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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几千册藏书中，我独独地喜爱着一本书《朗诵诗选》，
这本书已经跟随我近50 年了，虽因工作多次调动，屡屡搬家，我
丢弃了不少书物，但这本书我却独独保留着，珍藏着，因这本书凝
聚着爱，收藏着爱情。

那还是五十多年前，我在蚌埠一中高中部读书时，喜爱文体
的我，是学校文艺、体育的骨干，1965 年春，校团委、学生会要举
办“五四青年节”联欢晚会，成立了一个由全校文艺骨干组成的宣
传队，集中排一些高质量的节目，不仅在学校演出，还要参加市里
的中学生文艺调演。 音乐老师指定我和一位初三的女生杨sz朗
读中学语文课本上的一首诗，是诗人贺敬之的抒情诗《雷锋之
歌》。

杨sz是校田径队的跨栏主力，也是校文艺队的骨干，我原来
就熟悉，和她搭档我十分乐意。我和她手抄了课本上的《雷锋之
歌》，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我都主动跑到她们班，找她出来，到
校东北角的假山旁和她共同演练朗诵《雷锋之歌》。我们互相纠
正方言，体会着激情，闲暇之余我们还谈谈班上的趣事。我每天
都沉潜于幸福之中。辛劳换来了成果，不仅我们的朗诵获得了学
校的好评，而且代表学校参加了市中学生调演，还拿了奖。捧回
奖状的那天晚自习后，我送她回家，一路上我们谈的还是诗，她告
诉我，她在新闻单位工作的父亲从蚌埠报社资料室借了一本书

《朗诵诗选》，那里面有不少朗朗上口的好诗。第二天她就把这本
盖有蚌埠报资料用章的书送给我看，扉页上还有报社人用毛笔写
的小楷字，蚌埠报社，一九六五.四.九。我立即被这本书吸引了。
那里面有贺敬之的《回延安 》、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张万舒的

《黄山松》……太好了！我向她借来这本书，要把这些诗一一抄在
本子上。我一连一个多月课余都忙于抄书，也很少去找她。她也
在忙于中考，我非常希望她考上本校的高中部，我还专门给她送
去一些复习材料。我知道她学习很好，考试没问题。我常常去校
录取发榜栏看看有无她的名字，但一直没有她的名字。后来才知
道，由于她父亲在编辑一篇稿件时用笔删去了几句政治口号，被
打成反党分子，因这一事牵连，她被分到一所农技校了。我专程
去她家还书，她笑笑说，你留着吧，我爸已重买了书交还给报社资
料室。由于还有几首诗没抄好，我便留下了这盖有蚌埠报社的书
了，并找来一张报纸包好。我想等暑假后再给她吧！

再开学时我又去她家送书时，她已上农技校去了，虽然后来
我又两次去她家，也一直没见到她，但我却把这本书保存得很仔
细，总想当面交给她。其间也给她写过两封信，鼓励她在技校多
学文化，力争去考大学。她只简单回过一封信，并说书送给我了，
希望我喜欢！

后来我以极大的狂热投入了那场“文革”浩劫。等
两年后，我不得不下乡去插队时，才又记起杨 sz。当
我再次去找她时，才知她家作为坏分子之家被赶去农
村，而她本人也因一次意外事故失去了生命。听到这
噩耗，我竟然控制不住，泪水哗哗直流。

去农村插队，我除了带上中学的数理化课本外，就
是带上了这本《朗诵诗选》，在劳动之余翻翻这本书打
发农村枯燥的生活，可我常常捧书发呆，看不下去，我
更多的是怀念我和杨一起排节目的时光，她是那么近，
又那么远。不少插友都知道我有一本非常珍爱的书。
一天，不在一个生产大队，仅在乡里开会时见过几面的
一位上海知青专门跑到我所在的生产队，她说，她听说
我有一本《朗诵诗选》，她知道这本书，上学时就很喜
欢，但一直没买到，她也很喜爱文学，想借我书看看。
看她十分真挚的样子，我同意了，再三叮嘱，不要搞丢，
就借给她10天。10天后，没见她送还，我就专门跑到
她的生产队，她不在，去参加县文化馆举办的创作班
了，她的插友一位姓郑的女生，把书还给我，外面还是她用一张白
纸包的皮，上面有着她十分娟秀的字体，用钢笔写的《朗诵诗选》，
还有她的一封信，说，她谢谢我，把书借给她。小郑说，10 天来，
她白天出工，晚上就在小煤油灯下抄，但仅抄了十多首，县里通知
她去开会，她本想带到县里，知我很爱惜这本书，就只好放下来，
她猜到我会来取，但她提了一条就是等她培训回来，再找我借几
天，把它抄完。我没有拿回这本书，留在她那，告诉小郑等她回来
抄完再还给我吧。又过了 10 多天，这位女士竟然来到我们生产
队，专程还我的书，同时还带来她刚刚写完在《拂晓报》上发表的
小说《接鞭》，我非常高兴地接待了她，我们聊诗歌、聊文学，很能
聊到一块。就这样，农活不忙，我就去她那，她有事赶集也路过我
这看看。我们谈理想、谈未来，话越聊越广，越聊越多，一种青春
的萌动就这样串了起来。

1970年秋，当我被招工走前，我又专程兴冲冲地跑到她的生
产队，将招工通知给她看。临别时，我将这本书递给她说，送给你
吧！她知道我珍爱这本书的缘由，推却说，还是你留着吧。我说，
那你先替我保管吧。她笑笑接了过去，说，我会完璧归赵的。就
这样，我把《朗诵诗选》留给了她。回城了，我们常常通信，还经常
用诗里的字句互相勉励，在人生的路上，携手共进。

6 年以后，这本书又回到我的身边，当然拥有它的是我们俩
人了，书皮还是当年她向我借去时包的，也没换过，上边是她写的

《朗诵诗选》，扉页上还是那蓝色的蚌埠报资料用章。

民以食为天。吃，乃人生之必需。之所以
春节话“吃”，皆因“吃”是我们中华民族欢度春
节的一个最基本、最普遍的活动方式。春节，不
论是亲人团聚还是外出旅游，吃都是离不开的
项目。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物质匮乏，那时人们能
吃上白面馒头、半个月能吃上一顿肉，就算奢望
了。正因为如此，一年 365 天，人们唯一寄予念
想的便是对过年的期盼。因为无论怎样，过年有
好吃的，餐桌上会多一些平时见不到的一碗红烧
肉、两盘水饺。

春节吃有讲究，更富有文化内涵。饺子，中
国人过年必吃，不仅是因为好吃，更深层次的原
因是：一是饺子形如元宝，人们在春节吃饺子取

“招财进宝”之音；二是饺子有馅，便于人们把各
种吉祥的东西包到馅里，以寄托人们对新的一年
的祈望。

无鱼不成席。我国八大菜系，都离不开鱼菜
名馔。尤其是春节，老百姓更离不开鱼。“鱼”与

“余”同音，又象征吉祥物，如鲤鱼，寓“得利有
余”；鲢鱼，寓“连年有余”；鳜鱼，寓“富贵有余”。
这是我国千百年来的情结。鱼，中国人春节家宴
上都有，基本上是留着不吃的。作为吉祥物，意
味着“年年有余”。有的地方，年饭时吃鱼，要留
头留尾到下年，表达新的一年“有头有尾”的祈
愿。古老的鱼风鱼趣，在春节时给千家万户带来
了吉祥美好的祝愿，看似一种形式，实则传递着
人们的生活情感与向往。

春节是万家团圆之时，因此，象征着团圆的
圆子这道菜是必不可少的。圆子有多种，如：糯
米圆子、山芋圆子、挂面圆子，等等。其中挂面圆
子最好吃，因为挂面圆子里加有好多肉，经油一
炸，既香又嫩，吃了让人还想吃。

年夜饭是我们中国人春节表现“吃”的最好
展现。吃年夜饭时是一家亲人到得最齐、最热
闹，家宴中最丰盛的时候。随着世事的变迁，年
夜饭也与时俱进，盘中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
过去那种大鱼大肉、大盘大碗已被绿色食品、美

食文化所取代。如今人们注重的是讲究品位质
量，讲究全家团聚的氛围，讲究轻松享受的年
味。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到饭店吃年夜饭成了
一种时尚。好多家庭年夜饭餐桌上会有几盘特
制的仿形面点，这些仿形面点是经过烫面、揉
搓、擀压、捏坯、组装成形、笼蒸等工序特制成的
点心类佳肴。有的制成《鞭炮迎春》，让人们把
盘中的串串“鞭炮”非常过瘾地吃下肚去；有的
制成《万事如意》，盘子中呈现的是一只只栩栩
如生的面塑“万字糕”“红柿子”和“玉如意”，让
谐音文化为美食添味；有的制成《一帆风顺》，让
面塑的“帆船”在清汤“湖面”上乘风破浪，任你
喝“湖水”还是品“帆船”均能获得“一帆风顺”的
祝福……

其实，饭我们天天都在吃，顿顿离不开。春
节话“吃”，它是团圆的象征，是亲情的写照，是给
我们带来浓浓年味的新春。如今，吃已不是问
题。春节话“吃”，意在表达美好、展望未来幸福
的新生活。

凝聚着爱的书
▋张立志

春节话“吃”
▋高国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