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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民生活水平
的逐年提高，人们更为讲究饮食营养和食
文化的开发，天然绿色食品备受青睐，因
而吃野菜便成为当今一种时尚。不仅自己
动手到田间地头去挖，到山坡树林采摘，
回来自做自食自品，而且走进了酒馆饭
店，登上了大雅之堂，一盘凉拌野菜竟卖
到十几元几十元之多，行情十分看好。

老伴一向有挖野菜吃野菜的嗜好，一
起锻炼的老友们纷纷效而仿之，也都争先
恐后地加入进来，常常成群结队而行，我
也在她的耳濡目染下亦步亦趋，挖野菜成
了我俩每天晨练之后的必修“功课”。因
此，在春夏秋三季我家野菜不断，吃不了
就分给左右邻居，让他们也都尝尝鲜，品
品野味。

从春寒料峭时开始，最先被我们捕捉
的是芨芨菜，它是顶着冰凌发芽现绿的，
这种长有细碎小叶的野菜既可经开水焯过
凉拌，也可入汤入馅，几种吃法均鲜味绵
长。不过，芨芨菜展叶之后长势迅猛，没
几天就开出了紫蓝色的小花，带花的芨芨
菜就不能再吃了，不仅茎叶已老入口如
柴，而且吃了容易腹泻拉肚子。

只是莫急，接着就有白蒿入筐，白蒿
是一种中药材，嫩时采回可和进面里烙饼
或蒸面窝窝、蒸锅垒，吃了不仅耐饥，还
可养生去病。

吃过白蒿之后，就已到了阳历的四月中
旬了，春暖花开桃红柳绿，满山遍野生机盎
然，可吃的野菜就数不胜数了，先是苦麻
菜、苣荬菜亮相，然后是蕨菜、野芹登场，
接着是香椿、榆钱、槐花等等齐呼啦涌来，

这其中唯有苣荬菜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苦菜吃
的时间最长，挖过一茬，只三几天便又冒出
一茬，而且鲜嫩无比，就这样可持续吃到七
月底。苦菜的吃法也很多，嫩芽芽可洗净消
毒蘸酱生食，虽味苦却清脆可口，食之生津
去火；稍大点可开水焯过凉拌，也可与肉或
蛋拌成饺子馅、包子馅、馄饨馅，也可与肉
片爆炒，均清香醇厚，别有风味。

还值得一提的是蕨菜，这种与恐龙同
时代的植物活化石，是非常珍贵的野味，
用它炒肉或炖肉都是一道名菜佳肴，将其
晒干后保存起来，待春节时经水浸泡后入
菜可与南方的竹笋比美。

苦菜还未吃完，苋菜就长起来了。苋
菜可是好东西，嫩时更为可爱，红根绿
叶，用手一掐一股清香味便扑鼻而来，掐
上一把回家下西红柿汤面，那味道真可以
说是鲜美极了。苋菜还可凉拌入馅，一时
吃不完，冻在冰箱里，啥时想吃都现成。
不过苋菜极富生长力，几天不见便蓬蓬勃
勃起来，有的竟可高过人，这时茎干虽说
老了，但它的嫩枝嫩叶仍是佐餐佳品，还
可以将掐得动的茎干去叶阴干，收藏起
来，冬天食之，又韧又筋，胜过超市里的
干黄花菜。到了秋天，各样野菜都已开花
结实，再不能食用了，可这时雨水渐多，
却是进入了采蘑菇的大好季节，蘑菇虽说
不属于野菜范畴，人工养殖的多得很，市
场街头都有卖的，但野生的才是佳品极
品，其营养价值要大大超过野菜，而且它
也和采野菜一样需要到处寻找，所以我将
采蘑菇就视作采野菜的延续。刚刚采回的
新鲜蘑菇，无论是松蘑、杨蘑还是草蘑、
榛蘑，择净下锅煮炖煎炒，都鲜美异常，
非人工种植的蘑菇所能比拟。

采挖野菜的益处可多了，尤其对我们
老年人来说，更是如此。它不仅使我们家
的餐桌上一年四季野菜飘香，随时能够品
尝到绿色天然食品，增加了营养，调剂了
生活，而且使我们老两口经常活动在绿色
之中大自然之中，锻炼了身体，陶冶了情
操，增进了我们老夫老妻间的感情，促进
了家庭的和谐亲情的融洽，使我们的退休
生活更为丰富多彩更为快乐充实更为有滋
有味。

近日，位于文水县南徐村的武则天纪
念馆牡丹园内，各色牡丹花竞相开放，美
不胜收。民间曾传说，这是敢于违抗女皇
武则天之命被唯一赶出京城的牡丹花，如
今却盛开在女皇故里的主庙宇中。

牡丹是毛茛科、芍药属植物，为多年
生落叶小灌木。花朵色泽艳丽、玉笑珠
香、风流潇洒、富丽堂皇，素有“花中之王”
的美誉。牡丹品种繁多，色泽亦多，以黄、
绿、肉红、深红、银红为上品。牡丹花大而

香，故又有“国色天香”
之称。

传 说 ，武 则 天 当 皇
帝的时候，有一年冬天，
天寒地冻。武则天在殿
内闲来无事，到后花园
游逛。只见花园内一片
凋零肃杀之状，毫无生
机，心里十分苦恼。她
就想，要是一夜之间，百
花齐放，岂不美哉。自
己是一国之君，下一道
圣旨，这花园的花谁敢
抗旨不开放？于是她对

百花下旨道：“明天朕还要到花园赏花，你
们这些花马上准备开放，给你们一夜的时
间，不要再等待春天到了再开啦。”武则天
下了圣旨后，百花十分焦急。虽然现在是
寒冬腊月，但谁敢违抗皇帝圣旨，抗命的
下场大家都能想象得到。第二天，一场大
雪纷纷扬扬从天而降，尽管狂风呼啸，滴
水成冰，但众花仙还是不敢违命，五颜六
色的花朵顶风冒雪绽开了花蕊。武则天
目睹此情此景，高兴极了。突然，武则天

发现有一片花圃还是凋零状，不但没开
花，连绿叶都没有。看到这种情景，武则
天十分生气，就问这是什么花，竟然敢违
抗朕的旨意。有人回答说这是牡丹。武
则天怒气未消，下令把牡丹贬到洛阳去。
谁知，这牡丹刚到洛阳，便生根发芽，开出
美丽的花朵。武则天知道后更加生气，下
令火烧牡丹。无情的大火映红了天空，棵
棵牡丹在大火中痛苦地挣扎、呻吟，然而
人们却惊奇地发现，牡丹虽枝干焦黑，但
那盛开的花朵却依然夺目。这也是牡丹
被称为“焦骨牡丹”的原因。牡丹由于其
凛然正气和对权贵不低头的傲骨被尊为
百花之王,洛阳牡丹由此闻名天下。

战友今何在 耄耋探亲人
□ 李凯恩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高歌激
情下四川。回想当年南下的峥
嵘岁月，不由人感慨万分。1949 年，山西临县籍一批风华正茂的在职青年干部，响应

党的号召，义不容辞来到四川开辟新区工作，其中近百名走进四
川边远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后因工作调动走一部分人，留在凉山
州的 66人（其中有笔者）一直没有离开。

这 66 名临县男女青年战友，一直坚持在大凉山这片热土
上，扎根生芽，开花结果。战友们昼夜辛劳，为开辟新区工作，为
建设新凉山而努力奋斗。经过 70多年呕心沥血奋战，有的因剿
匪光荣牺牲，有的因公罹难，还有不少战友因积劳成疾病故了，
他们的骨灰埋在这片热土上。

临县儿女来到凉山后，曾经在州内担任过正县、团实职以上
职务，又在凉山州离休的有 22 人（见 1994 年《临县志》人物名
表），现在减少到了 6人，这 6名健在的年龄最小近九旬，最高者
九十有六，他们分别是：杨子忠，招贤留邻庄；樊容宽，三交镇；李
凯恩，三交青家 ；白云峰，碛口寨子山；张其伟，林家坪新民村；
高玉昌，招贤高家庄。

当年临县籍儿女来到遥远的大凉山，心头时刻牵挂着家
乡，通过写信了解情况，成昆铁路通车后，老家的父母兄弟前来
探亲，更能知道家乡的变化。这些人最关心的家乡国民经济的
发展，城市乡村的建设，农民的生活状况等等。到上世纪 80年
代，一些老战友自掏腰包，多者一两百元，少则五六十块，筹集
扶贫资金，统一寄回临县人民政府，支助刘王沟“希望小学”开
办。1985年临县召开经济振兴暨征集史料座谈会，凉山委派李
树荆、李凯恩二人自费回临县参加会议，会后先后为家乡通过
火车运来西昌家乡的大豆、高粱约 30吨，既解决了临县建设资
金所需，又满足了凉山酿造业原料。

而今尚有 15名健在的临县籍老战友（其中女性 2人），他们
定居在州府驻地西昌市，多数成为 90岁以上高龄老人，过着美
满幸福晚年生活，儿孙围膝，其乐融融。

野菜飘香
□□ 韩长绵韩长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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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道：叶黄落树根，人老思故乡。近
两年先后有山西临县籍张其伟、高玉昌等 5
名来到凉山州的老战友，不顾年迈体弱，同
儿女一道乘车，回到临县探亲观光。

他们回到家乡第一感觉是：“青少离家
耄耋回，乡音未改两鬓白。见到晚辈不相
识，爷爷奶奶响耳边。”第二个感觉是所到之
处旧貌变新颜。他们参观过碛口寨子山陈
家大院毛泽东主席住过的窑洞，瞻仰了三交
抗战牺牲烈士纪念塔，游览了碛口黑龙庙、
枣圪 义居寺等景点，看过湫水河上的新老
大桥及城内二道街、四囫囵等地方。还看到
临县人民政府为了帮助村民脱贫，投资新建
的一排排搬迁户房屋，将破旧窑洞居住的村
民搬迁到水电两通的新房屋内。

此次回临县探亲观光的白云峰、张英
（女）夫妻二人带着 3个子女，由两个儿子自
驾车，途游陕西东渡黄河回到临县，男方是
碛口寨子山人，女方是林家坪张家 人，他
们的父母早年过世，但侄儿侄女一串串。两
家的晚辈听说他们要回来，白天盼夜晚等，
见面后双方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寨子山
与张家 相距很近，双方的侄儿侄女争着管
吃包住。老两口只好轮流食宿，这家住
两天，那家歇三日，住了一个多月，还
没轮完，最后双方含着热泪割爱，
离开温暖的老家，平安返回
了西昌。

武则天与牡丹花的故事武则天与牡丹花的故事
□□ 冯增清冯增清

文水武则天纪念馆牡丹花盛开

文苑

（作者为南下
干部，94 岁，四川
凉山州总工会离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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