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日经过荷塘，瞥见一池残荷，我
忍不住停下脚步。向着荷塘靠近的时
候，一股萧瑟冷寂之气扑面而来，如入
悲壮惨烈的古代战场，仿佛这里刚刚结
束了一场厮杀，透着精疲力尽的倦意和
弹尽粮绝的颓然。难怪诗词中说：“菡
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
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西风烈烈，残荷十万。这铺天盖地
的苍凉与寂寞，简直要把人吞没。我
想如果在冬日荷塘呆久了，再情感粗
糙的人也会悲从心中来，说不定还会
留下几滴清泪。可就在我与荷塘零距
离接触的时候——我的手触摸到一茎
枯枝，粗糙的触感让我想起老祖母的
手，沧桑而宽厚，瘦硬而温情——我心
中那种寂寥苍茫的心绪忽的一扫而
光。冬日残荷并非枯萎衰败的代名词，
它有盛放之后归于简约的安宁，有繁华

之后归于清寂的洒脱，也有辉煌之后归
于平凡的淡然。

我的脑海中闪过荷开万朵的盛大
场面。那时的荷塘周围挤满了人，大家
围着接天莲叶、映日荷花啧啧称赞，仿
佛在赞叹世间奇迹。其实荷花年年都
会如约而开，可每年花开人们都觉得新
奇，好像其中有一朵会特意为谁开放，
每个人都在寻找专属自己的那一朵。
那时的荷塘，就像镁光灯之下的舞者，
华彩绽放，魅力倾城。人们拍照，录像，
画画，写诗，恨不得把盛开之荷的每一
个细节都放大无数倍，展现她的盛世美
颜。

即使到了秋天，荷塘也不至于太过
寂寞。“留得残荷听雨声”是富有诗意的
画面，秋雨如泣如诉，对着残荷唱起一
首诀别之歌；秋荷枝枯叶黄，回应着秋
雨的挽留。秋日残荷之美，在于凄清，

也是值得品味的一景，难怪《红楼梦》里
那么孤傲的林黛玉也喜欢李商隐的这
句“留得残荷听雨声”。

可冬天的荷塘，就转入了另一番境
界。当然，这种转变是有秋日残荷做铺
垫的。当凄清孤绝的气氛到了极致，冬
日残荷就呈现出磊落豁达之风。如果
之前的荷塘可以用工笔来描摹，冬日荷
塘则完全成了水墨写意。繁华落尽，枯
叶凋零，枯枝横斜，偶有枯萎的莲蓬蜂
窝一般突兀而立。西风呼啸，枯枝败叶
在风中狂舞，发出细碎的声响。整个画
面有太多留白，泛着冷气，透着静气，意
蕴无穷。离我最近的枯枝，依旧昂然立
于风中，保持着最后的倔强。它是在与
季节抗争？可就在我转身的瞬间，我发
现它并非是抗争的模样，而是淡然洒然
甚至有点悠悠然的姿态。它是在与季
节握手言和呢。每一株植物都是有灵

性的，它们深谙季节的密码，知道什么
时候该呈现什么样的姿态。荷这种植
物尤其智慧，它的生命过程简直就是一
首哲理诗。

盛开时极尽妖娆妩媚，极尽浩荡
繁荣，待到枯萎的时候，又毫不纠缠留
恋。残荷那样果敢干脆，那样决绝壮
烈——曾经遭遇风雨，曾经承受磨难，
曾经热烈繁华，曾经倾情绽放，曾经全
心付出，所以无怨无尤，无恨无悔。残
荷的生命是没有遗憾的，你看它们迎着
冬日的风，在荷塘里舞出别样的风采，
尽显豁达与超然。

我知道很多画家喜欢画残荷，比如
齐白石。据说他年轻时并不喜画残荷，
后半生才开始画。这种心态并非画家
专有，我们亦是如此。年轻时谁不喜欢
美艳动人的盛开之花？人生渐老，方能
品出残荷的味道。

□马 俊

残荷无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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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的故乡,稻草垛随
处可见，它像一幅风景画，
刻在我的脑海中。

一阵阵寒风吹过，田野
里戴着草帽的父亲，用稻草
扎成一个个类似稻草人的
草扎放在田埂上晒干，几天
后，父亲用绳索把一个个晒

干后稻草扎捆好，用扁担试一试，看看
两头是否一样重，而后挑回家。田里
的稻草扎全部挑完后，父亲轻车熟路
堆稻草垛了，在家门口的小河旁先在
地上打四个对称的洞穴，再把粗壮笔
直杨树枝干一头打进土里洞穴中，竖
起了四根木桩，其中两根高一些，两根
低一些，形成一个坡度，接着父亲把其
它杨树枝条横放在木桩上面用铁丝扎
牢，形成房子一样凹槽，下雨时候积水
容易流下来，防止把稻草垛稻草泡
坏。父亲一层一层把稻草扎垛上去，
不时用脚踩一踩，看看底部堆得是否
扎实，不然堆不了多高就会垮塌倒
掉。慢工出细活，必须非常有耐心一
层一层往上堆，开始平放、堆叠，随着
稻草垛越堆越高，逐渐往里收拢，我都
在草垛底下传递稻草扎，先是用手抛，
而后用铁叉把稻草扎叉给草堆上父
亲，渐渐地，稻草扎把树桩结出个漂亮
的尖顶形成一个圆柱体，父亲用草绳
把稻草垛固定扎实，最顶上盖一层塑
料纸防雨水。

农家一排排稻草垛屹立在小河旁，
是村庄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不但是
孩子们玩耍的乐园，也是鸟雀鸡鸭的
天堂。冬天里，我们小孩子躲在稻草
垛里晒太阳、捉迷藏，闻着稻草的清
香，用小瓦片在小河里打着水漂，看谁
打得最远，那种快乐之情难以言表。
外面是天寒地冻，鸟雀鸡鸭在稻草垛
躲避寒冷，幸运的小麻雀不时从稻草
里寻觅到一两粒残留的稻谷，兴奋地

叽叽喳喳叫着半天。有一年，我家一
只大黄母鸡，一个冬天都不在家生蛋，
气得祖母过年想杀它，考虑它会生蛋，
没有舍得杀它。开春后，它从稻草垛
孵出了一窝小鸡，大约有十几只，祖母
高兴得合不拢嘴，原来它把鸡蛋生在
稻草垛孵小鸡了。

冬天田野里枯草连天，牛栏里的大
水牛悠闲地吃着稻草，看着它细嚼慢
咽的样子，父亲脸上笑靥如花。明年
开春，家里几亩田还指望水牛耕种。稻
草除了家里烧饭外，还可以垫猪圈，两
头一百多斤的黑猪，过年卖一头，杀一
头，又将过一个富裕之年，过年吃肉，是
儿时最大梦想。“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
家。”牛粪晒干后可以做燃料，而猪粪是
最好的农家肥，壅菜肥田，菜地里种出
的小青菜、菠菜、茼蒿等蔬菜吃起来甜
滋滋的，入口即化。

儿时农村，稻草的用途还真不少。
冬天里，我们全家利用冬闲打草包，先
搓好草绳，把草绳固定在一个木质草包
机上，用一个一个木钩子，把稻草从草
绳中穿过，再用上面木板压实固定在
草绳上，最后形成一个个草包。那时
农村供销社收购，是汛期防汛重要物
质，草包可以装土固定大堤防渗漏。
晴好天气，母亲把棉被放在阳光下晒
干，还会将稻草垛里梳理好的稻草，均
匀地铺在木床上，稻草不但有不错的
弹性，而且还能够散发床上的潮气。
寒冷的冬夜，人睡在铺着稻草棉被的
木床上，一股股幽幽阳光的味道，混杂
淡淡的稻草清香潜入鼻翼，让我很快
地进入香甜的梦中。

如今农村，稻草垛已经消失在人们
记忆之中，成为一个乡村符号。儿时
稻草垛捉迷藏的孩子，飞来飞去的小
麻雀，带着一窝小鸡仔的大黄母鸡，成
为一个个故事中的情节，时隔多年，终
成往事。

□陈之昌

故乡稻草垛的记忆

每一座村庄
都 有 自 己 的 故
事。

这 一 次 ，让
我 们 一 起 走 进
一 个 叫 着 李 祖
村的村庄。

李祖村位于浙江省义乌市西北
部，距离市区中心约 20 公里，是一
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古村落。李祖
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义
乌市美丽乡村建设的标杆，是国际
创客集聚的新型乡村，是新老村民
融合的众创乡村，是当之无愧的

“共富村”，2022 年村集体经济 268
万，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万。近
年来，李祖村获得了全国文明村
镇、全国绿色村庄、全国森林乡村、
浙江省小康建设示范村、浙江省文
明村、浙江省 3A 级旅游示范村、浙
江省美丽乡村精品村、浙江省美丽
宜居示范乡村、浙江省“未来乡村”
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在这么多这么大的“光环”感
召引诱下，我们从市区乘坐 57 路
公交车，约莫 50 分钟车程，便来到
了李祖村中心广场。“我在李祖村
等你！”村口，一块醒目的木制大
招牌，引领着我们朝村中踱步而
入。眼前，一户户民房院内繁花
盛开，一幢幢徽派特色建筑鳞次
栉比，白墙黛瓦，古树婆娑，群山
环抱，阡陌相间，让人恍若置身画
中。广场旁的经畲堂，是一座有
千年历史的古建祠堂，古朴厚重，
岁月沧桑。一缸扎染积淀岁月，
抒写江 湖 传 说 。 手 编 竹 篮 缀 满
日 月 星 辰 ，淘 洗 村 民 一日三餐。
一株拥有百年历史的古樟树，枝
繁叶茂，荫蔽后代，泽被后人。错
落有致的帐篷，像极了一朵朵开放
的蘑菇。盛开的向日葵，仿佛在和
游人点头示好。鱼头豆腐、糯米
鸡、豆腐饼、面疙瘩，还有火坑里现
烤的李祖烧饼，等等众多特色美
食，满满的都是“妈妈的味道”，馋
得游客直流口水。文化礼堂旁边，
乡恋学堂里，老师正在给孩子传授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下一代从小做
知书达理、有“礼文化”的人。还
有非常有创意和特色的生态洗衣
房，是村民共享共用公共的洗衣
场所，有几位村民正在一边洗衣，
一边唠嗑……一片祥和之景致正

在缓缓酝酿，李祖村从黑暗中走
向黎明。

关于李祖村的由来，村里人讲
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年，李祖村只
住着李姓人家，后来方姓迁移至
此。从此，两姓和睦相处。再后
来，方姓越来越多，李姓就把整个
村庄让给了方姓，但方姓为了感
恩李姓的“礼让”，继续将村庄称
为 李 祖 村 ，并 且 一 直 沿 用 至 今 。
这便是李祖村世代相传庚续千年
的“礼文化”。

也许你要问，是什么让昔日的
“水牛角村”（意思是没有希望的村
庄）彻底蝶变为今日的城市后花
园、世外桃源、网红打卡地，甚至是
隐藏在义乌的诗和远方呢？无中生
有商贸城，无欲无求李祖人。这个
曾经一没名人、二没资源、三没空
间，脏乱穷差的小山村，在“德胜古
韵美丽乡村”的春风吹拂下，一梦
醒来，在“千万工程”的垂爱下，终
于变身为“绿富美”，收获千千万万
个蜕变，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文明
村镇。

通达的道路，优美的环境，健康
的食物，朝气蓬勃的新业态。这就
是今日的李祖村，一切的一切欣欣
然，满是希望。一张张青春的面
孔，一刻不停地朝着乡村振兴努
力，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高效、生活富裕变成真实
的场景。“农创客们”的创业项目从
创意咖啡、盆景农场，到木艺陶艺、
手工竹编，产品琳琅满目、花样迭
出，一个小山村集聚了 50 多家创
业主体，从业人员 200 多人，一半
以上是大学生。年轻人投身于这
片田野，为乡村振兴注入澎湃的新
动能。

流量变产量，颜值变产值，资源
变财源，山区变景区，农房变客房，
村民变股民。如今的李祖村，人居
环境大为改善，国际创客纷至沓
来，乡村旅游异常红火，李祖人正
在用自己的活力和温度，张开双臂
热情迎接八方来宾，共享美丽乡
村，共创共富未来。原乡人，返乡
人，新农人，共同探索出“绿水青
山”变“金山银山”的丰富路径。

守 住 农 耕 文 明 ，驶 上 共 富 大
道。李祖村，一颗耀眼的明珠正在
冉冉升起熠熠生辉！李祖村，值得
一游。

□阮胜明

走进李祖村

花露露自江南大学毕业后，一
直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很是发
愁。她刚到一家公司应聘，吃了闭
门羹，心情很不好。

忽然，她闻到一阵桂花的香味，
情不自禁地寻花而来。走了没几
步，只见林荫道附近，有个小园子，
园子里尽是桂花树。那桂花有金色
的，也有银色的，散发出浓郁的香
味，令人陶醉。有几位年轻人一边
赏花，一边用手机拍照，几位小姑娘
在树下做着各种造型，让人拍照。
还有几位银发老人倘佯在桂花树下，
还不时地做深呼吸，好像要把桂花香
气全部吸到肚子里才罢休。一位老
太太说:“桂花的香味，我最喜欢，我
一闻到桂花香，就来精神了，腿脚也
灵活了!可惜，香不了几天，一场风雨
过后，就全部掉光了!”另一位老爷爷
说:“可不是嘛，我得过脑梗，一闻到
桂花香脑子就像开了窍一样，浑身有
劲。可惜呀，就是不刮风下雨，桂花
也只有几天的功夫就谢了……”

几位老人的议论，就像一道电光
火石，激发了花露露的灵感，她想，能
不能把桂花香气收集保存起来呢？
作为商品，满足人们的需求。这也许
是一个重要的商机呢!她想，自己学了
生物化学四年，老师教了许多知识和
本领，应该派上用场了。

花露露的心情也好了许多，脚
步也轻盈起来，头上的马尾辫也欢
快地跳跃着。她一回到秀水山庄的
家中，就钻进了自己的小实验室，这
是她上初中时，在当老师的父亲支
持下，一步步建立起来的，虽然仪器
不怎么齐全，但也小有规模。

花露露让自己平静下来，她做
了一个深呼吸，喝了一杯绿茶，打开
电脑，列出了各种花香的名录。有
桂花，玫瑰花，茉莉花，兰草花，米兰
花，白兰花等。

正时这时，妈妈走过来敲门，心
疼地说:“露露，把门开着，别闷坏了
自己，找不到工作，我们养你!”爸爸最
了解自己的女儿，说:“你没看到，丫
头在实验室里，兴许事情有希望了！
让她静静吧，我们不要打扰她。”

吃午饭的时间到了，花露露坐
到餐桌前，一边吃饭，一边把自己的
想法告诉了父母。父亲说:“你的想
法很好，我支持你，丫头!祝你美梦成
真!”妈妈嘟囔着:“自己干，那不是个
体户吗?四年的大学不是白读了
吗?”父亲说:“你真是老脑筋，跟不
上时代了，老太婆!”妈妈笑着说:“我
成了老太婆，那你也是老头子了!”露
露说:“爸妈，你们别闹了，我的事八
字还没见一撇呢！爸爸，我在想，用
什么方法把香气吸到容器里呢?你
帮我拿主意。”妈妈手指着餐厅角落
摆放的吸尘器，笑着说:“这好办呀!
用吸尘器吸呀!灰尘都能吸掉，还不
能吸香气吗?保准能行!”露露一听深
受启发，一把抱住妈妈，在脸上吻了
一口说:“谢谢你，好妈妈!你真聪明，
我怎么没想到呢!”

午饭后，露露一头钻进实验室
里，她根据吸尘器原理，设计了一台
轻便的吸香机，用锂电池做动力。
还设计了收集花香的藏香罐和销售
用的藏香瓶，在藏香瓶的上面设计
了喷头和数字标识。她把图纸设计
好后，发给了学机械的一位闺蜜，请
她参谋。那位闺蜜认真地研究了图
纸，并试制了吸香机、藏香罐和藏香
瓶。经过操作试用，反复修改，最后
用快递发给花露露。

花露露看过闺蜜试制的样机
后，又做了些修改。她对闺蜜说:

“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我想

成立一个销售花香的实体店，你是
我的第一个股东。”闺蜜说:“帮忙是
应该的，入股我哪有资金呀!”露露说:

“你的技术，就是股金呀！我想你的
技术股至少占三成。等我们盈利了，
就分红，你要相信我！请你按修改后
的图纸，将吸香机和藏香罐重新做一
套，藏香瓶要做1000只发给我!”一周
后，露露要用闺蜜制造的样机进行采
香试验。可本地的桂花都谢了，怎么
办呢?难道要等到明年吗?露露发愁
了。爸爸笑着说:“你忘了白居易老
先生怎么说的。”花露露一听连忙背
出白居易的诗句:“人间四月芳菲尽，
山寺桃花始盛开。”爸爸说:“丫头，爸
爸陪你登山去，寻找桂花树。”花露露
带着工具包，开着小车，带着爸爸，去
山区寻找桂花树。他们在山坡上看
到一片桂花树，露露操起吸香机工
作，不到30分钟时间，藏香罐就发出
嘟嘟的声音，提示香气已经吸满，接
着露露又灌满了十几个藏香罐满载
而归。回到家中，花露露轻轻扭开藏
香罐的小阀门，一缕桂花香气扑鼻而
来，弥漫在整个客厅。爸爸妈妈笑
了，他们为女儿的成功感到高兴。

露露把采香成功的消息，告诉了
闺蜜，并且告诉闺蜜，商品名称是“袭
人桂花香”，她要闺蜜设计包装盒，供
销售用。一周后露露收到闺蜜发来
的包装盒，露露非常满意。她把小藏
香瓶灌满桂花香气，放进包装盒。去
市工商局申办营业执照。

市工商局有关领导在看过花露
露现场的演示，特别是他们闻到桂
花的香气后，一齐鼓起掌来。科长
说:“大学生自主创业，我们大力支
持。特事特办，大开绿灯。”

三天后，在闹市区的一家门店，
挂出了“袭人香气专卖”的标牌，门口
摆放着市工商局、江南大学、秀水社
区等单位送的花篮，许多顾客都在询
问专卖店卖什么东西。花露露现场
操作，当她把小藏香瓶的按钮轻轻一
压，一缕桂花香味便弥漫在空中，许
多顾客不约而同地说:“真香！真
香！”当场有许多顾客掏钱购买，一位
顾客笑着说:“不到一包香烟的钱，买
香闻，比抽香烟强十倍! ”还有一位小
青年疑惑地问:“老板，你这桂花香
气是化学合成的吗?”花露露笑着说:

“先生放心，假一罚十，绝对天然的!”
当初花露露在桂花园里遇到的

那几位老大爷和老奶奶也来了，他们
还认出了花露露，说:“姑娘，谢谢你，
做了一件好事，把桂花香气留了下
来，让我们受用。”那几位老人每人买
了好几瓶香气，千恩万谢地走了!

一位女士说:“姑娘，我喜欢闻
白兰花的香味，店里有吗? ”花露露
说:“暂时没有，本店刚开张，到明年
春天，不但有白兰花，有兰花，还有
米兰花、茉莉花和玫瑰花的香气，到
时请你光临!”

一位青年说:“业务做大了，你还
可以在网上销售啊!谁不爱闻花香呢!”

花露露笑着说:“谢谢你的提醒!”
还有一位姑娘说:“老板，我建议藏香瓶
还可以做得小巧玲珑一点，随身携带，
走到哪里都能散发桂花香气，这比涂香
水好多了。”露露说:“谢谢姐姐，你的主
意真好！”一位先生说:“姑娘，我建议你
采集瀑布边的空气，清新，饱含富氧离
子，在藏香瓶上再加上音乐芯片，人们
一边闻瀑布边的水汽，一边聆听哗哗的
流水声，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岂不更
好! ”那位先生的话刚落音，许多看热
闹的人连声夸奖:“好主意!好主意!”

江南市当天晚报发表新闻特
写:《大学生创新自主创业，“袭人香
气”生意兴隆》。

□叶荫棠

花香袭人（小说）

青霜敷地，天地简静，故乡桂花糯
米藕，以绵甜、软糯、桂花香气浓郁而
倍受人们喜爱。

糖藕，作为一款老少皆宜的小食，
小孩嗜其甜润，大人醉其清爽，老人好
其恬淡。

霜天薄凉，此时的嫩
藕，脆嫩亦美白。生吃，味
道甘甜，有雪梨之滋润、荔
枝之清润；和糯米、蜂蜜、红
枣一起煮，粉红透明，软糯
爽润。

东坡云，“腻玉圆搓素
颈，藕丝嫩、新织仙裳。”莲
在水里如清新少女，藕进了
厨房也宜风雅。将薄薄藕
片撒上糖，糖渐融未消似着
纱衣，晶莹剔透光泽闪动，
用蓝花白底瓷盘盛出，美食
配美器，让人感叹岁月静
好、尘世温柔。

水乡鲜藕有七孔藕和
九孔藕之分。七孔藕绵
软 酥 烂 ，九 孔 藕 脆 甜 汁
多。做糖藕以七孔藕为
宜。取藕茁壮挺直的中
段一节，里外洗净，先斜
切一节作为帽盖，而后将淘净晾干
的糯米灌入藕孔，边灌边拍藕段，
尽量使糯米在藕孔中灌得满当，并
用圆芯筷杵实，再把先前切下的藕
节头复位，用牙签固定，以防糯米
从藕孔中漏出。

糖桂花，是做糖藕绝不可少的点
睛之笔。星星点点地撒上些许，如碎
金铺在琥珀上，藕原有的清芬，此时又
增添了桂花的幽香。

在干净的瓶
罐里，铺上一层
白糖，铺上一层
桂花，再一层白
糖，一层桂花，
循环往复，最后
用调羹压紧，密
封，放在避光阴
凉 处 。 眼 见 着

桂花颜色愈发深沉，白糖慢慢溶在桂
花的香浓蜜色里，至融为一体，就是大
功告成了。

藕放入冷水中，大火煮开后加
冰糖改小火慢焐，焐上两三个钟头
后，投糖桂花、赤砂糖大火收汁，最

后就看到了色泽酱红、汁水
如蜜、入口清香甜糯的桂花
焐熟藕。

将黏黏糊糊、嘀嘀嗒嗒的藕
段夹出，轻轻撕去自然翘起的表
皮，半冷半热时用快刀快切，浇
上焐藕的甜卤。叠放盘中。伴
着那一根根缠绕开的藕丝，有种
难以拒绝的香。浇上锅中浓稠
旖旎的甜汁，那已成肉红的藕
片，瞬时便愈发滋润晶亮了起
来。糯米的糯，莲藕的面滑，再
撒上点蜂蜜，夹起一块糯米藕。
糯米和藕都会拉起长长的细丝，
让你的味蕾立时陷入鲜美的沼
泽中。

糖藕的甜是慢慢煮进去
的。这种甜，于有意无意之间，
既不让人腻味，又不会掩盖藕本
来的清素。而在平实甜味之外，
另有一股桂花的馨香。

夹一片入口，轻轻咀嚼，随着“吱
吱吱”黏连的断裂声，酥糯甘美的藕与
缠绵缱绻的糯米，有如一对丝连心契
的璧人，让味蕾颇有些一腔春色关不
住的韵致。

“冷比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沈痾
痊”。此时天气干燥，吃藕菜喝藕汤，
有养阴清热、安心益神作用。在江南
老家，有“秋喝莲藕汤，来年不生疮”之
说。

水中所产和土地所酿融合成的糖
藕，兼具着藕和桂花两种植物的精华，
占尽了故园水乡的韵致。看似轻描淡
写、不甚着力，实则素雅悠长。

霜天清寒，芦荻萧萧，青露盈耳，
咂一口糯软甘甜的桂花藕，最是暖心
熨帖。慢慢感觉心静了，喧嚣尘事远
了，清浅流年，这温润的桂花糖藕便是
简单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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