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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读了两本谈美食的书，一本是
汪曾祺的 《食事》，一本是邹剑川的
《人间烟火》。一种食物是否为美，也是
因人而异的，这与个人嗜好有关。一种
食物美不美，看人。喜欢吃是汪曾祺的
大好，但凡走到一处地方，先访问有何
好吃的，不论美恶先吃一番。《食事》便
是他一生吃的历史，从少时一直说到老
年。行文不拘长短章法，往往开笔就写，
言尽则止，没有开头结尾许多讲究，可
谓真正的“随笔”，好读。看到生动得意
之处，也让人口舌生津。

邹剑川则在书序中说：“人生是平淡
和琐碎的，而美食是一场艳遇和惊喜，让
人的生活有了情趣，有了高度，有了艺
术”、“在中国，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本，
吃是头等大事。”作者是湖北人氏，除了
吃遍鄂菜，也常到各地品尝美食。书中有
三篇谈到我省安徽的美食，安庆的小龙虾
与五花肉，安庆迎江寺素菜，宿松的皖江
小春鱼。作者长年累月吃美食，结果年纪
不大就有高血脂，在三甲医院当医生的老
婆，常含情默默地对他说：“亲爱的，你真
不能多吃了。”

吃在中国是一件大事情，孔子云：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然而让人
奇怪的是，过去国人关于吃的著述不
多，文人写吃的文章也少。清代有个官

僚文人叫袁枚的，好于也精于食事，著有
一部《随园食单》的书，算是比较少的例
子。中国人视文章为千古事，曹丕就有“经
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事”之说。在中国儒者
的心目中，自古文章都承载“道”的重任，
也是士人进身之利器，岂可用来写吃喝之
琐事？现在则情形大变了，不但有人写吃
喝的文章，也有专门写美食的专家。譬如
香港美食家蔡澜，就是谈吃的著名专栏作
家，很多人喜欢他的美食文章。平常之人
虽不善写美食之文，却爱用手机将吃的美
食拍发到博客与微信上，图文并茂地向亲
友炫耀一番。

看来“吃”这件大事，现在是越发重
要起来，不但有人写也有人看，读现在的
报章杂志，看目下的网络图文可知。但即
使是这样，多数人恐怕都以闲文视之。我
却不这样认为，不说饮食是一种文化，就
是从政治层面看，也是关乎“道”的。老
百姓有的吃，吃得好，爱美食，吃得有品
味，这是社会发达的标志，是政治清明的
标志，是国泰民安的标志。说到国泰民
安，我以为这个词序应该调一下，叫民安
国泰。老百姓有吃的，吃得美，天下百姓
高兴了，社会也就“安”了，这样国家才
可以“泰”。

这样说来，美食也关乎“治”，岂可小
觑哉！

读美食文
□吕达余

下午，四点五十分二十八秒，那扇灰色的
防盗门，缓慢地关上了。我明白，这一关，再次
见到爸爸就是半年后。这座山，走了，接下来
的半年，只有我和妈妈生活在这冷冷清清的
家里，这个温馨的小巢还有意义吗？

放学了，回到家，爸爸正在换衣服，行李
箱都准备好了，旁边还放着一个超市袋子，里
面装着方便面、饼干等留火车上吃的食物。几
分钟后，爸爸就要出发了。他慢慢地换上鞋，
跨出门，关门前，他盯着我说：“瑶瑶，我走了
噢，你在家一定要听妈妈的话。”说完，关了
门，走了。我双眼湿润望向时钟，这一刻，正是
四点五十分二十八秒。

爸爸虽然走了，可我心中却感觉他还没
走。客厅里，他没看完的电视剧还在播着，他
抽烟后浓浓的烟味还在弥漫着，他穿过的拖

鞋还暖暖的。爸爸，生我养我全身心爱我的人，想
起过年这些天和爸爸相处的时时刻刻，我一个人
静静地呆着，心里揪揪的，鼻子酸酸的，像是感冒
了。

六点二十分，爸爸发短信说到芜湖了，火车
晚点，晚上十一点才能发车。我的心都随着爸爸
去芜湖了。爸爸在我还小的时候，就辞了铜陵的
工作，招聘到杭州一家公司上班。离开深爱的家
人，离开温馨的小家，爸爸就为了多攒点钱，为
我的将来创造更好的条件。我暗暗下定决心，一
定要努力学习，让爸爸少为我操点心，让他早日
回铜陵，一家人天天在一起。

我知道，现在我们一家人离得很遥远，可我
们的心一直在一起。我相信，夜深人静的时候，我
睡在温暖的大床上，爸爸睡在火车上，我们一定
会梦到对方！

重逢，心中等待
□周哲源

一

植树节次日，正好是个阳光明媚的
周日。几位徒友相邀，徒步到农林村去。早
就听说农林村荣获了“2015年第四届全
国文明村”荣誉称号，说那里有山有水有
文化，美丽乡村美如画。心里痒痒的，早就
想去看看。这不，一拍即合。来一次说走
就走的乡村游。

过东村837米长的五松隧道，横穿
沿新大道。进入一条新铺就的水泥村村
通路面，路面和沿新大道接壤处有一小
桥，水声潺潺，清澈澄明。春风裹挟着花草
的芬芳和泥土苏醒的气息扑面而来。不
远处就是宁安城际高铁下穿涵洞，涵洞
两旁写着红色大字：回归宁静，精致田园。
这分明是在告诉我，穿过涵洞就进入农
林的怀抱了。

过了涵洞，恍如进入了空灵境界。有
一种超越时空的幻异感。眼前的景象令
人目迷神驰。

“清晨，优美的醒来；傍晚，安静的漫
想。”

“雨落，花开庭院里；风起，心静花园
外。”

诗一样语言的广告牌，就矗立在道
路的两边。我从来没见过有如此美丽语
言的广告牌。古人说：十步之内必有芳
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真是一点不
错。这让我想起了徐志摩的诗句：轻轻
地我来了，正如我轻轻地走。我挥一挥
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两相比较，大
有异曲同工之感。就在我感叹着这里
还有如此高深的文化大师之时，路旁
不远处，有一正在地里用锹翻土的农
民笑着说：你看，还有比这更美的。顺
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路旁有一座
山石酷似张开嘴巴的蛤蟆。“这是纯天
然的，没有一点人工打造的痕迹”农民
说道“山上还有许多好看的石头，隐在
杂草丛中”。从他的话语中，听出了惋
惜之意。山上果然古木森森，树冠巨大
如华盖，附临着奔流不息的山间小溪。

我们继续往前走，听到了“咚、咚、
咚”的声音，寻着声音的方向看去，原
来在村口池塘边有四个农家妇女一字
排开在用捶棒捶洗衣服。见此场景，大
家不约而同地拿起相机开始拍照。嘴
里不停地说：美、美、美。

二

“这是谁的手机音乐？”一女同志
拿起背包贴在耳边对大家说“我还以
为我的手机响了。”

一行人下意识地看看手机，结果
都不是。“不对呀，乡村哪里来的轻音
乐？”女同志疑惑地自言自语道。

“你看，那是什么？”同行者有人
说道。只见一个中国红的巨型广告牌
展现在眼前，上有“贺佳人连理浓林，
喜上眉梢”。门口写着“复刻法国传统
建筑神韵”的字样。

“哦，这里就是浓林溪院。”我随
口说道。“法式建筑，果然漂亮。进去
看看。”

原来，轻音乐就是从这里飘出来的。
小区里面，环境优雅，花香扑鼻。有大红
的茶花和杜鹃，有粉红的桃花和樱花，有
白色的梨花和海棠，风情万种，争相怒
放。花丛中还有休闲的桌椅。有人提议：
坐下来，歇歇脚。享受一下浓林溪院营造
的美好氛围。人是坐下来了，但嘴巴停不
下来。有人问：海棠和梨花那个漂亮？大
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分不出胜负。有
人说：一树梨花压海棠。此语一出，真是
佩服。我悄然离座，在小区里转了起来。
小区内文化氛围十分浓厚。

“你好，浓林。你好，最美的晨曦。”、
“再见，铜陵。再不见，城市的浮躁。”这
是广告牌上语言。就连门上都贴着“欢
迎您回家！”的字样，多温馨的语言，又
没有城市的浮躁，我流连忘返了。

三

说起浓林溪院我并不陌生，虽
然是第一次见面。我所在的矿山矿
工中就有来自农林村的村民，有不
少就在浓林溪院购置了新房。每每
说起这个，他们都说得益于美好乡
村建设。美好乡村建设让农村道路
畅通了、环境变美了。浓林溪院的建
设让农林村锦上添花，相得益彰。同
时，也给这些在城市里打工的村民
提供了改善居住环境的条件，至少
有了可供选择的机会。就在我走出
浓林溪院的出口处，我的这位矿工
村民开着一辆白色现代越野轿车正
好堵住了出口。见我到来，他摇下车
窗玻璃，探出头来，惊讶地问我怎么
到这里来了？我说：几位徒友走走看
看。他邀请我到他家里去看看，中午
就在他家吃饭。可惜人多，就没有打

搅了。他说：现在生活好了，道路好
了，隧道通了，来回上下班十分便
利。原来是摩托车，冬天雨天不方
便。去年刚刚买了一辆轿车，上下班
太方便了。要感谢党的领导，感谢好
的政策，让农民也过上了城里人的
幸福生活了。如今，农林村比铜陵市
还好了，你没看广告上写着：再见，
铜陵。再不见，城市的浮躁。当他说
着这些话的时候，幸福就堆在脸上。
我衷心地祝福他。

四

作别浓林溪院，沿着水泥路上行
1公里，有一采石场与周边环境不相
称。好在已停止开采了。据说正在恢
复生态。但愿不久的将来，这里能是
一个大型停车场，山崖上有一排雕塑
群。如是，那就坏事变成了好事。

沿着山路继续上行，汗珠顺着
脸峡下淌，偶尔停下脚步，拍拍路边
盛开的桃花、杏花和油菜花。有的门
口还有盆景树，觉得有点奢侈。你看
那一排排白墙红顶的楼房倒映在水
中，相映成趣，不逊色华西村。最有
特色的是一户三层楼顶挂着许多白
色塑料壶，点缀着风景。原来这是一
养鸽子人家，用来给鸽子提供水的。
还有“农林制茶厂”隐藏在居户中
间，要不是墙上的广告牌提醒，一点
都不起眼。原来铜陵有名的 “野雀
舌”就出自这里。真是“鸡窝里飞出
金凤凰”。

在三岔路口，偶遇正在指挥车辆在
地里干活的西湖镇朱姓副镇长。在我们
的邀请下，当了一回免费乡村导游。在
交谈中得知，他今年28岁，分管农林村
美好乡村建设。

今天是周日，你还上班？我们问道。
我们哪有周日？一切以工作为主。这

里是我的联系点。越是周日我越要来。
那你太辛苦了。
辛苦谈不上，大家都是这样。等

会，我们镇长也要来。所以，给我陪你
们的时间只有半小时。

五

在朱副镇长的引导下，我们一行进

入村间，过桥、走埂、穿村、步林荫小道，
山村中茂林修竹遍布，林壑幽深，景色
宜人。真是“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
间”。我们边走边谈。

农林村位于铜陵市东南部，隶属
于铜官区西湖镇，面积 5.23 平方公里，
辖区内有 12 个村民组，467 户居民，
总人口1454人。农林村“因西北部地
势平坦，多为耕地，以农业为主”，取其
“农”字。“东南部都是山体，以林业为
主”，取其“林”。所以称“农林”村。既
有农业又有林业，两全其美。

近年来，我们着力建设清洁家园，
从老百姓最关心，看得见摸得着的事
入手，实施村庄整治工程，强化了基础
设施建设。采取专人包片的办法，主动
与市 40多涉农部门对接。了解政策，
寻求资助，前期已经筹资 300 多万
元，村庄整治初见成效，往日不起眼的
小山村，如今成为铜陵市的 “后花
园”，近郊“花果山”。这不，2015 年
还是“第四届全国文明村”。今年，将
继续加大投资，总投资将达到 800 万
元。

我们在一较大的水塘边停了下
来，站在塘埂上，环望四周。塘埂下
有飞檐高翘的六角亭，塘埂的另一
头，有一高大的古树，树下掩映着白
墙青瓦的房子，塘埂上不远处就是
一片茂密修长的竹林，还有蓝天白
云，这一切倒映在水面上，朱副镇长
自豪地说：你们看，这像不像一副美
丽的水墨画。我每每走到这里，都驻
足良久。由于时间的关系，就不能陪
你们了。下次再来，会让你们惊喜
的。

是的，有如此勤奋的领头人，农
林村一定会变得更美的。看着朱副
镇长匆匆离去的背影，我听到了天
空中飞鸟叫鸣，风吹树叶和竹林沙
沙的响声，还有脚下潺潺的流水声，
有游人在凉亭的欢笑声，这一切都
是那么的和谐和安宁。

我突然想起一首诗：欲识金银气，
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
州。稍作改动，为我所用。欲识“花果
山”，多从农林游。青山绿水处，无梦
“后花园”。

农林散记
□林积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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