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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力
在淘宝上开网店，最在意什么？客户的“点

赞”评分。所以初识宋小赞，十个人有九个会认

作这是她的网名。及至宋小赞略带无奈地再三

解释，我才相信这是她的真名。

其实这个作网名真的也挺好呀，大家都送

你一个小小的赞。“我也不知父母当初为什么取

这个名字，想来是同网店天生有缘吧。”宋小赞

开心地笑。

确实有缘。这时候，江南四月天的阳光正

从冷西村冷泉溪边茁壮的香樟树上斜射进来，

给宋小赞“农村淘宝”小店内的电脑、货架、墙上

的招贴画，包括一大排已打好包正待快递的草

莓们，涂上了一层暖洋洋的气息。

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小店，咖啡屋、花房、书

吧、手工铺子……是很多女孩子都有过的梦

想。这样的小店，可能不在乎赚钱的多少，只在

乎在软软的阳光和碎碎的雨声中安度光阴。当

然，我知道如果宋小赞开的真的是这样的小店，

她肯定不会成为我这篇文章的主人公了。

四明山和天台山交汇处的浙东奉化尚田

镇，因地有尚田畈得名。全镇山水相连，翠峰逶

逦。而地处尚田镇长寿山末端的冷西村，万亩

良田依山坡绵亘，一溪冷泉贯穿村落蜿蜒。像

众多山村女孩一样，作为家中三个孩子的老大，

宋小赞从小就跟着父母在田地山林间耕种、劳

作。

如果说耕种和劳作是农家儿女最直接也最

深刻的生命启蒙的话，那么这种从小就切身感

受的启蒙，植在 80后大学生宋小赞心中的，除

了对劳动的尊重，对土地的敬畏，更有对生于、

长于冷西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

水乳交融的亲近和血肉相依的关切。这种亲近

和关切，就像种子，到了春天终将拱土而出。因

此，当已在宁波生活了数年的宋小赞在一次回

乡探亲时，看到已有近千亩大棚草莓的冷西村

因销售不畅，大量草莓烂弃在田头，毅然决定辞

去在宁波的工作，返村开“农村淘宝”小店。一

切似乎都是那么顺理成章。

宋小赞的“返村”是如此成功，被多家媒体

关注报道，成为农村淘宝讲师、阿里巴巴合伙人

和宁波市 80后人大代表之一。但她仍一直以

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搬运工”定位自己。这样的

定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种叫工蜂的昆虫。

如果勤劳和辛苦是工蜂采蜜注定的代价的话，

那么宋小赞所要采撷的蜜，除了能让城里人享

受原汁原味农产品的舌尖之美外，更要让那些

提供花粉的农户享受到劳动应有的尊严和回

报。惟其此，宋小赞“搬运”的勤劳和辛苦，才能

升华于昆虫的工蜂而凸显其价值。

“你帮他们销了一点农副产品，他们会一直

记在心上，蔬菜啊、时令的水果呀，都会塞给你，

要让你尝尝。”宋小赞一边说着一边有点骄傲地

比画。照到店里的阳光把她的身影投在背后的

墙壁上，仿若一只刚脱蛹展翅的蝴蝶。我的心

忽地一动。

“你开‘农村淘宝’，不会只是这一步吧？”

“你是说仅仅作物质的‘搬运’，不应是最终的目

的？”我尚沉吟，宋小赞已递过来一本漂亮的小

册子。其实，在“农村淘宝”小店风生水起的同

时，宋小赞已经在开始实践另一种更有价值的

“搬运”了。她正致力打造的集乡村旅游、鲜果

采摘、农家餐饮、农产品出售于一体的农村青年

创客平台——“冷西小栈”正日渐红火。

说话间，又有一拨村民挑着草莓来到店里，

宋小赞一边招呼一边忙碌。望着放下草莓又急

急回去的村民，我终究有点如鲠在喉：怎么都是

些上了年纪的，很少见年轻人呀？

“是啊，这几年在村里，我感触最深的就是

‘空心村’现象。即使在好山好水的尚田镇和我

们冷西村，留着的也大多是老人和孩子了。像

你刚才说的，现在要有个急难险重的事情，农村

里很难再找到年轻人了。”

“我当初开农村淘宝的愿望，是要为农产品

的销售，包括少数还留在农村的青年自立谋生，

提供一个平台和可以借鉴的样本。后来我越来

越明白，仅仅做这种物质的‘搬运’，真的只是很

浅的一步。乡村要有真正的发展和重生，年轻

人的回归是最重要的。我创办‘冷西小栈’，包

括正在筹建的青农合作社，最终的目标就是想

实现人的‘搬运’——吸引众多城里青年的人

力、智力返乡创业，返乡实现自己的价值。”

说这番话时，宋小赞放慢了语速，让人能明

显感受到这番话在她心里的分量。想象得到宋

小赞在实现这一“搬运”的过程中，将会有的遭

遇和困难，将要付出的努力与辛劳，我不由得又

在心里为她点了一个赞。

送给小赞一个赞

马果叶
香椿和雷笋是长在我家院子里的两种蔬

菜，一种是土里的，一种是树上的，只有在春

天才能吃到这两种自家产的蔬菜。

院子里有一小块狭长的土地，算不上贫

瘠，但也不肥沃，想种点青菜，无论撒多少种

子，都长不出几株像样的小青菜来。5年前

我让父亲栽下了2株1米来长的香椿，第二年

春天就长出了嫩芽，一年下来长高很多，春天

采摘过二三茬椿芽后，我把高出的树枝和另

外分开来的叉枝修剪一番，砍掉多余的树枝

再插入土里，至今已有大大小小不下十株香

椿了。香椿很容易种植，不用施肥，不用打

虫，和雷笋一样是真正的纯天然蔬菜。香椿

和雷笋都是人间美味，各有特色，各有千秋，

两者都是我的最爱，不过香椿量少，不像雷笋

早春打雷时节几乎每天可以饱餐一顿，尤其

显得味美一些。

四季一轮回，又是一年春来到，春风化雨

润万物，一夜之间仿佛草绿了，小院里的几株

香椿树抢先冒出了绿叶红边的芽，如一把把

小雨伞顶在枝端飘在风中。每逢春季我都要

采摘一些鲜嫩的椿芽做美味可口的蔬菜，洗

净切碎拌蛋液煎蛋饼，或在锅里放点菜油炒

着吃，炒时加点醋口感更好，还有香椿拌豆

腐，香椿炒肉丝，香椿下面条等多种吃法。无

论炒着吃拌着吃，香椿香气独特，味略苦口感

也不错，不但营养丰富，还有一定的药用价

值。香椿性寒，有清热解毒、健胃理气之功

效。经常食用，对身体有益处。它含有丰富

的维生素、胡萝卜素、蛋白质、糖类、脂肪、矿

物质等，都是人体所需要的营养成分，不过香

椿所含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高于一般蔬菜，

避免身体过量摄入这两种成分最好的办法是

挑选幼嫩的香椿芽采摘，预先把香椿芽在开

水里焯烫一下，然后再进行凉拌、炒菜、腌制

还是油炸，由自己喜好变法儿烧制，既安全又

营养美味。且香椿的香气主要来自香精油，它

是不溶于水的，焯烫不会影响香椿的风味。香

椿吃的是香椿树的嫩芽，因此，被人们称为“树

上蔬菜”。肥嫩的头茬芽是香椿的上品，香椿

芽至多采摘三茬，因为数量少，以至市场上出

售的香椿价格远远高于一般的蔬菜。每年清

明后谷雨前，是采食香椿的最佳时节。这时的

香椿芽不仅肥嫩，而且香味浓郁。香椿作为一

种季节性很强的蔬菜，要抢先尝鲜，一旦过了

时令，不但梗内有丝，味道也淡了许多。民谚

有“雨前椿芽嫩无丝，雨后椿芽生木质”的说

法。芽叶未舒颜色紫赤的嫩香椿头，是最好吃

的，但一般市场上买不到，唯有自家院子栽种

的香椿树，随时可以采摘，不计较一点点芽卖

不卖得钱，任性地想吃就采。

院子里除了香椿还有雷笋，东南角有一

小块过去叠柴蓬的地基，薄薄的一层尘土下

面全是不规则的乱石，土少石多，倒是挺适合

竹子。多年前爷爷在世时就种下的一株带根

的雷笋竹子，没几年从一株竹，繁衍成为一丛，

又长成了一大片，后因为盖房子把竹子都砍了，

有部分根还在，逐渐延伸到了邻居家的后院。

邻居看着越长越多的竹子怕危及到自己的老房

子砍掉过几次，剩下现在的稀稀拉拉几株，地下

的根又从我家的柴蓬地上长了出来，到现在又

长成一小片了。竹子的生命力真是顽强，为了

生存下去，地下的根无限延伸，想尽一切办法寻

找生长的土壤，只要有一点点泥土阳光雨露的

滋润就可以长得青翠茂盛，从不计较人类喜欢

还是讨厌它。听到春雷隆隆声，雷笋就争先恐

后地往上拱，破土而出成为我们的盘中美餐。

我就是一晚雷声隆隆春雨下过后，第二天一早

去看地里的笋是否长出来了，正如自己所料，竹

子间隙露出了一株株雷笋的尖尖。挖了几株长

得高的剥去笋衣做菜，雷笋可以烤着吃，焖着

吃，和大块肉一起煮，笋尖较嫩部分还可以炒肉

丝，雷笋可以和很多菜品搭配，其中和农家自腌

的雪里蕻咸菜可谓是绝配，两者一起无论煮汤

还是炒着吃，味道特别鲜美，百吃不厌，这是我

尝试着做过各种雷笋菜料后总结得出的结论。

挖笋要及时，每天查看每天可挖，稍不留神，若

错过了挖笋的时机，等到想起来的时候，小竹苗

许已得到了天籁一般长得铁青，只好眼巴巴地

看着嫩笋长成老竹子了。

春光明媚，春风拂面，和家人一起采香椿、

挖雷笋，烧制美味菜品，是这个春天属于我的

小确幸。

香椿和雷笋

立夏蚕豆
陈峰
父亲用锄头把地刨开，把蚕豆种放进孔

里，再盖上泥土，那泥土就是蚕豆的棉袄，它

就这么睡在地里。这么冷的天，蚕豆会发芽

吗？别担心，等春风拂过山冈，春雨润进土

地，那初生的芽儿就会试探着从地上冒出来，

施施然，伸个懒腰，觉得这阳光的温度是友好

的，那么就开始大着胆子，今天一个样，明天

又是一个样，直到蚕豆花开出来，像一羽羽的

黑蝴蝶，多热闹呀，上下翩飞在枝叶间。不多

时，枝桠间也生发出一节节的豆荚，小小的，

短短的，最后长得大大的，长长的，显现出粗

壮的个头，终于，在立夏前后，大人把它搬上

餐桌做了主角。

在家乡，把蚕豆叫成倭豆，相传跟戚继光

抗倭有关。蚕豆，因为是立夏那天的必吃菜，

所以也叫立夏豆。大人们常常会把刚上市的

蚕豆用一条线一颗颗串起来，结成一个圆圈，

熯在饭镬头，熟了，晾凉，拿出来套在小孩的

脖子上，那是多么地引人注目，父母对孩子的

疼爱可见一斑。那孩子，摘一颗，又摘一颗，

吃得脸上眼中都是得意。那脖子上的蚕豆一

颗接一颗像叠罗汉一样，所以又有罗汉豆的

叫法。但为什么叫蚕豆呢，说是蚕豆成熟的

时候，正是蚕事开始的时候，于是叫了蚕豆。

清代有慈溪人严恒曾写过一首诗叫《蚕豆》，

起首两句就是，“田家豆熟逢蚕月，小荚丛生

竟类蚕。”不过，据《中国蔬菜名称考释》里解

释，“它扁平，略呈长筒或葫芦形，状如‘老

蚕’”，故称，说法各持己见，但有一点是定论

的，那就是蚕豆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

的，所以有些地方叫它胡豆。

蚕豆种起来省事，几乎不用怎么去伺候

它。任它在田里，你把它种在四四方方的田

里也好，种在边边角角的位置也好，从不挑肥

拣瘦，深得乡人的喜欢。于是在田头旮旯，随

时可见，这边有几株，那边又有几株，都长得

精精神神。清代乡人孙事伦也曾写过一首

《罗汉豆》，“倘具大慈悲，普济人间食。”对这

种平凡的食物寄寓了极大的希望。

蚕豆的青春期很短暂。豆的顶端嵌着一

枚青青的月牙儿，有人叫它嘴喙，也有人说它

戴了顶帽子，这时候的蚕豆是可以连着皮一

起吃的，嫩而不粉，鲁迅先生说盐水煮罗汉豆

最好吃，对的，最好吃的莫过于清煮，把它当

闲食，淡口吃。

母亲会过日子，要把它做成一道菜，能下

饭的，叫豆绒酱。把蚕豆从豆荚里请出来，豆

荚像沙发一样，里面软绵绵的，像一片云彩。

摘掉豆的帽子，剥出豆肉，两片豆肉就成了豆

绒，又青又翠。所需的食材是正上市的小笋，

切成薄薄的圆圆的小圆圈，还有调味的咸齑，

切成碎末，三者混入一锅，滚起即勾芡，就是一

道美味的时令菜。豆绒酱也只有在上市的时

候才能这么吃，过季就徐娘半老，变豆板了。

立夏那天，鲜蚕豆是不可少的角色，做成

豆绒饭，糯米加豆肉，如果有条件，再加几片

咸肉，一起焖，熟透后，用铲把饭和豆绒、咸肉

搅在一起，那豆绒早已没有招架之力，一碰，

就软绵绵，和糯米饭不分彼此。白色的米饭，

青色的豆绒，咸肉油汪汪的，油肉透明，白肉

红艳艳的，这一锅饭该有多么的好吃啊。

一个月后，蚕豆便进入了暮年。进入暮

年的标志是它的帽子由青转黄，摘掉嫩黄色，

那一轮月牙儿是黑色的，像弯弯的一条睫

毛。这时候，剥掉它的壳，里面的豆肉是黄

的，也有白的，吃起来是粉粉的，做成豆绒酱

显然是不合时宜了，做成蚕豆煲，或葱油蚕

豆，还是光光鲜鲜的一道菜。

原杰
雨雾一趟趟来访

好几次甚至紧贴地面呼唤

可种子好像没有反应

旁边的篱笆有些着急

一扭腰

自己先发了芽

雨丝一遍遍梳洗

全身羽毛已经很鲜活光亮

可鸟儿依然不开口

旁边的小溪忍不住

一转身

自己开始说话

雨点一阵阵敲窗

窗道上陈年的灰尘也起了床

可屋里人依然沉睡不醒

墙上的蓑衣看不惯

悉悉索索

半夜里便准备动身出发

十里红妆
一队热烈闯入眼前的明亮

那是迎亲的十里红妆

一件件

闪耀不会褪色的爱

再仔细看看

还有满畈春花最蓬勃烂漫的甜蜜

一片喜悦弥漫身后的记忆

那是迎亲的父老乐队

一声声

吹醒古老而又年轻的希冀

再认真听听

还有蜂蝶雀鸟最纯真新鲜的致意

一把火点亮心中干燥的温暖

那是迎亲的大红花轿

一阵阵

癫狂我笨拙发烫的着急

沿着母亲祖母的村路前行

轿里正坐着我邻村名叫桃花的妹子

雨雾一趟趟来访（外一首）

清明茶事
王林军
清明节前，随父母上坟，路经一片茶

园，见修剪平整的茶蓬上，已探头探脑地长

上了新的芽叶。它们娇嫩、莹润，如枪矗

立，如旗招展，让冷寂了一冬的茶园，一下

变得鲜活生动起来。这些新长的嫩芽香

叶，与老叶单调沉郁的苍碧不同，它们青里

泛黄，黄中透紫，你很难用一个现成的颜色

词将之框定，总之十分鲜妍，十分养眼便

是。

茶园里有一拨人正在采茶，虽不是茶

歌茶舞中所常见的妙龄女郎，多是五六十

岁的乡下妇人，但“明前茶，贵如金”，此时

采摘的茶叶最讲究品相与品质，多采一芽

一叶至一芽两叶，况且这时节的茶叶原本

娇柔嫩弱，你也只能耐住性子一朵一朵采

去，真正如妙手摘花一般；又因求质不求

量，茶场主这时请人采茶，多是按日计算工

钱（乡人大多淳朴诚实，倒也不用担心她们

因此而偷奸耍滑），所以采茶女自也不像

“按量计钱”那般着急忙慌，大多心平气和、

气定神闲，这不你瞧，她们一边采茶，一边

言笑晏晏——正因如此，故她们虽非妙龄，

可采茶的身姿、神态与动作，亦是同样的优

雅动人，赏心悦目。清景润眼，和风拂面，

茶香绕鼻，气候不冷不热正又温暖滋润，想

来这时节采茶，不但不是苦差，反是一件令

人欣快的事！

这样欣快的事，让我们也跃跃欲试。

所以上过坟后，见时间尚早，一家老少便在

祖坟周边的山地上，寻寻觅觅地采起野茶

来。家乡青山绵延、竹木葱茏，山中多有野

生茶树，以前每年春季，采野茶、拗野笋，曾

是乡民农余的一项副业，贴补过曾经清贫

的岁月。野茶分布四散，且比起种植的茶

树，其芽叶更加稀疏，更加弱小，所以采摘

起来自然不是那么容易。我们“醉翁之意

不在酒”，在意的是山里的这份清幽，是春

来的这份欢喜，是心中的这份闲情，采多采

少原就随意。没料想，我们“人多力量大”，

一两小时光景，一家人采摘的鲜叶已有大

大的一包，母亲说做一斤干茶已绰绰有余

了。见时候不早，我们便带着一身的清幽

与芬芳，欢欢喜喜地下得山来。

到家，先把采来的茶叶，摊晾在院子的

阴凉通风处。本来还要挑挑残枝、老梗、碎

叶的，因为是明前茶，又是一朵朵采来，几

乎叶叶娇嫩、朵朵精品，所以也不用怎样的

挑拣。然后，一家人洗手洗脸，淘米涤菜，

开始做饭。

饭后，把碗筷整理干净，个个都有些迫

不及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于是父亲便

一声令下，“炒茶”！因为自小耳濡目染，对

手工茶的制作过程，我亦耳熟能详。首先

是热锅，紧接着炒青，然后揉搓，最后烘干

便是。所以这炒茶，说难也不甚难，难的是

火候和力度要掌握得恰到好处。本来，炒

茶最好的是柴灶，以前我们家就是父亲烧

火，母亲翻炒，火该旺就旺该弱就弱，炒速

该快则快该慢则慢，两个人配合默契，也不

需怎样的言语交流。现在没有柴灶，只好

用煤气灶代之。“嗞啦”一声，母亲将鲜叶入

锅，随即双手开始快速翻炒，随着锅内白烟

腾起，家里渐渐便弥漫了记忆中浓郁的茶

香。待茶叶炒软后，母亲倒出在干净的团

箕上，已无火可烧的父亲，这时抢先一步，

捋起衣袖便卖力地揉搓起来。像这样的

炒、揉，须重复两三遍以上，最后就是烘

干。以前用灶内的余烬烘着就行，现在则

用小火烘燥。

当母亲还在烘茶的时候，我就已洗好

了杯子，然后也不等完全烘干，便从热锅里

抓出几撮茶叶，给每人泡了一杯，连我 12
岁的儿子也没落下。按说，新茶制好后，搁

上几天再喝，更好更健康。但我们等不及，

趁着兴头，还是赶紧儿尝鲜！做人，有时也

不能过于讲究，时时小心，处处谨慎，岂非

太过无趣？

春茶第一杯，泛绿漾黄，云腾雾绕，清

俊其形，清幽其神，入口鲜香，入胃温软。

一杯下肚，暖从心生，四体通泰，感觉似把

一冬来郁结于内的寒气，驱除殆尽；亦觉洗

枯肠涤俗心，让人灵台清明，口吐烟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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