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中的草原
徐佳

若不是特殊的庚子年， 似乎依旧觉得大草原跟我没有
关系，既非生于那方水土，亦非养于那方水土，即便成年后
谈婚论嫁蜿蜒曲折攀上点关系，但常年累月异乡谋生计，也
只在年节里匆忙间擦肩而过。

然而最初每每有旧识寒暄，说起近况，嫁到何处。 我又
会提一句，我婆家有个大草原，名头还响亮，称做浙西大草
原。 有机会来我们这里玩。 那一刻，竟不由自主想着沾点草
原的绿光，攀个亲戚认个路的。

当然，也不是一点幻想都没有，毕竟，咱们也文艺青年
好些日子。傍晚时分，一本闲书，一块自然界赐予的草甸，贪
看夕阳，更看牧童骑黄牛，也有无名的草色虫子，时不时钻
到手臂上，即便不赏心悦目，何尝不是恬静的代言？

当我席地而坐时，就发现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
绝望。 我们的草原因真实而淳朴，因淳朴而野蛮。 这草地不
是人工铺的草皮，柔软光滑。 野草一根根俏立分明，不找个
人工制造的垫子，简直下不去屁股，那刺痒感分分钟教你做
人，坐在草地上简直如坐针毡。

背井离乡，定居千里之外。 转眼间，小儿从蹒跚学步的
幼儿长成横冲直撞的懵懂少年，而他对故乡的印象，每每提
及只有三个字—大草原。 每回必去，每去必定不舍得走，非
得满头大汗酣畅淋漓，才算尽兴。 然而，不管他怎样兴奋欢
乐，我总是回以淡淡嗯嗯啊啊。

直到疫情困住了我们的脚步。日子变得又多又长，一时
间根本用不完。 每日定时在草原上一圈一圈的转悠。

清晨的薄雾噙着一丝晶寒， 偌大的草原上只有我们像
不甘孤寂的来访者，一遍遍走，一遍遍看，幽静的大草原似
乎也多了些飘逸感。

小儿最是兴奋，他总是能寻找到宝藏。过溪的小石桥被
水淹没了，上面垫的是乱七八糟的砖块。没有野游经验的少
年欣喜大叫， 这是勇士之旅的探险桥啊！ 毫不顾忌溪水冰
凉，胡乱的从桥上飞奔过去。草滩上坑坑洼洼，小儿亦兴奋，
妈妈快来，这坑里好多好看的石头。 他脱了鞋子，不顾草丛
的刺痒，一圈又一圈，玩得忘乎所以。

这些年我不看花不看草，不谈梦想不念远方。为了那薄
薄几张纸，只埋头上朝五晚九的班，身心都像缠了湿沉的棉
絮，家乡两字在我心里，不过沦落成九笔两画。

我听不懂千年古樟发聩众生皆凡， 我听不懂江水潺潺
一任凫鸭报暖。而这青青草原承担了多少人生悠长？草原上
人声渐嘈杂。是这片水土的主人们开始了一日劳作。耳边是
孩子们张扬的笑，我太爱大草原了！

而我起身，不顾周围的目光，也让心底里的声音渐渐放
肆，我也爱这片大草原，浙西大草原。

你这个番薯娜，放着白米饭不吃，一天
到晚吃番薯。

还不是小时候你拿番薯片儿给我断奶
害的。

番薯片儿，把番薯洗净削皮，切薄片贴
在大铁锅上，粗糙急躁如母亲，刀下功夫细
腻慢条斯理， 薄薄的番薯片娴熟地依附着
温热的铁锅。炉膛里，一把干稻草的余火将
息未息，仰仗这把火的热气，番薯皮儿由粉
白而淡黄，微微卷起，那是它们为下一站旅
程作最后的冲刺。

掀开锅盖，一股淡淡的焦香扑面而来。
娘拿起锅铲，轻轻铲下一片、两片，递给坐
在木门槛上一周岁半的小女孩， 也是没办
法，农村人从来没听说过奶粉，家里条件好
点的，也就是麦乳精，但也没几户人家吃得
起。 我们家穷到只能吃白锅菜。

每每提及这一段，娘就几乎泪眼迷蒙，
所以，有番薯给我吃已经很不错了，至少番
薯还甜。

斗转星移，番薯逆袭，成了餐桌新宠，
一时间被养生族追捧、 视为健康饮食的排
头兵。 所以，我暗含庆幸，拜贫穷所赐，我
竟不能离开番薯了。 娘感叹， 世道真是变
了，以前喂猪的东西，现在抢着吃。 以前烂
稻草，如今掌中宝。

大饥荒的余波中幸存下来的孩子，对
饥饿有切肤的感受。 尤其是爹，起初，每每
看我大快朵颐蒸番薯、焖番薯、烤番薯，他
总是一脸嫌弃： 这种东西我这辈子都不想
再碰了。 小时候没得米饭吃，一天三顿，不
是番薯就是南瓜，即使有米下锅，番薯也必
定横插一脚，番薯粥、番薯饭，吃得人肚子
胀。 这是爹原模原样的话。

不过，说了这话没多久，他就被我新淘
到的番薯衍生品番薯饼吸引， 半信半疑地
吃了一块。现代人真聪明，这么一加工倒还
不错，又软又糯。 爹爹塞了半块在嘴里，就
是吃不多，太抵饱啦。 这种肯定，是我们始
料未及的。

比起爹爹， 娘对番薯似乎还留有日久
生的情。 洗净，去皮，切滚刀块，放油锅里
炸，竹笊篱捞起，沥干油。 然后用锅中底油
炒糖，炒到糖融化，重新倒入番薯块，直到
一块块番薯之间拉出晶莹的细丝，出锅，装
盘。娘大方地做这个菜时，我和妹妹都上了
小学。 之所以是大方， 因为糖番薯费油费
糖， 在那个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的年代里， 勤俭持家才更符合农村主妇的
标准人设。

平日里，娘能省则省，唯独对待两个女
儿，她极尽所能。 她心里攒着一股劲儿，要
让两个女儿吃好穿好跳龙门： 读书认字考
大学走出小乡村。 她还暗暗划算把门前那
块橘树地和叔叔家换一换， 盖一幢坐北朝
南的小洋楼。

彼时， 我和妹妹无法体会娘对向南的
小洋楼的渴望。 我们巴巴望着锅里那盘甜
番薯，你一筷我一夹，甜滋滋。 我们都不知
道它有个更动听的名字：拔丝番薯。

娘，什么时候给我们搞个拔丝番薯？
好的，今年收了番薯就给你弄。 娘说着，端
了碗走进灶底。

我忍不住又拿了一个迷你番薯剥起皮
来， 想着我这四十岁的人生顺着改革开放
的道路，见证了日新月异的变迁，那是从一
个小小的番薯上折射出来的变迁，那变迁，
是普通百姓走向小康生活最好的见证。

宝藏番薯
徐丽琴

不管人生能走多远， 有故乡的人总是
深藏一种牵挂。因为故乡不管远近，那里总
有你无法割舍的根。

我的故乡在一个叫涧峰的地方。 在幼
小的记忆中，故乡的世界，因为土地贫瘠、
广种薄收，永远无法填饱家人的肚子。因为
贫穷的压抑，总嫌故乡的天空太过狭小。于
是，逃离故乡外出闯荡，成为我的同辈人心
头无法磨灭的追求。

有一天，当我手握入伍通知书，背上简
单的行囊走出老屋的旧门， 穿过稻花清香
的田野小径，趟过潺潺流动的村前小河，准
备远离故土走向外面的世界时， 心里只有
走向“辉煌”的自豪感，根本不知乡愁为何
物。

我在海防前线当兵， 每天看海平面上
日出日落， 履行着守卫祖国海防大门的重
任；我在千年古城工作生活，在笔耕和奔波
中忙碌，为城市的发展和成长劳心劳力。一
晃几十年，光阴在忙碌中悄悄流逝。我也在
不断成功的事业中熬白了鬓发。夜阑人静，
内心深处， 那个叫涧峰的故乡开始常常浮
上心头，思乡之情油然而生。

记忆深处， 故乡涧峰是孩提时牵牛吃
草的温馨港湾， 是夏日中尽情嬉闹的一方
绿水,是夕阳里炊烟袅袅的一片屋瓦。 那里
有飘动在人生长河中如大山一般的精神皈
依， 那里有远离故土而又心系于斯的亲情
寄托，那里有意念中无法卸除的无尽牵挂，
那里更有化诗成歌的咏叹、 入酒成泪的相
思。

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老房子所
组成的历史空间环境， 是那些在漫长历史
空间环境中生活过、活动过的祖辈们，曾经
用生命演绎过平凡而又生动的故事， 充满
着历史文化的厚重遗韵， 满含着先人留下
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亲情关系， 这些关系
又是靠着那些古老的山水和建筑以及它们
所形成的场景和风光特色而依存着。 故乡
的一切都被传统的伦理道德熏陶着， 被世
代相传的耕读文化浸润着。

老家的兄弟告诉我， 那片曾经广种薄
收的土地，如今已被改造成 4A 级景区了。
于是， 我走进故乡， 慢慢地在村中走上一
圈，看到年少时爬过的大树、洗澡的清水塘
和村头纳凉的晒谷场已离我而去， 看到许

久无人居住的老屋已渐渐风化， 看到许久
无人行走的小径已渐渐消痕， 听到村里那
位很会讲故事的老爷爷和看着我长大给过
我关爱的几位大娘已驾鹤西去， 一种来自
心底的不舍和悲伤油然而生。

在村边那条更加清澈而美丽的小河
边，我陆续和邻居、亲友、长辈交流，并很快
把“官话”切换成方言，我的心灵渐渐安静
下来。小河和乡音，有如植入人脑的一张永
久“声”份证，一下子激活了隐藏在大脑中
的文化密码， 真切地牵出浓浓的乡情和乡
愁。 这时候，不管是风化的老屋、消痕的小
径，还是清波粼粼的小河，都成为我乡愁最
好的载体， 我的心灵终于满含着乡愁回家
了。

我看到更多的， 是故乡的变迁。 雷鼓
山、神通寺、赖公山、上摊堰、凤赖墩、涧峰
大田畈、护水双峰、水中央墩已经被村民们
改造成涧峰八景。用鹅卵石铺就的村巷，四
通八达，像极了迷宫，锁住了这千年古村的
神韵。村口的土路变成柏油路，每天都有城
里人开着私家车在乡道上逛风景拍视频发
朋友圈。五彩缤纷的田野上，水稻田成了采
摘园，满园的葡萄、西瓜、草莓和各种时鲜
蔬菜，通过“互联网 + 平台”，走向消费市
场的“诗和远方”。村里的农民已经成老板，
村姑变导游，连我曾经就读过的小学校，也
变成了文化礼堂。更让人震惊的是：这里正
全面启动的“乡村国际未来社区” 建设试
点，开创性地围绕现有乡村空间、产业、人
口进行全方位的更新和布局， 着力打造从
“村落”向“社区”转型的高标准乡村形态、
从“低端”向“高端”转型的高质量乡村产
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高品位乡村
文化、从“单一”向“统筹”转型的高颜值乡
村生态、从“管理”向“治理”转型的现代化
乡村治理体系， 使之成为中国乡村小康生
活“新样板”。

从贫穷到小康，再到“国际范”，沧桑巨
变的故乡， 成为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重要
见证，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生动样本。我有
幸出生在这样一方土地上， 传承着这方土
地上代代相传的共同记忆； 我有幸可以拥
有对这片土地的眺望和挂念， 这是一个人
对于文化母体和人生归属的高度自豪。

故乡的变迁
柯 兰

点燃衢州夜色
胡宗仁

这灯光，这光怪陆离的灯
光
这夜的一盏一盏的眼睛
总在春天来临之际
上演一幕幕的喜庆剧本

这五彩缤纷的夜的眼
热情如火，温暖如春
足以点燃任何残雪与石
头的梦幻
足以烧焦一些冰冷的往
事与尘封的印记
在今夜，静静燃烧

仰望璀璨的星空
踏着松软的大地
你将一抹来自内心的光
芒
升起在渐暖的荒原
绽放成朵朵莲花
盛开在钱江源头
衢江岸边，江郞山下
佛塔柔和的灵光
普照着这座仁爱之城
于波光粼粼中
舞动一江清水的韵律
让爱的祈祷

轻轻呵响初春的柴扉
在无尽的芳香中
温暖着夜的空旷与沉寂

此时此刻
时光屏住了呼吸
三衢大地安静如初
听得到你我彼此的心跳
唯有光与影在走动
在悄无声息地燃烧

喧闹吧，舞动起来吧
月光曲，交响乐欢奏的夜
共鸣着你我的炽热
燃烧着青春的信念
燃烧着你我的眼睛

哦，灯火阑珊处
那么多生命在蓬勃生长
那么多音乐在灵魂深处
奏响嘹亮
轻触爱的花朵
把梦幻般的美妙
书写在季节的扉页
灿烂了一地的芳香
惊喜芸芸众生
沉醉而不知归去

我在这里遇见你
竹雨

我在这里遇见你
不是因为你捡拾了一块
三衢山的石头
悄然打疼了我的光滑的
肌肤
让我彻夜难眠
而是晨起夜归的人
早将我雕刻成一尊开化
的佛像
又用衢江两岸的黄泥土，
淬火成砖
垒成龙游的舍利塔
从此爱如潮水，将三衢子
民紧紧拥抱
花朵一样盛开在你的怀
抱

我酥酥地醉了
醉在了你的青山绿水
你的一笑一颦
你的酸甜苦辣里

啊，我的花朵
我的一杯乡愁

我在这里遇见你
不是因为你用钱江源的
水
溅湿了我漂亮的衣裙
惊喜了我的一地的芳香
而是时空交替乾坤腾挪
在江南春雨的夜晚
你撑起命运的巨伞
呵护着生我养我的一方
热土

我在这里遇见你
一刹那的对视
一秒钟的心跳
随着山峦而起伏，绿意而
盎然
携手走进这东部公园，南
孔圣地
一同聆听烂柯的传说
你就是我的眼
我的奔涌的热血

我在这里遇见你
在江南窄窄的小巷
在浙西某个不知名的小
村庄
一个转身就是一个惊喜，
一份沉甸的收获
一次偶遇就是一朵芬芳，

一杯醇香的回忆
也许是在春光明媚的钱
江源
也许是在夕阳西下沐浴
而歌的乌溪江畔
也许是在秋风习习的江
郎山上
数数头顶的星星，听一听
《高山流水》
也许是在寒风萧萧的仙
霞岭
推门望雪
踩出一串串童年的记忆
啊，我的四季分明的故乡

就这么一次生命的偶然
一次轰轰烈烈的轮回
让我遇见你
让我深深恋上这山山水
水
这一砖一瓦这一草一木
让我不分贵贱高低
不分昼夜
奔流向东

恍惚之间
我就是一条衢江的鱼
游弋在水墨喷香的山水
画中
梦见了大海和春天

冥冥之中
一滴融冰之水
折射出太阳的光芒
展开透明的双翅
掠过唐砖宋瓦
苦苦寻觅着石窟之谜
让我在这里遇见你
遇见了天皇塔的眼泪
遇见了大草原的欢笑
遇见了孔府的金黄的银
杏
遇见了轰鸣而过的高铁
一路前行，渐行渐远

抬头望月
你就是扑面而来的峡谷
之风
一幅最美的乡愁
让我猝不及防，意乱情迷
把盏对饮之间，饮下的是
岁月沧桑
历史的巨变
爱的醇香，美之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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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雕刻作品作者为柴春福，该作品 2017 年 1 月荣
获第七届中国（竹）雕展优秀作品“银奖”，2017 年 12
月荣获 2017 衢州市第五届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金
奖”，2018 年 1 月荣获第三届浙江工艺美术双年展“银
奖”，2019 年 1 月入选并参展“和合之美”首届中国民
间工艺文创精品展，2020 年 8 月入选浙江省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两山”之路 15 周年大型图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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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学学副副刊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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