文和英文译本。柱头用紫铜锻制而
成。柱身的正面刻有时任国家主席江
泽民题写的碑名，碑身设计寓意深远，
206 个石环象征着香港自 1842 年至
2047年的年份，其中1997年的石环尤为
醒目，嵌有光环，寓意香港回归祖国的
历史性时刻。

站在纪念碑前，心中涌动感慨。这
座巍峨挺立的纪念碑，如同一部凝固的
历史长卷，诉说着香港历经风雨、回归
祖国的壮丽篇章。它见证了“一国两

制”方针的伟大构想从理论变为现实，
展现了香港在回归后焕发出的蓬勃生
机与活力。凝视着碑文，我们深切感受
到祖国的强大与民族的自豪。香港回
归的历程，是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里程
碑，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坚实
步伐。

到了午饭时间，我们从会展中心出
来，在龙和道和港湾道之间的背街小巷
里，苍蝇馆子很多，就餐的人更多，找了
不下二十个馆子，均是食客爆满。直到
巷子尽头，才在一家店里找到坐位。6
个人要了 4 份面条和拌饭，花费 146
元。从这里坐出租车到西九龙的香港
故宫博物馆，9公里行程，司机收费1 5 3
元，其中过海底隧道费50元，再次让人
咋舌。

香港故宫博物馆内，吸引我的展厅
有二：一是中国史前文物，展品涵盖了
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珍贵文物，每
一件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信息。二是
香港知名人士捐献珍宝，这些珍宝不仅
展示了捐赠人的慷慨与热爱，更映射出
香港与中华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
系。此外，我还留意古代瓷器到书画精
品：驻足在一幅幅细腻的工笔画前，就
被古代画师那精湛的技艺深深吸引。
转身步入瓷器展厅，那些色彩斑斓、形
态各异的瓷器让人目不暇接。整个博
物馆的外形设计也极具匠心，既展现了
传统文化的魅力，又融入了现代元素。

香港一日游走，如同浮光掠影。没
有逛街购物，却也触及坊间。深切感受
到，这灯红酒绿繁华阔绰的光环悄然褪
色，那不可一世盛气凌人的氛围已然不
再。于是，就此断了念想，不说“Hong
Kong”拜拜！

走进三月
热烈盛开的
除了花朵，还有天空
那一抹蓝
只是一种羞涩的点缀
在高炉，在矿山，在煤场
她们用双手，在这里精心编织
最初的梦
在这片土地生长
然后，逐渐丰盈
爬上轧线，成为弹跳的音符
所有的花都会绽放
在三月，这与季节无关
一封情书
就可以诠释
与钢铁，深入骨髓的一场爱恋
不一定非要玫瑰，今夜
只需要一簇钢花
就可安然入眠
在语言之外
和煦的春风从远方跋涉而来
越过高山，跨过江河
把三月的小雨雕刻成诗
把三月的花朵描摹成画
醒来的早晨
窗外，已花开满园

我爱盘州的大美河山
走进巍峨的乌蒙大草原
感受“天苍苍野茫茫”的辽阔
翻开坡上牧场的岁月篇章
致敬扎根草原的奉献者
走进高原湿地娘娘山
观天山飞瀑坠入银湖的仙境
沐浴在温泉小镇的暖意里
走进诗情画意的哒啦仙谷
沉浸于七彩花田的芬芳
躺在哒啦仙湖畔看日落霞光
诗与远方就在眼前绽放
走进世界古银杏之乡妥乐
一片片金色的银杏叶子
宛如一群蝴蝶翩翩起舞
飘落在古树根上的村庄里
我爱盘州的特色美食
羊汤锅，普田牛肉，辣子鸡
一道道美食滋养着我的味蕾
渣面粑，老城剪粉，豆花饭
蕴藏了悠悠古城之韵
唤起我热爱家乡的情意
荷叶糯米鸡里包裹着
缕缕乡愁的呐喊
各种佳肴浸入舌尖深处
迎来胃口大解馋
我爱盘州的民族风情
千年古榕树下的八音坐唱
奏出一曲曲悠扬的天籁之音
多彩民族服饰绣着好听的故事
苗族大筒箫演奏民间真善美
把民族文化推向非遗的浪潮
彝族达体舞迎来天南海北贵客
灌入真诚与热情的水粄酒
成为彝家人待客招牌
盘州是我深爱的家乡
我的家乡是最美的盘州

在
春
日
里
奔
赴
热
爱

□
邝
嘉
琪

香港一日游
□刘 黔

我爱盘州
□胡光贤

最美三月天
□吴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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