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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玉明

■
印
子
君

最忆端午
泥鳅粑

祖母经验丰富，做的泥
鳅粑，火候适中，色泽
好，味道正，当每次装满
泥鳅粑的圆盘刚放在桌
子中央，我总是迫不及
待地伸手夹起一条放进
口中，细细咀嚼起来，那
绵扎、那油香，百嚼不
厌，越嚼越有味，越嚼越
想吃，于是吃完一条又
夹一条，吃得满嘴油亮，
还没吃够。

端午花

云影天光，花繁叶茂，翠绿掩
映，不觉到了农历五月，迎面就是
端午节。

作为传统节日，一提到过端
午节，大家就会想到划龙舟、吃粽
子、挂艾草（我们当地叫陈艾）和
菖蒲等习俗。而对于我，儿时过
端午节，除了在门上挂艾草和菖
蒲外，印象最深的却是吃泥鳅粑。

我出生在川南乡村，自能记
事起，过端午节没吃过粽子，家家
户户都时兴吃泥鳅粑（老家当地
口音，管叫鱼鳅儿粑）。不仅我所
在的村组是这样，而且我周围的
乡镇都是这样。这一习俗，不知
在其他更广泛的区域能否找到例
证，尚未考证。

所谓泥鳅粑，并不是用泥鳅
做成的粑，而是用麦子面粉为原
料做成的鳅状粑。时值五月，正
是我们当地麦收时节，泥鳅粑自
然是用新麦面粉制作。当时，由
于条件所限，本地还没有机动的
面粉机，因还没通电，更说不上用
电动机，好长时间，每户人家都是
用石磨来磨制面粉，石磨是靠人
工推动旋转，碾磨出的面粉不仅
有麸皮混在一块，而且远远不如
现在的机动或电动面粉机磨制出
的面粉精细，但从营养学来说，磨
制的连麸面粉营养价值更高。新
麦面粉准备好后，倒入小盆或陶
钵中，再加入适量的水（若喜欢甜
味，就在水中放入少许白糖或糖
精；若喜欢咸味，就放入少许的
盐），用手将湿面粉揉成软泥状，
然后再每次取少许湿面揉搓成一
条条的泥鳅状，放在案板上，等锅
里的菜籽油烧煎得滚沸后，再把
揉搓好的“泥鳅”，逐一放入滚沸
的菜籽油中。每一条“泥鳅”，一
接触到油面，就被烫得浑身发出

“吱吱吱”的声音，当“泥鳅”没入
油中，随着油的渗入和热力冲击，
渐渐由白色变成浅黄，再由浅黄
变成金黄。一条条“泥鳅”，因油
的滚沸，在油锅中一沉一浮的，似
乎有了生命力，乍一看去，像是一
群泥鳅在锅中游动着。为了让油
渗得更透，每次总是要给一条条

“泥鳅”翻一次身，当通体金黄，炸
得恰到好处的时候，就要及时从
油锅中捞起来，放入灶台的圆盘
中。如果捞晚了，“泥鳅”很有可
能被炸得焦糊，那就影响味道了。

我们那地方地处偏远，当时
乡场上苏打粉不容易买到，家里
做泥鳅粑的面粉都没经过发酵，
没能让面粉变得膨松，尽管如此，
却丝毫没影响泥鳅粑在我味觉中
的口感。

端午节家里每次吃泥鳅粑，
都是祖母一手操办。从磨面、揉
面到油炸，每一个环节，老人都做
得一丝不苟、有条不紊，都在默默
付出辛劳。祖母经验丰富，做的
泥鳅粑，火候适中，色泽好，味道
正，当每次装满泥鳅粑的圆盘刚
放在桌子中央，我总是迫不及待
地伸手夹起一条放进口中，细细
咀嚼起来，那绵扎、那油香，百嚼
不厌，越嚼越有味，越嚼越想吃，
于是吃完一条又夹一条，吃得满
嘴油亮，还没吃够。尤其是，这天
是端午节，门上的艾草和菖蒲散
发的一丝丝清香弥漫在屋里，有
一种特别清爽而神圣的感觉，在
这样的氛围中，品尝着泥鳅粑，简
直是一种不同凡响的享受！

后来，在外上学和进城生活
后，逢端午节，都是随着大家的习
惯吃粽子，没再吃泥鳅粑了。不
知不觉，泥鳅粑离我越来越远了，
可关于泥鳅粑的记忆却始终那么
深刻，每次过端午节总会想起，只
要想起泥鳅粑，过世多年的祖母
的身影又浮现在眼前，感觉老人
仍站在石磨前磨制面粉、在灶台
前油炸泥鳅粑，而泥鳅粑的味道
就是一种最祖母的味道，它胜过
了世间任何美味！

诗咏端午，缅怀先贤。6 月 20 日，市作家协会“乐山
诗群”举行的2020年端午诗会在市中区棉竹镇举行。20
多位乐山诗人以诗寄情，用一首首真挚动人的原创诗篇，
缅怀屈原，共度端午。本期海棠版特摘登此次“端午诗
会”的部分作品，以飨读者。

——编者

忆菖蒲

■ 罗国雄

悲伤是失去了孩子的母亲
她突然走进一个人心时
像在迎迓一场暴风骤雨
身体里早已泥泞不堪
既无瓦盆可倾
也无屋檐躲避

但她还爱着这样的人间
骤雨初歇，恩怨洗净的村路旁
比我更快到来，又更快离去的
一株叫菖蒲的植物被连根拔起
在她临死之际，细瘦的秆稃
像剜走了我心跳的剑状的手
还举着一片湿漉漉的天

她的爱会有力不可支的时候
时间也终将松开攥紧的拳头

对一条河流的盘问

■ 程川

自从那一次邂逅
你就不仅仅是一条江河了
一条流淌的白绫，挽成
一个个漩涡的死结。屈子
和追随们，至今没有解开

背负了千古的罪名，只因
收留了不该收留的人
于是端午，不仅仅是一个节日
还是，常拭常新的一个审判席
把活着和离去的迎来送往

听候宣判——
江涛和江风，屏住了鼻息
躺倒的汩罗江霍地从梦中
又一次，站立了起来！

端午的拉锯

■ 廖淮光

我们在田野躬着背、流汗、苍老
栽种活命的稻谷

机器是后来的事，吹糠见米
像贝壳分娩珍珠

流水如锯。屈原在那头
我在这头，我们都很用力的拉扯

月光是洒下的锯末
我们抓不住，那个投石问路的人

最终抛出的是一把米
一些散落为漫天星辰，一些被绿叶包
裹沉入水底

锯过的田野，显现出断裂的年轮
再后来的事，那个人晒米一样

晒出白发，晒出骨头
月光因此有了小小的塌陷

大地上，长满青草的坟莹
像一个个棱角分明的粽子

逆流而上

■ 沙雁

血液的乡愁，依然还得从水里说起
或太平洋，或东海滨，或长江，或黄
河，或汨罗

我濯过脸也濯过足的大渡河
早已被唤作了母亲河

世上本无路。卵石圆润，成就了脚下
的平坦
青萍出淤泥，绽放洁白的莲。掉进悠
悠长河，
我能不能开成一朵承上启下的浪花

夏天炽热而明亮
橘树根深蒂固，鸣蝉居高自远

正午阳光下，某个身影像蝴蝶飞过两
岸田畴
子规声声里，让生风的羽翼搭乘我逆
流而上

大风吹过菖蒲

■ 龙小龙

每到端午时节
大风就会趁着酒性一阵狂舞
菖蒲的叶子
是它手里的一柄利剑

它的助兴让人间更显欢腾
龙舟竞相飞天
雨水，源于五谷的内心，飘洒着
像年年翻唱而不朽的诗篇

大风威武，淋漓尽致
惟有这一天
挽留住了奔跑的江河
喊醒了水底砾石的百年孤独

端午劫

■ 梁先琼

我突然醒来，惊于一只溺水的粽子打
翻江水

楚地遥远，水路不通
语言所到之处开满鲜花和藩篱
楚王熟睡，郢都略微倾斜
灯光柔和。按下诸多细节不表

江水浩荡，以一分钟一个页码的流量
夹杂着王朝的生死
当它流经手掌的时候，我感觉不到它
的温度
只有一个人的挣扎增加了河水的重量

所有喧哗都停止了
都停止了。伴随天边最后一颗星子落

涉江（散文诗）

■ 徐澄泉

一幅山水里，屈原站在船头上，看风景——
龙形的舟楫随流而下，一篙一篙，击

打滔滔长河，大浪淘沙。
沿岸的看客，有的手执芷兰蕙艾，口

诵后皇嘉树，把楚山楚水赞了个遍；有的
行吟泽畔，怒发天问，哀民生之多艰。

而更多的美人，奏乐歌，邀神巫，占吉
凶，只关心屈原或明或暗的前程。筮草和
龟甲，明确指向：水和鱼。

水，沧浪之水，载舟之水，覆舟之水，
可养鱼，也能淹死屈原的深呼吸。

鱼呢？在水里，在渔父的渔网里，在
庖丁的刀俎上。

仰望屈原的君子，自此远离河岸与庖
厨。他们乘风御驾，栖于云端，食美玉，饮
初露，做一个光明灿烂的云中君，不知云
下还有秦汉和魏晋，无论唐宋元明清，以
及往来穿梭的鱼群，熙熙攘攘的人间。

香草美人之痒，敌不过国殇之痛。屈
原怀念他的故国了。新赋一章《怀沙》，怀
揣一块顽石，投奔以死守志的先贤去！清
凌凌的汨罗江水，比天空干净。两岸青山
亦如水，众人皆醉他独醒。

两千多年的江山一览无余，屈原还沉
醉在他一个人的清醒里。

端午，一条复苏的河流

■ 飘絮

悬艾草，溢粽香的时候
我们该听听江水，年复一年的追忆

坚守和逝去源于同一个词根。或者
用沉浊和澄明来隐喻
风物辽阔。选择性倾听与失明
我们也日渐屈从世故

在母亲河喂养的水域浮游
我们该怎样问候江水，和千年之前的
一个投影

妻子的粽子

■ 朱可嘉

妻子是江南女子
她包的粽子像她
小巧玲珑
香甜绵软

年年端午
妻子都要包粽子
送给近邻
寄给远方的儿子

那年以后
妻子不再包粽子
因为端午那天
教会她包粽子的母亲
突然离她而去

又是端午，路边的龙船花，花团锦簇，
灿烂无比。凝眸良久，不禁让我想起
了另一种端午花——蜀葵，千里之外，
家乡的小乡村，房前屋后的蜀葵，此时
一定婷婷玉立，那缀满枝头的花朵，点
缀着家乡端午浓郁的民俗风情。它们
开在故乡的土地上，也开在我的心中。

端午时节盛开的鲜花，有蜀葵，也有龙船花。
先说说蜀葵。在北方长大的孩子，对蜀葵也一

定不会陌生。我的家乡，谁家的房前屋后没长几
株蜀葵呢？记忆中，蜀葵不用播种，如同野草，春
天来了，蜀葵就发芽了。

蜀葵的叶子碧绿，边缘有裂痕，形似手掌。蜀
葵花开在叶芽间，大朵大朵，紧紧地簇拥着枝干，
不是花团锦簇，而是红艳一束。单层的蜀葵，两朵
三朵挤在一起，如同小喇叭，吹奏着夏日热烈的交
响曲。双层蜀葵像绣球，如芍药，花瓣层层叠叠，
或莹白，或淡粉，或嫣红，娇艳明媚。它们在端午
的阳光下开着，如同身陷爱情的少女，不计后果，
每一朵都倾力绽放，将最美的自己展示出来。

蜀葵根、茎、叶、花、种子均可入药，有清热解
毒、镇咳利尿之功效，跟菖蒲、艾叶等端午植物一
样具有相同的功效。蜀葵花色彩艳丽、花期长、易
栽培、分布广，集诸多美好优良的品质于一身，使
蜀葵成为普通百姓最喜爱的“百姓花”。蜀葵花开
得最艳时，恰逢端午节，加上民间有蜀葵驱邪祛疫
的说法，所以蜀葵又有“端午花、端午锦”的美称。
在我的家乡，端午节那天，当艾叶、菖蒲插上门楣，
粽子、咸鸭蛋、水蜜桃端上八仙桌，主妇们就会到
院中剪几枝新开的蜀葵，插在花瓶里，摆在堂屋的
柜子上。端午节赏端午花——蜀葵，早已是家乡的
一个传统习俗。

从北方到南方已近30年，第一次见到龙船花，
是在小区门口的路边，一排身高2尺左右的绿植，
青翠碧绿，蓬蓬勃勃。端午时，一场大雨后，龙船
花饱受滋润，那些藏在叶子下的一根根如火柴头
般的花蕾，争先恐后地开出一个个小小的十字形
花，密密匝匝地围成一个个花球，或桔红或桔黄，
一朵朵喜庆艳丽，笑意盈盈。连那些畅饮了雨水
的叶子，在红花的映衬下，也显得更加油绿发亮。
后来朋友告诉我，这是龙船花。

龙船花，茜草科、龙船花属木本植物，主要分布
在我国南方地区。骑着车去上班，榕城的大街小
巷里，很容易看到龙船花。

龙船花的名字和龙船有关，其花瓣通常呈十字
形，而“十”字是驱邪避魔、祛病防瘟的符咒。端午
时节，南方不少地方素有举办龙舟赛的传统习
俗。龙船花繁花似锦，火红一片，层林尽染，人们
把它与艾草、菖蒲一起插在龙船上，求得吉祥平
安，一时间，百舸争流，鼓声漫天，俏艳龙船花，在
浪涛间愈发美丽。久而久之，这种花卉就叫龙船
花了，也就成了南方的端午花。

这个夏天，连续半月的阴雨天气，雨水丰沛，小
区里、马路边，无论是青草还是树木，青葱碧绿，任
性地生长得有点过了头。对于喜水的龙船花自然
也不例外，一朵朵开得鲜艳夺目，与高大的榕树映
衬着，绿树红花，相映成趣。

又是端午，路边的龙船花，花团锦簇，灿烂无
比。凝眸良久，不禁让我想起了另一种端午花——
蜀葵，千里之外，家乡的小乡村，房前屋后的蜀葵，
此时一定婷婷玉立，那缀满枝头的花朵，点缀着家
乡端午浓郁的民俗风情。它们开在故乡的土地
上，也开在我的心中。

古镇赛龙舟 郭志全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