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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菜因风味独特、
天然无污染、营养价值
高等特点，深受人们的
喜爱。

春风十里野菜香，
人间有味，最是清欢。
春日里，我时常会想起
小时候挖野菜的乐趣。

小时候，每当这个
季节，我都会跟着母亲
去挖野菜。那个时候，
乡村有些人家缺少粮
食，为了解决温饱问
题，一般都去挖野菜
吃。此时也是小孩子
到大自然中放飞自我
的好时机，所以，跟着
母亲挖野菜，我乐在其
中。

我拿着一把小铲
子、一个小箩筐，悠哉
地跟着母亲，这儿挖一
铲子，那儿挖一铲子，
不管三七二十一，见到
绿色的嫩芽就挖，没多
久，小箩筐就被填满

了，我很有成就感。这时，母亲一看，说：“怪
不得你挖这么多，有些不是野菜，是不能吃
的。”于是，母亲耐心地教我认识荠菜、蒲公英
等野菜。在母亲的指导下，我认识了几种野
菜，挖起来得心应手，而且越挖越带劲儿。

那时，原野上一片忙碌的景象，除了地里
干农活的人，其余都是挖野菜的。天空湛蓝，
大地辽阔，田野里充满了浓郁的春天气息。
一筐筐美味的野菜走进了农家，走上了餐
桌。野菜的香味从千家万户飘出来，既满足
了人们的味蕾，也温暖了那段艰苦的日子。

母亲不仅是劳动的好手，厨艺也不错。
带有泥土气息的野菜，母亲或生食凉拌，或炒
食蒸煮，或配菜做汤，也偶尔用来晒干菜、制
酸菜、腌咸菜等，让我们百吃不厌。在那个艰
苦的年代，母亲总能用她的厨艺让我们单调
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我们也品尝到了生活
的幸福和快乐。

长大后，我离开了那片令人眷恋的土
地。但无论我身在何处，每到这个季节，我都
会想起家乡的野菜，想念和母亲在一起挖野
菜的日子。

又到了野菜飘香的季节，母亲做的各种
味道的野菜如在眼前、在梦里，唇齿生香，回
味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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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在农家院的
一角、大门外、路边，都可
以看到不同形状的柴草
垛。老少爷们儿看到这些
密密麻麻的柴草垛，心里
很踏实。柴草垛数量的多
少、大小是农家人情绪的
阴晴表。

柴草垛有很多种，棒
子秸垛、麦秸垛、麦糠垛、
棉花柴垛、豆秸垛、苇子
垛、干草垛、高粱秸垛、树
枝垛等，它们高矮不一，形
态各异。

这些柴草垛主要有三
种用途：一是用来喂养牲
畜，二是用来烧水做饭，三
是将其掺入泥中垒墙、抹
墙皮。麦秸垛、棒子秸垛、
高粱秸垛、干草垛是铡碎
用来喂牛、马、驴、羊等牲
畜的；豆秸垛是铡碎后掺
上饲料用来喂猪的；棉花
柴垛、树枝子垛主要用来
烧水做饭；苇子垛是用来
编笆，盖屋时做顶的；麦糠
垛可以用来喂牲口，也可以掺入泥中垒墙、抹墙
皮。

柴草垛是麻雀、鸡、鸭、鹅觅食休憩的首选地，
它们有的在柴草垛上叽叽喳喳，有的在垛底刨食，
有的在里面打窝下蛋。

有一天，卢二大娘家那只正在下蛋的芦花大
母鸡不见了，她以为被村里那几个不着调的馋鬼
逮了下酒了。谁料想，过了半个多月，这只芦花大
母鸡领着七只毛茸茸的小鸡，从柴草垛里走了出
来，可把卢二大娘高兴坏了。

邻居小胖家的那只大白猫，太阳高照时就蹿
到门前的麦秸垛上，枕着软软的麦秸，舒舒服服地
睡一觉。

以上都是笑谈，还有可气可恼的事。有一次，
不知是谁喝醉了酒，随手把燃着的烟头扔到了花
嫂门外的麦秸垛上，花嫂发现时，火苗有一尺高，
浓烟滚滚。花嫂着急地喊：“着火了，快来救火
啊！”邻居们听到后，迅速提着水泼向着火的麦秸
垛，一趟又一趟，一桶又一桶，把火彻底浇灭后，一
个大麦秸垛烧得只剩下三分之一。花嫂坐在地上
大哭，高声大骂：“是哪个丧良心的，烧了俺喂牛的
饲料？”

柴草垛还能与人们的婚姻扯上关系。20世纪
70年代，家家户户都不富裕，农村女孩找婆家时，
通常先通过媒人了解对方的人品和经济条件，然
后再见面。双方满意后，婚事基本上也就定了下
来。可邻村范家的女儿提出要看看未来婆家的柴
草垛，这可是一件稀奇事。媒人无奈，只好照办。
后来，婆家才知道，范家女儿是个草编高手，眼光
长远，计划婚后把草编事业发扬光大，所以要先看
看婆家有多少草编原料。从此，村里适婚的男方
家庭多了一件心事。

如今，农村鲜见柴草垛，可我总能想起有柴草
垛的那些日子。炊烟顺着厨房的烟囱向上爬，在
烟囱顶端的两块青砖下，左右钻出，与天空、绿树
缠绵，袅袅升腾；喜鹊在梧桐树上叽叽喳喳，一边
发布着喜报，一边高兴地跳着舞；拴在大门外枣树
下的那头老黄牛，安详地卧在干松的地面上，不紧
不慢地反刍着；四个学龄前的小男孩正在抽陀螺，
三个小女孩比赛着踢毽子，一位老汉坐在柴草垛
前的石头上，眯缝着眼睛，吧嗒吧嗒地抽着长长的
旱烟袋……

故
乡
的
柴
草
垛

○
孙
会
昌

采茶采到茶花开，漫山接
岭一片白。

蜜蜂忘记回窝去，神仙听
歌下凡来。

这是《刘三姐》采茶歌里
的歌词。南方雨量充盈，温度
和土壤适宜，适合种茶，漫山
遍野都是茶树。每到采茶时
节，采茶女工异常忙碌，为了
缓解采茶枯燥的劳作，姑娘们
边唱歌边采茶。这样的画面，
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近年来，南方的茶园规模
不断扩大，有的茶园可达万
亩，本地的采茶工已经不能满
足需求。茶农想在清明前采
摘一些优质的茶叶上市（俗称

“明前茶”，是一年中品质最佳
的茶叶），就面向全国招收大
批临时采茶工，工期半个月左
右。

这些南下的采茶工，大多
是农村的中老年妇女。早春
时节，她们赋闲在家，但她们
习惯了忙碌，闲不住。如果既

能走出家门看看外面的世界，又能有一笔不错的
收入，她们自然乐于接受。

我母亲就是其中一员。
第一次听母亲说要去南方采茶时，我是反对

的。母亲快70岁了，本该在家里安享晚年，却要外
出奔波。采茶需要早出晚归，很辛苦。母亲却说：

“不是这样的。相比于建筑队的小工，采茶要轻松
得多，工资还是现结。半个月后采茶结束，刚好可
以回来种花生、收油菜。”

母亲执拗，谁也劝不了。表婶说：“让她去吧，
出去看看，人多热闹。坐上直通车，不到一天就到
了，同伴都是乡邻，很安全。”我听了，心里难受又
自责。

我给母亲讲了很多注意事项，又千般嘱咐与
母亲同行的本家嫂子，让她帮忙照顾母亲。

母亲坐上车走了，我的心也跟着走了。
母亲到后给我打电话报了平安。第二天晚

上，我给母亲打电话时，她的言语里很是欢快：这
里的茶山可大了，光（只）上山就走了个把钟头；一
人一行采茶，茶垄一眼看不到头，尽是新出的嫩尖
尖；每人戴一顶帽子，胸前挂一个大袋子，两手同
时掐，往袋子里一扔就行了；午饭是老板送到茶园
的，有馍、菜、汤……

“下雨了，没上山采茶，就去附近村里转了转，
这里有很多竹园，新出的竹笋像小宝塔。竹园里
还有蕨菜，可多了，一层一层的。我们采了些蕨
菜，走的时候带回去。”母亲每天都有新鲜事跟我
说，从不提辛苦。

我知道，她们几十个人睡在一张大通铺上，地
上放着砖头，砖头上放着木板，再铺上她们去时带
的被褥，这就是她们的“床”。我也知道，她们天不
亮就得起床，下山时天都黑了。

过了清明，头茶采完了，母亲就会跟着采茶队
回来。母亲安全到家，我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今年，母亲给我打电话说又要去南方采茶，我
没有阻拦。从母亲洪亮的声音里，我知道母亲的
身体还算健康。在母亲看来，能用自己挣来的钱
给孙子孙女买零食，能在头疼脑热买药时不麻烦
儿女，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现在我想明白了，不干涉母亲，让她按照自己
的方式，有尊严地、健康快乐地安享晚年，这也是
一种孝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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