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
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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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片片故故事事

春分 ， 是二十四节气之
一 ， 一年中通常以春分 、 夏
至、 秋分、 冬至来顺延季节的
变迁。 春分， 古代史籍有大量
的记载： 南朝梁宗懔 《荆楚岁
时记》 载： “春分日， 民并种
戒火草于屋上。 有鸟如乌，先鸡
而鸣，架架格格，民候此鸟则入
田，以为候。” 汉代董仲舒 《春
秋繁露》 则记述： “至於仲春
之月 ， 阳在正东 ， 阴在正西 ，
谓之春分。 春分者， 阴阳相半
也， 故昼夜均而寒暑平。”

古人写春分的诗词 ， 在
《全唐诗 》 《全宋诗 》 等典籍
里记载很多： 唐代元稹 《咏廿
四气诗 》 中有 《春分二月中 》
一诗： “二气莫交争， 春分雨
处行。 雨来看电影， 云过听雷
声 。 山色连天碧 ， 林花向日
明 。 梁间玄鸟语 ， 欲似解人
情 。” 准确而细致地描绘了春
分的景色与气候特征。”

在古时， 春分也是传统节
日， 从周代起春分就搞祭日仪
式 。 《礼记 》： “祭日于坛 ”，
《孔颖达疏 》 ： “谓春分也 。 ”
清代潘荣陛 《帝京岁时纪胜》：
“春分祭日 ， 秋分祭月 ， 乃国
之大典 ， 士民不得擅祀 。” 明
清时期 ， 朝日定在春分的卯
刻， 每逢甲、 丙、 戊、 庚、 壬
年份， 皇帝亲自祭祀， 其余的
年份由官员代祭。 祭日也是为

了祈求一年有个好收成。
古 时 候 ， 生 产 力 低 下 ，

人们对牛非常重视 。 春分过
后 ， 各 项 农 事 将 陆 续 展 开 ，
人 们 利 用 春 分 这 个节日 ， 开
展送春牛图、 犒劳春牛等节庆
活动。 北方的人 们 在 纸 上 印
着 全 年 的 农 历 节气 ， 还有农
夫耕田的图样 ， 名叫 “春牛
图 ”。 由一些民间善言唱的人
挨家送去。 每到一家他都能围
绕牛说唱一些歌谣， 引得人们
哈哈大笑 ， 同时也得到教育 。
这就是俗称的 “说春 ”， 说春
人被叫作 “春官 ”。 春官会这
样唱： “牛角弯弯两边分， 我
说话来主人听。 这张牛图送主
人， 抓紧时光搞备耕。 修好农
具换好种 ， 阳雀一叫闹春耕 。
这张牛图送主人， 秋来满坝是
黄金 。” 这是提醒人们不要忘
了春耕生产。

春分过后， 越冬作物尤其
北方的冬小麦进入生长阶段 ，
需要加强田间管理。 由于气温
回升快， 需水量相对较大， 田
间需要加强蓄水保墒 。 俗语
“一场春雨一场暖 ， 春雨过后
忙耕田 ”， 春分到了 ， 也到了
春管 、 春耕 、 春种的大忙时
节。 小麦要浇好拔节水， 施好
拔节肥。 农谚说得好， “春分
麦起身， 一刻值千金” “春分
麦起身， 肥水要紧跟”。

每年立春或春分节气到
了， 皇帝要搞亲耕礼， 以表示
天子劭农劝稼 、 祈求年丰之
意 。 足可以看出春耕的重要
性 。 据明代沈榜 《宛署杂记 》
记载， 明皇帝躬耕的地方在北
京地坛。 到亲耕那天， 教坊司
的 “演员 ” 们还得装扮成风 、
雷、 雨、 土地等诸位神仙， 还
有的装扮成农人模样， 一齐高
唱颂歌。 其他人等则拿着农具
两侧侍立， 静候圣驾光临。 皇
帝左手执黄龙绒鞭， 右手执金
龙犁。 亲耕时， 前面有两个官
员牵牛 ， 两个老农协助扶犁 ，
往返三个来回， 皇上的亲耕礼
就算完成了。

皇帝亲耕 ， 虽然是个仪
式， 但倡导的是重农亲民的理
念， 以此来鼓舞天下的百姓要
勤于耕织， 才能仓廪丰实， 国
家无忧。

“赤道金阳直射面， 白天
黑夜两均分 。” 新一年的春分
到了， 让我们把希望播种， 让
梦想放飞， 用勤劳的双手， 绘
就春耕无限。

■家庭相册

“二跳” 绰号的由来， 也不
知道哪位大仙赐的。 反正这丫头
从小就有点二， 性子急， 遇事爱
跳脚， 喊她二跳， 倒也贴切， 最
关键她本人也喜欢这新名字， 于
是绰号比大名还响亮。

我和二跳小学同学， 刚上学
那会儿， 我俩学习都不好， 老师
不待见， 同学自然也瞧不上， 不
愿跟我们一块玩。 二跳看不出眉
眼高低， 哪里人多往哪里挤， 坚
决贯彻 “你不和我玩 ， 我和你
玩” 的厚脸皮方针， 人家对她翻
白眼儿她也不走， 推她， 她也不
走。 再说， 二跳个高力气大， 跳
绳、 扔沙包、 跳格子甚至和男生
扛拐子均战无对手。

二跳粗中有细， 做的手工玩
具也无人能比。 别的同学的皮筋
都是用旧的自行车内胎一截一截
接起来的， 但二跳的皮筋是一整
条崭新的松紧带做成的， 据说二
跳还挨了母亲一顿胖揍， 因为二
跳买松紧带的钱是她放学后偷偷
跑到五里外的矿上， 在煤渣堆里
捡废铁换来的。

新皮筋在手， 二跳成了香饽
饽， 同学们都愿意和她玩。 二跳
身份巨变后， 成了我的保护伞 ，
谁再欺负我， 二跳便跳出来和谁
干仗。 我也狐假虎威起来， 不恐
惧上学了， 学习成绩呼呼上蹿，
一路进步， 蜕变为优等生。

二跳依旧不愿学习， 职高毕
业， 摆摊卖菜。 早上不到4点便
起床 ， 开着她的三蹦子进城趸
菜， 起早贪黑劳作。 她二， 没那
么多弯弯肠子， 薄利多销， 生意
红火。 后来她干脆租了店铺， 专
卖蔬果， 由 “摊小二” 变成 “店
小二”。 坐骑也鸟枪换炮， 升级
为厢式货车。

二跳还是当年那个二跳， 除
了人胖了几圈儿， 智商嘛， 还是
有点二。 一次我和二跳逛街， 远
远看到路人都往一个方向涌， 二
跳爱看热闹 ， 丢下我便往里面
挤。 挤到前面一看， 是一对男女
在吵架， 男人将女人的自行车前
轱辘都摔下来了， 气还没撒够，
一把薅住女人头发将她狠狠摔在
了地上。 二跳吓得比那个女人叫
声还大， 健步上前想拉那个女人

起来， 却被男人挥舞过来的拳头
结结实实捶在了后背。 二跳好女
不吃眼前亏， 撒丫子便逃出了人
群。 确定男人没有追上来， 她掏
出手机拨打了110。

事后， 二跳不停对我嘟囔，
“我傻呀， 太傻了”。

嘿， 这么多年， 这丫头终于
正视自己的智商了 。 安慰她 ：
“吃一堑长一智， 以后遇到打架
的， 你也躲远远的。”

她眨巴两下眼， 说， “我不
该去拉那女人， 我该绕到男人身
后， 趁其不备， 一脚撂倒他”。

咳， 这二跳， 真愁人呐。
最愁人的还是二跳的婚姻问

题， 30多岁还单着， 整天不急不
躁的 。 二跳跳起来吼我 ， 咋不
急， 可遇不到合适的男人呀， 给
我介绍的都太娘。

二跳这性格就该找个 “偏
娘” 性格的男人才合适。 这话我
憋心里没敢说， 但大家都是按这
个标配给她介绍对象的。

二跳不服 ， 她要自己找对
象。 半年后， 二跳领着老梁站我
面前， 哎妈呀， 老梁， 标准糙爷
们， 个高块大， 幽默中带着一股
儿英武气。 问二跳， 咋淘到的？
二跳说， 网恋， 逛论坛逛到的。
原来二跳闲暇时还玩上了电脑，
没事在论坛瞎扯， 遇事爱打抱不
平， 这性格倒遇到了同类人， 和
老梁成了好友。

老梁丧偶带个男孩， 普通工
人， 最关键后娘难当呀。 但二跳
就 是 看 上 了 他 ， 八 匹 马 也 拉
不回头。

二跳和老梁结婚了， 小日子
过得出乎我意料， 婚后没有鸡飞
狗跳， 儿子也 “妈长妈短” 围着
她转， 日子过得幸福冒甜泡。 问
二跳咋 “收买 ” 儿子的 ， 二跳
说， 哪里有过收买， 不过真心对
他就是了。

没想到二跳这家伙还旺夫，
老梁这几年官运亨通， 连升好几
级 ， 二跳的蔬果店也扩大了规
模。 二跳爱情事业双丰收， 大智
若愚， 情商了得。

二跳撇嘴儿， “啥情商不情
商的， 我只知道， 善良的人运气
都坏不到哪里去”。

□马海霞 文/图

我的“二跳”女友

□冯天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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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老家那个地方， 有在
房前屋后种树的习惯。 树是通人
性会感恩的植物。 过去缺吃少穿
的饥馑岁月里， 它们在贫瘠干旱
的土地上， 冲破砂石的磨砺， 把
根伸进大地深处， 汲取营养， 攒
着劲生长。 一到春天， 青黄不接
之时， 人人肠胃寡淡。 这时候，
树木奉献出叶芽、 花、 表皮、 果
实等 ， 帮人们泅渡难关 。 这一
点， 树是伟大而令人钦佩的。

椿树， 每家自然少不了要
栽一棵的 。 大地回春， 椿树就
被春风撩拨 ， 枝 条 发 虚 发 软 。
三五天 ， 在顶端分叉部位， 吐
出指甲盖一样紫红的小芽子， 弱
得让人怜惜。 未几日， 就簇拥着
一团， 蓬松舒展来， 慢慢又向绿
色渐变。 通透莹润， 散发着悠悠
鲜香。

这个时候， 祖母要做饭时，
就站在矮凳上小心地掰下几枝，
切碎了用盐渍起来， 再滴一滴麻

油， 那种颜色就十分可爱了。 我
们北方爱喝疙瘩汤， 用筷子夹一
点香椿， 搁在碗面上， 沿碗沿嘬
一口， 星点的碧绿， 呼噜进入口
腔。 慢嚼去， 香气在口腔里左奔
右突， 撞着每一粒味觉细胞。 以
我当时的见识， 我认为， 天下之
物， 鲜香都占尽的， 莫过于此种
小菜。

关于 椿 头 菜 ， 《西 游 记 》
里曾写到在泾河岸边 ， 有一渔
一樵， 一日吃醉酒， 就杠上了，
打起嘴官司。 樵夫吟一阙 《鹧鸪
天》： 崔巍峻岭接天涯， 草舍茅
庵是我家 。 腌 腊 鸡 鹅 强 蟹 鳖 ，
獐把兔鹿胜鱼虾。 香椿叶 ， 黄
楝芽 ， 竹笋山茶更可夸 。 紫李
红 桃 梅 杏 熟 ， 甜 梨 酸 枣 木 樨
花 。 这其中提到香椿叶， 可见它
是平民化美食中， 颇值得推崇的
一味呢。

令我更为惊叹的， 是母亲做
的椿头菜炒蛋。 《本草纲目》 上

说， “香者名椿， 臭者名樗。 可
治小儿疳疾， 日夜泻痢。” 我病
了， 躺在小屋里毫无食欲， 肚子
却空得难受， 嘴唇干裂失水。 我
母亲自然担心我， 去鸡窝掏了几
个柴鸡蛋， 之后攀上墙折了椿头
菜芽子。 淘净用刀咚咚咚剁成碎
泥状， 掺鸡蛋搅拌起来， 筷子打
在碗沿的声音轻快悦耳 。 油热
了， 蛋汁下锅， 滋滋啦啦脆响一
片 ， 香氛氤氲在那个中午的小
院， 唤醒了我的食欲。

柴蛋的鲜、 椿头菜的鲜糅合
一起， 彼此取长补短， 味道提升
了好几个段位。 椿头炒鸡蛋， 是
母亲对我的优待， 我以它佐饭，
食量大增， 精气神一寸一寸恢复
至体内。 然而并不曾见母亲尝上
一口， 她只是喜欢看我饕餮， 眼
神里满是柔光。

椿芽儿极其珍贵 ， 错过时
令， 脚跟脚就要长大了。 此时酱
紫淡去， 翠绿成为色彩主调， 赶
紧搬梯子靠树梢采去。 咔嚓咔嚓
声中，带青梗的叶子摘下来。树上
留下秃秃的枝桠， 难看极了。 不
过，人们并不讥笑它。 毕竟，它已
经把美好的东西奉献了出来。

长得丰硕的香椿叶 ， 采摘
后， 淘洗了码放好， 沥水晾晒，
风干两天。 卧在陶罐里， 撒上一
层一层细盐， 揉搓均匀后封口，
经年不坏。 但凡吃饭时候， 捞一
些剁碎， 作为下饭小菜， 虽不起
眼， 但美在其味， 绵绵不绝。

香椿味， 是所有木叶里最贴
合人味蕾的味道 。 每 到 春 天 ，
这 种 味 道 丝 丝 缕 缕 开 始 在 思
绪的前端萦绕 ， 牵扯羁绊。

这大概就是浸染了乡愁的岁
月的味道吧。

□陈重阳 文/图最是故园椿芽香

古人春分讲究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