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碧绿的地畦纵横交错，长长的豆角攀着
酱紫的茄子，青青红红的小尖椒在枝头时隐
时现，硕大的南瓜在梅豆秧下东躲西藏……
这便是儿时村后小河岸边的那片三分小菜园。

土地是慷慨的。只要付出了辛劳，它就
会倾其所有，把用汗水浇灌出的硕果无私地
犒赏给它最忠实的主人。

家乡民风醇厚，各家菜园之间虽有高高
的地畦分界，抑或用篱笆做围墙，但这种地
理上的分界线不会成为邻里之间精神上的隔
阂。收获的季节里，
瓜果蔬菜相互赠送，
这种最为原始最为古
老的物物交换，在很
大程度上维系着至朴
至纯的乡情。至今想
来，关于那片菜园，
我更为感动的，并不局限于甘甜的瓜果给童
年增添的一抹光亮，而恰恰就是这种简单的
互通有无所传递的纯真无瑕的和谐和睦和彼
此信任。

彼时，年少无知，不懂劳动之艰辛。当
父母在田间辛勤耕耘挥汗如雨时，我们这些
小家伙们则钻进田头高高的梧桐树里，陶醉
于吮吸蜜蜂残留在梧花里的蜂蜜。

——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的欢笑，绽
放在高高长长的花枝上，不像父辈们，紧紧
地熨贴着厚实的土地。后来，住进了城里，
渐渐远离了乡村，远离了土地，也就忘却了
那块曾经飘荡着欢乐童年的三分菜园。超市
里终年不断的品种繁杂的菜蔬，淡化了对土
地的眷恋。

前不久，在与所住小区有一墙之隔的另
一个住宅小区，非常庆幸地见到了久违了的
小菜园。严格来说，那不能称为菜园。原先

不过是两栋楼之间荒废了的绿化带。在不影
响人车通行的情况下，有细心的居民就在这
块空地上辟出一方地，松土点种，很快便有
所收获。楼上楼下的左邻右舍竞相效仿，一
块三分左右的绿化带就成了 10 多家居民的小
菜园。在既定事实面前，物业上很宽容地默
认了居民的这种惜土如金的做法，只是贴出
告知，不允许再扩大地盘。

看样子，居民们很珍惜这个机会。辣椒、
茄子、小葱、小青菜、小白菜……甚至花生秧，

10 多种家常菜蔬组成
了或长或方的阵形，
很是精致。尤其这个
时节，小菜园里非常
热闹，红绿争光，蜂
飞蝶舞，盎然生机很
是感人。

我上下班路过时，无论清晨午后还是霞
光里，总会看到三三两两的老者在侍弄菜园。
那种精心，那种认真，那种执著，是高高的
楼群里难得的一种城市表情。观察了些时日，
发现他们多是在家的留守老人——为子女看
管上幼儿园的孩子。我就固执地认为，这些
留守老人一定来自乡村。居住环境的改变，
难以割断他们对土地的一往情深。方便快捷
的城市生活，无法淡薄他们脚踩土地而油然
于胸中的那种踏实之感。

在林立的高楼间辟出一方小小的菜园，
他们播种的，不是维持生计、丰富餐桌的菜蔬，
而是一种深沉的怀念，一种扎实诚恳的秉性
和对山乡泥土气息的追随。

尽管身居繁华的城市楼群里，尽管被现
代化的时髦包装，但在人性的根本上，我们
和偏远旷野里的耕耘者一样，永远都是土地
的子民。

今年 4 月 23 日是第 24 个“世界读书
日”。书是人类的朋友和导师。英国著名
作家莎士比亚曾经说过：“生活里没有书
籍，就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
像鸟儿没有翅膀。”在我国发行的邮票中，
方寸之间不时飘逸出一缕缕书香，为建设
“书香中国”，营造全民读书的浓厚氛围。

2011年 4月 23日，中国邮政发行的《世
界读书日》纪念邮票一套 1 枚（图 1）。该
套邮票构图元素中的图书与地球，彰显了“世
界读书日”的主题，蓝色主色调象征知识
的海洋，右下角的三枚钥匙意寓知识是打
开未来之门的钥匙。该套邮票以倡导读书、
崇尚读书、传播知识、推动文明来激发全
民读书的热情，让人们享受阅读的乐趣。

2016年4月23日，中国邮政发行的《全
民阅读》特种邮票一套 1 枚（图 2）。该套
邮票设计精美，构思新颖，内涵丰富。邮
票的主画面是一本立起翻开的书籍，书籍

上方是一组向上延展的线条组成的一棵从
书本中生长出来的知识树；书籍左面围绕
阶梯微缩印制了《三字
经》的部分内容；邮票
画面中印有“全民阅读”
四字盲文，展现“阅读
无障碍一个不能少”的
理念；紫外灯光下可以
看到敞开的窗户中透出
夜读的灯光。邮票的小
版张上印有“掌上国图 •
国家数字图书馆”的二
维码，通过手机扫码，

可以体验数字化阅读带来的乐趣与便捷。
“世界读书日，方寸飘书香”。阅读

是一种最便捷最深入的精神生活方式，也
是一种最简便易行的文化积累，越来越成
为全社会的共识，深入人心。在“世界读
书日”来临之际，愿大家透过邮票上缥缈
萦绕的书香，增添更多的阅读乐趣，培养
多读书、读好书的良好习惯。

在这美妙的春
光里，每天抽闲手
捧书卷，这是多美
的事啊！我一直以
为读书的人是美丽
的，读书是件美好
的事。

我自小就爱读
书，但家里穷得除
了课本，连片报纸
都没有。为了有书
读，只能自己想办
法，我在春天种下
蓖麻，秋后收获油
噜噜的籽粒，卖给
乡里的收购部。上
学放学路上，我拾
破烂，一片破薄膜、
一个烂瓶子，我都
如获至宝，拾够堆
儿了卖给收购部。
割草放羊时，不顾

腥臭，捡来羊粪蛋儿，晒干了也卖
给收购部。那时候，我非常喜欢收
购部和新华书店，它们把我的愿望
变成了现实，我攥着被手心的汗浸
湿的钱币去新华书店买书，脚下生
风，拿到书的心情是如沐春风啊！

买回来的书，我读得津津有味。
如饥似渴，给母亲翻馍时读，烧锅
做饭时读，放牛时读，放学路上读。

在大学时，图书馆藏书丰富，
对于没钱买书的我来说，如大旱逢
甘露，我喜滋滋地一头钻进去，准
备饱读诗书呢，谁知我把借到的一
本散文集假期带回家读时，一不留
心被家里的猪咬住一头咀嚼个够，
我又气又想笑。假期就在乡居生活
的繁忙和平淡中度过，但有书陪伴
的日子对我来说还是更甜蜜、更
充实。

如今我有能力买书了，遇到喜
欢的书一次可以买十多本。单位、
家里的角角落落都是书，随时随处
可以翻阅。如果哪一天熄灯睡觉前，
我想起还没读书，就懊悔不已。外
出旅行，包里也必带书，与书为伴，
是我的幸福。

开读前，我把笔记本放在一边，
随时记下让我心动的词句。遇到有
共鸣的内容，我会即时在书上做批
注，表达我的理解和感悟。能随意
抒写和表达，这是我喜欢纸质书的
原因之二。一位借我书读的好友分
外欣赏，他说喜欢看我的批注，在
自己的阅读过程里，能随时分享我
的感受，觉得也是一种新鲜的体验。
另外，我买来的上千册书，能永远
保存下去，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让我的后人再不会像我小时候无书
可读。

宋代诗人黄庭坚说：人不读
书，一日则尘俗其间，二日则照镜
面目可憎，三日则对人言语无味。
读过的书就像吃过的饭，所获得的
营养，终究会沉淀在自己的涵养和
格局里。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常常因
读书而觉得自己的世界格外宽广。
我曾是一个自卑的人，读书拓宽了
我生命的外延，让我自信，让我坚
强，让我乐观面对曾经充满磨难的
生活。读书是一种享受，使我愉悦
充实，让我感受到生活的丰富多彩。
读好书，我坚信经典的就是永恒的，
常读常新，每本书都是作家精神世
界精华的反映，通过阅读，我们就
是在与高尚的灵魂对话，可以汲取
精华，弥补不足，何乐而不为呢？

人间最美四月天，乘着春天的
好风，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
让我们多读书，多读好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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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在山清水秀的湖
畔，在外工作多年，常思老父
母，也常回家探望。每次回家，
母亲总要为我们做上一大桌菜，
鸡鸭鱼肉，红烧清炖，生怕不够
丰盛。其实我们更爱吃自家园子
里摘的新鲜蔬菜，黄瓜韭菜、青
菜茄子，而让我百吃不厌的还有
一道菜——马齿苋。

马齿苋，故乡人称之为“蚂
蚁菜”，也叫它“长命草”、“长
寿菜”，是一种最常见的野菜。
它的生命力之顽强，超出其他任
何草本植物。太阳光越强烈，天
气越晴热，马齿苋越是生长得郁
郁勃勃，肥肥嫩嫩，青碧可爱。
“苦苣针如刺，马齿叶亦繁。青
青佳蔬色，埋没在中园。”诗圣
杜甫对马齿苋情有独钟，在他的
《园官送菜》诗中，就明确表达
了对马齿苋那份真诚的喜爱。

母亲肯定不知道杜甫是何
许人也，也没闲工夫理会那文绉
绉的关于马齿苋的古诗。而母亲
的话，说的最实在、最含情：“夏
天的草，冬天的宝。”每年的盛
夏时节，母亲都要挎个篮子从田
头地畔铲一些马齿苋回家。拌上
草木灰，使劲将马齿苋搓揉出汁
来，再放在太阳底下长时间的晾
晒。因为，新鲜的马齿苋水分太
多，微微带点酸涩，所以很少立
刻去吃它。

经过这么一番特殊的脱水
处理，做成干菜，一直放到冬天
才拿出来，一直吃到春暖花开。
淘洗干净后，加上薄汪汪的几片
腊肉蒸着吃，或用马齿苋作馅蒸
包子。小时候，母亲总是连哄带
劝地说：“吃点蚂蚁菜，年年保
平安！”其实也用不着母亲怎样
劝，这样的马齿苋，不仅不难吃，
还感觉特别香醇，别有一番风
味呢！

野菜滋味长。马齿苋，不仅
口感好，还可以预防“三高”，
吃起来格外安全放心。看来，乡
下人称马齿苋为“长寿菜”是很
有道理的。这种野菜，平日难得
一吃。也只有回到老家，回到母
亲的身边，才能享享这份口福。
马齿苋的味道，其实是乡野的味
道，是家的味道，更是亲情的
味道。

图 1 图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