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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东西离不开吆喝，可有一种东西是用不着

吆喝的，那就是烤红薯。街头巷尾只要有一阵阵

特别沁人心脾的香味，不远处的店旁路口，就会有

烤红薯的小摊。在寒冷的空气中，夹带着甜丝丝

的乡情和温暖，勾起人的思乡愁绪。

小时候，孩子们最高兴的一天就是生产队里

“起红薯”，男女老少都会去红薯地里，老大爷们割

藤蔓、年轻后生挖红薯、姑娘媳妇们会把挖起来的

红薯轻轻去掉土，堆放在一起，只有小孩子们在田

头地旁追逐打闹。当然，我也少不了跟着父亲凑

热闹。因为红薯要轻拿轻放，不损坏皮才能保存

长久。所以红薯起好后，便会用大秤分给每家每

户。父亲是生产队的会计，负责记账之类的事。

按每户的人口数分成一堆一堆，看着高高挑起的

秤杆，大家都满脸的笑容，然后用小平车、独轮车

直接直接运回家。

那时候我们家有辆不错的独轮车，母亲把父

亲推回来的红薯一个一个在院子里摆开，让太阳

晒三四天。晒干后，大的摞在被阁上，小的装进纸

箱里面。红薯喜暖，因此冬天要放在住人的房间。

“起红薯”的第二天，红薯地里会有一群群“拾

红薯”的人，大家把昨天挖过的红薯地再挖一次，

看看有没有遗露下的红薯，如果真的挖到个大红

薯，高兴得像挖到宝贝似的。我也会跟着父亲去

拾红薯，我们把挖到的和藤蔓上带着的拇指大的

红薯仔都收集起来，偶尔也有大点的，然后装上一

车藤蔓推回家来。回家后，父亲把藤蔓用小铡刀

切短后喂猪，母亲把红薯仔一锅一锅地馏熟，然后

放在秸匾上晾晒。这样，一种自制的风味小吃红

薯干诞生了。这也成了我们小时候不可多得的零

食，那时候还没有休闲食品的概念。亲戚朋友来

了，母亲拿出来招待，临走时还给带上。就连要饭

的来了，除了给点现吃的，也会抓上两把红薯干让

带着饿了吃。

那些日子大家都不富裕，只是我们老家土地

肥沃，农业生产条件好，小麦、高粱、玉米产量都比

较高，再加上红薯、瓜菜之类也适宜生长，因此没

有太多的饥饿感。而红薯又是大家普遍喜欢的食

物，有时候煮在稀饭中，有时候熬在烩菜里，有时

候蒸熟掺上面做成红薯糕。更多的时候是馏着

吃，在大锅里扣上一只碗，上面堆满红薯，加适量

水后加热。等到热腾腾的红薯出锅后，碗下的锅

底就会出现粘粘稠稠的“红薯蜜”，那就成孩子们

的“口福”了。

其实，那时候根本不知道红薯的营养价值，更不

知道红薯是防癌状元。只知道老百姓生活里离不开

红薯，红薯已经成了农家不可或缺的东西。

实行生产责任制后，我们家里依然年年种红

薯，父母把收获的红薯用纸箱装好，分给我们兄弟

姐妹。直到现在，父母亲年迈了，不种地了，可每

年都要替我们把红薯买好，保存在家里，谁要回家

就拿两箱。

记得有一次，一颗红薯长了芽，我索性泡在水

里，几天后长出了茂盛的藤叶，非常好看。采几片嫩

绿的藤叶煮在饭里，整个饭菜都显得清香可口。

红薯虽然是埋在泥土里，却孕育了大地的醇

香，正是这种朴实无华的东西，带给我们无限的爱

和浓浓的情。

论 喝 茶 的 时 间 我 可 以 算 是“ 老 茶 客

“了。三十年前，北方喝茶的女性可谓少之

又少，现在想起来，当初可能是脾胃不好喜

欢喝热水，而茶清雅的香气比之白开水自

然有滋味，喝着喝着就上瘾了。

那时候，茶的品种少，也没有专门的茶

店，记得商店里只有茉莉花茶，喝茶不需要

费心思虑，简单而纯粹。茶之于我，一杯好

喝的水而已！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交

通发达、旅游兴盛，开始有机会与各种各样

的茶邂逅，先是龙井、铁观音、碧螺春、祁

红、普饵等几大名茶…后是金骏眉、霍山黄

芽、雀舌，猴魁、白牡丹、九曲红梅、东方美

人等一些小众茶品，红黄青绿黑白，五花八

门，极为丰富。而我总是逮着啥就喝啥，于

是醇厚的、优雅的、温宛的、鲜爽的、温润

的、甘醇的……其形其味其韵其万千变化，

总让我想起苏东坡的“从来佳茗似佳人”。

茶之于我，一种生活的闲趣！

近几年，茶开始到处联姻，桂花爱上乌

龙、玫瑰牵手滇红、青柑拥抱普饵…让茶之

滋味更加丰富，回味无穷。而茶的功效亦

让商家炒的堪比灵药仙丹，美容养颜、延年

益寿、降糖降脂、防癌抗癌……神乎其神，

玄而又玄，诱惑力真乃强大。但窃以为茶

之功效与魅力应该更在于茶的香气与品茶

时宁神静气淡定安然的氛围。

如今，茶不只专属于大雅之堂，而且已

扩展到寻常巷陌。茶不只是达官贵人的品

味、文人墨客的风雅，也是贩夫走卒的饮品、

寻常百姓的口粮！于是酒楼茶肆、宴席会

场、案头几旁、田间路上，都有了茶的用武之

地！有的人泡一大杯一饮而尽只需数秒，有

的人倒一小杯细细品咂回味半日，同品种的

茶可能一斤几百元喝一年，也可能几百元只

能品上一杯。其间落差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茶究竟是什么？一片小小的叶子能让

人沉醉其间流连忘返，并在情感的空间上

占有举足轻重一席之地，且上升到文化的

高度，其前生后世究竟蕴含了多少美丽动

人的故事！有云，柴米油盐酱醋茶，很俗;有
云，琴棋书画诗酒茶，很雅;有云，茶禅一味，

很玄妙;有云，千秋大业一壶茶，很博大。茶

之江湖深不可测，茶之文化炫丽多彩！让

我这几十年的“老茶客”越来越感觉像“茶

小白”！于是，溯根求源释疑解惑便成了我

心中的一大愿望！

茶为国饮，杭为茶都，识茶去杭州应是

最佳的选择！于是今年的四月与几个姐妹

结伴去了一趟杭州，参加了一次茶学游。

第一站是中国茶业博物馆，在这里，茶

的起源、历史、生产、加工、品饮等前世今生

得到充分的展示。有宫庭茶的讲究、名士

茶的优雅、民间茶的世俗…有茶器、茶艺、

茶礼、茶俗、茶宴、茶商…有煮茶、点茶、烤

茶、泡茶…有大碗茶、工夫茶、盖碗茶…与

茶相关的一切让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更

有因茶而生的诗词三千篇，无数美丽的故

事，流芳千古的人物，凝聚成一种博大精深

的茶文化，不知不觉间便夺走你的心，摄取

你的魂，让你深陷其中！

茶如此深得人心，自然会吸引商家的

眼球，古代茶马古道的热闹和当下茶馆茶

学的兴盛足以佐证。西湖龙井誉满天下，

龙井村必是商家云集之所。

走进龙井村，空气中弥漫着龙井茶的

幽香，但飘荡的更浓的却是商业气息！到

处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家家为店，人人为

商。每处小院都很别致，院中摆着桌椅，墙

上布满鲜花，门口放着一口炒茶锅，说是炒

茶其实是为招揽顾客而作秀，炒茶人并不

专心于茶，有客经过便作一番介绍和邀请，

但你千万不要太过相信他的真诚。走进小

院，卖茶者大多没有什么好声气，也许受过

太多奸商的欺诈，也许受过太多刁客的捉

弄，也许是龙井茶太过诱人供不应求，总是

刻薄中透露出小心和防范。品一杯茶 168
元，如果你说不一定买，非但不屑让你品

鉴，懒得留你，还要数落半天你的人品，自

负而霸道，会让你霎那间颠覆了“顾客是上

帝”的商规，只觉处处陷井，不敢轻易踏入。

虽说有这一般的境遇，但于我却并没

有影响了多少情绪。这犹如有人家中养着

倾城倾国之人，自然会多几分骄纵之气，让

你白瞅那么几眼，听几句不好的话亦不算

太出格，倒还是自己占了些便宜。而这商

业的味道亦如乡间媒婆的味道，虽说有世

俗与市井之气，却也成就了人间许多的美事，

若没有她的存在，我这偏居一隅的小女子怎

可识得这茶的大千世界，尝到这至纯至美的

人间甘露！何况，其后还有更诱人的场景在

等着我呢。

穿过龙井村爬上狮峰，分秒之间，原始

和现代、商人与农民、朴实和狡猾骤然转

换，穿越般的让人有点恍惚。漫山遍野的

茶树一望无边，身着五颜六色服装的茶农

穿梭其间，翠绿的茶芽宛若新生的婴儿，嫩

嫩的、娇娇的，一簇簇一丛丛热热闹闹的在

枝头东张西望，偶尔有小小的白色茶花柔

柔的羞羞的躲在芽间，采一片茶叶，放在鼻

间轻轻一嗅，幽幽的香气霎时沁入心脾、通

体清爽。茶真是上天赐予人间的尤物，怪

不得让人陶醉着迷！在这里，春天是收获

的季节！茶农粗笨的手指灵动地在枝头飞

舞，一个个嫩芽便乖巧的跳入篓中。正如

《采茶歌》中所唱:“姐姐呀，采茶好比凤点

头，妹妹呀，摘青好比鱼跃网。一行一行又

一行，摘下的青叶往篓里装，篓篓嫩芽发清

香。”只是采茶的已不是以往年轻的姐姐妹

妹，而大都是中年妇女，她们都沉浸在收获

的喜悦中，眼中只有茶，手里只有茶，对你

看茶、采茶、和茶合影甚至往兜里揣几片茶

叶等一系列的小动作不屑一顾，也对你到

来的种种目的不作揣摩，自信而从容，一副

名茶主人的风范！龙井的名声使龙井人自

信也自负、开阔也刁钻，不知道商业化是让

人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西湖龙井作为全国名茶之一，其需求

量绝非一个小小的龙井村能满足！其实西

湖龙井有"狮、龙、云、虎、梅”五个产区，茶

分十几个等级，不专门研究是搞不懂的。

“比较”是最笨也是最有效的办法。于是我

们去了万担茶乡——龙坞镇。

比之于龙井村，龙坞镇更像茶乡。茶

树布满山山洼洼、沟沟岔岔，层层叠叠、密

密匝匝，环绕着你，拥抱着你，任你左冲右

突都无法挣脱。看的是茶树，闻的是茶香，

说的是茶事，想的是茶情。钟灵的山水哺

育着茶也养育了一方的百姓，龙坞镇的村

庄非常美丽，花草掩映，别墅相连，茶香氤

氲，流水潺 ，一副人间天堂的模样。

在龙坞，群体种（土茶）和龙井 43 一起

摇曳生姿，前者为传统的土生土长，后者是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从龙井群体中

选育出来的无性系国家级品种。比较而

言，群体种出芽花杂密度小，芽头粗壮松

散，外形粗旷，43 号出芽整齐密度大，芽头

秀丽挺拔，外形秀气颜值高，需有人指点仔

细辨认你方可看出一二。深嗅细品，味道

也略有差别，自己觉得还是群体种的味更

香浓一点。如果说土茶就像茶山上唱歌采

茶的姑娘，有圆脸、方脸、长脸、瓜子脸…但

都充满活力和个性，丽质天成，多姿多彩，

那么 43号就像舞台唱着茶歌整形化妆的现

代女性，一律的锥子脸，初见惊艳，细看总

觉少了一些自然多了一份雕琢，让人生出

些许遗憾。这里户户都是老茶农，以茶为

业。这个季节正是一年的生产旺季，为赶

上需求卖上大价钱，大量的茶用机器加工，

当然也可以手工制作，但需要你耐心等待

并肯花大价钱。手工制作的茶看上去没有

机器制造的规整漂亮，但味道却因灵活的

操 作 注 入 了 人 的 灵 气 ，故 而 更 加 醇 厚 悠

长。有的东西是机器永远无法替代的。一

次次品鉴不断刷新着我的感观，丰富着我

的人生体验。于是我不得不感叹，科技虽

说正在一步步地占领着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功利的驱逐下似乎处处占居上风，但优

秀的传统却犹如流淌的血脉以其丰富的内

涵与不屈的灵魂坚强地守护着属于自己的

领地，永远不会被击败和逃汰，并总被有识

之士宝贝着怀念着争夺着保护着。茶如此

其他亦如此。

到此，我好像明白了一点人们对茶迷恋

的原因：一片小小的叶子，根植于泥土，在风

的呼唤雨的滋润光的抚慰下而生，经过自然

人工机器各种的揉捻搓烤的历练而死，在水

的润泽下死而复生与我们相逢，其向死而生

的坚强岂是常人所及，从这个意义上说，此

时的茶已是得道成仙，与天道相通与自然相

融，如凤凰涅 ，浴火重生，其神其韵其味岂

是简单的一片树叶！再加上茶器、水质、环

境、水温、时间以及饮者的用心用情，其色香

味韵的千变万化，怎能不让人沉醉其中，越

陷越深！

杭州之行，只让我在茶的门缝里对其

无限风光瞅了一眼，只这一眼，便激发了我

探索的更大欲望。故而，某一天，忽而产生

了一种奢望，想拥有一间置于清幽的山间

或湖边的小木屋，屋内是木质的茶几外加

一把藤椅和一个紫砂壶，在飘荡着萨克斯

奏出的《回家》《茉莉花》、泰坦尼克号主题

曲《我心依旧》的小屋里，一个人独坐窗前，

与茶谈一场恋爱。

天下能让人上瘾的东西大多是有百害

而无一利，唯独茶强身健体修心养性，有这

样的瘾作伴人生真的好美！好想走遍茶区，

遍尝天下佳茗，与茶谈一辈子的恋爱……

在山西诗界，说起吕世豪，几

乎没有人不知道，他是那个杜牧

问过、牧童指过的杏花村里的诗

人；在这个飘着酒香的村庄，数十

年来，他的诗歌无法排遣又无法

释怀的细雨，一直下着下着，那沙

沙沙的声音，仿佛桑蚕梦见睡眠

的丝绸，那种向美之心，渐次蜕变

的伤疼和无言的甘苦，只有他自

己知道；他的执着与热爱，终于使

我相信，他和他的诗无愧于这里

的杏花与酒香，无愧于他脚下的

泥土和身后的故乡；在他的 500余

万字的著述中，无论诗或文都与

他至亲至爱的乡土有关，作为一

个山西乃至全国重要的乡土诗

人，他的创作实践再次证明了一

个真理：“愈是生活的，愈可能是

艺术的。”循此，走进吕世豪的艺

术世界，一个一身泥土两袖清风

的本色诗人，便站在了我的面前。

大约是八十年代的初期，在

省作协举办的一次诗会上，我第

一次见到了吕世豪。其实，我刚

开始学习写诗，而他已是省内成

名已久的诗人，他的作品在省内

外的文学报刊每每发表，都很抢

眼，都是我剪贴抄写和认真研究

的范文。当然，他也是我喜欢和

仰视的诗人之一。那是一个诗歌

复兴的年代，也是一个万物更替

更新的年代，再生的阵痛之后，吕

世豪的诗歌也发生了微妙的变

化，而没有变的是他专注凝神的

方向和始终如一对乡土的眷恋；

他的人文精神与不拘一格的抒写

方式，以及渐次拓展的视野，为他

朴素自然的诗风里，注入了现代

活力和动人的情怀。对于老一代

诗人而言，这种蜕变焕新是艰难

的，是前进还是后退必须选择的，

也是一个优秀诗人一定要越过的

隘口。诗人吕世豪以他卷轶浩繁

的创作实践和孜孜以求的坚持精

神，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他没有原

地踏步，还在往前走，他的脚步还

是那么有力，他向往的目标在他

不舍的追寻中，渐渐清晰起来。

无疑，吕世豪是一位勤奋、高

产、本色、极具才华又充满智慧的

诗人，在他涉及的深广的创作题

材中，农村题材的作品，或者说乡

土诗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比

重，这是他的富矿或文脉，也是他

许多重要作品的产床。作为一个

优秀诗人，他的生活经历，生命体

验，人文情怀，精神向度，价值观

念，艺术趣旨，以及哲学背景，都

与他为之倾心、辛勤笔耕的热土

田园有关；他的艺术根系和创作

源泉，都在这里，甚至可以说，之

所以经历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

依然老而弥坚，依然保持着旺盛

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其根源也在

这里；这是吕世豪诗人的艺术谱

系，是他艺术的生命的出发点和

归宿，是他一生的衣裳和行李，也

是我们看见他、认识他并记住他

的鲜明特征。尽管，吕世豪有过

不太短的从政为官的职业生涯，

但社会地位和职能的改变，丝毫

也没有影响他布衣诗人的情怀，

他关注关切的依然是低处的草

木、俗世的生活和卑微的生命，他

始终恪守着“只有内心干净，手脚

才能干净”的信条，所以，他才会

两袖清风地行走在他热爱并为之

献身的故乡土地上，才写下那么

多永与人民与心灵息息相关的诗

篇。这些重中之重的诗篇，读来

亲切、朴素、自然、充满人性的光

辉，其内容扎实，情感饱满，意蕴

充沛，而表达方式和语言力避俗

套，善于在节奏、旋律的推进中深

化主题思想；诗意的呈现和诗人

的机智幽默往往在不经意间同时

突然呈现，十分自然地为读者打

开了更为广阔的阅读空间。可以

说，吕世豪的乡土诗，有着鲜明的

个性色彩和独特的地域风情，具

备了与别人区别开来的力量，这

是一个成熟诗人的重要标志，是

逐渐形成自己风格的必经之路。

使时间离去，而诗会留下来，美好

的境界会留下来成为可能。

除了乡土诗，吕世豪还写下

大量的其他作品，比如行旅诗、爱

情诗、哲理诗、微型诗，这些作品

大都很短，是他有意识的尝试或

探索，是一个诗人不断突破自己

又继续充实自己留下来的脚印；

自然，是诗人丰富多彩的内心世

界的缩影，从而构成了他创作的

另一翼。从文本上讲，这些短诗

更注重瞬间的感受，有意略去物

象的具体呈现，似乎更像生活的

火花和经验的闪电，于瞬间出现

或消逝间，更在意突然击中和照

亮的艺术效果。大半生的人生经

验和智慧，给了诗人吕世豪写好

这类作品的力量。他的这些短

诗，特别是为数不少的微型诗，是

他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

乡土诗之外的另一片天空，这些

格言或警句的短篇诗歌，其智慧

的高度，以及给人的启迪，认识的

意义，我相信，大凡读过的都有同

感。我不是什么诗歌理论家，也

不喜欢那种寻章摘句的评论方

式，所以，我省略了这个过程，但

建议广大读者，如果有幸读到吕

世豪的《微型诗 600首》，一定要仔

细，认真地读几遍，那是一片智慧

璀璨的星空，在仰望静思之间，你

的心会掀起波澜，说不定也会像

一条河流，一边读一边悄悄流去。

诗人吕世豪是一位著作等身

的诗人，每有诗作出版，都会送我

一本。我留意他的作品，试图从

中找到为我所用的养分，多年下

来 ，居 然 读 了 他 大 部 分 诗 歌 作

品。我惊叹他的坚持，文思泉涌，

也惊叹他面对滚滚红尘，依然素

面朝天，荣辱不惊。有如此定力

的诗人，如今实在是少之又少，不

管东南风还是西北风，也不管鸟

朦 胧 还 是 月 朦 胧 ，他 都 不 为 所

动。因为，他有自己的目标，他只

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行，他才不会

摇摆，不会跟风，只忠实于自己的

心灵。所以，他的作品才更像他

故乡的庄稼，在杏花雨和牧童曲

里，一茬又一茬地茁壮成长。与

这位老哥哥相比，我感到汗颜，多

年来混迹于诗歌圈子，只为养家

糊口，慢待了自己喜欢的诗歌，很

少写出什么像样的东西。近日，

我收到吕世豪新出版的诗集《回

望故乡》，当我读到他的压卷之作

《敬重泥土》一诗时，我久久无言，

一读再读之后，我似乎找到了答

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这首诗

正是诗人吕世豪创作的秘密？他

的敬重、热爱以及生活生命的全

部，都与泥土有关。他的根在这

里，他的日常情感和审美情感在

这里，他的诗他的文在这里，他的

喜怒哀乐和悲欢荣辱在这里，他的

天空、大地、草木和牛羊在这里。

他在这里，一个生命之林和艺术之

树常青的诗人在这里，而我远离这

里，只能向他遥遥地致敬。

杏花村里是故乡
□ 周所同

我的茶事
□ 贾淑林

红薯飘香
□ 梁大智

本报讯 （记者 李够梅） 6月 28日上午，离石区举办纪念中国共产

党成立 98周年“歌盛世 颂党恩”剪纸作品展开展仪式，此次展览由中

共离石区委宣传部主办，区文联、区民间艺术家协会承办，离石区文化

馆协办，这次剪纸作品展邀请享有盛誉的国家级省级剪纸大师王计汝、

武毅星、杨玉香、徐秀珍、许瑞平等参与，民间艺术家围绕我党走过的光

辉历程，围绕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巨

大成就，围绕中国梦，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辉煌业绩进行了创作，这些

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构思精巧，是一次传统主题文化的集中展示。

离石区举办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8周年“歌盛世 颂党恩”剪纸作品展

最喜欢吃妈妈亲手包的粽子，妈妈

的粽子是天下最美的滋味！在那粽叶飘

香的日子里，总不由地想念我亲爱的妈

妈----
我的妈妈出生在中阳县一个盛产芦

苇的乡村。外婆家就座落在芦苇旁，屋

舍与芦苇田仅有一条窄窄的小水道相

隔。芦苇的叶子，颜色青绿，香味特浓，

也称“粽叶”，每年端午节前后，当地人都

习惯用它来包粽子。

每当春夏之际，郁郁葱葱的芦苇随

风儿飘动，形成一层层的绿波，煞是好

看。当芦花开放的时候，“蒹葭苍苍，白

露为霜”，若飘若止，若有若无，更是引人

瞩目，令人神往！

我的妈妈天生丽质，自幼勤劳善良，

乐观开朗，曾经也是一枚快乐的“小公

主”。她从小在芦苇旁长大，一年四季和

芦苇打交道，与芦苇结下了不解之缘。

春天在芦苇地里挖苦菜；夏天在水道边

用芦苇叶包泥泥；秋天在芦苇地里拾干

柴、摘龙葵（俗称“山葡萄”可以吃）；冬

天，帮大人们剥芦苇皮、运芦苇杆（用于

编苇席）……

每年农历四五月间，一大片，一大片

的芦苇茂密翠绿，香飘几里，外婆家的粽

叶“上市”了。通常这时也是舅舅最忙，

最需要帮手的时候。妈妈每天总要蹬上

自行车到十里之外的外婆家，帮舅舅掰

粽叶——他们小心翼翼地从芦苇杆上把

粽叶一片片地掰下，一把把地码成捆，放

到路边或拿到集市上去卖。余剩下的一

些粽叶，妈妈就拿回家来给我们包粽子，

所以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家总有吃不完

的新粽子。

由于常年在芦苇旁玩耍，所以妈妈

包的粽子，不仅好看，而且还特别结实。

随手捡起一个未煮的粽子，试着抛在半

空中，再落到地上也摔不烂。

每年端午节时，妈妈早已泡好糯米，

准备了红枣、马莲等。常记得妈妈包粽

子的样子：只见她端坐在小板凳上，把粽

叶一片片地洗干净，再用剪刀把粽叶修

剪齐整，笑眯眯地开始包粽子。每包起

一个，就用马莲牢牢地扎紧……

“一颗枣儿一个香，一个粽子一片情

呢——”

妈妈是包粽子的高手，妈妈包粽子

时很少让我们插手，所以我至今还不怎

么会包粽子。那时只是在一旁默默地瞅

着妈妈娴熟地包好一个又一个……妈妈

包粽子时总是满脸的笑容，嘴里还哼着

歌儿，她的心里有多喜悦啊！因为不久，

她的孩子们就可以吃到自己亲手做的美

味粽子了！

粽子要好吃，首先要包得好，但煮粽

子也是一门学问。

我家有一口大铁锅，妈妈把刚刚包

好的粽子从锅底一个个向上齐齐整整摆

好，加足水，锅盖上压上一块“捣钱钱”石

头，然后坐在柴火上煮，不停地加柴，不

断地添水……

妈常说：“水一定要把粽子淹住，否

则粽子就会‘夹生’不好吃。”

妈妈的粽子通常是下午开始包，晚

上煮，整整的要煮一个通宵。半夜里，妈

妈还要起身好几次，添添柴加加水……

天一亮，我们一睁眼就真能吃到香甜美

味的粽子了。

妈妈的粽子甜甜的，黏黏的，有韧

性，有筋道。特别是刚出锅的粽子，那实

在是好吃极了！妈妈的粽子，那真是世

上最美最美的味道啊！

现在，我家里还一直珍藏有妈妈亲

手包的“两个”粽子，一直藏着……因为

妈妈已离开我们四年多了，我将永不能

再吃到妈妈包的粽子了——

在那粽叶飘香的日子里，我深深地

怀念我的慈母——我亲爱的妈妈，怀念

妈妈亲手包的粽子……

在那粽叶飘香的日子里
□ 高琴琴

梁大智梁大智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