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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许多事情都是雅俗参半，雅和俗像
一对孪生兄弟，形影不离。又像一枚硬币的正
反面，遥遥相对。更多的时候，是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互相纠结。

一个人，如果只谈雅，不说俗，不大可能。
雅致生活是分层次的，停留在物质层面的雅
致实质上是精致，必须有强大的物质做基础，
一掷千金，用物质堆砌风雅，这样的雅致有点
虚弱。

其次是闲适，不管穷富，都可以享受一点
生活乐趣，比如清风朗月，静听花开。花香袅
袅，琴音悠悠。所谓闲适，其实就是悠然度平
静安好时光，度朴实无华岁月。

再次就是智慧，智慧是雅致生活的最高境
界。为人处事平和大度，是因为有强大的智慧
做铺垫，就像孔子所说的：“高而能下，满而能
虚，富而能俭，贵而能卑，知而能愚，勇而能怯，
辩而能讷，博而能浅，明而能暗。”如此种种，不
是仅有努力就能抵达的，还需要悟性和骨子里
的厚朴圆融。

“琴拨幽静处，茶煮溪桥边”“掬水月在
手，花香弄满意”，这是古人的风雅，这样的生
活雅致、诗意。可是你能拒绝炎炎夏日一杯
凉白开水的畅快？你能拒绝漠漠寒冬一只

“汤婆子”的温暖？你能拒绝饥肠辘辘时的一
只红烧猪蹄的诱惑？才子唐伯虎曾写过一首
诗：“琴棋书画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而
今般般皆交付，柴米油盐酱醋茶。”大雅大俗

的转换，让人慨叹和唏嘘。
从“琴棋书画诗酒花”的精神层面，转换到

“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物质层面，从空灵转换到
琐碎，生活的起承转合往往带有规律，却是众
人真实的生活画面。

雅与俗就像两枚标签，被赋予了主观的人
文色彩，如果没有所谓的俗，雅还有生存空间
吗？就像茶，也是亦雅亦俗之物。雅人喝出诗
意、禅意，悟出人生道理，觉得妙不可言。俗人
海饮，解渴而酣畅。茶还是茶，没有改变，所有
从茶延伸出来的美意不过是人们强加予茶的
美丽外衣，茶的实用之处不过是解渴而已。

有人说大雅即大俗，大俗即大雅，俗到一
定的程度即为雅。世间没有绝对的雅和俗，
也很难用雅俗去界定，不过都是世人的眼光
罢了。大雅之人也可能嗜好一块臭豆腐，大
俗之人也可能在树下闻花香，雅俗不过是一
种生活的表象。

古人造字有些意思，“俗”字是由“人”和
“谷”组成，人吃五谷，哪能不俗？不俗的人都
是神仙。人可以不说话，却不能不吃饭，但凡
吃五谷杂粮，谁能免俗？只要不低俗，不恶俗，
不庸俗，俗一点怕什么？

雅是一种姿态，俗是一种状态。生活就像
一锅被煮糊涂了的粥，米中有水，水中有米，难
分彼此。就像雅和俗，永远不会泾渭分明一
样。雅有雅的活法，俗有俗的乐趣，雅也好，俗
也罢，雅俗皆生活。

雅俗不离分
积雪草

春日的骄阳拨开厚厚的晨雾，我们驱车
抵达了山脚。难得如此闲暇的周末，难得如
此晴朗的初春，山脚的停车坪已一溜儿排得
满满的。通往山间的幽径上长衫飘逸，短裙
洒脱，一片姹紫嫣红。同伴中几位男士已是
热血沸腾，跃跃欲试。我也甩脱外套，随人
群一起轻装上阵。

阳光暖暖的洒满一身，让人稍觉有点慵
懒。微微拂面的清风透着一股清新的竹叶清
香，让你每根神经末梢都感受到春的气息。缓
缓拾级而上，随处可见枯草下的那一撮撮新
绿。满山的落叶灌木经过几番润物无声的细
雨，光溜溜的枝干上都隐隐绰绰地冒出了一点
新芽，在这旖旎的春光里争相绽放。

随着登山的人群缓缓而行，幽径几经转
折，逐渐变得险峻起来，石径依绝壁而建，右
边望不到底的深谷令你心惊胆寒，手脚发
软。极目远眺，远处突兀森郁的奇峰在白色
的云海中若隐若现，若不是脚下宛若飘带的
幽径提醒你，你一定以为自己置身仙境。石
径虽有坚实的护栏，时有胆小的女生惊叫不
绝，她们一半是惊奇，一半是惊吓。

到一线天时，已经是人头攒动。人群中女
生居多，因为一线天的狭窄深邃幽黑，露出的
一截水泥台阶仅三四十公分宽，她们害怕幽暗
中有着古怪，一个个踯躅不前。倒有数个初生
牛犊不怕虎的小男孩，已抢先步入狭窄的小
径。不及思索，我们一行也鱼贯而入。

一线天内狭窄欹侧，侧身都不能挺身而
行。小径曲折而上，那一线天光在行进中时
隐时现，我们仿佛走进了时光隧道，愈往上
行，小径愈加陡峭。越过一棵茶杯粗的古
藤，前面豁然开朗起来。一线天尽头为一宽
阔的平台，平台内侧是近百米高的悬崖峭
壁，外侧为万丈空谷。极目远眺，只见千岩
竞秀，风起云涌，乳白色雾霭下的群峰似一
幅渗透力极强的水彩画，朦胧而婉约。

山风清新，小憩了一会的我们，又登上
通往遇仙巷的小径。

山路愈加陡峭，后者只能看到前者的脚
后跟了，旁边的扶栏让游人攥得光滑泛青。
惊险处，山路尽在悬崖上削凿而成。对面的
山崖近在咫尺，崖上的一草一木一枝一叶历
历就在眼前。

山路拐过一道急弯，又逐渐平缓起来，
时有古藤垂到路中。我用相机搜寻那一袭
袭随风摇摆的长裙，在艳阳下那一朵朵盛开
的笑靥。无尽的春意中，时有深长的回头一
笑，一股桃花细雨杨柳春风的感觉润暖了心
扉，我听见心中那朵花儿正在猛然绽放。

石径在陡峭的山崖上愈加开阔，越过一
棵马面形状长满白斑的落叶灌木，凸起的危
崖下，农民起义古战遗址牛鼻寨赫然尽显眼
底，据说太平天国起义军翼王石达开曾率兵
屯于此。寨中地势险要，有“一夫当关万夫
莫开”之势，巨崖外沿有今人重建的城墙。
因怕凸起的危崖坠石，开阔的腹地被人用栏
杆居中隔开。抚摸厚重的城墙，穿越千年的
时光，在和煦的春风里追忆当年的鏖战血犹
殷，追忆翼王的天生神勇，凭空揽古，自有一
番英雄情怀……

下山的小径让人轻松很多，在陡峭的石
阶上看两旁竹涛翻滚，听游人仰天长啸，我
不由心神俱醉。石阶沿山势盘旋，丽日从中
天倾泻而下，暖风从身前扑面而来，山花在
绚烂中徐徐盛开……

春探牛鼻寨
李 林 春到谷雨，在乡间的河滩上、田埂边、溪水旁，破

土拱出一片片、一簇簇又嫩又脆的荠菜，繁茂春的生
机，向人们展示出大自然生命的律动。

记得儿时，那是一个经济生活艰困的年代。在四
月青黄不接时节，家家户户不得不用野菜充粮糊口。
尤其荒春，村里男女老幼到田野上挖野菜。人们结伴
成群，挎着箩筐，拿着铁铲，走向溪间地头挖荠菜。

原野上的荠菜随处可见，人们专挑又肥又嫩的
挖，不一会儿就能挖满箩筐。我与小伙伴们一起，捡
拾大人们挖出的荠菜。孩子们时常打闹嬉戏，直到大
人们离开，紧追着往家跑，撒下一路荠菜和笑声。

荠菜有很多种吃法。根据各人不同口味，或炒，
或煎、或蒸、或烹，或打汤，或腌咸菜，或包饺子，无论
何种吃法，都让人回味无穷。

我喜欢吃凉拌荠菜。母亲把荠菜择洗净，用烧开
的滚水焯后，加少许葱姜蒜、酱醋油调味，一盘凉拌荠
菜即成。摆在桌上的荠菜，看上去嫩绿，闻起来清香，
吃到口脆生，不仅能填饱肚子，还十分诱人胃口。

回想童年荒春饥饿岁月，让人觉得酸楚和好笑。
随着今天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不会有人在春天为度日
去挖野菜充饥，大多是吃够了鸡鸭鱼肉，想改变一下
荤腻的口味，到街上买回野菜做食，甚是方便。

周末，我与妻儿到菜市场，一块钱买回一把荠
菜。到家后，爱人把荠菜择洗干净，晾干去除水分，与
炒孰的鸡蛋一起剁碎，加入鸡精和五香调料，拌匀青
黄分明的鲜馅，包成荠菜素饺。

饺子出锅后，一盘馨香扑鼻而来，我用筷夹起轻
咬，饺质饱满，口感润滑，唇齿间充满荠菜的芬芳，顿
时觉得把春天含在了嘴里。妻儿吃得很开心，唯有在
百草繁茂的丽春，才能吃到味道极美的荠菜饺子。

春食荠菜
宋伯航

凤凰古城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踏着青
石板路，登上苗家吊脚楼，漫步古渡口，透过青砖灰
瓦，我对乡土文学大师沈从文笔下流淌着的湘西凤凰
有了深切的感受。

自古以来，凤凰一直是苗族和土家族的聚居地
区。在这里，不仅能欣赏到水墨画式的自然风光，更
能触摸到小城历经风雨沧桑后的深厚文化底蕴。这
些浓郁的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及饮食文化给如梦似幻
的凤凰城平添了神秘色彩，让人深深眷恋。

行走凤凰，沱江两岸长长的小吃摊上的酸汤鱼、血
粑鸭、青蒿社饭、手工姜糖、葛根粉、木槌酥、米豆腐、酸
汤米粉、牛肝菌炒腊肉等美食让人唇齿皆香，赢得游客
的交口称赞，花上几元或十几元就可以让你大饱口福。

而我最喜欢的却是蒿香社饭，它是将糯米、籼米、
社蒿、野胡葱、腊肉、猪油、植物油、花生米等蒸煮而
成，红的腊肉、绿的蒿菜，每一粒米饭都泛着油光，晶
莹剔透，清目爽口。低眉之间，一股奇特美妙的清香
滋味扑鼻而来，沁人心脾，勾起了满嘴食欲。夹上一
口撮往嘴里，顿觉柔糯浓郁，美味至极。

凤凰人十分看重“过社”，社饭来自苗族、土家族
等少数民族祭祀社稷的一种食品。每当到了“过社”，
各家各户就会下灶做上一锅清香四溢的社饭，以祈年
景顺利，五谷丰登，家运祥和。社饭做好后不光是自
家人吃，还会馈赠亲友，于是这家送过来，那家端过
去，互相称赞对方的社饭煮得好，香喷喷的。故有民
谚说：“送完了自家的，吃不完别家的”，景况格外感
人，充分显示出凤凰人淳朴亲和的民风。唐朝诗人王
驾的《社日》：“鹅湖山下稻粮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
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清人的《潭阳竹枝
词》：“五戊经过春日长，治聋酒好漫沽长。万家年后
炊烟起，白米青蒿社饭香。”都让人联想到社日里，农
人们在农舍里与亲友们一起兴高采烈地喝着米酒，吃
着香喷喷社饭的场景。

社饭的做法并不难，难的是材质，必须是要采撷
春天里鲜嫩的野葱和青蒿。青蒿是一年生草本菊科
植物，在田头地角、清溪道边肆意都有生长，幽幽的香
味，散发在春天的清新气息中。人们采回家来，将它
们洗干净剁碎，在石板上反复把苦水揉尽，然后放在
锅里焙干备用；腊肉要挑那种能闻到烟火香味的带皮
的五花腊肉，切丁爆炒至浓香；糯米和黏米是土家苗
寨自种的香糯和晚稻米，二比三的比例用冷水浸泡一
天一夜沥干。然后把上述食材搅拌在一起，装在甑子
里用大铁锅烧火蒸煮，直到糯米熟透柔软，飘散出诱
人的清香味，便大功告成了。

蒸熟的社饭盛在小蓝花碗里，热气腾腾，活色生
香，青蒿菜的嫩绿也早在焖蒸的过程中丝丝浸入了颗
颗米粒当中，这样，一花碗的社饭就通体莹润碧绿，油
光发亮，芳香扑鼻，既有糯米的甜香，又有腊肉的薰
香，还有社菜的清野香，叫人馋涎欲滴。

蒿香社饭不仅美味好吃，还是一道传统药膳美
食，营养价值极高，具有清热解毒、祛肿益气、明目降
压等作用，出于新鲜，我也特地吃了两大碗，养眼同时
齿颊间又多了丝丝鲜香的回味，让人更进一步感受到
凤凰独特的文化魅力。

凤凰苗乡社饭
钟 芳

照片是朋友用微信送过来的，几
张蜂鸟宝宝。朋友说这几张记录的其
实是一只蜂鸟的不同神态。我们居住
的地方有一大片鼠尾草。传说中鼠尾
草是智慧和家庭幸福的象征，是蜂鸟
的最爱。朋友认定她每天在这片鼠尾
花丛中看到的，都是同一只小鸟，在她
的相机镜头下慢慢地长大。后来不知
为何园丁将那簇草割掉了，小鸟不再
有家，只能飞到附近山坡的树枝上栖
息。为这事，朋友还伤心了一阵子。

不过也许，即便那些草不割，小鸟
还是会飞走的吧——去找更大更茂盛
的鼠尾草丛，去采更多更香甜的花蜜。

我的小鸟们都飞走了。
一时之间很难理清自己空巢后这

几个月所怀的到底是种什么样的情
绪。解脱后的轻松？多少年了，几乎
所有的时间和计划——生活的和事业
的——都以孩子们为轴心。从今往
后，不用再为另一个生命全权负责。
兴奋？久违了，失而复得的自由。可
以随意安排旅游，可以尽兴地工作，可
以任性地会朋友、购物、在家里大声吼
唱、手舞足蹈。失落？早上起来，熬些
麦片加些枸杞麻籽也就够了，没有了
大张旗鼓锅碗瓢盆的必要。晚上回
家，空无一人，偌大的房子，不再有此
起彼伏的笑声、说话声……孩子们走
了，勃勃的生气似乎也被带走了。牵
挂？老爸帮着硬塞进箱子里的零食，
该吃得差不多了。天冷了，女儿的衣
服够吗？一大早上课没有妈妈叫，儿
子会不会迟到？后来发现所有的担心
都是多余的，反复的叮嘱成了无谓的
唠叨。孩子们独立、阳光，将自己和生
活打点得像模像样。欣喜之余，心里
涌上一丝淡淡的忧伤。生命中最具挑
战却最有意义的这一程，看来确实是
走完了。

寒假回来，儿子说：我们都离开家
了，你们的生活是不是一下子失去了
目的？我笑了。低头自省，生活还有
目标吗？当然是有的，只是一下子变
得非常简单和具体：学会远远地爱孩
子，享受工作，善待先生和自己，做一
个靠得住的朋友。

傍晚时分，女儿发来一个信息：妈
妈你今天做伸展运动了吗？最近回家，
她教会了我不少瑜伽动作，还为我买了
一个伸展垫。我马上回了一个信息：还
没有，我们约好晚上同一时间做吧！

辛苦筑巢，其实只是为了给小鸟
一个健康成长的空间。最后最好的结
果，原本就应该是小鸟高飞，留下空
巢。巢里还有鸟爸爸鸟妈妈，有衔枝
啄食的温馨记忆，有割不断的血脉相
连，还有对小鸟定期归巢的热切期
盼。我且打住惆怅，安守巢中，走好这
下一程。

空 巢
戴 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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