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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星版3昊旭潘：辑编刊副池杯流

一条流淌着光阴的河

细诉着沧海桑田的过往

大栅栏 一步一个百年老店

把古老与簇新在潮流中交汇

像一群头童齿豁的老者

步履蹒跚在岁月的洪流

饱经沧桑的深邃目光

神采焕发地注视着远方

瓦砾上布满了青苔

氤氲着郁郁沉沉的醇香

洗去了世俗的羁绊和束缚

曾经沧桑的脸庞

枯木逢春般洋溢着光芒

那承受生命悲喜后的从容

挥洒出一行幽远而淳厚的诗意

让脚步声从此灵动与高亢

悠闲惬意地细数着岁月的年轮

那些不老的古老街巷

淡定地盘踞在喧嚣的都市

路边婆娑着碧绿的疏影

为这里增添了生机与渴望

流动的时光凝固着流动的人潮

一束阳光倾泻在瓦蓝瓦蓝的天空

射进人们凝重的心房

辉煌与没落 矜持与寂寞

屋檐上的雨滴忽轻忽重

那些美好的回忆不曾遗忘

那些熙来攘往的心事

早已斑驳成墙面的印记

缠绵起伏又波澜不惊

静静地护佑着一方福地

指尖 却留不住流淌的时光

清新的人流 欢快的笑语

如今 一直在这里回荡

眺望北方

让目光越过正阳门

越过人民英雄纪念碑

还有那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

蓝天白云 心驰神往

把天安门瞩目的无比辉煌

周末照例回家看父母。院子里静悄悄

的，只有母亲正在给花草浇水。

花池里那盆郁郁葱葱的麝香菜让我瞬

间心生喜悦。绿油油的叶片在阳光下散发

着诱人的光泽，长圆形的叶片边沿长着细

小的锯齿，叶片上细细的脉络恰如少女绿

色裙裾上的真丝褶皱。亭亭玉立的叶子，你

挨着我，我挤着你，互相偎依着，微风一吹，

你摇我摆，左右摇曳，互相嬉戏着。我仿佛

听到它们摇着可爱的小手热情地招呼我：

“欢迎回家，欢迎回家！”

看着那些可爱朴实的绿色精灵，我不

觉低头抚摸它们。霎时，一股清香顺着我的

指尖飞上了我的衣袖，萦绕着我的周身，让

我沉醉不已。好久没有吃过麝香菜蒜面条

了，儿时的记忆随着麝香菜独有的香气袅

袅升腾，一下子弥漫铺开……

当布谷鸟的声声啼鸣绕着村庄催促我

们磨镰割麦时，乡下的三夏农忙时节便如

约而至。

“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那时还没

有机械化，收割麦子靠的是一把把镰刀、一

辆架子车、几把木叉、木锨、一台脱粒机。焦

麦炸豆，全家人都要上场。早上四五点钟，

父母便叫我们起床下地割麦，说趁早上有

露水，麦子潮润，不容易脱粒减产，而且早

上也凉快。

“君看大麦熟，颗颗是黄金。”看着金灿

灿的麦子，收获的喜悦让父亲从不知疲倦。

可我和哥哥那时还未成年，总觉得割麦太

苦太累，太阳烤得我们口干舌燥，麦芒扎得

手臂通红，弯腰的姿势持续时间长了腰酸

腿痛。等收割好麦子，装车拉到打麦场上

时，又累又饿的我回家躺在床上一动也不

想动。

而同样劳累的母亲则张罗着给我们准

备可口的午餐。母亲先从菜地掐一些麝香

菜的嫩芽尖，放在水里淘洗干净，剥几瓣大

蒜，放在石臼里捣碎，再加上盐、五香粉、酱

油等调料，加入一些凉开水搅拌均匀，再淋

上几滴香油，撒上一些芝麻盐，一碗色香味

俱全的调料汁就好了。洁白的大蒜在麝香

菜的渲染下，白里透着绿，清悠悠的汁液上

飘着金灿灿的油花和芝麻花，别提多诱人

了。

母亲接着给我们擀面条。母亲擀得面

条又筋又光滑，面条下熟后，母亲把面条放

进刚从井里打出来的井拔凉水中拔一下，

丝丝缕缕的面条便一根根分分朗朗了。舀

几勺麝香菜和蒜拌成的淡绿色调料汁，浇

在白色的面条上，再滴几滴醋，轻轻一搅

拌，一碗白里透绿、晶莹剔透的麝香菜凉面

便大功告成。

洁白的面条透着浅浅的绿，透着浓浓

的香，又累又饿的我一下子被勾起了食欲。

我用筷子迫不及待挑上一大口，哧溜哧溜

吸进嘴里，清凉爽口，细细咀嚼，面条筋道，

蒜香辛辣，麝香缠绵，香醋爽口，香油浓郁，

芝麻喷香，怎一个爽口了得？简直比山珍海

味都让人怀念。

儿时的麝香菜凉面在麦收时节给我们

全家带来了清凉滑爽，惬意满足，劳累和燥

热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吃完之后，香气

缭绕，唇齿留香，一种淡淡的兰花香味，丝

丝缕缕环绕着，一直从舌尖进入到喉咙，萦

绕在肺腑之间，回味无穷。

午后，坐在打麦场上旁边的夏日凉荫

里，东南风徐徐而来，携着淡淡的泥土清香

和麦香，拂过整个村庄，打一个饱嗝，麝香

菜的清香依然在肺腑间回荡。

美好的时光，收获的希望，丰收的喜

悦，就这样弥漫在麝香菜的香味中，心一点

点宁静，身体一点点凉爽，透着平凡烟火气

的麝香菜，在打麦场上的收获季节里一直

萦绕在我的脑海，直到现在依然让我向往。

想到这，我说：“妈，今天中午咱吃麝香

菜蒜面条吧？”

说着，我的指尖早已伸向麝香菜的嫩

芽了。记得母亲教过我，麝香菜要只掐尖尖

上的嫩芽，越掐它长得越旺。麝香菜在阳光

的沐浴下，每一片叶子都泛着绿油油的光

芒，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依旧是儿时记忆中

的模样。

麝香菜，又叫留兰香、十香菜、鱼香菜、

升阳菜等，不但好吃，还是一味中药材，有

解表、和中、理气之功效，对感冒发热、咳

嗽、头痛、咽痛、胃肠胀气、跌打瘀痛都有一

定疗效呢。

麝香菜除了做调料，还可以配上新鲜

的核桃仁、花生仁、杏仁、木耳做成清凉可

口的凉拌菜，也可以做麝香菜炒鸡蛋、菜

汤、烙菜馍，不管怎么做，都香气扑鼻，好吃

得不得了。

回城时，我从妈妈家的花池里移栽了

几棵麝香菜。它的生命力极强，栽在花盆

里，一个夏天，原来稀稀疏疏的几棵已经蔓

延覆盖了整个花盆，葱葱茏茏，在阳台上散

发着淡淡的清香。

伴随着那股清香，故乡的滋味，故乡的

气息也从乡下搬到了我的小屋。每次想家

的时候，我都会掐上几片翠绿的叶片，吃上

一碗麝香菜蒜蒜面条。

那淡淡的香气，连着我和故乡的情，牵

着我和妈妈的爱，永远萦绕在我的心间。

我没有单独出过远门，哪怕是省会郑

州这个原本不算太远的地方，也没有独自

前往过。

平素出汝，或培训学习，或游山玩水，

或访亲探友，总有人结伴。那些坐车劳心的

麻烦事总有人安排着想。到哪坐车下车转

车，向哪个方向走，我从没应过心。以至于

今年春天和小女一块坐火车去洛阳时，发

现自己连地铁也不会坐。

前几日想坐火车去郑州探望小女，因

为是独行，从购票到坐车真是难为了我一

回。

线上购票被公认为较便捷的方式。几番

操作下来，我却未能如愿，最后骑车到车站用

笨办法搞定。所幸，彼时人少不用排队也不算

太费事。购票的事，本来小女可以轻松搞定，

可她说必要的东西，我得自己锻炼学习。

下火车时还要转乘地铁。因为坐得少，

尽管小女说会去接，我还是免不了内心凌

乱。早早准备吧。

首次单独出行，我真是攒足了劲。

火车是下午3：54的班次。同事帮忙提

前50分钟把我送到站上。验身份证，过安

检，进候车厅，我开始用心观察。

坐车的人真不少，男女老少都有。偌大

的滚动电子屏上清楚显示着每一班次火车

的具体信息。厅里有空凋也不热。找一空座

位坐下来，弄清楚了自己所乘班次的检票

时间，心一下子就安然了。

坐上车，看下车程得两个多小时。想着

到站女儿刚好下班有时间接我，心里顿觉

踏实。

两个多小时，想睡会儿又不敢，一是不

太方便，二还怕坐过站。

周围的乘客，听他们闲聊，好几个都是

去上海的长途，一个三四十岁的男子也是

在汝州站上的车，坐位上就打算眯会儿。对

面一个二十出头的帅小伙引起了我的注

意，他戴着眼罩一直在聊天，听内容，判断

他刚入职高中教育，正跟女朋友吐槽。我也

是教师，途遇同行，顿时就有了亲切感。见

他跟女友聊完，就主动搭讪。

他很优秀，郑大毕业，通过当地高中招

教考试，教高一物理，刚体验一个多月。这

次去郑州是看望同是郑大毕业现在就职银

行系统的女友。他比我女儿小半岁，他们一

样，都是刚刚大学毕业，都体验过考研、考

公的不易，现在又都刚刚入职。我俩又是同

行，可聊的话题比较多。两个多小时的行程

在轻松愉悦的聊天中不知不觉已到站点。

小伙子很热情良善，下车时，不仅帮我

提行李，得知我不擅坐车，又送我到地铁

站。怕我不会坐地铁，小女本来打算到火车

站接的，当得知大学生已送我到地铁站时，

就告诉我地铁到站的站点，让我自己乘过

去。说两元钱八分钟就到了，她在那接我。

本来坐地铁用支付宝很方便，可关键时刻，

我的手机却掉链子了，用数据也打不开网，

老是转圈儿，身上也没带现金。无奈帅小伙

又用他的手机帮我买了一张现金票。虽然

只有两元，却足以令人温暖感动。我羞愧极

了，要加他微信，以便有网时还钱，小伙子

开了热点，我们互加了微信。我非常感谢他

的相助，他却坦诚地说，坐车正无聊呢，我

刚好陪他聊聊天。

说来也怪，坐上地铁不多时手机能打

开网了，我赶紧通过微信诚挚地把钱还给

小伙，并表示了真诚的谢意。

和小女碰上面，回到出租屋，讲了车上

事。小女笑了，说她老妈贵人遇贵人，首次

独行还算顺利了。

勇敢独行是为了闺女，看孩子居住环

境安全便利舒适，颇为安心。租住小区不仅

离她上班的公司近，而且还紧邻农贸市场。

市场里面，吃的、用的、生的、熟的、荤的、素

的、修鞋修衣服理发的一应俱全。出小区不

远处就有地铁口，坐地铁两元钱就到火车

站，回家也很方便。工作上，小女积极主动，

勤奋靠谱，不惜脑力，两个月已基本融入团

队。至于一些烦心事，初入职场，大都是一

样的。困难在所难免，有困难才会有成长，

成长了才能站稳脚跟长远发展。年轻人也

需要磨砺锤炼，我相信我勤奋踏实优秀的

孩子有能力应对一切，祝福她！

在郑州待了三天，第一天帮女儿收拾

新租住的房子。第二天女儿带我坐地铁购

物转街。第三天下午返程。在坐地铁闲转的

过程中，女儿教我察看每一站台的路标和

车行标识，发现，坐地铁也不是难事。

返程的旅途也不孤单，偶遇了我同住

小区的三名老乡，我们刚好同一班次。一路

结伴一路闲谈。

当然，经过这次出行，购票，坐车，乘地

铁的事，都不是事了。一切都不难，只是有

时候有了依靠，不想、不太用心罢了。

女儿给我下载了“铁路12306”APP，天

南海北线上购轻松搞定，下次再出行就不

用费那么大劲了。

以前，不敢单独出行。以后，我的路可

能要走得远了。因为我留心了，有了出行坐

车的经验和信心。

人生需要经验。出行如此，工作亦然。

注意留心，用心积攒。人生的路会越走越

远！

这几年的七夕，再没有久别情人无语凝噎似的雨滴，我们也不再躲

在自家的葡萄架下听那缠缠绵绵的低语。

今年的七夕夜晴朗朗的，月亮像一枚刚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柳叶，温

润、透明、光洁，从她的那份婉约里，能感受到有情人痴痴的情意。

立秋已有些时日，些微的风里捎带着丝丝秋意。夏日的余温还没有

退去，小区广场的夜仍然是沸腾的。人们早早地吃罢晚饭，选择不同的

运动方式，出一身淋漓的大汗，宣泄三伏天的暑热。小孩子风一样的在

广场上跑，小手抹汗把脸涂成了大花猫。广场南侧的空地上，几人在拼

杀羽毛球，雪白的羽毛球在空中“唰唰”地飞来飞去。广场舞把夏夜的

“文艺大会演”推向了高潮。随着狂放的舞曲，老大妈或俏媳妇们，不再

顾忌平日的忸怩与拘谨，释放的是生命燃烧的璀璨。

夜渐渐深了，恢复了繁华落尽后的宁静。在有月或无月的夜晚，我

常常喜欢徜徉在小区静静的夜色里。此时的一弯新月，变成了一枚娇嫩

的淡黄色的花瓣，镶嵌在灰蓝色的夜幕中。虽不及满月，但她的光华也

足以迷醉每一位情谊满满的人。仰望明月，像望向倾心痴意的人儿，于

静默中，心迹如山泉潺潺流淌……

疏影横斜，小虫啾啾，夜空中几朵星辰若隐若现……小时候，一样

的夜色，姊妹几个依偎在妈妈的身边，躺在自家的平房顶上，斑斓的夜

色就那么一览无余地呈现在面前。一颗流星倏然划过，几声犬吠，一声

响彻夜空的长长的驴叫。夜里美丽宁静的小山村无数次在梦中呈现。

英国十九世纪经典的爱情小说《简·爱》我读了多遍。第一遍“读”也

是在这样的夜晚，每晚固定的时间，砖头块收音机贴在耳旁。躲开弟妹

们的纠缠，独享故事情节里无数次的震颤。“纵然我不美丽，贫穷，卑微，

但我也是有自尊的，我也渴望平等。”“你以为我穷，不漂亮，就没有感情

吗？如果上帝赐予我美貌和财富，我也会让你难以离开我的，就像我难

以离开你一样！”这是坚强、独立、勇敢，外表朴素却内心绵密的小姑娘

简·爱的话。她身上透出的那种敢于战胜一切苦难，坚强、独立，追求幸

福，要求平等的精气神，穿越时空与国界渗透在我的成长的每一个阶

段。“是你吗？———简，来，快到我身边来！”男主人公罗切斯特先生那充

满磁性，深情款款的呼唤，牢牢攫取了一个偏远山村黄毛丫头的芳心。

“你没有帅气、英俊的外表，但你为我撑起了一片天；你不是令人敬

慕的大英雄，但你是我心中的神！”这是女儿经常看的动画片中，红太狼

对丈夫灰太狼的一段真挚表白。

是的，面对七夕明月，没有玫瑰花，没有软语呢喃，但柴米油盐的日

子里，有关切的问候，有一粥一饭的慰藉，也就是真实生活里永恒的浪

漫了。

七夕明月不知什么时候悄悄隐去了，没有月华的夜色一样迷人。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又是七夕节。

七夕，是每年的阴历七月初七，这一天

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爱情节。每年到这一天，

女孩子们都要乞巧，所以老百姓叫她乞巧

节。

我与妻走到一起，每年的七夕节都当

大节日过，很隆重。每到这一天我都会给妻

发红包、送祝福、写文章以作纪念。

往年的七夕节我和妻晚上都有空闲，

免不了晚上在一起过一个浪漫生活。今年

的七夕节我要上夜班，妻是白班，不知道能

不能还和往常一样在一起过我们浪漫的小

日子。

以前我在矿上上班，自由一些，空闲了

可以在电脑上写点东西。现在当了门官，因

为职责所在，不能看手机，也没法写写画画

搞自己的爱好。好在今天周末，上班不是很

紧张，所以在小小的值班室里，当贼一样偷

偷摸摸地给妻发个红包，写两句祝愿，赶紧

把手机放下。停一会，看看四周，还是冷冷

清清，没有车辆出入，没有人员来往，又大

起胆子想写两句。

传说，七夕节起源于汉代，东晋葛洪

的《西京杂记》有“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

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的记载，这便

是我们于古代文献中所见到的最早的关

于乞巧的记载。其实在民间流传的民间故

事《牛郎织女》，更让人觉得才是七夕节的

正统。

据说，牛郎是南阳城牛家庄的一个孤

儿，依哥嫂过活。嫂子马氏为人刻薄，经常

虐待他，他被迫分家出来，靠一头老牛自耕

自食。这条老牛很通灵性，有一天，织女和

诸仙女下凡游戏，在河里洗澡，老牛劝牛郎

去取织女的衣服，织女便做了牛郎的妻子。

婚后，他们男耕女织，生了一儿一女，生活

十分美满幸福。

不料天帝查知此事，派王母娘娘押解

织女回天庭受审。老牛不忍他们妻离子散，

于是触断头上的角，变成一只小船，让牛郎

挑着儿女乘船追赶。眼看就要追上织女了，

王母娘娘忽然拔下头上的金钗，在天空划

出了一条波涛滚滚的银河。牛郎无法过河，

只能在河边与织女遥望对泣。他们坚贞的

爱情感动了喜鹊，无数喜鹊飞来，用身体搭

成一道跨越天河的彩桥，让牛郎织女在天

河上相会。王母娘娘无奈，只好允许牛郎织

女每年七月七在鹊桥上会面一次。

由于农历的七月七正当雨季，所以这

一天常常下雨，人们便说这是牛郎织女的

眼泪。农村中的一些少男少女还会趴在豆

角架的下面，据说可以听到牛郎织女的悄

悄话。

因为牛郎织女的故事美妙动人，所以

直到今天，人们还常常以“牛郎织女”来描

述夫妻的恩爱。

每年入秋的第七天，我们总会看见喜

鹊的头顶突然秃去。相传这天牛郎和织女

在银河的东岸相会，役使喜鹊做桥梁从它

们头顶走过去，所以喜鹊头上的毛都被踩

秃了。

七夕坐看牛郎织女星，是民间的习俗。

小时候夏天的夜里，人们都在自家院子里

的地上铺上席子躺地上睡，仰着脸就可以

看到牛郎织女，还有天河。也许是受到传说

的影响吧，心里恨王母娘娘太坏，恨天河无

情。

小时候最喜欢听奶奶讲故事，特别是

牛郎织女的故事。听着故事同时奶奶会指

着天空给我介绍，在头顶附近，银河中间与

两边有3颗明亮的星星，其中最亮的一颗呈

青白色，她在银河西北边，这就是织女星。

织女星的下方有4颗较暗的星，组成小小的

平行四边形，它们就是神话传说中织女编

织的美丽云霞和彩虹的梭子。另一颗亮星

在织女星的南偏东，即银河的东南边，他就

是牛郎星。牛郎星是颗微黄色的亮星，在他

两边的两颗小星叫扁担星，相传是“牛郎”

和“织女”的一对儿女。

夜晚看天空，牛郎织女并不远，仿佛面

对面，就像我和妻夜晚坐在沙发上，中间隔

着桌子。现在天文专家表示，牛郎和织女虽

然每年七夕都要上演鹊桥相会的好戏，但

实际上，他们永远不会相会。因为二者相距

约16光年，即约151万亿公里。天文专家提

醒说，牛郎星和织女星之间的距离是相对

恒定的，“七夕夜”也不例外，彼此的距离不

会在这夜缩至最小，这是科学，不由人不

信，但我还是相信我们的传说，七夕晚上，

牛郎会织女。

时光匆匆，到下午了，离夜晚越来越

近，心莫名其妙有点惆怅，希望落日余晖里

能看到彩虹。

彩虹，正是天上的鹊桥。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也包括我和

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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