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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延伟

农谚讲：“雨前椿芽嫩如
丝，雨后椿芽生木质。”谷雨前
后 ，正 是 采 食 香 椿 芽 的 好 时
节。

香椿作为乡间一种产自
树上的时令蔬菜，以特有的芳
香和丰富营养深受人们喜爱。
据说，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以香
椿芽叶入馔的国家，其食用历
史可追溯到汉代，还曾作为贡
品 觐 奉 朝 廷 ，影 响 力 可 见 一
斑。

传说椿树因救过汉光武
帝刘秀的性命而受到皇封，于
是民间就有了“椿树贵为王，
越搉它越旺”“门前一棵椿，一
年菜不愁”的说法。小时候，我
家院墙外面栽有一棵当时比
较少见的红叶香椿树，水桶般
粗细，枝干和叶芽通体呈褐红
色，叶片肥厚，香味也比常见
的绿叶香椿浓郁许多。听母亲
说，香椿树有“公母”之分，我
家这棵是“母树”，每年它的根
部周边都会生出许多小香椿
苗来，村里许多人家的香椿树
都是从它根旁分蘖移植出去
的。

清明前后，香椿树的枝头
便陆续冒出红鲜鲜的芽苞，在
和煦春风的吹拂下，在如丝春
雨的滋润下，那些芽苞逐渐舒
展开来。约莫经过半个多月时
间，一个芽苞便蓬蓬松松地长
成几大簇枝叶，在春日的阳光
下闪耀着红玛瑙一样的亮光。

谷雨节气前两天恰逢村
里传统庙会，亲戚们来赶会看
戏。母亲总要提前采摘些香椿
芽拾掇干净，中午，当过厨子
的父亲施展身手，或蘸了面糊
油炸，或拌了鸡蛋热炒，或加
入小葱豆腐凉拌，做出诸如油
炸香椿鱼儿、鸡蛋炒香椿、香
椿豆腐丁等一盘盘色香味俱
佳的菜肴来，令客人们大快朵
颐、赞不绝口。下午临走时，母
亲会准备些香椿芽让客人们
各取所需，大家一个个喜欢得
不得了。明代的李濂曾在其诗
作中描写过椿芽待客、主客皆
欢的情景：“抱孙探雀舟，留客
剪椿芽。无限村居乐，逢人敢
自夸。”怡然自得之情跃然纸
上。

父亲曾“发明”过一种香
椿芽的特殊吃法，现在想来还
觉得颇具“艺术性”：在香椿嫩
芽刚露头时，找几个鹅蛋壳或
鸡蛋壳套在低处的嫩芽上，等
十来天后香椿芽把蛋壳里的
空 间 长 满 ，将 要 胀 破 而 未 破
时，将蛋壳连同香椿芽一起从

树上掰下来，捏碎蛋壳，就见
香椿嫩芽瓷瓷实实地挤在一
起，外形光滑圆溜，黄白颜色，
就像卤过的松花蛋，让人爱不
释手。把它们撕开、切碎，再掺
了鸡蛋、地耳等煎炒着吃，因
为未见阳光的缘故，梗和叶一
样娇嫩，那种清香鲜美的味道
令人口舌生津、欲罢不能。

只是，这种吃法相对来说
较为奢侈，因为任由一撮香椿
芽在阳光下自然生长，假以时
日都能够长成一大把香椿叶。
香椿嫩芽好吃也顶多是尝个
鲜而已，人们最普遍的做法还
是拿它们来“腌香椿”。

记得母亲总是先把香椿
连梗带叶从树上一起折下来，
洗干净后晾干水分，把叶子从
梗上捋下来摊在大瓷盆里；再
用小擀面杖在案板上把尺许
长的光梗儿一根根砸开呈裂
纹状，耐着性子将外面那层嫩
皮一点点剥下来，和叶子混放
在一起，把盐粒放石臼里捣碎
撒在上面，简单搅拌几下，腌
渍半个钟头；然后用双手抓着
香椿叶和梗皮轻轻揉搓，既让
盐分充分浸渍其中，又要保持
香椿叶的完整，最后装进大瓷
罐里保存起来。

这些腌在罐子里的香椿
吃时要用专门的勺子或筷子，
随时吃随时往外拿取，只要严
防油腻混入且保存得法，隔三
岔五地能让全家人享用到来
年春季。平时我们把腌制好的
香椿切碎，搭配着野蒜苗或芥
菜丝一起吃，墨绿中掺杂着青
白黄的颜色，香醇中和着沁人
心脾的辛辣滋味，既养眼又激
发人的食欲，简直就是绝配。

我上中学时住校，每次回
家过周末，返校前母亲都要给
我装满一玻璃罐头瓶香椿拌
芥丝带着。同寝室的同学见我
用馒头夹着香椿芥菜丝吃得
津津有味，馋得直咽唾沫，我
便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母亲还常备些香椿叶晒
干揉碎，装在塑料袋里，冬天
吃 捞 面 条 时 ，先 把 姜 、蒜 、辣
椒、盐等捣成泥糊状，再放进
去 一 些 香 椿 叶 粉 末 ，加 入 酱
油、醋等搅拌均匀，不放芝麻
油 就 香 气 扑 鼻 ，是 绝 佳 的 调
料。

又是一年椿芽上市时。我
不由得想起老家院墙外的那
棵粗大的香椿树，眼前也浮现
出 母 亲 腌 香 椿 菜 时 的 情 景 ，
心里顿时升腾起一股浓浓的
暖意，愈发怀念儿时掰“蛋
壳香椿”的快乐以及它带来
的快乐与享受。

春来留客剪椿芽

□张留周

阳春三月，杏花盛开。迎着和煦
的春风，慕名而来采风团疾驰在前
往 古 桥 首 届 “ 杏 花 节 ” 采 风 的 路
上。作为一名从业多年的旅游工作
者，一想到杏韵湾的华丽蝶变，我
的内心就平添了一种莫名的自豪。

乘车从新区出发，沿 1 号公路行
驶约 26 公里，就来到古桥镇杏韵湾
景区。远远望见路北古色古香、巍
峨壮观的景区大门，两侧是青砖灰
瓦、整齐划一的房屋。景区大门上
方 匾 额 上 “ 杏 韵 湾 ” 三 个 红 色 大
字，端庄厚重，气势不凡。大门两
侧立柱上镌刻着“春来金杏韵醉四
面 宾 朋 ， 秋 往 碧 湾 景 迷 八 方 游 客 ”
的楹联，彰显出浓郁的文化气息。

整个杏韵湾景区包含师庄、刘
李、曹刘三个村庄，规划面积 3260
亩，因村庄内种满杏树、村外双洎
河环绕而得名。

路经刘李村街道两侧灰瓦白墙
的徽派房舍，偶见摇曳生姿的杏花
从墙内探出头来，仿佛向我们招手
示意，不由得想起“一段好春藏不
住，粉墙斜露杏花梢”的诗句，颇有
身临其境之感。

转过一道弯，眼前豁然开朗，恍
然如入仙境。放眼师庄，田埂陌上，
街道两侧，房前屋后，院内院外，一排
排，一行行，一片片，一树树，满眼都
是粉白粉白的杏花，竟然没有一棵杂

树 ，让 人 感 叹 这 才 是 真 正 的“ 杏 花
村”。唐代诗人王维笔下“屋上春鸠
鸣，村外杏花白”的景致，也不过如此
吧。

掩饰不住内心的惊喜，诗人、作
家、摄影家们纷纷跳下车，冲进万花
丛中，用镜头、用眼睛、用心去捕捉每
一树杏花的高光时刻，留住每一朵杏
花的绝世容颜。那一串串、一朵朵肆
意怒放的杏花，在东风吹拂和阳光辉
映下，展露着淡雅的芳容，舞动着妙
曼的身姿，像穿着轻纱的古典美女，
在美妙的春光里劲舞欢歌，引得游人
流连忘返。仔细端详那一枚枚小小
的花瓣，似一片片雪花，质地纯净，携
着春的清新和晶莹。淡淡清香，似有
若无，飘忽不定。微风吹过，片片花
瓣在杏树下飞舞，阵阵花香在空气中
弥漫。花瓣回到地面，又恋恋不舍地
堆积在树下，好像一场盛大而煽情的
告别仪式。“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
陌 碾 成 尘 ”，杏 花 的 美 不 在 艳 ，而 在
雅 ，在“ 不 与 百 花 争 艳 ，只 为 初 春 添
彩”的高洁和笃定，令人心生怜爱和
钦慕。

满村杏花盛开，春光无处不在，
人们的心也被撩拨得春波荡漾。老
人们从院子里走出来，端坐树下，一
边赏花，一边品茶；孩子们从校园里
走 出 来 ，排 着 队 ，唱 着 歌 ，在 树 下 游
戏；恋爱中的男女来了，在杏花树下
摆出各种姿势，留下美丽倩影；热爱
生活的诗人、作家、摄影家们，更是不

愿意错过这个施展才艺的机会，恨不
能把每棵树带回家，把每朵花做成标
本；小商小贩来了，各种美食摊点挤
满了宽敞明亮的东西大街，扑鼻的饭
香不时挑逗着人们的味蕾；豫剧演员
们来了，委婉缠绵的唱腔在整个村庄
上空回旋，整个村庄都沉浸在热闹幸
福的时光里……

师庄村依托双洎河水湾而建，因
为交通不便，一直贫穷落后，没有集
体经济。2004 年，响应“果树进村”的
号召，在省林业专家指导下，村民们
去除杂树，种下了近万棵新品杏树，
村里统一收购，统一外销。之后，每
到杏果成熟季节，满村杏子飘香，吸
引四面八方游客前来采摘。为了给
游客提供更多服务，近年来，师庄村
先 后 策 划 举 办 了 十 四 届“ 金 杏 采 摘
节”，引入戏剧表演、美食小吃、直播
带货。每年“金杏采摘节”，都会引来
大 量 外 地 游 客 ， 带 来 可 观 的 收 益 。
金杏飘香，农民的脸上也绽开了笑
容。

返程的路上，回望古色古香的
景区大门，我感慨不已。是啊，“杏韵
湾”真是“幸运”，迎来了跨越发展的
新时代。

乡村振兴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
种使命和担当。虽然，杏韵湾景区
还很稚嫩，但春天种下种子，秋天
必定硕果累累。

杏花有意，未来可期。祝愿杏
韵湾的明天更美好。

春 到 杏 韵 湾

□吕超峰

草长莺飞，清明将至。漫步河
边，看着柳树悄然吐絮，想起已经
远离尘世的挚友英杰兄，顿感世事
无常，时光易逝。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英杰兄、
金保兄我们三人在这条河边徜徉，
看河水碧波荡漾，看返青的柳条飞
舞，身心愉悦。中午，金保兄在一
家粤菜饭店订了房间，我们仨人畅
饮神侃，谈笑风生，好不快活。饭
后送英杰兄上车时，我向他推荐，
东区有家特色小吃——东北铁锅
炖鱼，击掌相约，下次他来许昌我
请他前去品尝。可遗憾的是，直到
今年年初英杰兄因病突然辞世，也
没能吃到这顿约好的饭。

在许昌，说起汪英杰，了解他
的人可能不多，但要提到银梅可
乐，可谓男女老幼皆知，春夏秋
冬常喝。英杰兄就是享誉我市的
银梅可乐的创始人。英杰兄在世
时常常引以为豪的就是把银梅可
乐做成了许昌人信赖的品牌，并
将禹州市银梅饮料有限公司打造
成为许昌乃至河南省最大的本土
饮料企业，多次获得省级和国家
级荣誉。

1954 年 4 月，英杰兄出生在禹
州市城关镇；1970 年 12 月入伍，成

为戍边卫士，在内蒙古服役 6 年；退
伍 后 分 配 到 禹 州 市 商 业 系 统 工
作。6 年的军旅生涯，让英杰兄学
会了担当与勇毅，干事创业，雷厉
风行，脚踏实地，从不拖泥带水。

1984 年春，30 岁的汪英杰被任
命为禹州市食品厂副厂长。当年，
他作为厂里的代表，与河南省中医
学院、郑州大学的教授合作，研发
新型饮料。作为禹州人，英杰兄从
小就对中医药文化情有独钟，对中
草药的神奇疗效充满了向往。研
发初期，在英杰兄的提议下，科研
组以金银花（二花）、乌梅、良姜、丁
香、蜂蜜、米醋等天然中药材与食
材为原料，经过反复试验、提纯，最
终确定了饮料的配方。这种饮料
气味芬芳，清爽可口，酸甜适中，药
香含蓄而沉稳，具有生津止渴、消
除疲劳、清热解毒、增进食欲等功
效。产品投放市场后，深受消费者
欢迎。

每每提起“银梅可乐”这个名
字 ，英 杰 兄 都 颇 为 得 意 。 他 解 释
说：“‘银梅可乐’取的是金银花的

‘银’字与乌梅的‘梅’字，之所以不
用金银花的‘金’字，就是要谦虚、
沉稳，不抢不争风头，做老百姓喜
爱的大众饮料。”

在银梅可乐生产初期，英杰兄
一直跟班生产，与员工一起筛拣、

粉碎、炮制中药原料，培养员工精
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提升他们的文
化素养，在企业内部逐步形成“弘
扬传统中医药文化，做老百姓喜爱
的饮料”的文化理念。39 年来，银
梅可乐尽管在众多饮料品牌中还
算不上“阳春白雪”，却能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而
且稳步发展，稳健前行，成为许昌
人有口皆碑的本土饮料，还销售到
山东、安徽、江苏等地。这其中一
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英杰兄始终要
求公司保持产品品质不变，始终把
消费者的感受放在首位。 这不是
偶然，而是一种必然。这是英杰兄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对传统中
医药文化的弘扬。 如今，“银梅”已
经成为许昌饮食文化的特色符号，
植 根 于 市 民 心 中 。 不 管 夏 天 冬
天 ， 到 饭 店 就 餐 ， 到 地 摊 小 酌 ，
要上两瓶银梅可乐成为大多食客
的习惯。

天高行健，地厚载物。近年
来，禹州市银梅饮料有限公司一
步一个脚印，稳步前行，英杰兄
也 始 终 没 有 忘 记 自 己 的 社 会 责
任，为灾区捐款、出资助学、帮
助贫困户、慰问驻军，他慷慨解
囊，从不张扬。尤其是近 3 年来，
他还捐款 30 万元、捐赠价值 20 多
万元的银梅可乐慰问医护人员以

及禹州市坚守岗位的志愿者、工作
人 员 。 他 说 ，一 个 有 责 任 的 企 业
家，就应该回馈社会，回报人民。

在平时的生活中，性格开朗的
英 杰 兄 爱 好 广 泛 ，摄 影 、养 花 、收
藏，乐在其中。20 多年前他就开始
泛 足 摄 影 ，起 点 高 ，设 备 好 ，胶 片
机、数码机样样精通。在他的办公
室里，挂着一幅他在越南旅游时拍
的摄影作品，画面是一位越南女渔
民傍晚在海边收网，渔火、船影、远
山尽入画面，构图严谨，用光巧妙，
景深控制得当，极富美感。从这幅
作品中就可看出其摄影功底之深
厚。我与英杰兄成为朋友也是从
摄影开始。当年尽管企业经营还
比较困难，但他仍资助我们几位
摄影爱好者远赴内蒙古额济纳旗
拍摄胡杨、自驾去河北坝上拍摄
白桦林。每次采风归来，我们在
一起谈摄影感悟，分享采风途中
的故事，对作品评头论足，畅所
欲言，十分惬意。

近年来，英杰兄的膝盖出了
毛病，行动不太方便，但他时不
时还会约上金保兄我俩去禹州市
西 部 山 区 拍 红 叶 、 拍 传 统 古 村
落 ， 他 尤 其 对 即 将 拆 扒 的 老 房
子、古院落唏嘘不已。他说，这
些 老 房 子 见 证 了 社 会 的 发 展 历
程，蕴含着中原农村建筑的文化

底蕴，现在如果不拍摄记录，再
过几年，山村里的这些老房子就永
远看不到了。

多年来，英杰兄每每来许昌大
多找金保兄我俩相聚。英杰兄与
金保兄既是老同学又是老战友，感
情深厚；我则与英杰兄是忘年交，
无话不谈。因此，仨人如亲兄弟一
般，几天不见面，心里就挂念，时常
电话、短信联系，哪怕只是说短短
几句话，或者报个平安，也就心满
意足了。去年“五一”之后，金保兄
从北京回许昌长住，我俩多次邀请
英杰兄来许一聚，等来的却是一个
噩耗：他突然患病住进了医院，尽
管孩子们日夜守护在身边，尽管请
到了北京的专家参与会诊，最终还
是溘然长逝。我请他吃东北铁锅
炖鱼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成了一
大憾事。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清明将
至，芳菲正盛。望着禹州市银梅饮
料有限公司厂区生机盎然的花木，
听 着 灌 装 车 间 机 器 轰 鸣 的 律 动 ，
我相信，年轻的接班人，一定会
秉持英杰兄的志向与追求，坚守

“家的味道”，让银梅可乐发展的
脚步更稳健，更踏实；让银梅可
乐走得更远。

谨以拙文怀念英杰兄，虽挂
一漏万，却情真情意切。

欠 你 一 顿 铁 锅 炖 鱼

□邢志坚

桃花美，桃花红
桃花烂漫春潮涌
朵朵艳丽增春色
装扮人间如仙境

桃花灼灼，染红了《诗经》
落英缤纷，陶醉了渊明
天生丽质，羞煞了多少美人
年年春来，人面桃花相映红

粉妆嫩蕊露华浓
馨香醉人迷蝶蜂
满树繁花恣意放
众芳数她最多情

飘飘洒洒花瓣雨
再为春光添新景
只待桃花凋谢时
笑看枝头硕果丰

桃 花 美

□王益龄

谈笑风生相见欢，
个中风景更非凡。
一腔肝胆款款叙，
满腹经纶侃侃谈。
开卷每觉读似觌，
合书常叹笔如椽。
再来一部臻大顺，
腹有诗书岂作难。

赠 友 人

□来向阳

魏武神兵，
临敌制奇，
盛昌当年。
操悍骁纵横，
屯田制始；
东擒狡布，
北走强袁。
董卓诛剿，
黄巾迫降，
迎献皇移驾许县。
挟天子，
以令诸侯矣，
威震中原。

枭雄逐鹿持权，
一统北方帷幄万全。
赤壁留憾事，
战船火烧；
败华容道，
兵落其间。
韬略雄才，
恢宏鞭举，
碣石东临有遗篇。
建安骨，
铁马金戈闪，
扫尽狼烟。

沁园春·

曹操

春光明媚 马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