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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文化名人笔下的莲，文化情
韵与亭亭玉姿相辉映，曼妙无限。莲花
的种种美态，极应宁静之心，极富清雅
之味，令人流连。

莲花之美，美在意态。每逢仲夏，
莲花挺立于碧叶之间，在绿叶映衬下，
风姿绰约，格外销魂。此时若有采莲男
女泛一叶轻舟，穿梭于莲丛之中，那种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
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的至妙情境，如仙似梦!

莲花之美，美在颜色。“满池碧叶
铺水面，白红粉莲次第开”。湖上，仿
若是会动的工笔长卷，一直绘到天边。
宋代诗人杨万里曾陶醉于杭州西湖莲
花一隅，吟出千古妙句：“接天莲叶无
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此句色调虽
尽情泼洒，却对仗优雅似梦，一向被人
誉为“诗海珍品”，百读不厌，久颂成
仙。

莲花之美，美在质感。莲花的质感

是一种带有文化味的香气浸染，每当泛
舟莲叶间，总有暗香存肺腑。喜爱莲花
清雅的人，喜欢从 《乐府诗》、《爱莲
说》一直背到《荷塘月色》，满眼是景，
满眼是诗。屈原爱荷成癖，《离骚》有曰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他
不仅衣裳要用莲荷制作，还希望与莲花
为邻，住在荷下，他的《九歌》竟有“筑
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芷葺兮荷屋”的
句子。

莲花之美，美在品格。因为有品格，
莲花才卓立不群。莲叶情韵依依，莲花站
立造精神。多叶茂盛捧一花，让人看到其
内心本真。人心归莲，无疑是一次心灵的
涤洗。花儿静静站在那里，甚至避在叶

间。这莲，多像修炼多时的圣者呀……
莲花之美，美在趣味。李清照与莲花

的邂逅，可谓一次美丽的“相遇”。且看
她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
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因是不期
然闯入莲花丛，迷情惊动鸥鹭，戏剧性的
趣味意象转变，其意在写莲花之静态之
深。她多像做错事的小孩子，打扰了这一
方静谧，心含愧疚。

莲花之美，美在艺术。清代书法家铁
宝书，游济南大明湖，见满湖绿影、万点
荷红，书写了“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
色半城湖”这幅楹联，置大明湖北岸“小
沧浪亭”园门左右。银勾铁划的书法艺

术，由高及低的数字对偶，为赏荷胜地平
添了无穷魅力。著名画家潘天寿，乃画莲
高手，他在一把洒金扇面上画了西湖莲，
题为“映日荷花别样红”，墨彩交融，惟
妙惟肖。人们摇动扇子，如觉莲香在手，
清风吹拂，独具情趣。

莲花之美，美在想象。台湾诗人余光
中一生爱莲，他在《莲恋莲》中，写出了
自己爱莲的绝妙体验：“立在荷塘草岸，
凝神相望，眸动念转。一瞬间，踏我履者
是莲……亭亭临风的是我。岸上和水中，
不复可分，我似乎超越了物我的界限，更
超越了时空。”如幻似真的朦胧之境，勾
画了莲与人的心心相悟。

莲花之美，究竟美在哪里呢？我想，
它满藏在我们心里！莲花不事张扬，它走
近人心的方法绵长而细润，因宁静而悠
远的心灵内质，给人自成境界的美妙。莲
花美的极致，非图画所能表，乍见所能
识；它是优雅德行的历历呈现，它是知音
遍地的岁岁彰显……

最美是莲花
□付秀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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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有许多池塘，池塘里挤满了
遮天蔽日的蒲草。

“七九河开，八九雁来”，枝头吐
绿的时候，蒲草塘就从冬眠中迅速醒
来，欣欣然吐出齐刷刷的蒲草叶，蛙声
如潮，经日不绝。在我小的时候，我会
拿出家中的铁钎，到塘边去搜寻，仔细
查看每一株蒲草根部的动静，只要看
见青蛙藏身其下，就迅速举枪猛戳：青
蛙腿烧熟后是一道美味，喂鸡鸭又可
换取鸡蛋和鸭蛋呢！闲时，还可走进塘
中，寻找各种各样的鸟蛋———鸟们把
自己的巢都絮在蒲草塘中。

夏天到了，蒲草开始抽穗扬花。鲜
嫩的 “蒲黄”（蒲草的果实） 清新爽
口，吃起来既绵软又香甜。每每这个时

节，塘内便回荡着孩子们兴奋的呼喊：
“我这里好多哟！”“我这边也有啊！”成
捆的“蒲黄”采回家，一家人可以连续吃
上三两天，吃剩下的晒成“蒲棒”，可当
作“蚊香”，也可充作枕芯，有疗椎助眠
作用。

蒲草塘内水族兴旺，黑鱼、鲫鱼、鲢
鱼、草鱼、泥鳅等蔚成大观。因此，七八月
间，蒲草塘边人影不断：大人孩子深入塘
中，在密不透风的蒲草间撇荣典宽窄窄
的“挂子”，安大大小小的“卡子”（均
为渔具），还有的站在浅水区用“扳网”
扳鱼。赤手空拳的孩子们则趁下塘捞菱
角的时机，将一片水洼趟浑，以期来个
“浑水摸鱼”。大人孩子俱各忙碌，各有
收获，塘里塘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秋天在塘里钓泥鳅是件有趣的
事。手持专用钓钩下到水中，沿塘边慢
慢绕行，如探察到泥鳅洞，就将穿有蚯
蚓或猪肝的钓钩伸入洞里，待泥鳅咬
钩后，将其钓出来。这是白天的钓法，
我们还发明了一种颇为有效的夜钓
方法：钓线的一端穿上一枚笔直的纳
鞋底的针，做成一个直针倒钩，粗大
的蚯蚓可由针屁股往针尖穿，钓线的
另一端系在一根短竹棒上。黄昏时
分，几十支这样的针钩插在草塘的四
周。天一黑，泥鳅出来觅食，遇到粗大
的蚯蚓，便会猛吞下去，结果被蚯蚓
肚里的大针死死插住，再也无法挣
脱。这时，只需用手电筒一照，就可以
“探囊取鳅”了。

冬天，塘内一片洁白。汉子们踏着皑
皑白雪下塘割蒲草，做“塔塔米”、苫棚；
或者凿开冰眼，冬捕。男女老少齐聚冰面
看热闹，“出鱼喽”、“上钩啦” ……兴奋
的呼喊之声此起彼伏，南北响应；冰面上，
一尾尾健硕的鲤鱼、鲫鱼、鲶鱼冻得硬梆
梆的，一条条整齐地摆成了“鱼阵”，而篓
内活蹦乱跳的鱼虾则逗出了一串串开心
的笑声！那笑声，震落了北方汉子眉毛上
的霜花和胡子上的冰溜子……

“离离水上蒲，结水散为珠，间厕秋菡
萏，出入春凫雏，初萌实雕俎，暮蕊杂椒涂
……”吟咏着这样的诗句，我离开了故乡
的蒲草塘。在异乡谋生的岁月里，我总会
情不自禁地想起家乡的蒲草塘，朴实无华
的蒲草塘固然比不上西湖，更无法企及桂
漓，但她却承载了我的童年诸多的乐趣，
包容了塘中诸多的生命，经历了生命的繁
华与寂寞。她敞开胸襟，在繁衍中领悟自
豪，在奉献中体味快乐！这是一种胸怀与
品质，这更是一种安然与超脱！

蒲草青青，慰诸生灵；
我心悠悠，闻香驰梦！

离离塘中蒲
□钱国宏

孩提时，生活在远离城区的小矿
山，周围即是广袤的田野。砍柴割草、
钓鱼摸虾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本领，其
中钓黄鳝则是件十分有趣且颇有技术
含量的事儿。

头天下午就备好了蚯蚓、鱼篓，把
自行车车辐或一截钢丝的一头磨尖
了，再弯成钩，家伙什就算齐了。第二
天吃饱早饭，罩顶草帽，便行走在江南
的田埂、塘堤上了。

时节是农历的七月初，稻田里刚
插不久的秧苗，满眼的郁郁青青，池塘
中水草碧绿，随波摇曵。这田埂塘堤之
上，便是钓鳝的所在。黄鳝极善打洞，
鳝洞一般都在堤埂临水的一侧，也有
在水田的软泥里。洞口往往在水面之
下，堤埂上的洞口被杂草掩盖，不易察
觉。所以这钓鳝的第一步是寻找鳝洞。
须佝偻着腰，用钓钩轻轻拔开草丛，仔
细搜寻，有的甚至须脱去鞋子，站到水
田里。倘若发现了洞口，千万不可贸然

下钩，还需认真观察，这里的学问可大
了。首先要看洞口的水面是否漂浮着水
锈或细细的泡沫。漂着水锈的洞口，定然
是久已无鳝光顾的空穴；漂着泡沫的洞
口，里面往往是“抱窝”———正在产籽的
母鳝，尽管当时并没有“可持续发展”这
一说，但钓鳝的人大多对正在产籽的母
鳝还是敬而远之的。其次要看洞口的大
小和规整与否，洞口的直径拇指般粗细
最好，太粗了，也不会去钓，因为是怕
“化骨丹”———据老人们说黄鳝太老了，
会成精，成为“化骨丹”，人若吃了，便会
化成一摊血水。我们并未见到有什么人
因吃过粗过大的黄鳝而化成血水，但当
时我们对此还是深信不疑的。再说，当时
黄鳝也算不上什么稀罕物，吃就要吃最

好的，“秤杆子黄鳝马蹄鳖吗”。如若是
洞口不规整，极有可能里面盘据着螃蟹。
因为螃蟹不会打洞，只能寄身蛇鳝之穴。
况且这些螃蟹只是又黑又小的石蟹，食
之无味。仅凭眼光观察还是不能最终确
定下钩与否。下一步还要用手去探一探，
方法是伸出中指，其余四指握成拳，用中
指顺着洞里往里探。如果洞里的水是凉
的，有可能就是一个蛇穴。蛇是冷血动
物，洞里水温自然较周围的要凉一点。大
可不必担心会被洞里的蛇咬着，蛇一般
在洞里是不咬人的，况且我们当地还流
传着“水蛇咬一口，活到九十九”的说
法。当然，也没有为活九十九而主动让蛇
咬一口的人。如果洞里较为温暖，这时，
就可以准备开钓了。钓饵就是昨日备好

的蚯蚓，死蚯蚓不行，越新鲜越好。穿蚯
蚓时，也有讲究，得把整条活蚯蚓穿一半
在钩上，另一半则在钩头让蚯蚓不停地
扭动，借此吸引黄鳝的注意力。顺着刚才
探得的洞穴走势，小心翼翼放进钓钩，动
作稍大，极有可能把钓钩塞进洞壁的泥
土里。人有时蹲着，有时跪着，甚至爬在
埂堤上，一只手轻轻转动钓钩，另一只手
用食指与拇指在水面以下弹击，发出
“嘟、嘟、嘟”的响声。握钩的手感觉一
震，顺势一拉，一条黄鳝便被抽出洞口缠
绕在钓杆上了。保不齐有时也拽出一二
条蛇儿，只需在埂堤沿上轻轻退下，让它
摇头摆尾而去。

临近晌午，鱼篓里渐渐有了沉甸甸
的感觉。这时找处树荫休息会儿，躺在青
草铺就的软毡上，吹着田野习习的凉风，
惬意极了。如果是三五同伴结伙而来，海
阔天空一番，更是愉快。休息好了，拎着
鱼篓，哼着歌儿，还赶得上回家吃午饭
哩。

钓 鳝
□沈成武

又到了花生成熟的季节，我不由
想到当年耙花生的场景。刚耙起的花
生不独水分足、十分甜，而且还带着一
股清新的泥土味。一边耙花生，一边拣
上一颗饱练的摘下来，拍拍上面的泥
土，再在衣服上擦几下，然后用沾着泥
沙的手指剥开，凑到嘴边，用牙齿轻轻
的把花生米从壳里衔出来，“嚓嚓”的
嚼几下就吞下去了。嘴巴里不停的嚼，
白白的花生浆顺着嘴角流了下来。

我们老家大多是沙地，很适合种
花生。大集体时，耙起的花生都归队
里，虽然种的花生很多，平时却很难吃
到。因此到了耙花生的时候，我们这些
小孩都跟到地里去，说是帮摘花生，其
实是借机吃花生。那年头生活很苦，一
年到头都没有什么可嚼的，因此耙花
生是我们一年中最为开心的日子。到
了地里，一边漫不经心的摘，一边不停
的剥了往嘴里塞，全然不顾泥土是不

是擦干净了。
耙完后没有花生吃了，我们便拿个

小耙、挎着个小篮子，到耙过的地里去翻
花生。好不容易看到一颗漏网的花生从
小耙底下滚了出来，便赶紧拣起来丢到
篮里。虽然那股带着泥土的清香有些诱
人，但我们却不舍得吃，而是拿到家里，
倒在盘箕里晒干存起来，正月里拿来招
待客人。刚刚耙过的地翻第一遍时往往
收获不少，一天下来，好的话可以翻到一
二升。

乡下有句老话：“花生能过万人
翻”。真的，即使翻过几次的花生地，你
再去翻，多少总可以翻几个出。那时队里
的地大多是种花生的，因此放了学后，我

们便到地里去翻花生，这样一直可以翻
到寒露霜降。有时翻到的花生发了芽，我
们也不丢掉，而是拿到家里洗干净，炒了
做菜吃。白白胖胖的花生芽放点干辣椒，
虽然没有多少油，吃起来还有一股青涩
的花生叶味，在那年头也是难得的美味
呀！

考上大学后，和花生的接触也就渐
渐的少了。后来参加了工作，虽然也经常
能吃到花生，但是大都是熟花生；吃起来
虽然香脆，但没有那股清新的泥土味，因
而我更加怀念地里的那花生。好在母亲
年年都种点花生，到了花生成熟的时候，
总是叫我和妻子去帮摘花生。由于忙于
工作，竟一直未能成行。

现在正是花生成熟的季节，想起花
生那股带着泥土的清香，我终于忍不住
了，于是抽出时间，带了妻子孩子回到家
里。既是去帮母亲摘花生，也想让孩子体
验一下我当年的感觉。孩子五岁多了，他
觉得这很好玩，在地里到处乱跑。母亲挑
写饱炼的拍掉沙土，然后在衣衫上搓几
搓，剥了给他吃。还一边慈祥的问，好吃
吗？孩子不经心的点着头，白白的花生浆
从小嘴角流了下来。母亲布满皱纹的脸
上的露出欣慰的笑容。

“妈，别拿给那么多给他吃，有沙土
的。”妻子说。“怕什么，你老公小时候不
也是这样吃的。”母亲却不在意。我也对
妻子说：“不要紧的”。说罢，挑上一颗饱
炼的像当年一样剥了放到嘴里。

刚刚耙起的花生还是那样的甜呐！
看到孩子不停的嚼着，不知他是否也能
从这甜甜的土子花生里品出那股清新的
泥土味来。

花生新带泥土香
□谢飞鹏

小福子这两年走了狗屎运，不会炒
股，没去做生意，更没有去买福彩、体彩，
天空却砸下一捆钱来，使小福子寒酸的
存折突然成了吸足水分的地耳，一下子
饱满起来。

一家钢铁厂从大城市迁过来，原来
鬼不拉屎、鸟不下蛋的破村庄遭遇整体
拆迁，小福子的旧平房不仅能换一套安
置房，屋基、稻田、山场、池塘，还有土地
上的庄稼树木全都能折算成钱。发财了！
发财了！小福子被一捆钱砸晕了，咧开的
嘴回不了位，连走路都不会走了，飘飘然
仿佛就要生出翅膀来。

最开心的是，柳婶给他介绍了一个
外地女子。那女子丹凤眼，小蛮腰，斜着
眼睛看着他笑。小福子像老鼠跳进了米
缸里，饱胀着一种幸福感。那女子对他也
是一见倾心，第一次到他家来就扭扭捏
捏地和他有了肌肤之亲。小福子紧锣密
鼓地张罗自己的婚事，眼看就要结束单
身狗的生活了。

春日里，外地女子那边的老表、三叔
和堂嫂来小福子家玩，酒足饭饱之后，三
叔剔着牙说要走，小福子客套地挽留。堂
嫂捂了嘴笑，又亲昵地把嘴伸到小福子
耳边，悄悄说，三叔哩，是手痒了。小福子
明白了，三叔是想玩牌了。麻将，国粹级
玩物，爱玩这玩意的人，多的像过江之
鲫。于是，撑起一副牌桌，小福子陪着几
个客人高高兴兴地玩起来。

说来也奇怪，小福子连连和牌，面前
的钞票像生了根发了芽，还一个劲地往
高长。三叔无可奈何地叹道：钱赶大伴，
小福子正在走红运，挡都挡不住。

小福子也觉得自己的手气就是好，
趁着好远挡不住把赌注越下越大。小福
子这个下午就赢了一万多块钱。这钱来
得容易，揣着快意，小福子觉得干活跟赌
钱比起来，就显得太没意思了。

小福子赢钱的消息如同鱼市上空的

腥臭气，不知趁着那股风就熏遍了村庄。
第二天牌局刚刚开始，小福子家就挤满
了苍蝇般看牌的村民。看见别人赢钱比
捡狗粪还要容易，有人就忍不住在一旁
钓起了小鱼———押注，有的便趁输家起
身撒尿的当儿，抢着占了位子赌起来。

村子里又增加了几张赌桌，三叔又
带了几个朋友来。杏子黄时，村子里的赌
风日渐炽热。小福子这时已赢了十多万，
胆气和胃口似孕妇的肚子越来越大。但
好运气却像欲脱缰的野马，有点掌控不
住了。赢了，输了，又输了，两个小时不
到，五六万就扔到水里了。小福子心里发
慌，又不甘心，摸起一副牌就战战兢兢，
很担心又要输，结果担忧成了诅咒，一输
再输。小福子想收手时，牌运却又突然好
了，仿佛阴雨天的云层里突然漏出几缕
阳光来，使人坚信要晴了，却不料却来了
一场更大的雨。

小福子手头上没有现钱了，不想干
了。老表叼着烟站起身，眯着被烟熏着的
眼，从自己的手提包里掏出几沓钱，丢到
小福子面前。不一会这五万块钱又回到
老表手中，小福子却凭空多了五万多元
债务。

当存折里只剩下十几万时，小福子
真没有胆量再玩了，房子装修的钱总要
留下吧。堂嫂激他：输了不扳，家有金山？
输了钱，哪个不想扳本呢？小福子觉得自
己像病入膏肓的老牛身陷了泥潭，已经
身不由己了。云里，雾里，五六十万补偿
款玩成了肥皂泡，小福子的存折又寒酸
起来。曾有过的财富，像一朵黄灿灿的谎
花矗立在绿茵茵的南瓜叶上，不久却蔫
了，最后从茎蔓上跌落，洒落成一地的
梦。婚事自然也黄了。

乡村里得了钱的拆迁户们，有不少
人腰包也像小福子一样稀里糊涂地瘪
了。如此同时，钢铁厂的黑烟日夜喷出
来，村民们的咳嗽声也日夜响起来。

走了“狗屎运”（小小说）

□何荣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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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7 日早晨 7 时 30 分，拉萨还
下着大雨，我们却登上了去纳木错湖的
行程。旅游大巴上，我们问导游能否看
到晴朗的纳木错湖。导游说，这里的天
气一日四季，就看运气吧！我们怀着激
动的心情，一路观看车外风景。沿着青
藏公路，远处看见天路上的火车开往青
海西宁的是一列客车，开往拉萨的是一
列货车。沿途可见羊八井温泉，远处还
冒着热气，看上去温度不低。经过第十
届亚运会圣火采集点，下午就到了那根
拉山口。这里海拔 5190 米，我们没有下
车，直奔纳木错湖湖面。看来，运气还真
是不错，过了山口，天立即放晴了。天空
又变成蓝天白云。在这里，可以远眺纳
木错湖全景，美丽的圣湖犹如一面宝镜
嵌在天边。在藏民心中，每个山口都是
神圣之地。因此，那根拉山口也挂满了
五颜六色的经幡。

纳木错湖的形状近似长方形，东西
长 70 多公里，南北长 30 多公里，湖面
海拔 4718 米，总面积为 1920 平方公
里。“天湖”是纳木错湖藏语的译音；纳
木错蒙语的译音为“腾格里海”，两种
称呼都是“天湖”的意思。纳木错湖是
西藏的三大湖之一，只有她是咸水湖。
据说也是我国的第二大咸水湖，更是世
界上海拔最高的咸水湖，她被誉为中国
最美的湖泊。她每年吸引着西藏当地和
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的教徒们千里迢
迢，完成艰辛的旅程，寻求灵魂的超越。
导游介绍说，羊年转湖，马年转山，这是
西藏民俗宗教活动之举。每到羊年的时
候，诸佛、菩萨、护法神集会在纳木错设
坛大兴法会，信教群众此时集中前往朝
拜，并有转湖念经一次，胜过平时朝礼
转湖念经一万次的说法。转湖能使心灵
净化，积累功德，其福无量。因此，每到
藏历羊年僧俗信徒不惜长途跋涉，前往
转湖。这一活动，往往前后历时达数月
之久。

旅游巴士停靠在湖边最大的一块
空地上。阳光毫不吝啬地洒向大地。我

们沿着湖边的草地步行了一段距离。为
了减少高原反应，有的游客还骑着藏民
的马，以保持一定的体力。纳木错湖以她
宽阔、宁静、湛蓝、清澈的容颜展现在我
们的面前。面对这样的景色真是太迷人
了，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上没有一
处蓝色可与纳木错湖媲美。一望无际的
湛蓝色湖水和无比清澈透明蓝天，令人
无法分辨出哪里是湖水，哪里是蓝天。远
远望去，似乎天连着水，水连着天，天蓝
水更蓝，蓝天上白云朵朵，湖水中浪花飞
溅。放眼望去，蜿蜒巍峨的雪山将纳木错
湖拥抱在怀里，那就是念青唐古拉山。相
传，纳木错是帝释天的女儿，念青唐古拉
山的妻子。纳木错湖水靠念青唐古拉山
的冰雪融化后补给。念青唐古拉山像一
个英俊的小伙子，而纳木错就是一位纯
情的少女，几千年来，他们相依相偎永不
分离。我赞同这古老的神话，我热爱这静
静的圣湖。在这里你看到的是大自然给
予你最美的景色，体会蓝天、白云、远山、
碧水合一的融合，西藏人民把这美丽的
纳木错湖视为高原人共同崇拜的神湖之
一。大家只可惜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短
了，总共停留了一个小时多一点。我们抓
紧一切时间，摆着各种姿势在湖水边拍
照，有的还光着脚丫涉水嬉戏，有的把双
手伸进水里体会湖水的咸味。大家要把
这天上的美景定格在脑海中，铭刻在心
灵上。

时间有限，我们团的同志都恋恋不
舍地离开纳木错湖，坐上回拉萨的旅游
巴士上。窗外，藏北草原的迷人风光又呈
现在眼前，牛羊成群组成的山水画让人
流连忘返。大约行走半个多小时，刚刚还
是晴空万里，突然空中又乌云密布，过
会，雷电交加，并且还下起了冰雹，山的
远处，还飘落着雪花。尽管这样，我们在
经过那根拉山口时，还是撑着雨伞，冲下
车去，在有标志性的几个点照相留念。这
再一次印证了导游早晨从拉萨出发时所
说的“一日见四季”的说法。

纳木错一日游，终生难忘。

神奇的纳木错湖
□余来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