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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就答应闺女，樱花开的时候带她一起做樱花棒棒糖。
因了这点小小的期许，她在心里种下一棵樱花树，盼过冬雪
盼春雨，天天追着我问：“妈妈，樱花什么时候开啊？”那
日放学归来，她手心一摊，一小撮樱花入眼——— 没法再推托
了，赶紧行动吧！
  “妈妈，樱花真的可以吃吗？”看着洗干净的樱花绽在
杯中，她惊奇又惊喜。当然！我拿手机给她展示了日本的樱
花文化——— 每到樱花盛开时节，日本的主妇便捧起一方干净
的手帕，到樱花树下捡拾掉落的花朵，回家酿成樱花酒、做
成樱花饭。一些餐饮店也推出樱花冰淇淋、樱花糕，还有香
脆可口的樱花煎饼、盈盈轻粉的樱花荞麦面、各式各样的樱
花腌菜……小小樱花，百变滋味，小丫头对着屏幕直流
口水。
  “你看，咱们中国人更厉害！”当妈的自然不会放过任
何一个给孩子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机会，接下来的环节，我
要让她更开眼！
  不止樱花，在咱们中国，以花入馔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屈原留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楚辞名
句，也给后世留下“花洁，食花者更洁”的千秋念想。
  千百年来，中国人“春食花，夏吃叶，秋食果，冬吃
根”，把“吃花”这件事变成一首绵亘四季的风物诗：文人
墨客以花馔显其风流，诗人刘禹锡用嫩菊苗做菜招待大文豪
白居易；王公贵族以花馔彰其荣华，武则天大办花朝节游

园，下令烹制“百花糕”赏赐群臣……鲜花虽不能饱腹，但
这清香绚烂，总能带来一种出尘脱俗的精神愉悦，让人陶醉
不已，欲罢不能。芙蓉鸡片、蜜渍梅花、玫瑰赤豆粥、兰花
鸭肝羹……啧啧，单是这菜名吧，就边念边垂涎。
  古人嘛，若说“吃花”是为尝味，倒不如说是品一份
“风雅”。我嘛，食花无关风雅，纯粹图个乐趣。
  关于吃花的记忆，最初来源于上学时读的刘心武那篇
《藤萝花饼》。“高大娘家门前，有一架紫藤，每到夏初，
紫藤盛开时，她就会捋下一些紫藤花，精心制作出一批藤萝
花饼，分送院内邻居。”据说藤萝花饼是老北京时令美食，
但去过那么多次北京，我始终没尝过，云南的鲜花饼却没少
吃。说到花饼，哦，我还吃过槐花饼！以往每年四五月份，
一同事从老家回来，都带一袋新鲜槐花，这些泛着山野味的
槐花被当年勤劳的我做成槐花肉包、槐花蛋花汤、槐花小
饼……珍馐下肚，唇齿留香。
  逐花而行，闻香而动。去年初夏，听闻巷子里开了一家
馄饨铺，有茉莉花馄饨。这是可遇不可求的限定美味啊，万
不能错过！拉上闺女，火速前往。案板架在堂前，剁好的馅
儿盛在盆中，探头一看，果然茉莉朵朵，诚不欺我也。包馄
饨的大姐倚着门框，面皮在指间飞转，不一会儿，一大碗香
气扑鼻的馄饨便端到了面前……

  爱到情深处，“恨不得吃掉你”！且
吃花吧，一口一口，把春留住。

 “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
枝头春意闹。”三月用春风作快

递，把太阳的情谊、小溪的渴盼、
蜜蜂的甜言、蝴蝶的蜜语打包，送给

漫山遍野的杏树。
  杏花摇曳，花开如海。画家来了，打

量着杏花，说一朵朵都是泼洒古今的写
意；诗人来了，吟咏着杏花，说一簇簇都是
写给岁月的诗行；歌手放声高唱，说一树树
该是天籁之音的回响；舞蹈者翩翩起舞，说
一行行是杏花仙子下凡。
  人们在忙着欣赏、拍照，而我却陷入思
考。杏花呀，你荒地里生，深山里长，清风里
开。临坡而居，抱朴守真；素白风雅，芳华天
成。花开有几日？热闹有几时？你展现的是风
姿绰约的面容，可有谁知晓你真实的心境？你
的素面红颜中可曾掩盖着沧桑，你的嫩芽花
蕊间是否包含着心事？桃花是你的妹妹，人

们偏心，都把赞美给了她，诗词歌赋，
倾城佳人都属于她。而你，很少有

人提及，可你从没有嫉妒，没有
落寞，你在孤芳自赏中等待。
  杏花，占满了整个树枝，
几乎所有的枝丫上都看不到一
枚绿叶。人们不是常说“红花

还需绿叶衬，万绿丛中一点
红”吗？你却如此孤

单，连绿叶都不

肯捧场！一位在杏树下
挥锄的大爷道出了缘由：嫩
叶萌发之时，就是花瓣飘落之
日；满树的花，不一定结满树的
杏，大多数“谎花”是不能结果
的……这是杏花的宿命。
  我懂了，杏花匆忙的一生，就是来
为绿叶作铺垫、为杏果打前阵的。山间
的杏花，这早春的使者，从繁华到平淡，
像极了人的一生，有“落红不是无情物，化
作春泥更护花”的大度和慨然。杏花要做的，
就是全心全意地绽放、绽放、绽放，开花就是
完美，绽放就是辉煌。对于这短暂而绚烂的生
命，我不由得肃然起敬。落花不是生命的结
束，而是为新生命让位。怪不得几乎所有的杏
都是酸酸甜甜的，那是因为深深的情愫蕴涵其
中。酸酸的，是对杏花香消玉殒的追思；甜
甜的，是因成熟奉献流露的欣喜。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只见眼前数只
彩蝶翩翩飞舞，在素白的花瓣上签名，一
群蜜蜂与粉嫩的花蕊耳鬓厮磨，窃窃私
语，那神态专注而又深情。我顿时释
然，卑微的生命也有高洁的情感，纯
真的灵魂自有充实的精神家园。
杏花落，桃花开，日月交替，
四季更迭，只要把握住生命
的节点怒放，人生何憾
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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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面食里，我最喜欢面条。面条起源于我国，据说已
有四千多年历史。我觉得面条如同温厚智慧的长者，总是不
动声色地陪伴着人们，潜移默化地传递着烟火人间的滋味。
我们几乎意识不到它在餐桌上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但如果
没有它，就会觉得餐桌上少了温暖的慰藉，连日子都变得寡
淡。不得不承认，面条是一种暖胃暖心的食物。
  相比于其他面食，面条始终保持着简单质朴的面貌。它
不像馒头、花卷、烧饼、饺子之类的面食那样，可以变化出
万千姿态。它永远细细长长，任凭风云变幻也不改初衷。我
想四千多年前的面条也一定如此，长长地在沸水里煮起来，
如同一条条白浪在翻滚，日子就这样热气腾腾地过起来。面
条陪伴着人们，细水长流地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我甚至觉
得，餐桌上如果从不曾出现面条，即使七碟八碗摆成花朵，
即使山珍海味轮番上阵，日子也会缺乏最踏实贴心的温暖气
息。面条不仅用来果腹，也是对人们的情感慰藉。
  面条的形状单一，但却被全国各地的人们吃出了丰富的
滋味。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饮食习惯不同，人们的口味各
异，因此打造出了多姿多彩的“面条文化”。比如，北京的
炸酱面，兰州的牛肉面，四川的担担面，上海的阳春面，如
此等等，面条的故事说起来恐怕几天几夜都说不完。但万变
不离其宗，无论口味怎样变化，面条始终保持自己的本色。
如同一个人，在尘世中摸爬滚打，尝够了人生酸甜苦辣，但
初心始终未变。岁月沧桑，本味如旧。

  我们钟情某种食物，除了食物本身的味道之外，食物背
后的记忆更值得品味。主持人董卿说：“味道落到笔上就成
了风格，吃进胃里就成了乡愁，刻在心上就成了一辈子都解
不开的一个结。”的确如此。我的“面条情结”，应该是源
于母亲。记得小时候，我生病时，母亲摸着我发烫的额头
说：“发烧了，给你煮碗面条吃，吃完就好了！”母亲做手
擀面很拿手，转眼工夫，一张面片已经被她叠到案板上。只
见她手起刀落，“当当当”几下，面条已经切好。她拎起面条，轻
轻一抖，一条长长的瀑布就垂了下来。又是转眼工夫，一碗热
腾腾的面条就摆在我的面前了。面条吃起来筋道爽滑，我一口
气吃掉一大碗，病也好了大半。
  说来奇怪，如今的食材如此丰富，美食如此之多，但我
在难受时，最想吃的还是一碗面条。生病没胃口的时候，心
情沮丧的时候，疲惫不堪的时候，一碗面条就能把对生活的
热情重新激发出来。记得周星驰电影中有这样的情节：妻子
为了挽回丈夫的心，对丈夫说“我给你煮碗面”。“给你煮
碗面”，这就是烟火夫妻最美的情话。没有什么能像这句话
一样，让人感到对家万般依恋。
  如今在我家依旧保留着过生日吃长寿面的习惯。我们都
不喜欢吃生日蛋糕，觉得太过甜腻，但一碗长寿面里藏着生
活的万千滋味，有对过去一年的留恋，也有对未来一年的期
许。吃一碗长寿面，一年顺顺溜溜，里面都是亲人的祝福。
  人间烟火，面条情深。

红杏枝头春意闹
                      □冯天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