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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王干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
过，江南有绿色三鲜：芦蒿、马兰头、
菊花脑。说得好听一点是绿色三鲜，
其实就是些野菜，菊花脑、芦蒿、马兰
头在我们老家泰州一带是不上桌的，
只有灾年才拿它们充饥。但在南京
不仅上桌，而且被当作日常时蔬，喜
者甚众。

我的老家在苏中里下河水乡，芦
蒿是长在江滩上的，自然不是本地的
品种，菜场上经常会有小贩来卖的；
菊花脑也不常见，老家菜园的边上栽
着一丛，还是那年大伯从南京回来时
移植过来的；马兰头最是寻常，一场
春风一场春雨，田埂边、地头上的马
兰头便冒了出来，一丛丛、一簇簇的。

马兰头，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
又名马兰、红梗菜、鸡儿肠、田边菊、
紫菊、螃蜞头草等，李时珍《本草纲
目》中谓之“紫菊”，因“其叶似兰而
大，其花似菊而紫，故名。俗称物之
大者，为马也”。在我的老家，马兰头
不叫马兰头，叫“孩菊”，大概是因为
马兰头开出的花只能算得上是菊花
中的小孩子吧，惹人怜惜。

老家人喜欢马兰头。如果在风
和日暖的春天里错过了马兰头，就好
像错过了一个完整的春天。春天来
了，挖野菜的人提着篮子、拎着铲刀
出动了。马兰头不像其他野菜，东一
棵西一棵地散落在田地间，它是一片
一片地贴地而生，一挖就是一大把。

清人袁枚在《随园食单》里写道：
“马兰头菜，摘取嫩者，醋合笋拌食，
油腻后食之，可以醒脾。”新鲜的马兰
头，洗去浮尘，用沸水焯去生涩味，与
豆腐干同切成碎末装盘，讲究的还得
撒上些许花生碎，搅拌后，淋上芝麻
油，入口清爽脆香，当真是“洵美草木
滋，可以废粱肉”的开胃小菜。

马兰头除了凉拌之外，还可以清
炒或者煲汤。碗中打入三两个鸡蛋，
搅拌后入油锅，鸡蛋成型后倒入马兰
头，翻炒两下起锅，一盘马兰头炒鸡
蛋就成了，金黄的鸡蛋、翠绿的马兰
头，犹如一朵盛开的菊花，香气扑鼻；
两块爽滑的豆腐，用刀剖成细丁，入
油锅加水熬制成汤，最后点缀些许马
兰头，一碗马兰头豆腐羹就做好了，
豆腐白如美玉，马兰头绿似翡翠，芳
香四溢。

“疏风小圃宜莺粟，细雨新蔬采
马兰。”人之于家乡的味道总是记忆
犹新的，春到人间万物鲜，春天来了，
家乡的马兰头油绿绿地生长着，召唤
着。在这春色烂漫里，采一篮春光回
家，让美味长驻心里，让春天长驻心
里。

细雨新蔬采马兰
◎田秀明（江苏泰州）

几年前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位文
友，我们在网上交流文章，畅谈人
生，彼此都有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
觉。她说，这样的交流才是真正的
友情，不掺杂半点世俗的东西，所谓

“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我们这种。
去年她调动了工作，新工作地

点离我仅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们
计划着见上一面。我想象着我们的
相见一定会特别愉快，两个向对方
袒露过心声的人心灵应该是零距离
的。可让我没想到的是，我们的交
谈完全没有在网上融洽，经常冷场，
话不投机，我觉得她跟我认识的那
个人好像不是同一个。我想那些网
恋奔现的人大概会有这种感觉，想
象太过美好，相见之后大失所望。

友情奔现的尴尬让我有些懊
恼，我想大概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磨
合吧，于是我们继续保持联系。我
猜她的感觉跟我一样。后来我们又
聚过几次，但依旧是不尴不尬的。
再后来，我们好像越来越找不到共
同话题，于是自然而然地疏远，慢慢
不再联系。一段原本以为“只应天
上有”的友情，彻底画上句号。

这段夭折的友情让我意识到，
其实世上的任何感情都是需要有烟
火味的。爱情如此，友情亦是如
此。禁得住柴米油盐考验的爱情，
才是真正的爱情。禁得住凡尘俗世
考验的友情，才是真正的友情。

燕子是我的发小，这些年里我
们一直很好。她只上到初中就辍学
了，后来自己学了裁剪，现在以开裁
缝铺为生。我中专毕业后有了一份
正式工作，后来又在小城安家。在
别人看来，我们是有些差距的。可
是我们俩丝毫感觉不到，两个人在
一起聊小时候的趣事，聊曾经的同
学，每次都有说不完的话。

我觉得燕子和我的友情就是烟
火友情。我们经常“相互利用”。前
几年她想把裁缝铺开到城里，让我
帮她找合适的地段。看好店面，我
跟老公一起去跟对方谈租金。一切
都谈好之后，燕子才来。我帮了她
的忙，她丝毫没有感恩戴德的模样，
反而理直气壮。“谁让你是我发小
呢！”这句话是她挂在嘴边的话。她
的店里有好看的衣服，我只要多看
一眼，或者随意说句“这衣服看着不
错”，隔不了几天，燕子便做好了成
衣，叠得整整齐齐放到我面前，当小
礼物送给我。她对我的衣服尺寸了
如指掌，连我胖了多少斤她一眼就
能看出来。燕子没空接孩子放学的
时候，我会帮她接。我有时不能给
孩子做饭的时候，孩子就去她家吃。

有人说，朋友是用来麻烦的。
我觉得这话非常有道理。一份友
情，在相互麻烦中融入人间烟火的
味道。这样的友情，有礼尚往来，有
人情世故，但又超脱于这些之上，多
了浓浓的人情味。未曾在人间烟火
中捶打过的友情，是轻飘飘的幻
象。当然，烟火友情也应该把握一
个度。如果两个人以相互利用为最
重要的目的，过于功利化，这份友情
也会成为易碎品。真正的友情，应
该以真诚为基石，烟火味和人情味
十足。

烟火友情，人间真味。

烟火友情
◎马俊（河北保定）

时光匆匆，转眼距离拍
摄《宝丰马街书会全景图》已
经十五年了。

宝丰马街书会已有七百
余年的历史，是我国民间曲
艺文化的一大瑰宝。作为摄
影爱好者，马街书会无疑是
我最关注的创作题材。几十
年来，我用镜头记录着书会
不同时期的瞬间，拍摄的相
关图片成千上万。从黑白到
彩色，由胶片到数码，从传统
到现代，变的是相机设备，不
变的是对这片热土的眷恋和
创作激情。岁岁年年拍书
会，年年岁岁景不同。

2008 年，对我而言是不
平凡的一年，这年我五十岁
整。为了实现“别人能拍我
也能拍，别人没有而我有”的
自我超越，在创作前我构思
了很长时间，并把提前半个
月联系好的车辆，在正会前
开进会场，在寒冷的冬夜守

候到天亮，脚冻麻木了就在
麦地上跑上几圈，手冻僵了
就插到怀里暖一会儿。晴空
万里，田野辽阔，人山人海，
当我站在耸立的高架车上俯
瞰书会场景时，心潮澎湃，那
一刻，我忘记了危险，除了无
声的心跳就是快门的响声
……

这幅马街书会全景图，
捕捉到了经典瞬间，从准备
到完成，天时、地利、人和缺
一不可，是我执着追
求 不 断 探 索 的 回
报。在鹰城广场看
到这幅《宝丰马街书
会全景图》后，中国
曲协主席姜昆驻足
良久，并亲笔题写了

“一幅长卷俯瞰千年
书会史，半月折扇情
系四海宾朋心”。2010年，这
幅作品收藏于中国曲协非物
质文化遗产博物馆。

马街书会全景图
◎著随智（河南平顶山）

上一个周日的下午，阳光
朗照，天气晴好。想到春天是
植树的季节，于是决定去花市
转转，转的结果是买了两株绿
树入户。

一株是“发财树”，买它并
不是想博“彩头”发财，而是因
为它树形好看，容易养护。另
一“株”是绿萝，严格说来它并
不是树，但用枝条或绳索牵引
着，绿的茎叶攀爬上去，“碧玉
妆成一树高”，似乎也可以视
为树。前者置于饭厅一角，后
者请进卧房一隅。如是，它们
便与我和家人朝夕相处在一
起了。

进得一家门，便是一家
人。邀请这两株树进家后，养
护和培育它们就成了我的责
任。树伴我，我也伴树，两不

相负。
遮风、挡雨，甚至提供果

实供人类食用，树自古便是人
类的好伙伴。于是，千万年
来，人类与树之间就形成了天
然的亲近感，谁也离不开谁。
没有绿色植物的园子不能称
为公园，没有行道树的公路单
调乏味，没有草木的山峰是荒
山……

门内有木易得“闲”，身旁
有木可得“休”。这入户的两
株树，与我家阳台、露台上的
一株柑橘树、一株李树、一株
四季黄桷兰呼应着，成为可供
我日常居家穿行的“小树林”。

身临心到时，双木亦可成
“林”。请树入户，有树相伴，
即使蜗居在家，有些烦恼也因
绿色的涂抹而消失。

请树入户
◎周丁力（重庆沙坪坝）

追寻乡土文化根基，采撷鹰城往事遗
珠。平顶山晚报副刊近期推出《鹰城风物》栏
目，主要刊登描写本地岁时风土、民俗风情、
古建遗存、饮食游乐、文人雅趣、世相风物的
稿件，期待本地文友、鹰城游子赐稿，稿件要
求千字之内，行文有趣。

投稿信箱：wbfk@pdsxw.com

稿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