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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通讯

记忆里，在家乡能叫得出名字的野菜有十几

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们的生活逐渐富裕，野

菜不再被经常食用，但随着时令更迭，偶尔摘来佐

餐可令人胃口大开，亦为当日饭桌上一份惊喜，故

至今未能忘记。

印象深刻的先是白蒿，也就是茵陈。二三月

间，春回大地，白蒿也自老根底部冒土发芽。白蒿

幼苗茎覆白毛，有多个细小分支，单叶耳生，呈宽

线形。于风和日暖的天气里，挎个篮子拿上小铲

在野地里田埂旁采了来，清洗干净，加入适量面

粉、盐和食用油，搅拌均匀后于笼上蒸熟，蘸蒜汁

或炒了吃都极不错。小时候喜欢炒了吃，觉着香；

中年之后，蒸熟白蒿清吃更感可口，味道清淡自

然。也有凉拌的，于沸水中煮三五分钟，捞出拌蒜

泥，加香油、盐、醋食用，想来应很好，可惜尚未吃

过。至于焯了水剁碎做白蒿馅、蒸白蒿肉，那时家

里却未有如此做法。

然后是马齿苋。因其叶如马齿、性滑似苋菜

而得名，常常平卧于地面，铺散多分支，茎为圆柱

形，呈暗红色，叶扁平肥厚。可以拌了面粉清蒸、

焯水凉拌、做饺子馅，甚而清炒。我小时候，母亲

常用马齿苋摊煎饼，清洗沥干，和上面粉打入几个

鸡蛋，放佐料搅拌均匀，油热后入饼锅摊煎，至两

面金黄用铲子盛出，于焦香酥软外更透着一份清

香鲜美，若配上青椒丝，则更是入口脆嫩生津。但

似乎不能多吃，易引起腹泻。

不得不提的还有面条菜和小蒜。面条菜常见

于麦田里，叶子细长如匙状。小蒜多野生于荒地、

山坡和路旁，叶细如发丝，底端深入土里有白色球

茎，下生根须，常一簇一簇生长，采时需带球茎根

须挖出才完整。母亲于田里干活，便随手采摘了

来，用作中午煮面条时配菜。面条菜味甘微苦，小

蒜则辛辣清香，透着一份特有的野味，皆使人记忆

深刻。

荠菜是家乡田野里另一种常见的野菜。常见

的吃法是荠菜炒鸡蛋和荠菜猪肉饺子。荠菜炒鸡

蛋最好整株不切，先将鸡蛋炒好盛出，再以热油炒

荠菜至变软颜色变深，加入鸡蛋一起炒熟，味道清

淡鲜美。荠菜搭配猪肉做饺子馅则需切碎。另

外，凉拌荠菜味道也很不错，择洗干净以淡盐水浸

泡十几二十分钟，清洗沥干，放到开水中焯烫至变

软颜色变深，捞出加入调味品即可食用。

刺角芽、蒲公英、野苋菜、灰灰菜自然也都是

能食用的，但儿时未在饭食中见过。蔬菜丰裕自

然是主要原因，想来味道未必很好。另外，香椿

芽、榆钱、洋槐花、构蒲穗、皂角嫩叶这几样树上野

菜则味道无不鲜美至极。香椿芽炒鸡蛋、蒸榆钱、

蒸洋槐花、蒸构蒲穗，皂角嫩叶烙火烧、包包子，凡

此种种，每一提及，已让人禁不住口齿流涎了。

野 菜 记 忆 □张俊锋

暮春时节，我踏上了寻访

大营镇的旅途。这座位于宝丰

县西部的乡镇，在斜阳的余晖

中显得格外古朴。青石板铺就

的老街蜿蜒向前，两旁的店铺

门楣上斑驳的漆色，诉说着岁

月的沧桑。

漫步街头，一座座明清时期

的民居映入眼帘。雕花的窗棂、

飞翘的檐角，无不彰显着匠人的

巧思。在一处老宅前，我驻足良

久。门楣上“诗礼传家”四个大

字依稀可辨，门前的石狮虽已残

缺，却依然昂首挺立，仿佛在守

护着这座宅院的历史记忆。

转过街角，一座巍峨的关帝

庙赫然在目。庙前的古柏虬枝

盘曲，树龄已逾三百年。庙内香

烟缭绕，关公塑像威严肃穆。听

当地老人说，这座关帝庙始建于

明代，曾是商旅往来歇脚祈福之

地。每逢庙会，四乡八里的百姓

都会来此祭拜，热闹非凡。

大营镇的古迹中，最令我惊

叹的当属宋代瓷窑遗址。在镇

西的坡地上，散落着大量的瓷片

和窑具。拾起一片青瓷，对着阳

光细看，釉面晶莹剔透，纹饰精

美绝伦。遥想当年，这里窑火通

明，工匠们夜以继日地烧制瓷器，将中原大地的文明之

光，通过丝绸之路传向远方。

夜幕降临，我走进一家老茶馆。茶馆里，几位老人

正在品茶聊天。他们说起大营镇的往事，如数家珍：明

清时期的商帮往来，抗战时期的红色记忆，改革开放后

的沧桑巨变……茶香氤氲中，我仿佛看到了这座古镇千

年的历史画卷，在时光的长河中徐徐展开。

离开大营镇时，已是繁星满天。回望这座沉睡在夜

色中的古镇，我不禁感慨：历史就像一条永不干涸的河

流，而大营镇，正是这条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承

载着中原文明的厚重，见证着时代的变迁，也将继续书

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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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面无瑕红粉腮，含羞缕缕送香来。

欲前又止遥观看，怕有相思解不开。

杏 花
★阿卫国

桃花杏花并蹄开，香气熏人扑面来。

春风浪漫送明月，翠柳丝丝映心怀。

春 韵
★何玉浩

春风裁柳万丝垂，粉杏盈枝燕语随。

池塘涟漪摇翠影，满园秀色韵成堆。

春 韵
★姚庆河

三月阳春五岳欢，人声鼎沸镐锹翻。

全民植树增新绿，举国谋林改旧川。

男穴挖，女苗搬，封坑浇水整圆边。

今年种下苗儿旺，十载森林金币山。

鹧鸪天·春绿吟
★李剑友

东风拂面暖阳回，金蕊初开映日辉。

不与群芳争艳色，独迎春意报芳菲。

迎春花
★徐占领

临江仙·马街书会抒怀

携鼓负琴迎风雪，三江四海齐临。幕天

席地唱浮沉。麦苗驮胜迹，热炕暖寒衿。

七百年间沙哑嗓，新声重振当今。馆堂

开课种桃林。麦田水井处，处处响余音。

马街书会

负琴携鼓汇八方，献艺说书发轫长。

曲目交流薪火继，应河万代水留香。

西江月·马街书会

地作戏台阵列，天当帷幕蓑飘。麦田人

海涌春潮。应水谐鸣欢笑。

千载非遗传继，今朝旧曲新醪。开花散

叶满城郊。遍唱中华梦好。

沁园春·马街书会抒怀

正月十三，马街书会，延祐流觞。想携

琴负鼓，顶风冒雪，八方万里，相聚一堂。北

调南腔，管琴鼓板，亮艺说书为饱囊。纵欢

笑，任李唐宋赵，战乱灾荒。

非遗列榜名扬。今再获、吉尼斯奖章。

看天当帷幕，地为擂场，摩肩接踵，鼎沸蜂

狂。曲颂英雄，歌吟盛世，换尽人间乐未

央。人潮退，但余音巷陌，散叶飘香。

马街书会诗词系列
★丁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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