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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但凡吃货，很是热爱生活；

但凡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人，总免不了走

在满足口腹之欲的路上。因为，那些让人

垂涎的美食，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贴满了美好生活的印记。

因为馋，所以吃。因为爱，所以勇。作

为“吃货”，往往需要多于常人的果断，去

面对随时出现的味觉“挑战”，比如，我们

美好童年里曾爬高上低、跋山涉水去寻

觅过的野果子……

不像园中人工种植的桃李枣杏，总

带着些庸俗的妖艳，尤其桃花，总是开得

让人有了些许的怅惘才算完，人面不知

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杏花又太娇

气，刚一开，就落了，一地的泪滴似的，杏

花点点离人泪，总是让人伤怀。李花呢，

又总是小气得不肯与谁分享，被圈在园

中，任是黄昏，也无情无绪，自开自落，惹

起来的都是千般愁绪。

而这些野果子，却在田野上，林子

里，草丛中，小河畔，朴朴素素的花儿果

儿，风一吹，花果乱颤，散发出特有的清

香，不似桃李杏的香气，而是淡淡的幽

香，是山的味道，水的味道，田野的味道，

总是清清幽幽，沁人心脾。

野果子吃满了，在中原大地是大人

们教训孩子时的一句口头禅，意思是说

孩子不听话，缺少管教，但如果语气温

婉，也包含着呵护和宠溺。

在人烟稠密的中原大地，很难找到

那些深山老林里稀罕的野果，在田野里

肆意生长的，基本上是那些很常见的大

路货，比如龙葵、酸枣、马泡蛋，比如桑

葚、枸杞、茅草根，就像乡间的土妞野小

子，无人怜爱地生长在沟壑、在路边、在

河畔，自带着一种倔强、一种顽强、一种

不甘堕落的坚持。

记忆中，龙葵大概是最美味、最具代

表性的野果子了。

龙葵的叶子像茄子，花开五瓣，白白

的，小小的，中间一点娇小的黄蕊，素净

淡雅，可惜在乡下没有人去留意这个。它

初春破土而出，家前屋后，河畔林间，沟

旁堤堰，只要有点土，它便开始蓬勃的生

长。正经的庄稼地里，往往是容不下它

的，其待遇，与杂草无疑。

龙葵是学名，在乡间，没有人叫它的

大名，只叫它黑老鸦眼睛，就像乡里人叫

自己的孩子狗蛋、栓娃、石头一样，很是

不起眼。

在果子成熟之前，它几乎是被遗忘

的小东西，因为是野生天养，也就皮实得

很。路边的一些，羊啃牛踩，人踏车碾，但

鲜少死掉的，最后基本上还能倔强地挂

出几嘟噜成熟的果子。它的果子圆圆的，

没成熟的时候是绿色的，不能吃，苦涩无

比，误吃了之后，会让人喉咙难受，头晕

恶心。大人不会教孩子这些，这些经验都

是馋嘴猴子自己摸索出来的。果子变黑

后，最醇厚的甜味被岁月发酵出来，好像

经过霜的葡萄一样，一口一个入口爆浆，

一把填嘴里，甜香四溢，那叫一个过瘾。

龙葵果子像龙珠，叶子像葵菜，《诗

经·豳风·七月》里曾语：“七月烹葵及菽”

中的“葵”和“菽”都是古代常见的植物，

可见其出身名家，普遍而古老。唐代的

《新修本草》称其为苦菜；宋代的《本草图

经》称其为苦葵、天茄子；明代的《本草纲

目》称其为水茄、天泡草；清代的《植物名

实图考》称其为天泡果。它的小名密密麻

麻，不胜枚举。苦葵、老鸦眼睛、天茄子、

救儿草、后红子、天泡草、天泡果、七粒

扣、乌疔草、黑姑娘、乌归菜、地泡子、地

戎草、山辣椒、耳坠菜、狗钮子、野辣椒、

野葡萄、酸浆草、野伞子、飞天龙、黑幽幽

儿、黑天儿天儿，有象形的，有会意的，有

指事的，有假借的，不一而足，却都很生

动形象。

“马泡蛋儿”估计是孩子们最爱玩的

野果子了。在乡间，在田间地头，它就像

一个个无家可归，漂泊流浪于草江湖之

中的弃儿，远离人间烟火，以柔弱的身躯

与命运抗争，孤苦无依，自生自灭。

马泡蛋儿的学名叫马泡瓜，为葫芦

科黄瓜属的植物，一年生草本植物。其果

实有大有小，小的和鹌鹑蛋差不多，大的

犹如核桃一般。它野味十足，生命顽强，

不择土质，极其耐旱，尤以田间居多。在

田野里，它拖着丝丝蔓蔓的瓜秧，顶着娇

小玲珑的果实，以

谦卑的姿态负重匍

匐在青纱帐之中，

身影飘忽宛如一阕

婉约清丽的宋词。

马泡蛋儿有一定药用价值，其果实

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也有一定的食

用价值。虽然和西瓜、冬瓜、丝瓜、倭瓜、

黄瓜等同属瓜类植物，但在瓜族的大家

庭里，卑微的它却连最起码的生存权利

都难以保障。当它的那些瓜类远亲们躺

在舒适的土地温床上，享受着肥料清水

的滋养和人类百般的呵护，它却注定命

运多舛。

赤日炎炎的盛夏时节，野孩子们穿

梭在蒸笼般的玉米地里除草时，会睁大

了眼睛搜寻草丛中成熟的马泡蛋儿。泛

着青色的马泡蛋儿是不能吃的，味如黄

连，又苦又涩，唯有等到其褪去青涩之气

表皮泛黄之时才能吃。一个颜色泛黄的

马泡蛋儿，浑身散发出盈盈香气，便是熟

透了。成熟泛黄的马泡蛋儿是乡村野孩

子们的口中美味，而那些尚未成熟的青

涩马泡蛋儿则是爱不释手的玩物。在那

个缺少玩具的年代，衣兜里鼓鼓囊囊的

马泡蛋儿，足以让他们大呼小叫玩上半

天。

而最经典也是最寻常的玩法，是将

马泡蛋儿放在手心里揉捏着玩了，越揉

越软，越软越好玩。直揉到质地坚硬的马

泡蛋儿完全没有了筋骨，变得柔软如泥

手感极好，也失去了原来的青绿之色，像

是水润了一般晶莹剔透，隔着那一层薄

如蝉翼带着脉络的皮肤，体内的籽粒纤

毫毕现、清晰可见。然后放在地上一脚猛

踩上去，随着一声细微的闷响，马泡蛋儿

的籽粒连同汁水四下迸溅，而一旁的野

孩子们却兴奋地大呼小叫，脸上挂满了

十足的快意。

还有酸枣，枣树的同类，但枝条节间

较短，托刺发达，除生长枝各节均具托刺

外，结果枝托叶也成尖细的芒刺。酸枣的

味道，酸酸甜甜，营养价值很高，去了果

肉的枣仁还是中药材。

酸枣树极为常见，田头、路边、山坡、

沟畔……随处都有它们的身影。它开的

花仅有指尖那么大，是一种极朴素的浅

黄色。结出的果子有小指头肚大，皮薄核

大，吃到嘴里酸酸的甜，富含维生素C。
到了成熟季节，沟沟壑壑的山崖峭壁上，

那一片又一片的酸枣树，如同红色的玛

瑙嵌满枝桠，在绿叶的映衬下闪闪发光。

摘酸枣却是一个细致活冒险活，先

用一只手拨开旁边扎手的枝条，另一只

手小心翼翼地摘取那诱人的小枣。枝蔓

上到处都有锋利的尖刺，稍不留神立即

扎破，疼痛难忍鲜血直流。小酸枣长得分

散，只能一颗一颗地摘取，摘取一颗立即

送入口中咀嚼，酸中带甜满口生津。

还有桑葚。桑葚是长圆形的，遍身长

着肉刺。刚出来的桑葚是青色的，一嘟噜

一嘟噜的藏在桑叶里，不显眼，不张扬。

渐渐地，它变成淡红、深红，最后变成黑

紫色。熟透之后，身上的肉刺就软了，摘

一个放进嘴里轻轻一咬，流汁淌液，一种

蜜滋滋的甜味儿，一直渗到心里。

据《食疗本草》记载：桑葚，性微寒，

食之补五脏，耳聪目明、利关节、和经脉、

通血气、益精神。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
抗氧化剂，具有补肝益肾、生津润肺、乌

发明目，对人体有一定的保健作用。

还有苘麻，俗称麻刷。它黑色的种

子，嚼起来特别的香。秋冬季节，它的麻

皮可以剥下来，编成绳子拧成鞭子玩儿，

甩起来啪啪作响。还有棠梨、枸杞果、野

葡萄、灯笼果、水蒲桃……这些野果子，

曾经是野孩子们的童年味道，是纯朴而

美好的回忆。如今，那种让人回味的味

道，似乎已随风飘散。

另外，还有哪个野孩子没吃过烧虫

子呢？烧蚂蚱、烧知了、烧蟋蟀、烧花豆

娘，甚至是烧屎壳郎，这些属于野孩子们

的风味小吃，既好玩又解馋，既营养又解

乏。

怀念童年的野果子。崇山峻岭上，沟

壑渠水间，那熟透了的野果像一片片火、

一片片霞。一团团，一簇簇，压落了叶，坠

弯了枝，向人们炫耀着沉甸甸的喜悦，饱

盈盈的幸福，红艳艳的秋韵。让人常思

念，常牵挂，萦绕心怀。

野果子吃满了，那酸酸甜甜的味道，

仿佛浸润着整个童年。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

同”写出这句话的诗人———刘希夷，汝

州人，虽然他和他那个辉煌的时代都已

成为过往，可新时代的汝州人如今又续

写出了新的篇章。这座曾经“半城煤灰

半城土”的小城，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在全体汝州人民的踔厉拼搏

下，如今已蜕变为“一城青山半城湖”。

这次有幸来到这里，来到汝瓷的原产

地，更像是亲自走进了宋徽宗的梦，那

一抹天青醉了古今！本以为这个经历过

洪灾和疫情的小城会千疮百孔，破败不

堪，没想到一下高速就颠覆了我的认

知：平坦宽阔的马路两边，全都是公园，

一刹那似乎到了水乡江南，原来汝州如

此美丽！

通过朋友的介绍，我更是了解到汝

州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历史悠久，文化底

蕴深厚。远古时代，大地之母———女娲一

族曾在这里活动，汝水（今汝河）因此而

得名；6000多年前先人们在这里创作了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其缸体上的《鹳鱼石

斧图》，被专家称为中国画的鼻祖，现为
64件不可出国展出的珍贵文物之一；
4500多年前，黄帝在这里问道广成子，中
华始祖聆听道家先贤的治国之道；4300
多年前，尧打算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愿

接受并为此到河边洗耳，这就是汝州现

在的洗耳河；1800多年前修建的风穴寺，
是七祖的埋骨地（据文物专家考证，在全

国现存一百多座唐塔中，保存完整的只

有6座，而这座七祖塔就是其中的一座），
同时也是红遍大江南北的李连杰版《少

林寺》的取景地；1300多年前，汝州人孟
诜著作了《食疗本草》，是世界上现存最

早的食疗专著……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了解到汝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后，我迫不

及待地开启了汝州之旅。第一站，我们到

了汝州职业技术学院。这个依山而建的

大学，美丽新颖，别具一格，创新务实的

领导班子，勤奋好学的莘莘学子都给我

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最让我难忘的是

依托汝瓷而设的特色专业———陶瓷设计

与工艺专业。在这里，我看到了汝瓷烧制

的七十二道工序，看到了老师和学生们

那“合于天造，厌于人意，浑然天趣”的创

意设计，体会到了手工拉坯的那种乐趣，

更是有幸看到了汝瓷大家的名作，认识

了全国陶瓷行业的“大国工匠”———朱文

立老师。短暂的参观尚未尽兴，即将前往

下一站。美丽的汝职，期待下次相见。

第二站，我们到了汝州青瓷博物馆。

这是河南省第一家以青瓷为主的专题性

博物馆，东邻城市中央公园，北靠风穴寺

国家森林公园，周围风景美丽如画。她的

外观借鉴汝窑天青釉莲花碗造型，主体

以八片花瓣组合而成，顶部排列冰裂纹

窗花，入口处为瓶形剪影，整个建筑简约

大气，让我深深震撼，尤其是在夜晚灯火

璀璨的时候，美轮美奂，尽显青瓷的浪

漫，里面的藏品更是让人赞叹。其中窑口

涵盖广泛，有汝窑、张公巷窑、钧窑、定

窑、邢窑、越窑、龙泉窑、建窑、景德镇窑、

吉州窑、耀州窑等真品精品，为瓷器研究

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撑。这所国家二级

博物馆，“AAA”级景区是很好的研学基
地，欢迎您的光临！

中午我们尝到了汝州美食———羊肉

汤，一向饭量比较小的我，竟然连喝六

碗。值得一提是这里的特色美食：锅盔馍

夹卤猪肉豆腐皮、汝州素胡辣汤、粉皮、

水饺等等都是一绝，尤其是夜晚洗耳河

两边，那熙熙攘攘的夜市摊，更是能让你

感受到什么是人间烟火气。

饭后，稍作休息，我们继续开始游

学。第三站，我们来到了汝州宣和坊汝瓷

有限公司，这是一家集仿古汝瓷和现代

工艺瓷研发于一身的大型汝瓷企业。董

事长杨云超大师，开辟了汝瓷产业规模

化、标准化、产业化的道路，使传统汝瓷

产业与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相结合，为汝

瓷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先行先试的经

验。在这里我们参观了生产车间并有幸

与杨大师进行交谈，这是与历史的对话，

是与汝瓷匠心的创意相遇，这一刻擦出

了千年不熄的美丽火花！

第四站，我们参观了冬青汝窑。董事

长刘冬青大师，是汝州第一位科班出身

的制瓷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与瓷，汝州

独特的水土造就了汝州人与瓷特有的

美！这位女大师人如其名，人如其瓷：清

淡含蓄，似玉非玉，温润典雅。走进她的

三层仿古建筑———见汝，让我们深刻体

会到了她的创作理念：追求自然风韵，原

汁原味传承祖先留下的文化基因，追求

汝瓷温润的天青梦。她坚持原产地全矿

物釉环保理念，致力于宋瓷文化的传播，

宋瓷精神的弘扬。愿她的事业四季常青，

同时也期待在她的见汝小院里面遇见

您。

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汝瓷小镇的

核心区———汝瓷博物馆。它的外形取材

自汝窑传世器型葵口洗和莲花温碗，为

圆形中空建筑，整体采用天青色开片纹

玻璃幕墙包裹，极具汝瓷神韵和现代气

息。站在旁边，仰天而望，那一抹天青似

乎融入湛蓝的天空，彼时，真正体会到了

什么是“天人合一”，辽远、空阔、神秘，甚

至于有了“念天地之悠悠”之感。

一天的行程匆匆就结束了，还有好

多地方没有走到，留下了遗憾，同时也留

下了想念，期待着下次能好好欣赏下“汝

州三宝”———汝瓷、汝石、汝帖，看一看天

下奇观———汝州怪坡，拜访下禅宗祖

庭———风穴寺，感受下万古神汤———汝

州温泉……

临行时，朋友告诉我：汝州的红叶即

将布满山野，“天青色等烟雨”，美丽汝州

等风也在等您！

风起夏渐暮，

落叶已知秋；

雨，淅淅沥沥；

心，思绪绵绵；

……

退休后在干什么？亲朋好友不断有人这样问我。

说实话，上班的38年，教书育人，忙忙碌碌。没空玩，也不会玩
儿。刚退休那阵子，不用上班，还真不习惯。一时心里空落落的，手

足无措，不知道该干什么。

幸亏几十年有早起的习惯，就去公园玩。认识了娥姐、倩姐、仙

姐、勤妹、芳妹等七八个好姐妹，大家一起跳跳广场舞，练练八段

锦，打打功夫扇。也跟着马老师、李老师学站桩，云手，步步禅。

高手在民间，更在身边。在公园晨练，我们有幸结识了陈氏

太极高手———任现民老师。他性格温和，面容和善，气定神闲；

他功力雄厚，动作松柔，拳艺精湛；他艺高品正，慈心指点，诲人

不倦。他十几年来，曾连续多次代表汝州参加省市级和国家级

武术比赛，获得“全国武术之乡”拳术金牌剑术银牌等多项殊

荣；他不嫌弃我们年龄偏大，基本功差，自由散漫，从一招一式

开始教我们；他带领我们晨练气功———八段锦、五禽戏、易筋

经、六字诀、大舞、马王堆导引术。教我们太极基本功———缠丝

功。教我们陈氏18式太极拳和陈氏49式太极剑。三个月来，由于
坚持，感觉筋骨舒展，身康体健。

太极拳具有显性的运动美。它像流动的诗，立体的画，动中有

静，静中有动。动作舒展，姿势优美，轻灵活跃，连绵不断。

遇见太极是一生的幸运。自从练习了太极拳，便像找到了生活

中的知己，便有了诗情画意的人生。从此便踏上了一场太极修行的

道路，自律的去锻炼身体。

太极练的不只是外在功夫，更是心性修为。不以功夫论长短，

而以心宽养生为至上。太极是一场人生的修行，是一种别致的生

活。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心灵境界，一种世界观。太极阴阳玄理明，

万变千化不离宗。太极拳，一种动与静的结合，柔与刚的交融。学会

太极，其实是学会一种生活，学会如何幸福的生活。在忙碌生活中

享受这份放慢时间的惬意。

太极拳是快乐拳，更是魅力拳。一招一式，无不让身体与心灵

和谐统一。在清新幽静美好的环境中打太极拳，犹如漫步在茫茫宇

宙中。人的意念感觉会悟出太极的精华，感觉到人与大自然的共

存。拳意绵绵，身心舒服，自我陶醉，享受在忘我之中。

大凡练太极的人，都会喜欢上静。

静，不是普通层面上的安静。而是把静当成一种品德去修

行。在太极无声的世界里，于静中沉淀人生，于静中修悟思考，

于静中禅悟生命。人生需要一套属于自己的太极，一种智慧与

健康的人生。做好自己，习练太极，持之以恒，在太极中感悟人

生。人生无处不太极。太极人生，会看透尘世。不求大富大贵，

心生淡然，淡然如花。

包容，正是太极人生的博大襟怀。不喧不吵，静静地守着岁月；

不怨不悔，淡淡地对待自己。原谅就是解脱，知足就是放下。忍，不

是傻，是容，也是度；让，不是弱，是品也是德；与人为善，不是笨，是

根，也是本。做人，高在忍，贵在让，美在善。

遇见太极，遇见更好的自己。

渐渐老去，我不回避。白发见证了走过的岁月，皱纹诉说着沧

桑的过去。与太极相伴，就会心如止水，宁静透亮。

渐渐老去，我不叹息。忘记昨日的拼搏，停下攀登的脚步。与太

极相伴，沐浴冬日的暖阳，享受夏日雨后的清凉。在慢生活里，与自

己来一场思想对话，感悟生命的美丽。

渐渐老去，我不萎靡。没有青春的容颜，没有激情四射的身体。

与太极相伴，我的步伐依然矫健，我依然有坚挺的身躯。

渐渐老去，我不空虚。远离无意义的应酬，远离名利得失的纷

争。与太极相伴，我更加淡定，更加从容。把时间交给内心，聆听的

是灵魂深处的节律。

渐渐老去，我心欢喜。与太极相伴，阴阳合德，张弛有度，收放

自如。与太极相伴前行，总会收获满满的正能量。

时光在前行，太极也在往前走。与太极相伴前行，在时光的流

淌里，不能停止成长的脚步。

每天的坚持，每次的汗水，只为太极中的那妙不可言。

生命不息，太极不止。

愿太极伴随余生，遇见更多美好、美丽、美妙的瞬间。

野 果 子 吃 满
荫李晓伟

天青色等烟雨，汝州在等你
荫王玲玲

遇见太极

遇见美好
●唐素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