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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一瓣人生况味

心香一瓣传承红色基因

暗香浮动古田村
▱杨燕芬

“我今天下班，遇见了一只不愿意散步
的狗，一个骑共享单车拿着一块豆腐的中
年男人，两个戴着蓝牙耳机走路聊天的女
生，一个骑车动作很大但是不快的胖胖小
学生，一个在公交站看简谱的女生。”

在无聊地度过了第十五个下班路的时
候，我终于忍无可忍，做起了
算术题。在进入工作之后，我
好像失去了以往对于周围环
境 的 那 种 感 知 。 天 很 漂 亮 、
花 开 得 很 好 、路 边 拌 嘴 的 老
夫妻……以往随处都是的美
好忽然消散，只剩下耳机里用
来消遣的音乐和面前日复一
日走过的路。我每天穿着一
样的鞋、听着一样的歌、走着
一模一样的路、路过一成不变的风景……
这好像是疲乏的大人世界里，最基础的课
程，要忍受枯燥，忍受无趣。

但于我而言，这似乎是比无法做喜欢
的工作更恐怖的存在。我看着身边的人
潮，脑子里空空荡荡，只有早上起早了、多
久到公司、今天能不能按时下班和晚上吃
什么。朋友说是因为我太紧张，紧绷的弦
猛然在下班的时刻松开，难免会变得迟钝，

再要适应的时候，又紧绷着投入下一场战
斗。这样形容似乎有些不妥，但确实很难
从繁琐的工作里放松下来，很难真正地去
看看周边发生了什么。

我花了十五天来适应繁忙又混乱的生
活，终于决定稍微放过一下自己，切歌的瞬

间我忽然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好像在和
过去十几天的自己告别。老人带点笑意的
声音在我耳机里炸响，“既岁岁无忧，我自
常有闲心，你的闲心呢？”

我的闲心呢？十几天来，我第一次在
这条漫长的路上停下脚步，试着找那个曾
经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的自己。那个在公交
站捧着蓝色文件夹的姑娘，哼的歌很好听，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偷偷瞥见的简谱

上有她清秀漂亮的字迹；骑着共享单车从
身边掠过的中年人，在路口停下疾驰，留下
锁车提示音的同时带走了一块在塑料袋里
摇头晃脑的水豆腐；塞着蓝牙耳机的姑娘
低头按手机，直到有人经过才惊觉红灯变
绿；在空气里挥着手比划的短发女孩一蹦

一跳，擦肩而过才看见她耳朵里闪
着微弱蓝光的耳机；一起等信号灯
的小学生背着厚重的书包，擦擦汗
在倒数三秒踩着自行车冲出路口，
却在几分钟后又被我缓慢超过；拽
着粉色牵狗绳的年轻女人念念有
词，小型犬一路跌跌撞撞勉强跟上
主人脚步，又在下一个树干前踌躇
不前……

在消磨了漫长的四十分钟之
后，我终于坐上回家的电梯，瘫倒在床上的
瞬间又弹起来条件反射看向窗外，天空被
夕阳染成少见的金色，带着点深秋的味道，
莫名让我在这个初夏察觉到了一点闲暇和
慵懒。随手拍下照片连同今日心得一起点
击发送，朋友的回复从遥远的浙江顺着网
线一路南下，钻进我还有些轻微发烫的手
机里。

“你遇见了好多人，和狗，还有太阳。”

闲 心
▱杨郑琪

心香一瓣地方风物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昔日
革命摇篮，如今成为红色旅游胜地。桂花
飘香的季节，我在上杭县古田村且听风吟。

江南的景致，即便是山区，也有着千种
妩媚万种明艳。放眼望去，漫山遍野的竹
海，层峦叠翠。烈日高阳下，那清澈如洗的
竹叶，嫩嫩的，绿绿的，吸引着我们的视
线。一支支竹箭从土里钻出来，亭亭玉立，
到了顶端“砰”的一声，枝叶一下子全打开
来，犹如一把把浅绿的遮阳伞汇聚在一起，
遮天蔽日，令人顿感无限的凉爽。微风拂
过，竹海上波涛暗涌，一浪推着一浪，那一
片嫩青色和墨绿色铺天盖地，山乡竹林旺
盛的景象与纷至沓来接受红色教育的人群
相得益彰。沿着水泥路往前追溯对面竹林
峰回路转的尽头，忽然，柳暗花明又一村，
群山环抱中一片方圆 20 多公里的丰饶盆
地映入我们的眼帘——古田会议会址到
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日

子里，我们来到这里，实地学习党史，寻找
先辈共产党人的精神密码。

走在古田村的乡间小路上，晾晒的稻
谷与道旁的桂花树连同青山翠竹一起点缀
着革命旧址，散发着稻香与桂花的香气夹
杂着，扑面而来，沁入心脾。循着淡淡的香
气，我们步入了伟人们曾经激扬文字的万
源祠。四合院式平房建筑的万源祠，青砖
白墙黛瓦红柱，一派古朴端庄。它本是廖
氏宗祠，始建于 1848 年，辛亥革命后改为
古田历史上第一所小学——和声小学。
1929 年红四军进驻古田，和声小学改名为
曙光小学。同年底，曙光小学的教室被布
置成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
大会——古田会议的会场。时光流转，那
带着清香的翠竹，那铺展在地的稻谷，以及
满树芬芳的桂花，都在暖阳下显示出历史
远去的痕迹。

主席团外侧悬挂的欧式挂钟仍停留在
1929年 12月 28日那个大雪纷飞的时刻，会
场的布置一如九十二年前的模样，这场注
定要彪炳史册的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
古田会议决议，第一次以党的决议的形式
明确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建军之

本、强军之魂。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从此，
千千万万革命将士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
走，在挫折中愈加奋起，在困苦中勇往直
前，铸就了拖不垮、打不烂、攻无不克、战无
不胜的钢铁雄狮。从此，中国人民从一个
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望着墙壁上一帧帧
素朴而又庄重的图片，我不禁耳绝了闹市
的喧哗，心寂了功利的浮躁，在时空隧道中
激情澎湃于当年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共产
党人的真知灼见。青山不老，白雪作证。
触摸着三合地板上那一处处焦黑的烤火痕
迹，我仿佛看见了当年一百多人围坐篝火
旁的情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万源祠上
空回荡着经久不息的掌声；恍然间，我听到
雄壮的军号声穿越历史的风尘破空而来，和
着骄阳的余晖，落在门前莲花池广袤的水面
上，泛起潋滟的波光。走在鹅卵石铺设的前
院大坪，我慢慢回味着“求实，创新，团结，奉
献”的古田精神，倾听九十二年前这个偏僻

山坳中响起的思想惊雷，及其在中国革命史
上的不绝回响。

成功从古田开始。她是一支火炬，飞
越在思潮汹涌烽火连天的岁月，穿行在闽
西古田山坳间，在坎坷中前行，在低谷中攀
升，大雪为油，疾风助燃，在噼啪作响中光
芒四射，辉映历史的天空，照亮中国红军和
革命的前程。

有一阵风吹过，那是闽西红土地上的
熏风，就像有一道耀眼的闪电掠过，就像有
一颗火的种子在你的心中发芽生长，你的
心不由得跟着那颗燃烧起来的心而激动，
再麻木的心也动情了，再彷徨的心也坚定
了，再消极的心也充满了蓬勃活力。

大路两边插了很多面党旗，风展红旗
如画。梅花山麓，曾经篝火熊熊，慷慨陈
词，力挽狂澜，而今已是风轻云淡，湮没在
岁月的烟尘，然而古树犹在，万源祠依然，
古田会议永放光芒！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古田，曾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凝聚起不竭的
精神力量。今天，古田的红色精神将随着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历史机遇
更加“天香云外飘”！

在我老家德化的偏远农村，有一种叫做
“粉仔”的传统食物。

粉仔跟米粉、白粿、碱粿、菜头粿、糯米糍
等一样都是以大米为原材料，彼此算沾亲带
故。米粉等想必人人都吃过，即使没吃过也肯
定见过。但粉仔却不是人人都吃得到的，大多
数城里人非但没吃过，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
更别说见过其庐山真面目了。

据说米粉制作从秦朝就有了，年代相当
久远，人们用来招待贵客。而粉仔也是山民
作为待客的点心，其具体的年代不详，也无从
考究。这种纯手工技艺代代相传于深山老林
人家，我猜想其年代至少可以追溯到唐宋。
因为我的老祖宗就是在唐朝时避祸隐居到德
化戴云山脉九仙山下的。

粉仔与婴儿吃的米糊就像是一对孪生
子，不同之处是米糊是粉末状而粉仔则是雪
白圆形小颗粒状，假如在煮粉仔的时候稍加
不小心，如凉水或水未沸腾便急着下锅，是极
易把粉仔煮成糊状，沦为米糊的。

大山里，人们是散居的，往往一座山只有
一户人家，你住一个山头我住一个山头，颇有
一山不容二虎的味道。邻居之间隔沟而望，
能对唱山歌亦能相互喊话，但有时邻居间要
串串门，或走走亲访访友，蜿蜒起伏的崎岖山
路一走起来往往要好几个小时。以往山民生
性淳朴，独居久了自然好客。假如“有朋自远
方来”，饥肠辘辘，怎么办？煮个饭，太久，也
太稀松平常。

现在的人肯定会说，可以打电话叫外卖
送酒送菜，再说平常谁家里没囤一些啤酒饮
料方便面火腿肠啥的，还有牛奶面包可应个
急，搜一下，冰箱里面还有饺子等。

但是在以前真的行不通，小农经济、物资
匮乏加之交通不便，有钱也无处可买，更何况
没钱。智慧的先民们在现有的物资上动脑
筋。经过“泡、磨、压、揉、擀、筛、搓、晒、复筛”
等多个复杂的工序，千锤百炼，大米变身“粉

仔”，储存在木桶中备用。
每当有远客来，一般由男主人陪客人厅

堂就座应酬，或者房前屋后走走看看。煮妇
则悄悄到灶间支火，从盐罐里挖出深埋在底
部的肥肉，薄薄地切上三片，放入烧红的铁鼎
中爆香出油后加水，等水煮开后，再把“粉仔”
按同一方向慢慢撒入开水中，一边撒一边用
筷子搅动，以防粉仔们粘连在一起。几分钟
后，当粒粒粉仔近乎通透的时候，“粉仔粥”就
算是做好了，加点盐舀出装碗，淋上一点家酿
的糯米酒，一碗香喷喷的“点心”就捧到客人
面前。照例是主客一番推让之后，客人最终
把粉仔粥笑纳入早已咕咕乱叫的肚子。

父亲跟我说，在他小时候粉仔汤就是这
么做出来的，三片肉白水煮，不能放青菜，说
是加了青菜对客人不敬，如果有黄花菜倒是
可以。即便是黄花菜也不是家家有天天有
的。原先德化山区地瘦人穷，他父亲我爷爷
一辈子也没吃过一次面条。说着说着父亲的
眼睛泛了红。

上世纪 80 年代，粉仔慢慢成为德化西部
地区农家人在农忙用以充饥的小点心。随着
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加之粉仔味
淡，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可塑性，经过当地民
间厨师们的几番改良，如在煮粉仔粥时加入
一些淮山、青葱等配料增味，也有用鸡汤鸭汤
等高汤直接煮的，也可加蛋加肉，可稠可稀，
丰俭由人。像一个随和的德化人，到哪都能
与他人和谐相处。如今的“粉仔粥”已从深山
走出，是一道特色主食，大大方方招待远道而
来的宾客。

我是从小喝着粉仔汤长大的，几十年来
从不间断，对粉仔了解甚深且情有独钟。吃
剩的苦菜汤煮粉仔我尤为喜欢，还有就是红
菇粉仔汤。想着就美。这时，站在一旁的妻
子突然大笑起来，她说，你的喉结动了两下，
是不是咽口水了？我白了她一眼，“还不快帮
我洗朵红菇去！”粉仔汤造起来。

最恢宏的民间乐阵中
掌上憨拙、率真的人儿
款款而来
在多年以后
在古城
遥遥与你对视
它们不会说话
却擅长用无声的语言诉说
诉说一个个久远或离奇
但注定是烟火萦绕的故事
熟悉的乡音不再是虚幻

轻轻掸去历史尘埃
它们正在演绎厚厚的史书
千年之上 千年之下
那些掌中千古的英雄
正在继续着人生
生命中的生命
美与虚幻
哪一种更真实？

生命的卑微与崇高
仿佛触手可得
时光的经纬
早已摄下忠奸善恶
透过花开花谢 月圆月缺
可以辨认
古老岁月悠悠的理
还有小城的自豪与荣耀
守护内心光明
谁还说那不是人生？

心香一瓣馨香一瓣

曾想
紧紧抓住你的容颜
只想静静地聆听
曾经的哭与笑

曾想
紧紧攥住渴慕的眼神
在春季，百草丰茂的激情
山川峡谷的惬意

是的。伸一伸手
这一切的远离
隔着时间的玻璃
听到怀旧的纠结

不会为谁而停留
你的绝情抒写你的忧伤
一转眼物是人非的愁肠百转
已是夜深人静的一声叹息

就用那一块结痂的印记
愈合岁月的痕迹
在尴尬的角落滋生
勇敢的微笑
那是唯一的、与时光亲吻的甜蜜

你的改变是唯有的不变
静坐时光的列车
紧随你的一段旅途
从胸中穿过
平静的丘壑、安逸的河流
我的不变就是顺应你的变化

明天，还是与你
继续远行
在前方穿越山河的风起云涌

“知——知——知——”一阵阵蝉鸣，
绽放着无限的热情，撕裂着异常沉闷的天
空大地，还有我脆弱的心灵。

时令既已入夏，放晴就显燥热。天刚
蒙蒙亮，太阳火辣辣，蝉们拼命地尖叫，扰
了一早的清静，也成为江滨的一个特色。
置身江畔，四处张望，河面天空水阔，小路
光影婆娑，树木高大茂密，花草斗艳争奇，
是蝉鸣的好场地。蝉，头短眼凸，硬壳圆
肚，身子厚重，翅膀绵薄，一看便是典型的
叫喊高手、行动乏力的货。这不，循着声
浪，细细察看，大树枝上，处处有蝉，或独自
一只，或三两成群，趴着身子，扯开嗓子，声
嘶力竭地高唱，撕心裂肺地叫喊，“热啊”“热
啊”，仿佛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夏天来了。若
是你有足够耐心，可以从早听到晚，它们似
乎不歇息。有人听得很烦很烦，忍无可忍，
不要再叫了。“知了”“知了”，想必蝉又名“知
了”，应该缘于此吧。

吸着又苦又涩的树汁，唱着又甘又甜
的情歌。我歌唱我快乐！蝉的一生是歌唱
的一生，应该也是快乐的一生。去年夏至
日，正是中考时，一早便听到蝉的尖叫声，
仿佛要作弊传信息，忽然来了点禅意。题
了几笔：知了声声里，中考又一季；知了多
少题，沙场风烟起。差不多在同一时段，我
们组建了一个合唱团，草创时期，队伍不
齐，悟性太低，那老师整堂课叫骂得急。蝉

儿不是很会唱吗？找个来观摩练习，到江
边对着树上研究了半天蝉的唱功，忽然就
起了点童心。题了几笔：天真烂漫小鸣蝉，
不求功名却高攀。声嘶力竭开心唱，纵情
山水大自然。整个夏天，简单有序。落日
黄昏，告别公差，伴着蝉鸣，踏着水声，沿着
江边漫步，幻想能置身世外，遁入桃源。可
惜，来来往往的人很多，熙熙攘攘的，让你
无法入梦。冷不丁地冒出这么一两人，提着
个袋子，寻找着树上的蝉蜕。食药同源，想必
是嗓门大不过人家，取了回家去作药用的。再
冷不丁又冒出那么一两人，提着个小铁笼，扛
着根竹竿，鬼鬼祟祟，走来走去，不知欲何为？

“意欲捕鸣蝉”！果然笼子里全是活蹦乱跳的
蝉。不知作何用？难道是要开膛剖腹，塞进盐
巴，烧烤了吃？忽然勾出一股乡愁。想题几
笔：只是，这样的“记忆”太沉重，这样的“乡
愁”让它随风远去吧。

鱼在水中纳凉，自然不会焦急，嘴巴张
得大大的，鱼鳃一张一翕，水泡直吹，不时
摆摆尾巴，路上的行人有几分羡慕；树上的
蝉更加烦躁了，叫声便越发刺耳犀利。或
爬得高，或藏得深，或展翅高飞，或随波逐
流。出生不同，环境不同，能力不同，志向
不同。顺势而为，鱼不能上树，蝉不能下
水。人总想逆流而上，一飞冲天，甚至于常
常梦见；人多行顺流而下，一路平凡，即便
是梦醒重演。

知了声声里
▱赖建河

心香一瓣风情万种

▲▼台前台后

张 旭 摄于漳州古城木偶表演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