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天来了，无论哪种野菜，都满满是

春天的气息。

早春时节，以能看到旷野里微微的绿

色了，不是青绿，不是碧绿，而是淡淡的渐

变的鹅黄、浅绿，荠菜、马兰头、蒲公英、灰

灰菜、马齿苋们小心翼翼地探出了头，在

试探春天的成色。依然寒凉，却挡不住春

意渐是明显了。

品食春天的野菜，惹得十里春风送遍

田野的欢声笑语，无疑是在品尝春天的气

息了。

在旷野里挖野菜，感觉心情特别地

爽。嫩嫩的野菜们碧绿的身姿在阳光下闪

烁，嫩嫩的叶片使它成为杂草中的娇娇

者，将无限的碧绿伸展到远方。天地之间

无比广阔，蓝天更蓝，白云更白，春风温

和，带着青草香。

此刻，人们挖的已不仅仅是野菜，更

是一种心情：恬淡，悠闲，清静。

尽管各类野菜被称为“八野奇观”，

“草莽出身”，但挡不住人们的喜爱呀。初

春的野菜，如初生的牛犊，完全可以与“正

规军”的蔬菜一掰手腕、一较高下。

野外的山坡上、田野里，在麻雀“叽

叽喳喳”的叫声中，人们在寻觅着野菜。

马齿苋叶如马齿，生长在旷野山坡、田间

地头，东一片西一簇，叶小茎多鲜嫩，梗

子红而肥大，吃起来滑腻腻，酸溜溜。蒲

公英就长在荒地或路旁，出土较早，有丝

丝的苦味，可凉拌，也能生吃，生津去火。

莴苣菜苦中生香，一般长在农田里，吃起

来清香可口。

“春日平原荠菜花，新耕雨后落群

鸦。”说到野菜，谁才是春天第一“野”？初

春能采到最早的野菜，就是荠菜了。荠菜

生命力强，大江南北遍地生长，历史也悠

久，是从《诗经》“谁谓荼苦，其甘如荠”的

时候开始，吃了几千年的。

荠菜也是报春的使者，小小的锯齿状

的身影总是在不经意间悄然出现，星星点

点，生长在松软的田间地头。没开花的荠

菜青青，带有绒毛，叶片没有蒲公英那么

大，那么肥厚，显得苗条娇小。吃荠菜，能

补虚健脾，清热利水。

在江南，上海人喜欢荠菜大馄饨，南

京人还爱吃荠菜春卷。猪肉做馅，拌上荠

菜，醇香与清新两种滋味，彼此成就开春

的美好。等到了宁波，水磨年糕配上荠菜，

又成为一道荠菜炒年糕，若是拌上香干、

春笋、嫩豆腐，也是一道下酒好菜。

难怪说江南人的春天，是荠菜做的。

蒲公英就大众化了。吃的时候需用凉

水浸泡，浸泡好了，叶片饱满，色泽鲜艳，

味道鲜美，炸碗鸡蛋酱，配上小葱蘸酱，满

嘴满塞，清香中有一种淡淡的苦味。

香椿芽更是让人稀罕得不得了。新采

摘的香椿芽绿叶红边，犹如玛瑙，状若翡

翠，被称为“树上蔬菜”，自带一种奇怪的

醇厚浓郁香味，是那种令人又恨又爱的气

味，喜之者趋之若鹜，恶之者避之不及。香

椿芽可做成各种菜肴，可以炒肉，可以炒

鸡蛋，可以拌豆腐，不仅营养丰富，且有较

高的药用价值，能让一整个春天都“惊心

动魄”。

原生态的野菜，具有不同的食用疗

效。有的止血化瘀、清肺泻火；有的润肺、

生津、壮阳；有的补血、消炎、防止痛经；有

的具有通乳汁、消肿痛、治疗胃炎胃溃疡。

这些神奇功效的野菜源自自然。从诗经

《关雎》里的“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到《卷

耳》中“采采卷耳，不盈顷筐”等，描绘青春

女子在灿烂春光中轻快地采集野菜，再到

《影梅庵记》中所忆董小宛善于腌制野菜，

使黄者如蜡、绿者如翠。野菜的采集和食

用源远流长，古人对野菜的吃法更是细致

精到，富含诗意。

野菜大多有药效。《神农本草经》中记

载，苦苦菜“苦寒，主治五脏邪气，厌谷胃

痹，久服安心、益气、轻身、耐老”。《嘉佑本

草》综合诸说，讲其历用有三：清热，凉血，

解毒。以它外敷，治刀伤、烧伤、蜂螯蛇蝎

咬伤与疮疖痛肿等亦有大用。蒲公英也能

入药，《本草图经》注解：敷疮，又治恶刺及

狐尿刺，《纲目拾遗》：疗一切毒虫蛇伤，

《医林纂要》：补脾和胃，泻火，通乳汁，治

噎膈。其实，苦有苦的好处，清热，解毒，败

火，让人清醒愉悦。如不喜欢苦味，用开水

烫烫，苦味可除。

野菜挖回家之后，还要一棵一棵地重

新去杂叶杂草，用清水洗净晾干。

野菜的烹饪方式多种多样，有炒、煮

和凉拌等。为食用安全起见，多数以凉拌

为主。先把挖回洗干净的野菜放进烧开的

水里焯上两分钟，捞起，沥干，挤压，然后

浇上植物油，拌以蒜蓉作佐料，喜欢辣的

可加入适量的辣椒碎片，一碟色、香、味俱

全的野菜就靓丽在眼前，尝一口，野味十

足，爱不释口。

一代文豪苏东坡对吃野菜深有心得，

他道：“蔓菁宿根已生叶，韭芽戴土拳如

蕨，烂蒸香荠白鱼肥，碎点青蒿凉饼滑。”

读到此处，让我辈好吃之人禁不住掩卷长

叹、口水直流。

与苏东坡一样，现代许多名人也喜欢

吃野菜：汪曾祺把“凉拌荠菜”作为家宴里

必不可少的一道菜；郭沫若爱吃二月兰、

枸杞菜、马齿苋；周作人喜欢吃荠菜、紫云

英；齐白石最喜欢吃香椿……有俗语说：

“野菜香，回归自然保安康”。

春风和煦，阳光明媚，叫上三五好友、

带上小铲竹篮，或漫步在“高柳夹堤、土膏

微润”的堤岸，或行走在碧野万顷的田野，

或徜徉在澄澈明净的水边，一边挖菜一边

赏景，心头怎能没有“脱笼之鹄”般的雀跃

欣然？更不要说回到家后流连在舌尖齿颊

的野菜香味了。

伴随着春天气温的不断攀升，树上的

叶儿花儿也不甘寂寞地登场了。

柳芽儿、槐花儿、榆钱、杨树叶、香椿

……这些刚刚长出的嫩芽和开出的花儿

都是餐桌上的美味。儿时乡村到处是这些

可食的树木，人们用带钩的竹竿把槐花一

嘟噜一嘟噜地钩下来，带回家，仔仔细细

地一朵朵择好，洗干净，搅拌上玉米面和

白面，稍微放点油盐，放在锅里蒸，香喷喷

的气味就充斥到屋子的每个角落，槐花蒸

熟了散发着一股股清香，含在口中软软

的，嚼起来绵绵的，几丝野趣在口腔中肆

意弹跳。

这些野菜，燃尽了原本苦涩的草味，

只留下如春天一般的鲜甜。

野菜的品格也令人赞叹。它们根扎田

野，昂首蓝天，顺其自然，慷慨奉献，令人

佩服。它们朴实无华、开朗泼辣，给人以深

深的启迪。野菜不讲条件，顽强拼搏，滋生

山缝石隙、野滩荒岭、田间地头，有点水就

泛滥，给点阳光就灿烂。

醉人的野菜，敢为天下“鲜”。不只在

舌尖上，更在舌尖之外，成就了春天的底

色。

随着春天的脚步，还有野趣横生的木

兰头、清雅如春的枸杞头、鲜嫩多汁的芦

蒿艾蒿……在中原大地，一场尝鲜之旅，

才刚刚开始。

传说有一个南方人被派往汝州做官，新官上任，按照惯

例，原州官要带着府署的官员，到东关来清阁迎接。

那时汝州属南阳府管辖，新派州官从远离汝州五百里的

南阳府赶来，路上走好多天。一路上有钱买不到吃的，饿得实

在心慌。

原任州官看到新任官的轿子，慌忙率官员们出官厅相迎，

让进官厅稍事休息，饥饿难忍的新任官无心休息，很想要点东

西吃，可又不好开口，两眼直盯着亲随。亲随会意，便笑了笑向

原任州官说：“我家老爷一天都没吃东西了，有什么吃的东西

先弄点来！”

原任州官一听也有点为难，这里离城还有三里，附近住的

都是种地的。连个饭铺也没有，往哪儿弄吃的？去老百姓家讨

要？可新任州官提出来了，肯定是饿得受不了啦，又怎能不去弄

呢！于是叫一个随从到街上去找。随从在街上找来找去也找不

到一个卖吃食的。忽然听到一声叫喊：“谁要红薯？刚出锅的热

红薯。”随从像碰见了救星，跑去叫住了卖红薯的。可是当他掀

开盖着的布，看篮子里热腾腾的红薯时又做了难：一个五品州

官能吃红薯吗？但此时此刻，除了红薯又找不到啥可吃，万般无

奈，只好在那篮子里翻来翻去，找那粗细匀称，皮色鲜红，靠锅

边个头不大的，从中选了一块。为了不让新任州官认出是红薯，

随从将皮剥了剥，跑回去恭恭敬敬地递给了新任州官，赔着小

心说：“老爷请你先垫垫底，到州衙小的们给您做好吃的。”

新任州官没见过这东西，没有一下子就送到嘴里。他看了

看，闻了闻，一股特殊的香味扑鼻而来，尝了一口，绵软如脂，甜

里透着香，味道极其鲜美。新任州官吃完之后，还想再吃一块，

可初来乍到吃了再要，也实在太失官家体面，只好压在心里。

新官上任后州署里虽然有可口的饭菜供着，可他总还想

吃来汝州那一天吃的东西。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把那个给

他买红薯的衙役叫来，因为他不知道那东西叫啥，又不知道价

钱，可又不好屈尊下问，自以为那么好吃的东西一定很贵，于

是掏出些散碎银子交给衙役说：“麻烦你再给我买点来那天吃

的那东西。”

衙役一看给了一两银子，这些银子要买红薯就是买两挑儿

也用不完，心里一咯噔，想说你给这么多要买多少呀！可从州官

的言语和神色看，知他是外地人，不知道这东西在汝州的价钱。

心想既然他不知道价钱，我何不也来蒙他，趁机发点洋财！所

以，他从自己身上拿出几文钱买了一块，又剥了皮送给了州官。

州官吃了剥皮红薯非常高兴。后来，隔些天，州官就叫他去买一

次，接连买了几次，衙役得了不少银子，心里高兴极了。

有一天州官要出巡，坐着轿子出了州衙，人役前后簇拥，鸣锣

开道，好不威风。来到街上刚走不远，突然州官让轿子停下，掀起

轿帘，用手一指，大声命令着：“把前边那个小子给我抓过来！”衙

役们不知道发生了啥事，不敢多问，过去把那人抓了过来。

那人衣服破旧，一身一脸的煤炭，只露几个白牙，脸因汗

水流过，冲得一道一道的，活像是个鬼怪，跪在轿前颤抖着身

子问：“老爷，您为啥抓我？”

“为啥抓你？我来问你，你是干啥的？”州官恼怒地问。

“小的是卖煤的。”被抓的人答道。

“卖煤一天能挣几个钱？”

“老爷，我的毛驴驮一袋，我再背半袋，一天挣不了几个

钱，顶多二十文吧。”

州官更恼，指着他手里拿的一大块红薯说：“那你也敢吃

这东西？”

天哪，卖煤的怎么也没想到他是因为吃红薯被抓了，急忙

辩道：“老爷，这是俺汝州最便宜的东西，我不吃它吃啥？”

州官看那卖煤的满脸实诚，不像在撒谎，再看随从衙役们

听到卖煤人的回答也没有异样的反应，态度也就缓和了过来，

说：“没啥事，我只是喊你过来问问，好好做你的生意去吧！”

回衙以后，州官就把那个给

他买红薯的衙役辞了。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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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想看，对

于外来人才，且不说

工作安排人岗相适、

各展其长，就连生活

照顾的细致，包括送

粮入户、搬煤入屋都

写进了规定里。客至

如归，温暖如家，为人

才考虑到这样的程

度，谁会不被这样的

诚心感动呢？

感动是一种力

量，化作巨大的能量

转换和释放效应，数

以百计的各方面专业

人才，掏出看家本事，让正定迎来县办工业崛地而起、乡镇

企业遍地开花的局面。

第三部曲，倾力投入发展教育，以解决人才的未来之

需。

近平同志很清楚，人才引进只能解一时之渴，教育发展

起来才是解决正定人才长远之需的源头活水，才是正定经

济、科技乃至社会发展的最深厚底气。近平同志从最紧迫的

问题人手，解决农村小学危房，解决民办教师待遇，改善办

学条件，改变了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的窘困状况。在资金

投入、教师培训、教学质量提高、教育改革等方面全力推进，

逐项落实，为教育事业长远发展搭起了架子，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一部“人才经”，念出了正定的蒸蒸人气、勃勃

生气。

采访组：长期以来，习近平同志都把人民的利益、群众

的冷暖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请你们讲一讲，他在正定工作时

是如何为民谋利、为民服务的？

王志敏：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大意是说，谦逊温仁地亲
民爱民，人民就会拥戴你。领导干部就应该这样，遵从人民

的意志，勤恳恭谨地为人民服务，踏踏实实地落实中央的大

政方针。近平同志在工作实践中，就是这样做的。

（未完待续）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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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公园春意盎然，

帖院在湖边桃花映衬下

愈加古朴雅致。

梁杨子 摄

先生的高大，足以让我须仰视才能看

清先生的面目。

时令仲春，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初

止，半黑半白的云儿在万安山上缓缓流淌，

使得山岭隐藏了半个身子，欲说还休的样

子；近处的村庄一片宁静，似乎都沉浸在春

困的睡梦之中，偶尔一阵鸡鸣，也如杯子里

濡湿的毛尖新茶，轻轻打了个旋，又沉在了

杯底。那郁郁葱葱的翠柏，披着一层轻纱似

的白雾，静静迎接着我的到访。

人的一生，历尽坎坷，才能走得更坚

定，不畏艰难险阻，不惧风霜雪雨，就像浴

火重生之后的凤凰。先生的一生，可谓百

折不挠。

先生幼年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

遂更名朱说。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先生
苦读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后历任兴

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

职，因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康定元年
(1040年)，先生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
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西

北边防。庆历三年(1043年)，先生出任参知
政事，发起“庆历新政”。一年后，新政受

挫，先生自请出京，历任邠州、邓州、杭州、

青州知州。皇佑四年(1052年)，改任颍州知
州，在带病上任的途中逝世，年六十四。累

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楚国公，谥号

“文正”，世称范文正公。

先生忧国忧民，不图个人荣华富贵，

从二十七岁进士及第到五十五岁主持新

政，在漫长的官宦生涯中，他关心政治，每

遇国家大事，总是慷慨直言，由于他直言

敢为，曾在八九年间里三次被贬：1029年，
因谏言太后还政，被贬；接着又在谏言废

郭皇后事件中二次被贬；1035年，先生上
《百官图》第三次被贬。

在这几次事件中，先生都是重要的策

动者，尤其后两次，成为影响庆历士风构

建的两个重要事件，获得了北宋士人的人

格认同。三次被贬，每贬一次，时人称之为

“光”(光耀)一次，第一次称为“极光”，第二
次称为“愈光”，第三次称为“尤光”。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

忧其君。这是先生在《岳阳楼记》的名句，

这也是先生不渝的践行。先生居庙堂，则

恪守儒礼、忠君事国；先生贬官外放，则为

民解难，兴办教育，心怀国家大事，多次上

疏；先生归家，则教育子孙正心修身、积德

行善、清廉俭朴、乐善好施。

先生的耿直无私、大义凛然，连他的

恩师、同僚都为之提心吊胆，他直言皇太

后、皇上、皇后，直陈宰相及同僚工作失

误，不惧权威，刚正不阿，是一位很有原则

和底线的性情中人。面对权贵的指责排挤

和同僚的好言相劝，不为所动。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威严的先生又是和蔼可亲的。面对苦难的

百姓，他雷厉风行，倾注满腔热情，殚精竭

虑为百姓解除危难。

先生改革宋朝初期柔靡的文风，提倡

以文化人、言之有物。对待有才能的同僚，

又极力推荐担任重要职位，是一位受人尊

敬的长官和贤兄。

我仰慕先生的耿直无私，不为名利所

困，为人处世坚持自己的原则、底线，甚至

到了迂腐的地步。人是需要一点脾气的，

需要坚守底线、不为不义的名利所诱惑的

傲骨。

我曾经追寻先生的足迹，在邓州的花

洲书院感受先生当年繁冗的政务间隙讲

学的盛景。我曾经多次匆匆驱车驶过先生

的塑像前，却因为事务繁杂，未能真正拜

谒先生。这高大雕像之后的范园，以及一

眼望不到边际的苍苍翠柏，成为我心中期

望的精神家园。

由先生推及一切高雅的君子，我仰慕

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陶渊明，结庐在人

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

偏。我仰慕以身寄托山林之间的王维，空

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

水石上流。

这是怎样一个令人向往的精神家园，

抛却了世俗的名利和迎来送往，抛却了蝇

营狗苟的朋党，固守精神的堡垒。如若因

此而曲高和寡，无人赏识，那就携上一把

古筝，穿上宽大的布衣，在山林间静静走

过，把自己想象成无拘无束的隐者，不问

人间寒暑吧。

如若无法逃离藩篱，那就让自己的心

儿如水一样平静，不带有一丝涟漪，泰然

生活在喧嚣的市井。滚滚长江东逝水，浪

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

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

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

付笑谈中。这样的与世无争，或许就是无

奈人生最好的解脱。

我想，屡屡被贬的先生，在每一个据

理力争之后，也是渴望有一个歇息心灵的

世外桃源的。不然，抱病赴任的先生溘然

长逝之后，怎么会选择长眠于幽静的万安

山。

雨后的青砖路面厚重而古朴，雨后的

翠柏林间肃穆而清爽。我缓缓走过斑驳的

石牌坊，走过石羊、石狮、翁仲分立的神

道，缓缓走过巍峨的神道碑、乾隆御碑、仁

宗褒扬碑，最后来到先生的墓前。

先生的墓偏于范园的西南一隅，普普

通通的半圆穹顶，干枯的蒿草凌乱地堆放

着，唯有那块“宋参知政事范文正公墓”的

墓碑，在彰显着墓主人不凡的身份。

我的目光沿着这块普通的墓碑缓缓

而上，碑额的四个大字“先忧后乐”忽然就

吸引了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这是先生应朋友之约撰写的《岳阳

楼记》里的名句，而这不正是先生一生最

好的写照吗？

我俯下身去，用手轻轻摩挲着先生的

墓碑。忽然发现，在先生的墓冢上，在那干

枯的蒿草根部，一团团的嫩绿在悄悄萌

生。

此时，新日初现，一只灰喜鹊，在翠柏

林间放开喜恰的歌喉，欢唱起来。

仰望范仲淹
● 虢郭

范仲淹像

红薯的故事

湖边春色

野菜，敢为天下“鲜”
● 李晓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