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中的，尽管拿走。
不，爱书之人，把书看得比什么都

重要。
卢楠没有回应。
谢榛从书柜里随便抽出一本书，是

严羽的《沧浪诗话》。这书，谢榛自然是
早就看过了。他对严羽的观点大半认
同。只是，作文时若要引用，则需翻看
此书。他听说卢楠读书有过目不忘的
本领，便想试上一试。便说，次楩，我手
里的这本，是严羽的《沧浪诗话》，你背
一下开头，好吗？

卢楠轻轻一笑，随即开始背诵。
谢榛深深地震惊了。以前只听说

过有过目不忘之才，却没有亲眼见过。
眼前，卢楠的表现让谢榛折服了。世间
之才，有大有小，不是人能选择之事。

次楩，我算服了你了！
卢楠苦笑，说，本事再大，又有何

用。茂秦，不瞒你说，我从太学学习归
来，连着考了两次，都没有考中。考官
说我的文章不拘绳墨。报国无门，不能
不说是一件悲哀的事。所以，我还是大
哭了一场的。

这话让谢榛深有同感，自己被刘山
长告知不能参加科举之后，不也是痛苦
万分吗？报国无门，功名路断，会让年
轻的心如同死灰。好在，自己总算闯了

过来。卢楠家财万贯，衣食无忧，自可
优游山水，寄情翰墨。这一点，自己就
远远比不上了。

谢榛微微一笑，转移话题，问，次
楩，说说你的古文辞取法对象，好吗？

取法对象，自然是《离骚》、汉代大
赋、东汉末年的抒情小赋了。

噢，我最喜王粲、张衡、赵壹的赋作
了。直抒情怀，情中见景。

我也喜欢。
两个人沉浸在谈诗论文的欢乐气

氛中。这样的气氛，唯有才具相当、学
养相似的人才能营造。

卢楠拿出一篇赋作来。他说，这是

我从太学游学回来，喝得大醉，然后写
出来的，名《紫骝马篇》，你给提提意见。

谢榛接过卢楠的大作，慢慢品味。
一连看了三遍，谢榛才把赋作放下，抬
起头来。

茂秦，说说你的看法。卢楠催促。
谢榛认真地说，次楩，你不是人！
谢榛的话让卢楠一愣。但是，谢榛

紧接着补充一句，你是神！
卢楠一下子明白了，大声说，好你

个谢茂秦，用这样的法子夸我。
肺腑之言，绝非阿谀。
卢楠自然明白谢榛是真心称赞，但

想听听具体意见。
谢榛说，你的赋，情真自是不用我

说，可贵处在于能把文字驱使得那样得
心应手。这是天分，一般人达不到。

（未完待续）

妈妈的味道妈妈的味道
茌平 袁宝霞

周末只有自己在家，快中午12点了，做啥
饭好呢？忽然想起了小时候最爱吃的呱嗒，
何不烙呱嗒吃呢？说做就做，我连忙拿出电
饼铛，和好面糊，一会儿，香喷喷的呱嗒就上
桌了。吃着自己做的呱嗒，怎么也品尝不到
过去妈妈做的味道。不知为什么，想起妈妈
做呱嗒的情景，泪水竟模糊了双眼。

第一次吃呱嗒是在四十多年前的童年时
代，当时农村生活还比较贫困。儿时的我体
弱多病，经常打针吃药。那年夏天，我因得了
痢疾在医院住了好几天，出院后浑身无力，什
么都不愿吃。妈妈见状就说：“孩子，得多吃
饭才能恢复健康，中午，我给你烙呱嗒吃。”

那天中午，天气闷热，一丝风也没有，只
有蝉儿在不知疲倦地叫着，我扇着蒲扇还觉
得热。这时，我看到妈妈先把半瓢面倒进一
个小盆子里，又切了一些葱花放进去并撒了
点花椒面，然后，从鸡窝里拿出一个鸡蛋磕破
倒进小盆里，最后加入适量的水，用筷子搅拌
均匀。妈妈脸上的汗止不住地往下淌。我连
忙给妈妈递过毛巾擦汗，她却让我卧床休息。

那个年代还是用土灶、风箱烧火做饭。
父亲从地里干活回来，顾不上休息，开始烧
火，妈妈站在灶台边，往锅里倒了一勺油，等
油热了就开始烙呱嗒了。院子里弥漫着棉籽
油的香味，肚子里的小馋虫快等不及了。十
几分钟后，呱嗒出锅了，父母已热得汗流浃
背，但谁也舍不得吃一口。妈妈把呱嗒放在
我面前，微笑着说：“趁热吃吧，吃了身体就好
了。”闻着香气扑鼻，看着酥黄的有绿色葱花
映衬的呱嗒，我早已馋涎欲滴，胃口大开。

后来，每当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妈妈就
给我烙呱嗒吃。妈妈烙的呱嗒就像灵丹妙
药，吃过后感觉浑身舒服。

长大后，无论是我求学从外地归来，还是
出嫁后回娘家，妈妈都会露一手，做我最爱吃
的呱嗒。

妈妈因病去世，已离开我一整年了。妈
妈做的食物味道让我回味无穷，我对母亲的
思念更是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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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衣诗人谢榛》
聊城 武俊岭

叶子上的春秋
聊城 王西广

春天来了，枝上的叶子开始萌芽。它悄悄地鼓起一点芽孢，
芽孢那么小，像是故意隐藏着不让人发现。然而，藏是藏不住的，
瞒是瞒不了的。尽管它很小，却是春天的象征，它的力量是巨大
无比的，不可阻挡的。此时，一棵树从根脉到枝条，再到高高的树
梢，都涌动着、激荡着新鲜的汁液，宛如我们流淌的血脉。虽然你
站在树旁听不到一点声音，但生命已经觉醒，它激越奔腾的旋律
已经奏响，芽孢正在以无所畏惧的勇气向着这个不无寒意的世界
亮相。过不了几天，芽孢即变成了一片小小的嫩嫩的薄薄的叶
子。不必担心，不必多虑，此时的叶子充满了力量，它会由小而
大，由嫩黄而油绿，由薄软而厚实，显示出旺盛的生机。植根大地
的生命总是一往无前，拥抱春天的步履绝不会迟疑退缩，哪怕忽
来一阵寒流。

夏天来了，在灿烂的阳光里一棵棵树木无比安详，舒展着枝
叶。树上的叶子展开了，长大了，颜色变深了。它们进入了青春
期，不再羞赧和拘谨，开始无拘无束地恣意生长。夏天是火的季
节、水的季节，阳光铺天盖地而来，草木会使出全身的力气疯长。
伫立树下，我们看到的是密密匝匝、层层叠叠、遮天蔽日的叶子。
这时节，叶子如此坚韧，既能忍受烈日的暴晒，亦能抵抗风雨的袭
击。正午的阳光下，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静静地站立着，任由鸟
雀在枝上飞来飞去，任由知了不厌其烦地聒噪，任由蚂蚁在树干
上爬上爬下。而在夜晚，密密的叶子为鸟巢结起一道天然的屏
障，使鸟儿睡得更甜蜜，更踏实。

秋天来了，无声无息的。沉稳的树上，叶子悄悄地、慢慢地开
始了变化。厚重的绿色一分分地减退，通体的润泽一点点地逝
去，它们逐渐变得黯淡无光。青春不再，对于一片秋天的叶子来
讲是恰如其分的。秋叶自有它的美丽和魅力。寒秋里，金黄的叶
子，火红的叶子，显出了独特的魅力，比绿叶更炫目，更富诗情画
意。这是它凋落之前的辉煌，显示出历经无数风雨后的成熟和丰
饶。“霜叶红于二月花”，步入一片红枫林，你会感到整个树林是一
幅浓墨重彩的风景画，而每棵树亦是一幅小小的完美的画。把三
五红叶藏进书本里，闲来拿出端详一阵，如读一首充满哲思的小
诗，顿有所悟，若有所获。

冬天来了，寒霜降临，树上的叶子开始憔悴、枯萎、凋零。叶
落归根。叶子坠到地上，埋进泥土里。弱不禁风，说的正是这个
季节的叶子。寒风呼啸，身居高处的叶子不胜其寒，雨点似的纷
纷飞落。寒风过后，一地黄叶，满目萧索，遂见万般枯萎景象。无
风的日子，树上的叶子也会悄悄离开枝梢，悠然旋落，回归土地。
在周围寂静的时光里，嗒一声，嗒一声，声音格外入耳。这时节，
倘若忽降一场冷雨，这叶子则几乎全部凋落，树下厚厚一层，黄艳
艳的艳的，，如花似锦如花似锦，，炫人眼目炫人眼目。。一片叶子一片叶子，，一个完整的生命一个完整的生命，，历经春历经春
天夏天和秋天天夏天和秋天，，最终告别于冬天最终告别于冬天，，然后开始新的轮回然后开始新的轮回。。死是生的死是生的
结束结束，，亦是生的开始亦是生的开始。。

小时光小时光
莘县 夏一钊

大概每个人心里都有这么一段记忆：日子
是彩色的，几个小伙伴手拉着手，爱谈天又爱
笑，慢慢地走着，就好像能一直走到地老天荒。

小时候，我住在一所中学的家属院里，几
排红顶的楼房有些年头了。自从我记事起，墙
上的漆就掉得东一块西一块，邻居们彼此都是
老相识，有些还是亲戚，那些“三婶”“大娘”“二
爷爷”之类的称呼，我绞尽脑汁也记不下来。

每两栋楼之间有一大片花坛，温暖的午
后，小孩子们从午睡中醒来，拉着爷爷奶奶的
手冲出家门，两步跳下门前的台阶，在奶奶“慢
点跑”的喊声中跑得飞快。小孩子们在花坛中
的石板上绕过来，绕过去，摘摘花，看看草，或
是跟在爷爷后面拿把小水壶浇水。奶奶们搬
把小椅子，聚在一起唠家常，时不时地看一眼
不远处撒欢的孙子孙女。

那所中学的东边有一个大得不能再大的
操场。那操场是水泥地，四周种着一些白杨
树，显得特别空旷。我、小A和小C关系最好，
常常结伴到操场上玩，我们有时骑着小自行
车，在空地上横冲直撞，比谁骑得更快，还大声
谈论着大人们认为微不足道的小事，整天过得
很开心。现在想想，也不知道当年都在乐些
啥。玩累了就坐到奶奶的膝盖上，听她们讲曾
经。

小A家在家属院一楼，有一个小院，几个
孩子玩累了就跑到她家喝水，他妈妈总会往我
们口袋里装满各种各样的小零食。

如果太阳太刺眼，我们就再跑回花坛，两
栋楼中间的阴影刚好装下这个小世界。花坛
里有棵梨树，是最引人注目的存在，那棵梨树
是我爷爷种下的，长得很小，但结了不少果子，
大家都在梨树旁等，等它结出大甜梨。

后来，那棵梨树结果了，果子很小。大家
跳起来刚好能摘到果子，来不及回家洗，就先
咬一口，结果我们都被它酸到牙痛，即便是这
样，也舍不得扔，最后想出一个办法，把没吃完
的梨埋在地下，说不定来年会发芽呢。

谁也没有等到梨树结出大甜梨，四季翻了
几轮，我搬了家，小C去外地上学，只有小A，
还带着她的小弟弟守着那棵梨树。不知从什
么时候起，我们就淡出了彼此的记忆，和小时
光一起变成了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