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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好的时候，往嘴里含一块冰糖
好像阳光也能穿透相似的灵魂
当我在树下漫步，或者泡一杯清茶
云就变得更轻了
三月的风总是痒痒地吹过村庄
青草钻出土地，鸟儿飞过屋檐
松林里，有落雪融化的声音
野兔正一个劲儿地奔向可以藏身的洞里

杏花
春天的花朵是可以触摸到的
一棵杏树如果开了花，它就是春天的了

花瓣正吐露心底的红，阳光给它一个
晚风中的轮廓，它便欣然地笑出声了

我从门前经过，假装不曾与它邂逅
别人家的树上开出别人家的花儿
为此伤感数月，却不舍得两忘江湖
夜里看星空，月光藏匿于黑暗的腹部
想起曾经深爱的人来，一支烟还没点燃
就已在头顶，绽放成杏花瓣儿——不眠的春

树下饮茶
春天的村庄总有一些秘密
树遮挡一部分，风吹走一部分
土地掩盖一部分，花朵诱惑一部分
剩下的还会和杯中的茶水一起
被我饮下一部分。茶有时很甜，有时也苦
想起一个人时很甜，想起一个人时也苦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在渝中的鲁祖庙
我没看见鲁班爷
飞走的墨线
我没听见
卯榫撞击的声响

穿过一巷
一锅熬得滚烫——辣爽
又穿一巷
拿铁拉花的味道——醇香

回头一望，我看见了
春笋般的能工巧匠
在红红的市井烟火里
把日子，燃得更旺

（作者系重庆市金融作协会员）

早就听说大坪虎歇路有个“258”赶
场的地方。今天是周末，也逢尾数为2，
我带上装蔬菜的小拖车，向着心心念念
早就想要去见识和体验一下的“258”集
市而去。

要下到这个集市，必须走二十几步
的梯坎。在梯坎的两旁，又有一些小商
贩在摆东西卖。有推销卤花生的，有吆
喝着卖大麻子核桃的，也有的摆一台绞
肉机，把泡姜泡海椒和花椒等放在里面
打成酱来卖的。叫卖声、吆喝声和砍价
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我看见梯坎边
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她在梯坎边
上摆了一个背篼，背篼里装的是大把的
茅草根和荸荠，脖子上挂着一个微信收
款码。她站在那里，也不吆喝。我问老
人家：“这个茅草根怎么卖？”老人家说：

“三块钱一把。”旁边有买茅草根的老年
人也帮腔说道：“这个茅草根看起来很
好，价格又低，真的是良心价哟。”我又问
老人家：“这个茅草根和荸荠买来怎么弄
嘛？有什么功效嘛？”老人家笑着说：“你
在我这里买了这两样东西，然后进集市
里边再去买点甘蔗，甘蔗要去皮，然后把

它们洗干净之后用水来熬，熬过的水喝
了之后可以清热。记住哈，甘蔗和荸荠
可以吃，但是茅草根性寒，不能吃哟。”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然后提着
茅草根和荸荠去买甘蔗。进得集市来，
里边热闹非凡。大门的右边正巧有一家
卖甘蔗的商贩，摊主是一对父子，儿子长
得高大而清瘦，十六七岁的样子，他负责
卖甘蔗和去皮。而旁边的父亲则沉默寡
言，守着一个切甘蔗的机器。

小兄弟看我要买甘蔗，就热情推荐
道：“哥哥，这个甘蔗还可以哦，18块钱一
根，我们的甘蔗很甜的，先尝后买哟。”架
不住他热情的吆喝，我便试着和他砍价
格：“小兄弟，你这个甘蔗品相又不特别
好，能不能少一点儿哦？16块一根？”小
伙子爽快答道：“16块就16块，哥哥，你
买几根？”我愉快地说：“那我就买三根
吧。”

小伙子选了三根比较好的甘蔗，不
过一分钟的工夫，一根甘蔗的皮就已经
削掉了。他父亲接过甘蔗，在甘蔗加工
机上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把它装进塑
料口袋里递给我。

告别了卖甘蔗的小伙子，我就在偌

大的集市里寻找要买的东西。“买蓝莓
哟，买蓝莓哟！新鲜的蓝莓个大又好
吃。便宜卖了，便宜卖了。走过路过，不
要错过。”循着吆喝的声音，我看见一位
中年男子在高声吆喝。他见有顾客，就
热情招呼道：“这位小兄弟，你要买蓝莓
吗？我家的蓝莓个大，又甜又好吃，还包
新鲜。刚刚从云南那边运过来的，买点
吗？”我笑嘻嘻地说：“那我就要四斤吧！”
中年男子爽快地说：“那我给你算50块钱
一斤好吗？”“好！”这单买卖就这样成交
了！我把买好的蓝莓放在了拖车里，然
后又拉着拖车在集市里转。经过一个卤
鹅摊位，大姐热情地招呼：“兄弟，纯正的
荣昌卤鹅哟，先尝后买哈。”大姐心直口
快，于是我停下了脚步，拿着她用牙签挑
给我的一块鹅肉品尝起来。“嗯，味道不
错唉，真的非常好吃。”大姐顺势推销道：

“兄弟，要多少嘛？”我说：“来一只。”“好
嘞！”大姐爽快地说道……

走一趟集市，让我感触良多。我喜
欢那里热火朝天的感觉和浓郁的生活气
息及人间烟火味，喜欢那种和商家面对
面砍价的过程，敬佩那些凭自己的劳动
和智慧，过上他们想要过的幸福生活的
人。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人类的生活，说话占据着时间的大部
分。在语言的交流里，我们完成着对生活
的理解，对他人与自身的体察与关切。

我这样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也喜欢在
这些话里，看到繁花开放，看到人心流动。

前不久，友人老周向我倾诉他的苦
恼。原来，老周是一个在生活中喜欢赞美
他人的人。老周的赞美，并没有啥投机与
不轨心态，他是在向他人释放自己的无限
善意。老周的这种善意，却被人认为虚
伪。老周跟我抱怨：“我在任何人面前，都
放低身段，赞誉他人，让别人心里舒服，我
又有啥错啊。”

我理解老周的委屈，这些年来与他流
水清风一样的畅快交往，他总是热心肠，
乐于付出，说他是一个虚伪的人，我确实
为他鸣不平。我安慰老周：“尽量做你自
己吧，复归到人的本性上来。”

我时常揣摩那些嘴上说赞美与奉承
话的人，心里苦吗？按照我对人性的理

解，没有一个人天生愿意去赞美与奉承对
方，在这些赞美与奉承话背后，是不是有
着精致的利益盘算。但人往往又是一个
喜欢听好话的软体动物，尤其是在赞美与
奉承话面前容易陶醉和迷失自己。

在我身边，有个男人也爱说好话与奉承
话，却是那种听了如饮山泉般舒服的感受。

这个爱说奉承话的人就是中年男人
小宝，他在城里小巷子边开了一家小吃馆
子，他脸上长期堆着笑，眼袋很深，肉也很
松弛，远远望去，是一尊开怀弥勒佛的样
子。

小宝的饭局很多，这个城市里的名流
显贵，还有市井人物的聚会，差不多都有
小宝在场。我有时想不明白，小宝的饭局
咋就那么多。后来想明白了，小宝是一个
奉承话不离嘴的人。

有段时间，我的情绪如墨汁般散开，深
刻地浸染到我的生活里去了。我在电话簿
里想找几个朋友喝酒，上百个电话号码，挑

来选去，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小宝。那次小
宝端详着我，认真地说：“看你印堂发亮，我
保证很快就要交上好运。”小宝的话，顿时
说得我心花怒放。果然，我随后命运的天
空居然大亮，诸事顺风顺水。小宝这个安
慰天使，他的奉承话成了我的心灵鸡汤。
我还总结出一个道理来，许多情绪糟糕的
时候，就如鬼魅的存在，大都是被自己想象
出来的恐怖给吓坏了，事情远没有自己想
象出来的那么灰暗，往往后退一步，海阔天
高。我感谢小宝这样的朋友，他说的奉承
话，对当时的我来说，或许就是一种鼓励。
小宝的朋友之所以那么多，正是因为他让
大伙都开心快乐。他并不是一个为了说奉
承话，而让自己蝇营狗苟的人。

上个月，我和一个说奉承话的人绝交
了。这人每次见了我，就如微信上到处点
赞一样，对我奉承连连，有天还夸我坚持
写作可以追赶上文豪托尔斯泰的水平。
但在一次遇到一点蝇头小利的时候，他在

背后对我大肆攻击，把我的人品说得比黄
世仁还卑劣。他的奉承话，对我来说，是
一种欺骗性的麻药。他的奉承话，是让我
在刀刃上舔了一点蜜后，很快对我手起刀
落。

哎，人类智力经历了手巧的人、直立
的人、智慧的人3个阶段，当智力达到一
定程度，人的发音器官再度进化，复杂的
语音也开始出现了，由此升级为语言。好
好说话吧，漫漫心流化为语言的一部分，
人生在世，我喜欢作家刘震云关于对说话
的理解，好好说话是一种教
养，也是一生最好的
风水。

（作者单位：重
庆市万州区五桥街
道办事处）

烧白，大众普通菜品，有它不惊，离
它不惯。

我的家乡在万盛，这是一个主要由川
渝两地移民而兴的城市。二十多年前，万
盛大规模旅游开发，景区景点、街头巷尾
遍布方便游客的餐馆，几乎每家都要供应
川渝传统招牌菜烧白。这道价廉物美、好
吃又下饭的菜品，很受游客欢迎。

五六年前，我在朋友处两次偷师做
烧白，终得制作精髓。后又经朋友指点，
多次操练，终于“独成一派”的Z氏烧白，
很受亲友待见。每每鸡鸭鱼吃腻了，牛
皮菜吃多了，我就亲自下厨为大家做几
碗烧白，改改胃口。

“老板，翻碗烧白。”市井小巷，常常
听到这句翻烧白的对话。一个“翻”字，
道出了烧白受大众喜爱的程度，诠释了

烧白最精彩的一道工序。老板从热气腾
腾的蒸笼里取出一只黑浸浸、其貌不扬
的土碗，然后压上一个盘子，双手紧扣，
来个180度快速翻转。洒脱完成这个动
作，再揭开土碗，“哇”，一份棕红油亮、香
气扑鼻的烧白，才算完成了华丽转身。

烧白在有些地方也称为扣肉，从字
面上解释，实际上就是把烧白翻扣过来
的意思。翻扣之后，既让打底菜充分得
到油水滋润，也让五花肉更能吸收打底
菜的香气。白肉与盐菜相逢，相得益彰，
更是一场美丽的邂逅。

烧白发源于川渝，而扣肉则发源于
广东，以梅菜扣肉最为有名。其色泽金
黄，香气扑鼻，清甜爽口，被传为“正气”
菜而久负盛名。如今的烧白，不仅是招
待亲朋的一道美味，更成了重庆的一张
响亮名片。

看似简单的烧白，其实制作相当复杂，
除了最基本的三线猪肉，所涉及的佐料就
有数十种，盐菜、芽菜、梅干菜、生抽、老抽、
麦酱、干姜、花椒、干辣椒、鸡精味精白糖、
豆豉，甚至醋、醪糟和蜂蜜皆可入菜。各地
做法不同，每人有每人的口味，但万变不离
其宗——棕红是它的本色，咸鲜是它的底
味，大众是它横行江湖的资本。

寻常日子的万盛大街小巷，常常可
见三三两两的人们吆五喝六：“走起，整
碗烧白。”然后几人在路边小摊大大咧咧
一坐：“老板，还跟昨天一样哈。每人翻
碗烧白，舀碗豆花，勾二两小酒。”待牛吹
过了、劲提完了，最后再来一大碗甑子
饭，混合着残羹冷炙，一股脑倾入饭碗中
胡乱吞下。酒足饭饱后，方才慢悠悠朝
茶馆方向走去…… （作者系重庆万盛
经开区文旅局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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