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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二月初二，不少地方喜称“龙抬头”，
有些地方还称“龙头节”“春龙节”“春耕节”
等。这一天，在我的家乡阳谷县郭屯镇，男女
老少都要理发，称为“剃龙头”，希冀鸿运当
头。这一天还要吃炒豆，炒熟后的豆子酷似
开花的金豆，寓意“金豆开花，五谷丰登”。

每到二月二这一天，我都会想起儿时母
亲做的炒豆。记忆中，母亲做炒豆要经过几
道烦琐程序，做熟后的炒豆色美、味佳，让人
吃了还想吃。

母亲提前两天就筛选出饱满的豆子，放
到一个大陶瓷盆里，再倒满水。豆子浸泡膨
胀后，把水倒出，在豆子上面均匀地撒上细
盐，等到豆子完全吸收盐分，有了淡淡的味道
后，再把它们倒入一个笸箩里，摊均匀，晾晒
半天。

二月二这一天，天空刚泛起鱼肚白，母亲
就起床了。她往锅里倒入适量的豆油，烧至
沸腾，再把腌制好的豆子慢慢倒入锅内，然后
手拿锅铲，快速搅动豆子，炒三五分钟后，将
大火慢慢降至中火。均匀受热的豆子，水分
完全蒸发掉，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等豆子
出现纵横交错的细小裂纹，颜色变至暗黄，就
完全熟透了。母亲用笊篱捞出豆子，放入盆
里慢慢散热。我没等豆子变凉，便迫不及待
地往口中塞了一把，爽口、酥脆、满口生香。

母亲一刻也不停歇，又在院子里忙碌起
来，将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她找到一根坚

韧的树枝，在院子里几处宽敞、亮堂的地方认
认真真地画起了“粮仓”。一根小小的树枝，
在母亲灵巧的手里变得出神入化，不一会儿，
几个大小不一、形象逼真的粮仓就完成了。
母亲又在“粮仓”的中心挖了一个小小的浅
坑，把一小把玉米、小麦、豆子、高粱、小米、大
米混合在一起放入里面，用土埋上，再压实。
母亲说：“期盼今年有个好收成，大囤满，小囤
流，打的粮食吃不完。”我和哥哥一边吃着炒
豆，一边好奇地看着母亲的杰作。院子里有
两棵高大挺拔的老榆树，疏疏密密的枝条在
风中摇曳，与母亲的“粮仓”互相映衬，勾勒出
一幅明朗、柔和的图画。我和哥哥怀着满满
的愉悦感，互相追逐打闹着，欢笑声在院子里
飘荡。

在家吃完香喷喷的炒豆，我又装了满满
一衣兜，到大街上和小伙伴们相互交换着品
尝。每个人的炒豆口感不一。为了得到更多
炒豆，我们玩起了“剪子包袱锤”的游戏。弯
腰、跺地，瞪大眼睛看着对方，口号喊得震天
响，最后谁得到的炒豆最多，谁就是最大的赢
家。玩够了回到家，母亲已做好丰盛的午餐：
荠菜肉水饺、油炸糕、白煮鸡蛋、凉拌菠菜，芳
香四溢。

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云：二月二日新雨
晴，草芽菜甲一时生。轻衫细马春年少，十字
津头一字行。今年的二月二，我吃炒豆、理
发、到郊外游春赏景，又找到了儿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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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避于山头而无法觅，岁从于流年而无所
适。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我发现我们只能越来
越多地看到一些人的背影。此文与朱自清先生
的《背影》自是难以比拟，我所表达的，只是自己
在深夜里的一些感悟。

幼时曾阅读过一篇文章，题目早已忘记了，
只记得讲述的内容大概是想让老一辈人慢些走，
年轻人在老一辈人的背影中一步步成长起来。
那时，看着爷爷推着自行车前进的身躯，我便想，
我们这些孩子就是在爷爷的背影中长大的，岁月
的年轮推着我们长大、变老，直至死亡，在这过程
中，我们面对的是越来越多的背影。

一个婴儿呱呱坠地时，无论是医生，还是他的
父母、爷爷、奶奶，都对他笑脸相迎。童年时光，见
到的也多是玩伴的笑颜，正面远远多于背影。

长大后，没人能抓住时间的尾巴，把岁月拉
回来一分一秒，与亲人、朋友分别的次数越来越
多，分别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从天天，到周周，再
到岁岁年年。我记住的，也多是身边人的背影。
我记得坐在车后座一位朋友的背影，我们一路欢
声笑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我记得父母在家中
的背影，他们为了柴米油盐、为了孩子辛勤奔波；
我还记得老一辈慈祥和关怀的伛偻背影，他们讲
述从心所欲的豁达人生哲理，惇惇教导中寄托着
对小辈们的亲切关怀。对于这一个个背影，我感
悟颇深。

沉默的背影，夹杂着无限的思念，思念他乡
的学子、戍边的战士、远方的爱人。在纷杂的背
影中，有悲欢离合、阴晴圆缺。沉默的背影，夹杂
着无限的期望。在一代又一代前辈的背影中，一
代又一代后辈成长起来，在大千世界中登上缤纷
的舞台。背影万千，思绪绵绵。

月色朦胧，唯我思绪万千。一个个背影在
我脑海中闪过，耳边传来阵阵风声，树叶摩挲着
地面，隐隐约约似一道道背影在我眼前浮现。
我难以入眠，感慨万千，遂作一篇《背影》用以感
怀。

背 影
◎ 殷霖峰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立春过后，
麦田田埂上、麦垄间的野菜好像听到季节的召唤，开
始从土里钻出来。只十几天的时间，野菜便绿油油的
了，让人看了心里痒痒的，忍不住用手撩拨着嫩叶，既
生爱恋，又有一饱口福的冲动。

进入雨水节气后，田间的野菜越来越多，挖野菜
的人也多了起来。人们或手拎方便袋，或挎着小篮
子，说笑着走在通往田间的小路上。这时的野菜，

样子还很小
巧，不像夏秋
季节的野菜，

肥肥大大的一团。而且它们很调皮，像一群乱跑的
孩童在麦地里和你捉迷藏，让你焦虑，让你惊喜——
有时走几十步碰不到一棵，有时又突然会在你眼前
冒出几棵或一片，让你失望的心情顿时变得兴奋起
来。人们小心翼翼地挖着野菜，一只手捏住菜叶，
一只手拿着小铲将野菜从根部铲下，轻轻抖掉泥
土，再放入篮子里。大家都怕弄伤或弄掉野菜的叶
子，感觉伤了叶子的野菜就不完美了，让人看了心
里不舒服。

我的工作单位紧邻麦田，以前每到春天，与妻子、
儿子一块儿带上小铲和方便袋去挖野菜，将那份积攒
了一年的思念在麦田中释放，成为我生活中的一大

乐事。风筝在麦田上空飞翔，时而有几只燕子
在眼前掠过，春天的田野一派生机勃勃

的景象，让人感到无比舒畅。我们
在田间不停地寻觅着，荠菜、

面条菜、米蒿……野菜的种
类很多，只要是能食用的，

我统统放入方便袋。“爸
爸，这棵野菜能吃吗？”
“妈，这里有一片野

菜！”很少到田间来
玩的儿子很兴奋，
一边寻找野菜，一
边叫喊着。两三
个小时后，野菜
便装满了一方

便袋。我随手拿起一棵野菜，挑一片嫩绿的叶子搭在
牙齿上一咬，一股凉丝丝的清香混着甜味溢满齿颊。
回到家，摘掉野菜的老叶、根须，然后将野菜洗净、沥
干水分。母亲在野菜上撒上一些面粉、盐，放在锅箅
子上蒸。野菜蒸好冷凉后，拌上蒜泥、香油等作料，吃
起来既鲜美又养生。

野菜的吃法有很多。可以用水焯一下拌着吃，可
以做炝锅面条，还可以做成饺子馅儿、野菜馒头、野菜
炒饭等，无论哪种吃法，都让人百吃不厌。

我祖母在世时曾说，野菜是净肠草，能把一年来
肠胃中不干净的东西清理掉。每年的春季，祖母都
要吃几次野菜，一直到95岁去世前还在坚持。祖母
没有上过学，说不出野菜中含有的营养成分、药用价
值，只知道它对身体好。人们吃野菜，最主要的原因
是其作为纯天然绿色食品，含有人体所需的蛋白质、
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还具有很高的药用价
值，对健康大有裨益。比如荠菜，不但营养价值高、
味美，还有促进消化、缓解夜盲症、抗凝血、降血压等
药用价值。

野菜的魅力在于其寄托的浓浓乡情和散发的
淡淡野味，常常勾起游子对故乡的思念、对儿时的
怀念、对大自然的热爱。如今，有了人工种植的野
菜，一年四季，什么时候都可以一饱口福，只是没
有了挖野菜的那份乐趣，也没有了那种期盼和愉
悦。

春来野菜香味浓
◎ 张福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