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
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
大寒。”这耳熟能详的《节气歌》，很
多人在上学的时候就已经背得滚瓜烂
熟了。对于一些常年在城市生活的
人，四季的轮替或许无知无觉，但那
些以农为生、躬耕四季的农人，却对
时令有着更深的体悟。退休后，我常
在宅院里摆弄蔬菜，在劳作中，竟也
感 受 到 了 节 气 对 春 种 夏 管 的 重 要
性，以至于我对四时的变化，也有了
更多关注。

去年开春天气变暖后，我忙不迭
地买来菜种下地。小油菜、小白菜不
久就纷纷露头，可豆角、芸豆就是不
出，用手扒开土一瞧，竟然连芽也没
发，还有烂种的迹象。我打电话询问
老家惯于种菜的侄子，他问我什么时
候种的，我说立春后，他说我种得太
早 了 ， 应 该 “ 清 明 前 后 ， 种 瓜 种
豆”，他还告诉了我一些由二十四节
气 衍 生 而 来 的 农 谚 ， 比 如 “ 春 争
日，夏争时，春种夏管莫误迟”“立
秋三天，寸草结籽”等等。从那以
后 ， 侄 子 就 经 常 打 电 话 指 导 我 种
菜。去年秋季，侄子说，种小葱要等
秋分后，种早了来年容易长穂头。去
年冬天，侄子又在电话里嘱咐我，要
赶 在 三 九 天 里 把 土 豆 种 上 ， 出
了“九”再种，就影响土豆生长了。

因为种菜要根据气候变化进行浇
水、管理，所以掌握好天气规律往往
事半功倍。我发现，尽管全球变暖影
响了气候变化，但二十四节气的基本
规律没变，尤其是一些夏秋节气，阴
雨变化最多提前几天或推后几日，该
浇水时只要稍微等一等，总有一场雨
前来“助阵”。

当然，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人
类 已 经 打 破 了 节 气 和 环 境 的 “ 束
缚”，立体种植、无土栽培、恒温控
制、智能管理……瓜果蔬菜四时皆
有，加上天南海北高度发达的物流配
送 ， 老 百 姓 的 菜 篮 子 早 已 充 盈 丰
富，不再受季节和地域的限制。虽然
二十四节气对现代农业的影响已经很
小，但它蕴藏的生活哲理和养生智
慧，仍值得我们学习、品悟。

领悟节气
□宋绍富

春天是一幅画，杨柳吐翠，杏梅喷
红，桃李芳菲。春天是一种气候，时一夜冷
风，乍暖还寒，大地锁绿；时一场细雨，润
物无声，草木催嫩。春天还是一个充满了绿
色美食的季节，清新丰盛，挑逗着人们的
舌尖。

年过“知天命”，我对美食的理解已不
在于山珍海味、口腹之欲，而在于舌尖上的
感觉——一半在情，一半在景。美食与乡愁
如出一辙，充满了滋味和情趣，能够把人带
回故乡。

我喜欢春天的野菜，这份喜欢，源于我
对春天田野的热爱。我自幼长在乡下姥姥
家，童年春天里，小铲和菜篮是我最亲密的
伙伴，姥姥家的菜园，就是我守望的麦
田。鲜嫩碧绿的荠菜、丰盈清润的苦菜，承
接着我对那个清苦时代最深切的眷恋。漫步
田间地头，呼吸清新空气，每发现一片嫩生
生的荠菜，便忘却了低头弯腰的乏累，立即
手眼并用，慢慢挖起，轻手轻脚放入菜
篮。那荠菜根茎特有的清香，会让我忍不住
掐几片嫩叶，放到嘴里慢慢咀嚼，甘香鲜美
从舌尖一路漫上心头。

荠菜的吃法多种多样，可烙可蒸，或馅
或羹，无不可口。姥姥烙的“荠菜饼”是我
童年的最爱，母亲包的荠菜水饺，至今仍是
舌尖上最美的春天。历代文人名士都对荠菜
赞不绝口。陆游的 《食荠十韵》 写道：“惟
荠天所赐，青青被陵冈，珍美屏盐酪，耿介
凌雪霜。”他对荠菜的留恋，竟然到了“日
日思归饱蕨薇，春来荠美忽忘归”的地
步。苏东坡也喜欢荠菜，称其是“天然之
珍，虽小甘于五味，而有味外之美”。辛弃
疾则留下了“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
菜花”的诗句。清代郑板桥亦有“三春荠菜
饶有味”的评价。

与荠菜一起被我采摘进菜篮的，还有堰
根、沟坡边一丛丛一簇簇的苦菜。苦菜生长
在田埂堰边，浸润着大自然的灵气，富含许
多对人体有益的物质。把苦菜青盈盈的叶
子、流着乳白汁液的根茎洗净，放入小
盘，沾着甜酱吃，清香爽口，又脆又鲜，虽
略带苦涩，却别有一番风味。

阵阵春雷、滴滴春雨、点点新绿，唤醒
了很多关于野菜的记忆。萋萋菜止血镇
疼、婆婆丁败火利尿、馍馍柳滋补养血，它
们不仅是童年饭桌上煎烙蒸煮的野蔬，也是
庄户人家春天采摘、晒干存储，留到日后治
疗小病小伤的灵丹妙药。

说起有食疗作用
的野菜，印象最深的
当数马生菜。清明前

后是采摘马生菜的黄金季节。马生菜学名马
齿苋，是田间地头生命力最为顽强的野
菜。采摘回来，洗净汆烫后用蒜泥凉拌，医
食两用，有消炎利尿、杀菌解毒之功效。有
一次，我们兄弟几个同时闹肚子，姥姥就给
我们做马生菜汤，嘱咐我们每人一碗，连喝
三顿。那碧绿的菜汤、滑润的口感、绵长的
清香，不仅解馋，还颇有疗效，待喝到第三
顿，兄弟几个已是欢蹦乱跳，于是又跑到田
间，每人挖回一篮子马生菜，惹得姥姥笑弯
了腰。

和风细雨、草木拔节的时节，也是吃椿
芽和榆钱的时节。香椿芽香味独特、营养丰
富，食用方法也多：椿芽拌豆腐，白绿相
间、清新淡雅；炸椿芽，金黄酥脆、外焦里
嫩；香椿炒鸡蛋，口齿留香、回味悠长。

榆钱是榆树的种子，由于外围有圆圆的
果翅将榆仁包围其中，像古代钱币，故称榆
钱。因为“榆钱”和“余钱”谐音，所以人
们喜欢在房前屋后种植榆树，以图吉利。姥
姥家门前的大榆树，平日里是我们的“攀岩
壁”“摩天轮”“单双杠”，春天则成了“比
武场”——那满树的榆钱，就是我们劳动竞
技的成果。小伙伴们骑在树杈上，一边捋着
吃，一边塞进背篓里，带回家拌上玉米
面，加少许盐蒸一蒸，就是一道全家皆宜的
美食。我在城里安家多年后，也做过榆钱
饭，无论那榆钱是我从树上捋的还是从市场
里买的，都做不出记忆中的味道。或许，那
个味道只属于姥姥家门前的那棵大榆树。

“头茬韭菜”叶似翡翠、根如白玉，清
香馥郁，是北方人包水饺的最佳鲜蔬。杜甫
有诗曰：“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陆游
归隐乡间时也曾开荒种韭，并写下“园畦翦
韭胜肉美”的诗句。

“早春佳疏莴苣鲜”是人们挂在嘴边的
俗语。莴苣是春令时蔬，颜色青翠，叶茎脆
嫩爽口，深受百姓青睐。它既是佳蔬，又是
良药，对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有预防和
治疗的作用。莴苣全身能吃，我最喜欢把莴
苣鲜嫩部分的皮剥下来，洗净切段，放花椒
盐小腌一会，做成一碟清口脆香的小凉菜。

春天的花也是可以吃的，比如桃花、杏
花、玉兰花，都可以煮粥，有美白养颜的
功效。

舌尖上的春天，念念不忘的乡愁。如今
的我蛰居在高楼大厦中，远离了田野，很少
再有童年的野菜食趣，但每到春天，记忆中
的清香总会莫名在舌尖上跳跃，让我在恍惚
间看见童年时的自己。

春日尚好，不如循着舌尖上的美味，到
田野挖几点新绿，慰一慰我的乡愁。

舌尖上的春天
□李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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