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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市场卖的苋菜有红、白两种，

真正全红的苋菜少见，一般红苋菜叶

面红绿相间，梗淡绿或粉红；白苋菜

又叫绿苋菜，叶面和梗淡绿，根据各

人口味喜好购买。苋菜具有清热解

毒、降血压、增强体质的功效，深受广

大市民喜爱。市场上卖的多数是红苋菜，红苋菜比白苋菜柔软，

含有丰富铁元素。现在从菜市买回一捆苋菜，梗像筷子一样长

且硬，很难直接用手掐断，除非具有牛的牙齿和胃，一般人无法

嚼烂消化。这种苋菜种植在塑料大棚里，长得密密实实，梗高挑

粗硬，顶着几片叶，没有经风吹雨淋，卖的时候连根拔起，至少有

三分之二被当作垃圾扔掉，只能食用部分叶和头，口感粗糙，菜

味寡淡，失去苋菜原有的淳朴香味，经营者只图眼前经济效益，

很少从消费者角度去考虑。

记得以前在农村种苋菜，没有塑料大棚，清明前整好地撒下

种。晴天，傍晚轻轻洒些水，三五天嫩芽就从土里冒出，阴雨天，

任凭风吹雨淋。晴天，沐浴阳光普照，自然生长周期长，要到端

午前后方能端上桌。头茬苋菜也是连根拔起，娇嫩的苗水灵灵，

掐去根须洗净，下锅爆炒，出锅时撒上蒜泥，滑嫩鲜美可口，口舌

缠绕三五下即可嚼烂。著名作家张爱玲最爱红苋菜，她在上海

与母亲同住期间，常去对街的舅舅家吃饭，母亲每次都会带一份

清炒的新鲜苋菜。她这样描写道：“苋菜上市的季节，我总是捧

一碗乌油油紫红夹墨绿的苋菜，里面一颗颗肥白的蒜瓣染成浅

粉红。在天光下过街，像捧着一盆常见的不知名的西洋盆栽，小

粉红花，斑斑点点暗红苔绿相同的锯齿边大尖叶子，朱翠离披，

不过这花不香，没有热呼呼的苋菜香。”张爱玲笔下的苋菜令山

珍海味逊色，使人读后食欲大增，顿生非要亲口尝尝的念头。

在计划供应年代，各种野菜和苋菜等常常用来充饥。常年

少见荤腥，鲜红的苋菜汤拌饭是兄弟姊妹眼中的美味佳肴，一盆

清炒苋菜端上桌，几双渴望的眼睛瞅着，大人端起菜盆给每人饭

上浇少许苋菜汤，端起碗把饭拌匀，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不费

事一碗饭填下肚，口舌染得通红，尚意犹未尽。缺吃少穿的日子

早已成为往事，苋菜仍然是人们喜食的蔬菜。

经过前期的拔除，菜地里剩下的苋菜疏密均匀，随着气温升

高，进入茂盛生长期，食用时只掐顶上嫩头，留下的茬再分扠，长

出更多嫩头供人们反复采用。这时苋菜已没有开始时柔嫩，掐

回的苋菜清洗时要反复用力揉搓，揉出其中部分涩汁和蒿味，民

间有“苋菜不用油，就要使劲揉”之说。苋菜渐老，梗和叶柄变

硬，通过揉搓，使它们变得柔软，炒食前先焯水，口味已不如初。

农家常常将苋菜洗好沥干水，大锅灶烧饭，沸腾后待息汤，用锅

铲将米饭推向一边，留出空间，将苋菜放入按实，盖锅用小火反

复烧几次。备好蒜泥，开锅后，盛出苋菜放入器皿中，再放入蒜

泥、油、盐等调味品，边拌边用锅铲扎，一道软烂香甜的渣苋菜做

好，入口即烂，老少咸宜，现在有土菜馆仍保留这种传统美食。

我是一名电大教师，从教十六年了。我

热爱我的职业，有人曾问我，是什么让我一直

保持这样的情怀，在讲台上永远充满热情。

每次面对这个问题，总能想起大学毕业实习

时，老师指着一方小小的讲台对我们说，这就

是老师的舞台，讲台很小，但你可以让课堂变

得很大。我是一名党员，党龄十六年了。我

热爱我们的党，在建党百年之际，捧起《中国

共产党简史》，重读那些英雄故事，重温那段

沧桑巨变，我震撼着，感动着，并从中找到了

信仰的源泉、奋斗的答案。

1927年，李大钊被捕。他在《狱中自述》

中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

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

罪，所不暇计。”李大钊在自述中追溯自己从读

书起就树立了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理想，表达

了自己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的坚定信

念。慷慨之情今天读起来依然让人为之动

容。除他之外，陈延年、萧楚女、赵世炎……无

数先烈前仆后继，才换来今天的太平盛世。

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我问自己，我的初心

是什么？曾经我以为，党员的身份是一种荣

誉，是优秀的代名词；今天我以为，党员更代

表着责任担当，意味着自我约束，意味着既要

在平凡岗位上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同时又

能怀有赤子之心，拥有家国情怀。当年在大

学礼堂对着党旗庄严宣誓时的豪情和壮志，

是否随着平淡琐碎的生活渐行渐远？刚毕

业踏入社会时对工作的热情和理想，是否随

着日复一日的工作而消磨殆尽？读书时心

中坚守的正义、公平和良知，是否因为自己

遭受过困顿而抛却脑后？我的答案是否定

的：三尺讲台前，面对一双双清澈明亮、求知

若渴的眼睛，面对学生们的青春年华和不可

限量的未来，他们人生的这一段，我愿意陪他

们一起走过。

作为电大教师，面对的学员都是成年人，

在讲述文学课程时，一直想传递给学员这样

一种观念：“文学就是人学”，那些美丽的诗词

赋描写的都是我们自己的生活，那些饱含情

意的艺术作品都是人生的写照。思君令人

老，岁月忽已晚。生命的流逝，爱情的消逝，

故人的离去，命运的无常，都让我们心生遗

憾，感到无可奈何。但是文辞华美的文学不仅

是风花雪月，不仅是多愁善感，我们还可以从中

读出更宏大的生命体验，也“正因为它们是更宏

大的事物的影子，它们才值得反复吟咏”。

我想带着同学们穿越时间的河流，去赏

析古往今来的浩瀚文学带给我们的忧伤和辽

阔；我想带他们去体会“知我者谓我心忧，不

知我者谓我何求”的黍离之悲，体会“不问苍

生问鬼神”的愤慨和无奈，从而去理解和铸

就古今家国情怀；我想带同学们去感受“安

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桀骜不驯和“拣尽寒

枝不肯栖”的孤独寂寞，从而理解人生的顺

境和逆境；我更想带着同学们去探寻那些历

史长河里的风流人物，看看那些伟人是如何

像光芒四射的灯塔，照亮了人类历史的黑暗

隧洞，从而帮助更多的人树立远大的理想和

高尚的信念。

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回想自己十六

年的从教之路，不尽如自己所言那般坦途和

光明。看到同学朋友升迁发财时会心生羡

慕，遇到学员排斥抗拒课程、课堂上玩手机甚

至缺课时会心生倦怠，自己教研科研进展不

顺时会深感焦虑，生活遭遇挫折时更会感到

颓唐悲凉。想起《史记·孔子世家》里讲述的

这样一个故事：孔子在陈、蔡绝粮，同行学生

们皆饥肠辘辘，深感颓废，不能起来。唯有孔

子神情自若，“讲诵弦歌不衰”。子路颇感委

屈愤懑，来到孔子面前质问道：“君子亦有穷

乎？”孔子说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我们在辉煌时的神采飞扬不值得永久赞颂，

如能在困境中依然守住做人的底线，在受挫

时依然坚守心中的理想，在平淡岁月的打磨

下依然不熄生命之光，才算是走好了自己的

漫漫人生路，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本文由滁州市图书馆选送）

“秀色可餐”，于春而言，想必是确切的。小路

边，田野里，沟渠前，瞧去，到处都是一片新绿，仿佛

空气都是绿色的。绿，舒展开来，像给大地铺上了

一层绿毯。蔓延、蓬勃的绿意中，有不少可供食用

的野菜，先民同它们打过祖祖辈辈的交道，了解它

们的秉性和脾气。白云是它们的棉被，土壤是它们

的温床，只待气温升高，春风吹拂，便迫不及待地冒

出来。

江南的野菜，最招人待见的当属香椿和蒿子。

待人们脱去笨重的棉衣，一簇簇短短的香椿嫩芽，

不知何时已经在干瘪的枝头绽开了笑脸。嫩嫩的

芽子，被阳光摩挲，在风中摇曳，闪着淡淡的光泽，

显得格外耀眼、温情。每一片都挺立着矫健的身

姿，像一团暗红色的火焰在燃烧。

刚采摘的香椿头，味儿大，一般人闻不惯，有些

“冲”头，儿子闻到味，总要躲得远远的，捏起小鼻

子，一幅嫌弃样，但丝毫不影响他在饭桌上的大快

朵颐。妻子先是把这些香椿一片片择好、堆叠整

齐，然后洗净，放在盆里用温水加盐腌一下。通常

会做香椿头炒鸡蛋，切碎的香椿均匀地裹上金黄的

蛋液，在油锅里“滋滋”作响。烟熏火燎下，植物变

得柔软、温顺下来，变成可亲可口的食物，慰藉着人

们的味蕾。有时也凉拌，先焯水，再沥干，倒入醋、

生抽，添少许味精，加盐和一丁点白糖，淋上几滴麻

油。口味重的，舀一小勺辣子酱，一道美味的凉菜

就大功告成了。

蒿子在乡村漫山遍野，它们不挑生长环境，一丛

丛，一簇簇，葳蕤蓬勃。春分前的蒿子，绿得发青，随

便一掐，都能掐出浓稠的绿色汁液来，这是自然的色

彩。放在嘴里，轻轻砸吧下，略有些苦涩，还伴着草木

的清香。老家人一般用蒿子做“米粉粑”吃。妇姑们

将蒿子放在麻石条上细细地揉，有的还用棒槌轻轻地

捶打，去除深绿色的汁水。特别是在农历三月三这

天，几乎家家户户都做蒿子粑，乡村上空炊烟袅袅，飘

满了蒿子、米粉和腊肉的香味。“三月三，吃蒿子粑，头

不疼”，老家一直有这样的习俗。

当然，还有韭菜，挂着清亮

晶莹的雨水，在一声声春雷之

后，也一个劲儿地往上蹿。母

亲揭开上层覆盖的薄膜，韭菜接受春光的滋养，见

风就长，密密匝匝的，特别精神，像一柄柄绿宝剑刺

向天穹，大概是要将一冬贮蓄的能量全都释放出来

吧！田间沟渠，田螺们蜷着身子，慵懒地晒着春日

的暖阳，一不小心却成了别人的盘中餐。韭菜鲜嫩

爽口，田螺肥美，有嚼劲，再加上一把红辣椒丝，真

的是绿里透着红，红里裹着绿，色香味俱全，够你回

味一整天的！

孩子们追着、跑着，比赛似的，捋下一串槐花，满

心欢喜地捧在手里，蹲在树荫下，剥开船舱般的花

苞，挑出蕊，细细地啜吸起来，真是甜……植物看似

柔弱，但从不卑微，它们有着自己的性情。一茬又

一茬，一年又一年，荣了枯，枯了再荣。在春天，它

们才是主角，才是大自然的主宰，装扮着大地，宽宥

着人类。

春天的盛宴 ■ 安徽合肥 吴中伟

未应磨染是初心
——读《中国共产党简史》有感

■ 安徽滁州 韩冰

红苋菜白苋菜
■ 安徽合肥 李云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