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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广 告

阳春三月，和朋友惜别，踯步至杨
柳岸边，不由心生折柳赠别之念，然，
云步轻折之下，一枝蹲满鹅黄的柳枝
便捧至朋友手上……四目相对中，心
魂突然就飘过千年柳岸……

无论是隋唐杨柳，还是元明清那
卧满离愁的柳岸别绪，都在中华诗词
与中华诗人的品行中有了关联的倩
影。做人,我们有数千年“文人品高”
的内秀;行事，我们有千年不该的正直
与钟情。诗性，也常常会托物抒怀。杨
柳就是古诗人最具欣赏度的一种诗意
物象。诗人在春风得意之时，会首先借
助杨柳知春的生物特性，讴歌春回大
地，万物生机的美好自然，更会托物抒
发扬眉吐气的精神风貌。“碧玉妆成
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
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这首诗就是
借柳咏春的最佳写照。初春二月正是
春回与凌寒并存的时节。而这时一岸
杨柳却先人一步翠出了春的一袭消
息，这是何等高尚的品格啊！作者运用

拟人和反衬的手法，讴歌杨柳品格的同
时也极大地抒发了二月春风般的惬意情
怀。究竟是二月春风“剪成”了杨柳，还
是杨柳舞动了春风？诗人点到为止，为读
者留下了满是春风荡漾的颂歌世界。

折枝相望灞桥头，双泪悲送千古心。
说的是古人在京都官道的灞桥柳岸上折
柳送别亲友的情景，古人所说的杨柳实
指为柳。柳树是种知春而易栽的树种。古
人在送别亲友时，难舍难分之下，就清高
地折一段柳枝送与亲友。一是有意送一
路春风般的祝愿，二是把自己的一片切
腹之情托付给柳枝，希望彼此的情谊像
柳枝一样能在异地生根发芽。

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其中
折柳送别就是一个铁的见证。古人讲就
高雅清正，简约而厚重的礼尚往来。唾弃
那些腐朽的物质欲望，与现今的一些腐
败物欲文化是截然不同。

宋代辛弃疾的一首 《菩萨蛮·送祐
之弟归浮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无情最是江头柳，长条折尽还依旧。

木叶下平湖，雁来书有无。雁无书尚可,妙
语凭谁和。风雨断肠时,小山生桂枝。”

辛弃疾是宋朝主张抗金，与朝政不
和的词人。一腔报国忧民之心，在那暗
淡无光的当朝只能以诗词来抒发心中
忧愤。该词借折柳送别抒发了自己对亲
人和朋友的不舍与缅怀。并且也强烈地
抒发了对朝政的不满情绪。诗人开句说
“无情”，其实是借杨柳反说亲朋之间
深厚的情谊。也许岸边的柳枝都被离人
折尽，而柳树仍然在风雨中站定，生出
新枝，等待新的离人折别……别离是无
期的，而情谊是无损的。因为离人会拿
此岸的柳枝，栽活彼岸的柳树。情谊赋
予杨柳枝，他乡异地弄春风。离人在彼
此之间，也会睹柳思念往日的深情厚
谊。虽然离人天涯会杳无音信，然而春
风夏雨中的杨柳会传递他们彼此的念
想和依恋。人为情所系，柳为情生枝。有
情扶杨柳，无情柳自伤。从古到今，人们
都崇尚杨柳这个情种信物。特别是在古
人那里，若没有“为伊赋春秋”的杨柳

岸，不敢想象，那种撕心裂肺的离别之情该
借什么释怀……

《诗经·小雅·采薇》中有句：“昔我往
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
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也
传递是睹柳思亲的情景。

《采薇》一诗是写西周时期一位饱尝
服役思家之苦的戍边战士，在归途中看到
春风荡漾的翠柳，而忽而所思所想。然而
在九死一生归来之际，看到了曾经杨柳依
依的美好景象，难免痛定思痛。加之归途
艰难，又饥又渴，怎不悲从中来!该诗叙述
了他转战边陲的艰苦生活，表达了他爱国
恋家、忧时伤事的感情……

重情重义的民族必然也是个容易伤
情和感怀的民族。在我们数千年的诗意密
码中，不难找到维系情感的杨柳。人类的
心田有时候可以被荒漠，而情感世界的那
岸杨柳却永远会站在春风里守候。既是被
柳永的《雨霖铃》伤成一抹秋黄的“晓风
残月”“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
阔”。那也要逾越残冬成春歌……

春 过 杨 柳 岸
□宋殿儒

上周去铜陵出差，算是故地重游
了。虽说是出差，朋友已非常的热情，电
话里就能感受到浓浓的情意，一切也都
安排妥妥的，包括我提出的近似不合理
的参观要求，也被友人安排妥帖，只等
我过去感受了。8个小时的旅程虽然稍
有疲惫，但在见到老同事和朋友时困顿
全无，人立刻精神了百倍，话也就多了
起来，几乎全场都是我的絮絮叨叨了。

我是个非常念旧的人，这念旧也
许是出自我曾经的卑微，索源可能还
来自曾经的家庭的困难。在我高二那
年父亲突然病故后，生活立即陷入的
困顿，这是不幸的，但我又非常幸运。
在我那淳朴的乡村，几乎每家每户都
给与可能的救济。在我收到大学录取
通知书时家里还身无分文，连派给来
祝贺的乡邻的香烟还是赊来的。母亲
知道要交 900元学杂费后没有喜悦而

是坐在屋檐下哭泣。而当我在鞭炮声中
挥手告别乡亲走出村口的时候，怀里已
经踹了鼓鼓的虽东拼西凑但已能足够我
交起学费的 1000 元钱，这些钱都是亲
戚、乡邻、或父辈友人的资助，因此，从那
时起，我就心怀感激，要善待每一位曾经
帮助过我的人。也慢慢养成习惯，尽自己
最大的意愿诚挚的对待每一个人。

再回铜陵，倍感情切，除了热情的友
人外，我给外地朋友介绍的多是铜陵有色
公司（以下简称铜陵有色，主要是二冶）
对我的培养我眷顾。铜陵有色是我大学毕
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算是事业的起
点。有色人热情，师傅们对我们这些下车
间的大学生非常客气，毫无保留地传授技
能。今天我能夸夸其谈的说清楚从烧结备
料、鼓风炉熔炼、转炉吹炼、阳极炉精炼到
电解精炼的所有工序，来源于在每个车间
工人师傅们的孜孜教诲，这些教诲曾经觉

得毫无用处，但在几十年后，又成为我业
务开拓的基本技能。师傅们多已退休老
去，但他们传授的技能还在延续发挥，这
些师傅们积累的技能和无私美德，是我们
国企宝贵的财富。只是在很多时候，“传帮
带”的培养模式没有被推广和延伸，他们
的价值跟无数轮换的产业工人一样，默默
无闻的淹没在历史灰尘里。

我是幸运的，在电解车间呆了一年后
就去了技术改造办公室，算是坐办公室
了，能较为全面的接触技术改造、工程设
计和施工管理，也为我后来的职业发展打
下了良好的工程基础，更幸运的是有时间
看书，可以复习备考（考研），在半年的无
所事事的清闲后（当时技改项目有半年空
档期，这期间没事干），年轻不安分的心终
于暴露出来，于是走上了考研之路，在一
连串单位领导的照顾和命运的眷顾后，如
愿的回到中南大学深造，并最终走出了铜

陵。虽然事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甚至
也不能说走与留的孰是孰非，但毕竟走的
是自己意愿的路，算是天随人愿了。跟无
数在学校骂学校出学校想学校的学生一
样，对铜陵有色也是一样的情感，离开越
长，对铜陵有色越心怀感激，这份感激有
对空泛的单位，更多的是对具体的曾经帮
助的领导和同事，更有这次接待的友人
们。对铜陵有色的情感，有时也体现在工
作中，当有业务合作时，首先想到的就是
去铜陵有色看看，虽最终未能如愿，但我
也尽了自己的怀着感恩的心情。

走在天井湖的林荫小道上，已经看
不出曾经的记忆。宽阔的湖面，倒影一排
排气势恢宏的建筑，夜间倒影的排排明亮
的彩灯，预示着铜陵的发展和繁荣。很欣
慰曾经呛人的二氧化硫烟气已不复飘散，
曾经尘土飞扬的沿江大堤已绿树成荫，排
排垂柳在微风中身姿摇曳，婀娜多姿，昭
示着铜陵已从一个粗俗的村妇演变为一
个艳丽而涵养的美妇人。刚刚老家的加入
（老家枞阳刚刚并入铜陵），更拉近了亲
密和认同感，回家又多了一层意思。留在
湖边的倩影，也成为下一次回来的期盼。
终于可以说声：铜陵，就是我的家。

铜 陵 散 记
□王文祥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万物勃发，正
是各种野菜纷纷出土疯狂生长的季节。

现如今，随着生活条件的逐渐优
越，人们在享用各种美味佳肴的同时，
更注重对田间地头诸多可食野菜的品
尝。各类野菜在生长中采集天地间灵
气，是大自然的宝藏之一。野菜有着纯
净的品质，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是大
自然的美妙馈赠，是难得的餐饮佳品，
这其中典型的代表有马齿苋、马兰头、
蒲公英、蕨菜及野豌豆苗等等。

但我却最喜欢家乡的野芹菜。我
的家乡在桐城的一个农村，自我有记
忆时起，村里田间地头就生长有许多
的野菜，尤以芹菜最甚。这种芹菜家里
人说是水芹，多半是就近水边生长，食
起来口感与人工种植的芹菜大同小
异，都是香脆可口的那种感觉。

我喜欢吃芹菜除有天生的喜好
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儿时家贫，及
至中年则是看重芹菜有降血压、降血
脂、防治动脉粥样硬化等药用价值了。
春季来临，芹菜生长的很快，到清明时
其长势就较旺盛了，此时芹杆粗大，清
炒吃起来脆嫩香爽，被人们所喜爱。再
往后一个多月，又到农村油菜收获，新
菜油上市时节，用新菜油爆炒嫩水芹，
那种可口的脆香味更是让人回味无穷。
小时候家里穷，一年四季也没什么好吃
的，除了逢年过节能吃一点鱼肉外，平
时是很难见到荤腥的，全家老小绝大部
分时间靠主食自种的一点蔬菜、山芋及
大米为生，这其中的野芹菜因天然易得
自不可少，但主要还是在春夏季节吃
到，再往后就吃不到或不好吃了。因此
每到春天的时候，我就盼望着能尽快吃
到芹菜，那种感受是难以言喻的。

度过孩提时代，接着是中学、大
学，毕业分配到外地工作，家乡的芹菜
就很少吃到了。偶尔在城里的菜市场
能买到，但感觉味道就是没有家乡的
芹菜香，尤其是野芹菜甚至还有一点
淡淡的香椿味。于是，每年的清明时
节，我就想着回家，除给逝去的亲人扫
墓外，还有就是借机品尝一下家乡的
芹菜，并带些回家继续享用，或分送给
亲朋好友品尝。以前清明回家，因妻子
要照顾儿子学习较少一道回去，但现
在儿子上了大学，她便有空随我一起
回老家了。去年清明回家一趟让她有

意想不到的收获，今年清明将至，她又主
动念叨起回家的事来，这其中缘由也与
野芹菜有关。

去年清明节前的一天，我们在随同
父亲、叔叔一起上午上山祭祀后，下午闲
来没事，看着家乡农村满野的翠绿，本来
就爱吃野菜的妻子提出去田园采摘野菜
的想法。母亲知道后告诉我们，屋子后面
的小河对面的河岸那边生长了很多野
菜，尤以芹菜最多，嫩得很。在侄儿的带
路下，我们带上菜篮来到河岸边，放眼望
去，大片翠绿映入眼帘，果然是成片的野
芹，其中还夹杂诸多野生的豌豆苗和不
知名的青草。只见这些野芹在自然清澈
的河水滋养及松软肥沃的泥土培育下，
正在无忧无虑的疯长着，但见那脆嫩的
直杆粗壮油绿，繁茂的枝叶在撒欢地生
长，已全部没及到我的膝盖处。在得到这
肯定不是人家专门种植的自留地后，我
们三人忘情的采摘，直至太阳快要下山，
母亲喊我们回家吃晚饭时才作罢。想想
当时采摘的喜悦和满载而归，妻子一直
记忆犹新，时时与我一起细细品味着。

晚饭时就着香香的野芹，我顿生疑
问：在我此前的记忆中，屋后面的小河岸
是没有那么多芹菜的，为什么现在会有
很多？母亲告诉我，十几年前，小河河床
上面有厚厚的沙层，没有泥土，芹菜难以
生长。后来，河里沙子逐渐被采挖运走，
渐渐的只剩下土质河床，河床的土在河
水侵泡和一些腐殖物的作用下逐渐变的
松软肥沃，随上游水漂来的芹菜根种久而
久之就在此生根发芽了。对于这么多野生
芹菜没有他人采食的问题？母亲说：现在
农村人大部分都出去打工，留家看守的不
是老年人就是读书的儿童，人很少，吃菜
量很小，家家又种了蔬菜，因此再也没有
多少人有时间去野外去采摘野菜了。

母亲的话让我释然和感概。是啊，过
去农村家里条件差，没有吃的，连野菜都
成了美味佳肴，现在农村生活条件好了，
空气又是那么的清新宜人，野菜自然是
在无拘无束的生长着，河岸边大片长势
喜人的野芹菜就无声无息的告诉了我们
这一切。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我时常利
用工休时间回家看望年迈的父母，都能
吃到我喜欢的野芹菜，满足了我的口福。

写到此，我忽然想到清明时节又快
到了，轻轻呼吸中，我忽然隐约感到有股
淡淡的野芹菜香扑鼻而来。

家乡野芹香
□盛叶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