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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洞口代办处

▲ 洞口县天津汤包店遗失洞口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城北市场监督管理所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30525600165210，特此声明作废。

邵东代办处
▲ 邵东县双泉五金工具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公章一枚，公章号：4305000015057，特声明作废。

遗失、清算等公告
联系电话:0739-5322630 QQ:838947461

李 晓

“哎呀，后天是马天贵他妈 90 寿
辰，活这么大不容易啊，得去一趟。”这
是去年腊月的一天，还是凌晨4时，我
妈就早早起床了，她要穿上我爸给她
买的过年新衣裳，把自己收拾得干干
净净去走亲戚。

我妈说的马天贵，是我家乡下的亲
戚，和他搭上亲戚，要拐上几道弯，马天
贵的妻子，是我表叔的堂姐，不过这些
年来，我家和马家相互走动多，我爸有
句名言，亲戚是越走越亲。亲戚之间，
好比一锅汤，得在老炉子上咕嘟咕嘟用
火煨着，不然冷了下去，还会发馊。

我爸摩挲着找出一个发黄的老账
本，那上面记载着自1983年以来亲戚
之间往来走动送的礼金礼物。

那天，马天贵见到我和我妈，激动
得哆嗦起来，他双手伸出与我紧紧相
握：“哎哟，也把你们惊动来了，真是过
意不去啊。”我妈说，我们是亲戚，越走
越亲嘛。马天贵连连点头说，对头，对
头。按照村子里的防疫规定，马天贵家

只简单办了几桌酒宴，儿孙们挨个上
前，给90岁的老寿星磕头祝寿。柴火灶
里熊熊燃烧的老树疙瘩，燃得劈啪作
响，感觉是人喜悦地大笑出声，鱼鳞般
的青瓦房顶上，烟囱里青烟袅袅上升，
都飘到云层里去了，一个乡间大厨戴着
口罩，挥动大铲，在院坝搭起灶台上的
铁锅里麻利地翻炒着，做的都是最地道
的乡下土菜。客人们吃饭时，老太太一
个人坐在院坝核桃树下，用一把小勺
子，吃着儿孙们送上的生日蛋糕。

去年冬天，我去走一个远房亲戚
家，我叫他槐哥，那天槐哥家的女儿出
嫁。按照本地民俗，酒宴在早上开席，
我和表弟在城市灯火阑珊时就驱车出
发赶往60多公里外的山村。

槐哥的家，群山四周，槐树环抱，
一到春天，槐花朵朵绽放成花海，槐哥
名字中带槐，就是这样来的。我去槐
哥家吃过香喷喷的槐花饭。槐哥的女
儿，也是在一棵槐树下的襁褓里遇见
的，是一个3个月大的弃婴，槐哥把她
抱回家，含辛茹苦养育成人，而今女儿
在省城教书。女儿按照乡俗回老家办

婚事，上午9时，身着旗袍的女儿抱住
槐哥一声声叫着“爸爸、爸爸”哭嫁，我
也忍不住红了眼眶。

我童年在乡下时，遇到节庆、红白
之事，亲戚之间的来来往往，亲戚之间
的相互帮忙，才显出最浓的节气与人情
味道。当年在县城，我有一户叫表姨的
亲戚，但每逢去县城走亲戚，兴奋之间
又有些自卑，走在县城马路上高一脚低
一步，好比拉二胡的硬拉去弹钢琴，总
找不到琴键上的音符。而表姨与表姨
父来乡下我家，他们那种城里人的气
质，走在山野田埂上的步态，乡下人一
眼就认得出来，他们是从城里来的。

这些年来，乡下亲戚们也陆陆续
续搬到城里来住了，我与他们接通的

“血管”，与他们盘根错节的关系，往往
也是靠他们行走的步态、说话的嗓音、
给我碗里不住夹菜的动作、亲热拉住
我双手传来的体温贯通到心里来的。
而那些依旧居住在乡下的老亲戚们，
他们俨如群山中的大树，在我心里扎
了根，在我心上撑起一片绿阴，与我的
肺叶一同呼吸。

走 亲 戚

刘云燕

早春时节，婆婆早已把地翻好，播
上蔬菜种子，然后担心它们冷，就覆盖
上一层塑料薄膜。当别人家的菜园还
荒芜一片时，婆婆家的菜园里，早已绿
油油，长势喜人了。

我最爱的莫过于新鲜的生菜。一
片片绿色的叶子，嫩嫩的，绿盈盈的。
待把摘下来的生菜放在竹篮里，在水
龙头下冲洗干净，婆婆买来好吃的甜
面酱，一道春天的菜就做好了。我特别
喜欢这种味道。将一片生菜在手上铺
展开来，将甜面酱均匀地涂抹在叶片
上。我将生菜卷起来，轻轻地一咬。那
种味道，鲜、嫩、香，就是一种春天的味
道。这种味道极爽口，清清爽爽，唇齿

间散发着菜的香气，仿佛还有春天泥
土的芬芳。也许是因为新鲜，这种味道
更沁人心脾。每每吃这种生菜蘸酱，我
都能足足地吃上一大盆。婆婆见我们
喜欢吃，就再去摘一些过来。

除了新鲜的生菜，还有让人喜欢
的樱桃萝卜。婆婆总喜欢给我们种点
小小的樱桃萝卜，让我们生吃。当我
们把这种小萝卜挖出来，冲洗干净
后，直接就可以品尝了。这种萝卜，鲜
鲜嫩嫩的，红通通，小小的，吃到嘴
里，有一点清凉，有一点辣，更多的是
一种清新。婆婆喜欢用它拌凉菜吃，
而我更喜欢直接生吃。生吃更加有春
天的味道。

每到春天，婆婆还有一件最喜欢
的事，就是去地里挖野菜。每到春风吹

起，野菜也迎风生长。这时，婆婆就欢
喜着，拎着篮子去挖野菜。婆婆认得各
种各样的野菜，叫得出它们的名字。每
次她都会很麻利地给我们挖回各种各
样的野菜来。不过，我最喜欢吃的还是
荠菜。据说《诗经》中就有“甘之如荠”
的说法。我们用荠菜和猪肉馅包饺子，
那种味道，真的是又香又鲜，美味无
比。每每吃完，还要带回家一些。我们
把荠菜凉拌，也格外清口，好吃。

家里的院子里，婆婆还会种上香
椿。等嫩芽刚刚长出来，就打电话让我
们回去摘。那香椿苗嫩嫩的，摘下来，
手中都散发着清香。我们用香椿拌豆
腐。香椿是刚刚采摘的，豆腐是村子里
手工制作的。那种感觉，真棒！香、鲜，
唇齿留香。

春天，草木萌发。婆婆的菜园里，
也一片葱茏翠绿。我们喜欢回到乡下
的小屋，享受美食，舌尖上飘飞的都是
春天的味道……

舌尖上的春味儿

江初昕

初春时节，菜园里的菜苔最鲜
嫩。摘一把回家，做一个菜苔炒香
菇最好。先把菜苔掐去老叶及硬
梗，用水洗净，粗壮的菜茎需用刀切
开来。香菇泡发后切成长条。热锅
内倒入植物油，投入小米辣椒圈、小
葱结、姜片爆香，下入菜苔，中火煸
炒一分钟左右，放入香菇及调料，大
火翻匀即可出锅装盘。这道菜选料
很讲究，红绿相间，营养丰富，煞是
好看。吃起来甜津津脆生生的，清
淡甜香，鲜嫩甘美，颇有富贵气，油
而不腻，佐饭正好！

用鲜嫩的菜苔炒年糕也是一道
难得的时令美食。将菜苔大火烩炒
片刻，年糕下锅，加入食盐、酱油翻炒
片刻，撒下葱花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吃起来口感爽滑，弹性十足。细细咀
嚼，黏糯的年糕在菜苔的辅佐下，变
得爽脆可口，弹牙而不油腻，可谓相
得益彰。

在这个料峭的早春里，在乡间
的田野上，匍匐在地上的荠菜很多，
这个时节的荠菜最鲜嫩可口。荠菜找来后，拣去老
叶，清洗干净，加入酱干、五花肉一起剁碎，可折春卷
或饺子。折春卷似乎是麻烦点，把面筋往热錾子上
一挞，一块薄薄的面皮就好了。挞好了面皮，接下来
就是折春卷了，把馅料放进，折成长条形，面皮的头
也掖入到折痕中。春卷一般油炸，放入油锅中不停
翻滚，至金黄色时捞出，沥干油，就可以食用了。而
饺子就相对简单点，把面发好，擀成薄皮，将馅料包
进，放在蒸屉上蒸熟。倘若有吃剩下的，下餐还可用
油煎成焦黄，便成了锅贴。总之，用荠菜做的春卷或
饺子，吃起来有一股淡淡的荠菜清香，早春的味道便
在舌尖蔓延开来。

赶上天气好的日子，呼朋唤友三五成群来到草
滩上开展户外运动，顺手又可以采摘草地上的蒌蒿。

蒌蒿采回家后，掐去根部老的部分，摘掉梢上嫩
嫩的叶子。弯曲、略显红褐色的禾杆躺在菜篓子里，
不时散发着浓郁的芳香。洗净，切好。用刀割下一
块腊肉，切成肉片，鲜亮透红，透着一丝烟熏的肉
香。添柴烧旺火，把烟熏腊肉入油锅爆炒，透明油亮
肉片顿时香气扑鼻。

把锅烧热，放油，搁葱、姜、蒜、辣椒干，下锅煸炒；
再入腊肉旺火爆炒，等香味出来，再入蒌蒿翻炒，须
臾，浇上黄酒，盖上锅盖焖上，少许时间揭开，腊肉金
黄，蒌蒿嫩绿。腊肉的醇香与蒌蒿的清香形成层次鲜
明而丰富的香气阵容，入口后满口香意弥漫，经久回
味。难怪有这样一句话，“蒌蒿炒腊肉，神仙也来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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