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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活着，活到了大妈级别。
站入大妈之列，实属无奈，莫看这仅是一个

称谓，却意味着女性不再年轻。人到了一定年
龄，隐藏得再好，也逃不过岁月的挑挑拣拣，摇
摇晃晃努力挣扎几年后，不得不承认已身在大
妈营中。好在这个年龄段，儿女多已成家立业，
可以松口气放手不管不顾，又享受着退休时光，
退了休着，属于自己的时间回来了。趁着有时
间，趁着身体还可以，抓住健康的尾巴，哪儿热
闹往那儿凑，旅游、聚会、广场舞，哪里都有她们
的身影。

作为资深大妈，我也难以免俗，掐指一算，
混迹在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的广场舞中，已有十
余年。跟着潮流走，先后学会了街舞、恰恰舞、
交谊舞、民族舞、鬼步舞，从扭着秧歌的《中国的
歌儿》跳到捂着耳朵的《小苹果》，从缠绵的《黄
玫瑰》舞到奔放的《酒醉的蝴蝶》，一路跳，一路
开开心心。舞蹈锻炼了我的身体，也开阔了我
的交际圈。一群年龄相仿的大妈们，兴冲冲建
起一个跳舞群，取名“舞飞扬”，一起看视频，一
起探讨步法，一起模仿着舞姿，大家玩在一起，
折腾起来，也忘乎所以，小姑娘一样嗨。

直到遇见木兰拳。
接触木兰拳始于群主小平发上来的一段视

频，舒缓的音乐配上优美大气的木兰拳式，似拳
似舞，飘逸、潇洒、柔美，一群上了年纪的大妈
们，一会儿摆出弓步推出掌力，一会儿又挺起身
子扬起手臂连轴翻飞，姿态迷人，风韵十足。顷
刻，跳舞群骤降急雨，大妈们不顾午后闷热，纷
纷潜出水面。

“啥舞？像拳。”
“太极？”
“好美！”
“哇，想学！”
小平统一回复：“木兰拳，想学的朋友晚上

广场见！”
那天晚上广场上，到的人特别齐、特别多，大

家都来开眼界，领略木兰拳神韵。我来的时候，
一圈人围着，正在观看小平的木兰拳表演。小平
身材高挑，体形好，一套木兰拳打得风生水起，似
行云流水，缓中有急，柔中带刚，还没打完，已经
有人喝彩鼓掌。美好的事物人人心向往之，小平
优美的表演，无疑是木兰拳最好的广告代言，大
伙当即排队学打木兰拳，兴致高昂。

可是不出几天，高涨的士气消散得无影无
踪，有人借故缺席，有人中途悄悄退场，有人大
声表述学不会。原来，木兰拳看似接近舞蹈，其
实跟广场舞截然不同，它一招一式，武舞相融，
需要手、脚、腰部的完美结合。身体时而前倾，
时而后坐，重心不断转移，脚尖脚跟更要交替频
繁，弓步、虚步、旋转步、后插步，层出不穷；有时
半浮身子下蹲，有时拔直腰身挺立，两只手臂柔

软得像两根绸带，前后左右，收放自如，划出优
美圆弧。只有做好了这些基础动作，才是学习
木兰拳的开端。姐妹们从未接触过木兰拳，单
身体重心的转移，已经搞得头昏脑胀，再来一个
鹞子翻身，基本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偏偏木兰
拳特别讲究方位感，每一步脚法都有定位。因
为这些，学起来难度特别大，不容易很快掌握，
两三天的学习，大伙晕头转向，始终不得要领，
一颗颗原本激扬的心渐渐沉到了水底，似冬天
的鱼儿，潜下去了，就不轻易出来冒泡了，人气
越来越淡。偌大的广场上，稀稀拉拉几个人还
在坚持，勇气固然可嘉，动作却实在不敢恭维，
变了形的招数，缩头缩脑，滑稽、僵硬，越卖力，
越显得张牙舞爪，好好的木兰拳，硬生生打成了
可怕的僵尸舞，不忍睹目。

难道就此却步？
正犹豫间正犹豫间，，小平站了出来小平站了出来，，她重新开启音她重新开启音

乐乐，，大大方方出手大大方方出手，，一套动静相济一套动静相济、、大起大落的大起大落的
木兰拳一气呵成木兰拳一气呵成，，木兰风采再次牢牢吸引了众木兰风采再次牢牢吸引了众
人的眼珠。小平说，自从学会了木兰拳，体重减
轻了8斤，小肚子没了，腰是腰，胸是胸，形体好
了吧？大伙一看，果真是。大妈身上多肉是通
病，谁不想减肥成功？找到了动力，再次结集起
来，重新学习木兰拳。

起初的时候，广场上人不多，小平教得认
真，姐妹们学得也认真，一步一个脚印来，慢慢
找到了感觉。回到家也没闲着，在群里相互琢
磨拳法，有时还发个自己打木兰拳的小视频上
来供大家点评。小平不失时机，耐心地分段上
传木兰拳的分解动作视频，方便姐妹们观摩练
习。不知不觉间，没参加学拳的姐妹也坐不住
了，隔三差五地相继回来。

一群大妈认真起来也蛮可爱，她们俯身、弯
腰、抬头，缓缓抬起一条腿，双臂张开，原本想来
一个潇洒的白鹤亮翅，无奈另一条撑地的脚不
争气，筛糠一样抖动得厉害，“突突突”乱弹风
琴，终于有人憋不住，“哎哟”一声，一个趔趄倒
了。众人受其影响，紧在喉咙的一口气泄出，纷
纷中招，广场上顿时东倒西歪一大片。嬉笑嫃
骂声中，又俯身继续……

万事开头难，一旦入了门，兴趣上来了，想
学的劲头挡都挡不住。舞友阿飞，晚上看视频
学到11点，白天一边干活一边模仿动作要领，
如痴如狂，进步神速。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家在
音乐声中每晚练，渐渐有模有样。有人提议统
一服饰，一呼百应，当即上网淘宝，黑短袖配上
红镶边灯笼裤，个个神采奕奕，学打木兰拳的大
妈们品尝到了来之不易的成功喜悦。

三个女人一台戏，女人一旦搭拢来，花头就
特别多。这群学打木兰拳的大妈们也不例外，
特别爱折腾，折腾来折腾去，折腾出了热爱生活
的五彩光芒。

桃花泪
□仇赤斌

儿时的夏日里儿时的夏日里，，我无聊地盯着园中的桃我无聊地盯着园中的桃
子子，，可惜桃子还小可惜桃子还小，，我已经尝过了我已经尝过了，，酸涩得酸涩得
很很，，心里着急咋还不熟呢心里着急咋还不熟呢？？于是打起了树上于是打起了树上
桃胶的主意桃胶的主意。。

奶奶说桃树受伤后就奶奶说桃树受伤后就会分泌桃胶，以利
于其伤口自愈。我不知道桃树会不会疼，我
如果摔破了腿，那可是很疼的。我有时会傻
傻地想：“桃树为什么会分泌桃胶呢？是不
是桃树伤心流泪后凝结而成的？”常常一场
雨后，桃树上就会“长出”很多桃胶来，有时
是白色的，蓬松柔软且晶莹剔透，煞是好
看。太阳晒后，会慢慢变小，变成琥珀色，但
更有弹性了。这玩意有黏性，可以粘东西。
小时候课本破了，找不到胶水时，就用湿的
桃胶来粘，效果要比饭粒来得好。记得那时
课本上有篇文章讲琥珀，就寻思着桃胶会不
会黏住蜜蜂或其他昆虫，很多年后是否也能
成为美丽的琥珀？

那时候关注桃胶，是因为它的味道好，
老家称之为桃凝或桃浆。奶奶住的老屋门
前有株桃树，是我儿时种的，很多年了，树枝
上和树杈处常会分泌很多桃胶。当桃胶多
得要掉下来的时候，奶奶常会挖下最干净的
部分，洗净后泡水在大锅的羹架上蒸，放点
糖，黏黏的，滑滑的，还带点弹性，比木莲冻
更有质感，那味道绝对胜过现在的果冻。

后来的吃法就多了。桃胶和银耳同煮
是美味。把桃胶放入清水中浸泡至软涨，除
去表面的黑色杂质，洗净后掰成小块，银耳
亦然。将桃胶、银耳和水放入锅中，大火煮
开后改小火继续煮半小时，再放入冰糖，也
可以加入雪梨或乌梅，至汤汁浓稠即可。如
果图省事，可以用高压锅，时间可以缩短
些。放凉后喝，或是在冰箱里冰一会，实是
夏季解暑消渴的无上妙品。和木瓜一起炖，
尤其适合女性。也可简单煮熟后，倒入些酸
奶、鲜奶、葡萄干之类的果脯，加点糖搅匀，
味道也很不错。

桃胶可入药。清代著名医家张璐著的
《本经逢原》有言：“桃树上胶，最通津液，能
治血淋，石淋。痘疮黑陷，必胜膏用之。”其
实早在唐代就有记载，《唐本草》中说：桃胶

“味甘苦，性平，无毒”，可入大肠、膀胱经。
民间有偏方用它治疗胃痛、胃炎，取比黄豆
粒大一点的桃胶清水洗净，在嘴中嚼碎后，
温开水送服，早晚各一次，坚持服用三十天，
胃炎就不会再犯。

有年夏天，我在老家挖取了老桃树上的
桃胶，用此法做了点桃胶冰糖羹，在冰箱里
冰了一下。女儿开始不吃，她一向对陌生的
食物有抵触感。在我再三劝说下，试着吃了
一点点，随后大叫：“爸比，好吃，太好吃了！”
把我手中的碗夺去，一人“独吞”了。吃完评
价：“这味道有点像那种可吸食的QQ糖，又
有点像果冻。”

宝贝，这是天然饮品，岂是那些人工合
成之物可以比拟的。

学木兰拳的大妈们
□陈红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