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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真的很神奇，“清明”这两
个字组合在一起，读起来朗朗上
口，让人觉得唇舌生凉，心中清澈
明朗，给人通透的感觉。《岁时百
问》中说：“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
而明净。故谓之清明。”

在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中，清明
时节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光。这时
节，春风剪柳，春雨轻愁，草木在烟
雨中悄悄滋长，花苞在春风里暗暗
含苞。这时节，沉寂了一冬的花草
虫蛇在悄悄醒转，伸一伸懒腰，和
这个世界打着招呼。

清明时节，到处都充溢着勃勃
生机，万物生发春正好，风清、气
正、不染尘。都说最美不过是人间
四月天，真的如此，新生的草木荡
尽尘埃，以清冽干净的姿态示人，
一个朗润清新的世界在春日里诞
生。

毛茸茸的嫩绿在春天里流淌，
那绿，轻柔、撩人，有一种清新的气
息来自山野和田间，沁人心脾，勾
人魂魄。在冬天里沉闷了一冬的
人们，急吼吼地脱掉厚重的冬衣，
欣喜地踏入春天，三五结伴，去郊
外祭祀、扫墓、踏青、植树等。在轻
柔的春风里走走停停，在温暖的阳
光里追思怀念，尽情享受明媚的春
光，放飞心情，放飞自我，在春意盎
然中放松和解脱，愉悦身心，慰藉
精神。

清明是一个既有人情味又有
文化味的传统节日，古往今来，有
众多的文人墨客为我们勾画了无

数清明的画面。最经典的要属杜
枚的清明，牧童短笛奏出的清凉音
符一直在耳边回响，杏花春雨酿就
的一坛老酒，让人闻之欲醉；范成
大的清明是微风细雨花燃柳色的
明丽，是半空中飞翔的纸鸢乌鸟的
姿势；欧阳修的清明最好，西湖风
光醉倒了无数游客，从堤岸到城头
沿途开满了鲜花，最有意思的是，
有人为了超车居然从柳树行中穿
行；诗人贾岛的清明也不错，人生
幸事，无非是能有几个好友。有时
间在园林小聚，相叙甚欢，更是一
种福分。春光好，杜草开，厨房炊
烟袅袅，想起二位贤人，适时地惆
怅了一小下；白居易的清明则写尽

了祭祀时的凄凉悲切，乌雀聒噪，
哭声阵阵，纸钱飞舞，古墓森森，棠
梨白杨树下，生离死别地，好一个
《寒食野望吟》，氛围凄苦，烟雨轻
愁，让人不自觉地沦陷在其中。

清明不染尘，山清水明、花草
芬芳，草木吐秀。

年年清明，今又清明。无论古
人还是今人，踏青的愉悦是一样
的，祭祀的悲苦也是一样的，年年
岁岁，季节轮回。千百年来，清明
注定是一个美好的季节，思念与敬
畏并存，春光与柳色共生，传统与
文化并续。在春光明媚中体味生
活的美好，怀念故人，缅怀逝者，放
飞思绪，延展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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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有艾草，春发于野。往
采撷之，熥于厨室。”儿时，每年
清 明 ，艾 饺 是 母 亲 必做的美
食。此时，山坡田野处，艾叶正
嫩得发绿，在一堆杂草里显得
清晰可见，好像在召唤大家去
采摘。

采艾草那天，我也会起个
大早，提个篮子，屁颠屁颠地跟
在母亲后面，生怕错过了在田
野里尽情奔跑这么有趣的事。
边跑边看哪里的艾叶最嫩最讨
人喜欢。细长的艾草，有着特
别的香气，揪住顶部，一掐，一
簇簇就收入了篮里。

处理艾叶绝对是个细致
活。采回来的艾草去除杂质，
放清水里浸一下，再洗净。烧
一锅水，放入碱，再放入艾草煮
熟过滤。继续把熟艾草放入干
净的盆里用清水浸泡半小时以
上，过滤，再把艾草捏成团挤干
水分，用刀剁碎，才算是可以备
用了。

麦粉和糯米粉的比例差不
多是 12，这样和出来的粉才
不会太糯，好造型。面粉里加
入细碎的艾叶，揉成团，团子就
变成了一件艺术品，好看，还带
着艾叶特殊的芬芳。此时，我
总迫不及待地催母亲赶紧做艾
饺，馋得肚子都呱呱叫了起来。

蒸好的艾饺，颜色碧绿可
人，体型胖嘟嘟的，一掀锅，香

气扑鼻，仿佛整个房间都氤氲
了那种特殊的香，惹得人直流
口水。咬一口，鲜香软糯，欲罢
不能。我总要一口气吃上七八
个才算过瘾。

来城里生活后，做艾饺不
再是每年清明的必备传统。有
时，只是在超市里买几个现成
的，尝一下，就算是过节了。当
然，那口感是万万不能和现摘
现做的相比。也可能是少了那
份意境，所以吃不出特殊的味
道来吧。

这几日，母亲在嚷嚷着又
到了吃艾饺的时候 。恰巧，一
个老同学来做客，带来了一把
现成的来自老家田野里的艾
叶。于是，我撸起袖子，处理艾
叶，拌馅，和面，蒸艾饺，一气呵
成。虽然模样离母亲做的差了
很远，口感倒是相当不错。

女儿在一旁打下手，越看
越馋，伸手就要拿。我推开她
的手，夹了一盘，说：“我们先端
给外婆尝，她是长辈。”

那一刻，突然明白过来，不
管哪个节日，不管哪个节日里
的美食，都是一种传承。因为
爱，所有的节日都源远流长，所
有的美食都流传至今。

春半清明不染尘
□积雪草（辽宁大连）

清明艾饺香
□盛国英（浙江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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