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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楼的时候，发现五楼楼
道路灯底座上的燕子窝比原来多
了两圈，那一颗颗圆溜溜的状如
豌豆的新土还湿漉漉的，连接在
去年的旧巢上，特别显眼，原来是
燕子们又飞回来了呀！

我顿时来了兴致，倒回几个台
阶，站在高处细看。发现小小的
洞口里面竟然露出三个黝黑的小
脑袋，几支细而黄的喙在洞口不
停地左右啄食，非常可爱。我掏
出手机，调好焦距，屏住呼吸正准
备偷拍时，它们却好像发现了我
似的，立刻都躲到燕子窝的深处
去了。

哈！真是一群精怪的小生灵！
我日日上楼下楼从那里经

过，经常看见燕子从开着的窗户
里飞出飞进。它们有时衔来一
茎细草，有时带回一口碎泥。如
果捉回虫子来，老远就能听见它
们一家三口在窝里叽叽喳喳欢
庆的声音。

邻居们对这家燕子落户楼内
很开心，每个人经过这里的时候，
总是尽量不发出大的声响。五楼
的英子姐还在地上放了一个空纸
盒，专门用来接收燕子们的粪便，
并定期更换。天气转凉后，燕子
们飞回南方了，楼道里随之冷清

了不少。
现在的燕子窝，体积比以前大

了一倍。顶端接着楼道天花板，
新窝在原来的基础上向前延伸，
越往前越细，有点儿像我织的毛
衣袖子，端口处仅容一只燕子进
出。整体看上去，像个不规则的
陶器，肚大颈细。这种奇特的造
型，不仅可以躲避风雨，提高安全
系数，还省却不少工时。燕子还
真是一个高明的建筑师啊！

前几天我回娘家，把燕子在楼
道的旧巢上加盖新巢的事讲给母
亲听。母亲听后对我说，燕子吃
害虫，保护庄稼。它们选择在哪
家筑巢，就代表哪家家人健康，财
运兴旺。它们在那住得好，第二
年还会回来的。

我忽然想起以前老房子的屋
梁上也有燕子窝的事儿，母亲说，
确实有。那时燕子把窝架在堂
屋的横梁上，每年春天都会孵出
一窝小燕子。冬天飞走后，第二
年又拖家带口地回来了。你不
晓 得 ，燕 子 垒 个 窝 ，有 多 不 容
易。衔树枝儿的时候，嘴丫子经
常磨得流血。那层土墙，是燕子
把泥土衔回来，再用自己的口水
将土和成泥球，一个一个地粘在
一起的。这就跟我们庄户人家盖

房子一样。那时候，每年冬天燕
子一飞走，我就让你爸爸把燕子
窝打扫干净，用细铁丝或木条加
固好。到了第二年春天，再添上
蓬松的干草和碎棉絮，迎接燕子
回家。

听到这里，我心里非常震撼。
看到满脸皱纹、满头白发的母亲，
我忽然觉得，我的父母不也和这
燕子一样吗？

看见我发愣，一向比较迷信的
母亲拉拉我的手，说：“你们可要
对燕子好些，它们会给你们带来
福运的！”

我是个无神论者，但我还是爽
快地答应了母亲。并顺着母亲的
意思，说我们这么多年的好运都
是燕子带来的。其实，我心里明
白，如果没有父母辛勤的养育和
无私的付出，我们哪里会有那么
多幸运的机会呢？

如今，在这花团锦簇、细柳如
烟的三月，去年的燕子不远千里，
重新回到我们中间。为了给孩子
们提供更加舒适的环境，还不辞
劳苦地为它们扩建房屋，这和人
类的父母何其相似！

看着这个在旧巢上新筑就的
燕子窝，我不由得对它们产生了
深深的敬意。

一个盲人乞丐拄着拐杖，步
履蹒跚地走过惠州的水东街。
在梁记酒楼前，他停下了脚步，
仰起头，使劲用鼻子去嗅——真
香啊！

酒楼的梁老板识得此人，眼
前这个乞丐就是当年作恶多端
的匪帮头子，人称黄麻子。十年
前，自己曾遭他黑手，钱财被洗
劫一空。后因匪帮内讧，黄麻子
被挖去双眼，现在做了乞丐。

梁老板却将黄麻子请进店
里，端上一只盐焗鸡：“请您慢
用。”黄麻子像饿狼扑食，顷刻间
盐焗鸡被一扫而光。黄麻子抹
着油亮的嘴唇疑惑地问：“非亲
非故，为什么请我？”

黄麻子怎么也不会想到，当
年他扫向手下的一记耳光，令梁
老板绝处逢生。

十年前的一个夜晚，窗外，
冷风飕飕；室内，孤灯只影。

梁老板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土制的烧酒顺着喉咙火辣辣地
直冲而下。他已端坐店铺多时，
一个人自斟自饮，饮的却是苦
酒。在水东街这间二十多平米
的临街铺面里，曾经堆满的各种
日用杂货，现在已一扫而空，多
年心血顷刻间化为乌有。

这几年战事不断，民生凋
敝，生意本就难做，今年更是旱
涝齐聚，百年难遇的洪水将水东
街店铺浸泡了半月之久，人挤上
阁楼才勉强逃生。不经水的货
物一应毁损，洪水过后勉强撑到
年底，月月亏损，梁老板唯有贱
价清空货物，另谋生路。望着空
荡荡的店铺，梁老板心中一阵酸
楚，只有把自己灌醉，才能度过
这漫长苦涩的最后一夜。

第二天一早，梁老板醒了过
来，只觉头昏脑涨，但还是打起
精神收拾行囊，挑起担子准备启
程。推开房门却见房东李姨早
在等候，手里提着一只大瓦罐。

“梁老板，没什么东西送你，
做 了 一 只 盐 腌 鸡 你 带 回 家 去
吧。”李姨带着沙哑的声音说道。

李姨早年丧夫，无儿无女，
守着夫家一间店面出租过活，自

从梁老板租下店铺，早已把梁老
板当成亲人一般，现在梁老板离
开，李姨难掩伤感。

“太贵重了！万万使不得，
这鸡你养了过年的。”梁老板百
般推辞。

惠州盛产海盐，食物保鲜都
是用海盐腌制。而盐腌鸡不单是
为了保鲜，还是本地一道特别的
美食，赠送盐腌鸡，对于普通民众
来说，几乎就是最贵重的礼物了。

“你一定要收下，我也只有
这个送你了。”李姨把瓦罐塞到
梁老板怀里，边说边红了眼眶。

拗不过李姨，梁老板只好千
恩万谢收下。

“路上小心，现在土匪强盗
多。”李姨叮嘱。

“李姨放心，我只在白天赶
路。”

惜别李姨，梁老板踏上回家
的路。梁老板的老家在东江上
游，沿着江边小路，两天就可到
达。

在一段人影稀疏的路段，两
个装扮成路人的匪徒忽然跳出
来，夹着梁老板就闪进路旁的芦
苇丛，里面围着五六个壮汉。

土匪竟然光天化日之下抢
劫。

为首的大汉手持一根木棍，
厉声喝道：“我叫黄麻子，识相的
把财物交出来，放你一条生路。”
梁老板大吃一惊，自己竟然落在
大名鼎鼎的黄麻子手上，但他顾
不得害怕，赶紧跪下哀求：“我家
就靠这点钱活命……”忽然“呯”
一声，梁老板后脑挨了一记闷
棍，立刻倒地昏死过去。黄麻子
挥舞木棍，恶狠狠说道：“敢跟我
犟！”

黄麻子指挥手下将梁老板
的财物洗劫一空。

一个手下向黄麻子请示：
“那里还有一罐盐要不要带走？”
黄麻子怒目一瞪，“啪”的一声，
一个巴掌横扫过去：“你傻啊！
盐不值钱又重。”

黄麻子带着众人扬长而去。
不知过了多久，梁老板缓缓

醒了过来。他头脑晕晕乎乎，摸

摸后脑勺，那里有一摊血，想了
很久，他终于想起了发生的事
情，不禁嚎啕大哭起来，上天为
何对我赶尽杀绝？想当年他意
气风发，是人人敬仰的乡绅，这
次狼狈回家已不知如何面对乡
亲，如今再遭此横祸，更无颜面
见人，还不如一死了之。想到
此，心如死灰的梁老板起身缓步
走向江边，准备投江了断残生。

临近岁晚，江风凛冽刺骨。
走到江边的梁老板被冷风一吹，
人清醒了一些。他饥肠辘辘，想
到人死不能做饿死鬼，梁老板又
返回芦苇丛，找到那只仅存的盐
腌鸡，不吃那只鸡也对不起好心
肠的房东李姨。天气寒冷，梁老
板找来枯枝杂草，直接在瓦罐下
点火加热。

这时，瓦罐里飘出一股清
香，一种奇特的、沁人心脾的清
香。梁老板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凑近细嗅，真是香啊！火越烧越
旺，香飘四溢。梁老板迫不及待
取出鸡狼吞虎咽起来。真是人
间美味！而且是从未有过的人
间美味！

梁老板忽然灵光一闪，何不
以此美味投身餐饮业？定能闯
出一番天地！他忘记了身上的
疼痛，更忘记了轻生的念头，连
夜启程赶回老家，现在他身无长
物，什么也不用害怕了。

梁老板反复研试，总结出制
作盐腌鸡的最佳方法：鸡用纱纸
包裹，既让盐气渗透，又将咸味
隔开；香料选用本地沙姜，与鸡
产生奇妙合味；烹制先爆炒海
盐，再倒瓦煲盐焗；火则采用木
炭暗火，能焗透而不致焦糊，一
切都精益求精。

奇特工艺造就无与伦比的
美食！盐焗的鸡色泽金黄，皮
脆、肉滑、骨香。它独特的香味
还能在口腔里停留，形成回香现
象。

这样，第一只盐焗鸡就诞生
了。

十年后，梁老板成为惠州餐
饮业翘楚，他发明的盐焗鸡在惠
州遍地开花。

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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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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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曾有描述，
薛宝钗有病根，要吃“冷香
丸”，这配方可谓神奇。需要
春天的白牡丹花蕊，夏天的
白荷花蕊，秋天的白芙蓉花
蕊，冬天的白梅花蕊各十二
两。于是，这四样花要在春
分晒干，雨水时接落水，白露
时收露水，霜降时留日霜，小
雪时集白雪，各十二钱。花
蕊和四样水调匀，揉成丸子，
藏在旧瓷坛，埋在花根下。

相比于制作复杂的“冷
香丸”，普通人也爱食花。每
到春天，老槐树上冒出翠绿
的花，我们就心心念念等着
吃妈妈做的槐花饭。待花朵
开放时，我们就迫不及待地
拎着篮子去摘槐花了。刚采
摘的槐花，有种淡淡的清香，
捧在手心里，让人爱不释
手。有人是急性子，干脆直
接捋一把在嘴里，一边嚼一
边说：“香，甜，这是春天的
味道。”

妈妈是个烹饪高手，有
了普通的槐花，就能做出一
顿美味的饭食来。新鲜的
槐花在水中洗净，显得更加
冰清玉洁。妈妈喜欢用一
些 玉 米 面 和 上 洗 好 的 槐
花 ，放 在 笼 屉 上 大 火 蒸 。
不多时，当你掀开笼屉时，
那种饭夹花的美味扑鼻而
来。一盘槐花饭，仿佛凝
结 着 整 个 春 天 。 每 每 此
时，我都喜欢蘸着醋蒜汁，
大快朵颐，仿佛胜过五星
级饭店里的大鱼大肉，吃
罢，满嘴都是槐花的清香。
似乎一顿槐花饭，就代表了
春天的味道。

后来，去云南旅行，见
识了云南人的食花。鲜花
当蔬菜，似乎见怪不怪。当

地人吃花如同吃蔬菜，煎、
炒、烹、炸，让人大开眼界。
当地朋友介绍说：“在云南，
可以吃的鲜花有一百多种
呢。”很多美食里的鲜花娇
艳欲滴，在菜肴里继续呈现
着它的美。

我最喜欢吃的，自然是
云南的鲜花饼。朋友说，制
作鲜花饼，定要在晴日的清
晨，采摘最新鲜的玫瑰花
瓣，和着纯正的面粉精心手
制而成。而且，要在做好的
第一时间食用，当你轻轻地
咬开酥酥的饼皮，里面嫣红
的玫瑰花瓣清晰可见。饼
散发着玫瑰花的香甜滋味，
甜糯绵软，吃了让人直呼过
瘾。那些玫瑰花瓣，在唇齿
之间，长久地散发着悠悠的
香气。

在云南，我们还吃到了
地地道道的傣族美食，在精
致的餐桌上，呈放着不同的
菜肴。此时，你先会被美食
的色泽所折服。一张餐桌
上，精美地摆放着各种漂亮
的花瓣，都可以食用，色彩
缤纷，宛若一个大花园。当
你啧啧赞叹它的美丽后，再
去细品，这道菜原来是红山
茶的花瓣，那道菜竟然有棠
梨花的芳踪，而旁边的一道
菜 中 用 的 居 然 是 仙 人 掌
花！更有一些花，颜色、形
状各异，你根本叫不上名
字，每道菜肴都因着花而美
丽，芳香四溢，让吃惯了北方
餐食的我们，大开眼界。

其实，细细想来，全国各
地的人们有着不同的食花习
惯。诸如桂花糕、荷花粥、黄
花菜等等。食花，不仅是一
种诗情画意，更是一种就地
取材的生存智慧……

主题凸显的诗歌题材

一部诗稿能否成功，不
仅在于诗歌本身，还在于精
心的策划。《中国百座名山题
咏》之所以一经推出，就成为
读者喜欢的读本，就是在创
作之前，诗人便在诗歌题材
上下足了功夫，在选准主题
的前提下，精心创作。

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喜欢旅游的人越来
越多，寄情山水，陶冶情操，
欣赏自然风光，游历名山大
川成为许多人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因此，对祖国大好
河山的介绍和歌咏，就成为
读者关注的热点话题。诗人
正是抓住了这个热点和需
求，遴选了 100 座名山为创
作对象，咏唱出了蕴含在百
座名山之中的自然气象和文
化气象，成就了这些短小而
气象万千的佳作诗篇。

《中国百座名山题咏》虽
然只是咏山之作，但是诗人
却能精准地把握各大名山的
特点与精要，恣意发挥，尽情
诵唱，或绮丽风光，或历史典
故，或风俗传说，尽叙了名山
大川的自然美和人文美，形
成了本书的重要特质。

新颖别样的诗歌文本

《中国百座名山题咏》集
诗、评、图、注为一体，熔文
学、科普、摄影于一炉，开创
了文学作品与地理知识及精
美图片相结合的全新文本，
极具阅读、欣赏和收藏价值，
是了解祖国名山大川、游历
名胜的必读佳作。

当今出版的诗集，大多
只有文字，在编辑和版面组
合上没有更多的元素。而本
书根据诗歌主题的特点，以
七言四句的诗体为要，突显
诗歌的重要位置，辅助“诗
说”，对诗歌进行简要的解读
和诠释，有利于读者对诗歌
的理解，并起到延伸阅读与
思考的作用。而与诗歌对应
的另一页面，配有所咏名山
的精致图片。这些摄影作
品，展现了各座名山最具特
点的历史遗迹或险峻风光，
让读者在读诗时有如临其境
的亲切感和现场感。每帧图
片，抓人眼球，醒人耳目，极
具欣赏价值。而与图片相呼
应的是知识链接中的“名山
简介”，对题咏名山的所在省

份、地理位置、历史文化、民
风民俗及神话传说进行了简
要介绍，让读者在欣赏诗歌
的同时，获得地理知识、历史
知识和其他人文知识。

所以说，《中国百座名山
题咏》在诗歌文本上是一个
极大的创新，赏诗歌、悟释
义、读美图、知地理，极大地
丰富了诗歌文本的多维表现
空间，满足了读者多角度、多
层面、多元素的阅读兴趣与
欣赏味蕾。

寄语山水的情志表达

尽管《中国百座名山题
咏》所歌咏的是百座名山，
却融入了作者的爱憎、志向
和审美情趣，百座名山就成
为诗人表达感情和志向的
对象和载体。由是，我们说
这些诗歌其实就是诗人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具
体体现。

我们看社会和人间，有
如看山，因人的社会地位、
知识结构、认知程度和所在
角度的不同而异，正如苏东
坡所说：“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因此，这
部诗集，就有了诗人独特的
视角与思想。诗人借咏百
座名山，淋漓尽致地讴歌人
间的真善美，鞭笞世间的丑
邪恶，或励志，或激人，或扬
善，或惩恶，或镇邪，从而使
咏山的诗歌有了更为丰富
的精神内涵和人文情怀。
如“人生奢求多不得，唯有
励 志 铸 丹 心 ”（《 咏 龙 虎
山》），诗人借炼丹启发今人
要学习古人的专一而精诚
的精神，不可有太多嗔念，
否则成就不了人生精彩。
又如“春拜石竹祈美缘，冬
叩九鲤求灵签。山河海湖
皆乞遍，不如自省福无边”
（《咏石所山》），此诗告诫人
们，拜佛祈福只是形式，重
要的是正心念。正所谓心
怀芝兰，福气自来矣。“千岩
壁立茶古道，天赐福地靠善
守”（《咏武夷山》），上天造
就的华夏大地，物华天宝。
诗人在赞美武夷山的同时，
警示人们只有“善守”才能保
住绿水青山！

诗人把自己的情怀融入
了百座名山之中，抒发出了
对祖国的热爱，对社会的警
示，对人类的关怀。一本精
美诗集，攥握于手，萦绕在
怀，陶情励志，是为大快矣。

天气转暖，我计划周日带
着女儿去公园野餐。周六晚
上，想好了第二天要带的东西，
便沉沉睡去。这身体真是奇
怪，到了周末连生物钟都跟着
休假了。阳光跨过窗台，掉落
在地板上，它爬上床头终于把
我唤醒了。

一看时间，顿时翻滚着下
床，奔向厨房，该从哪里着手好
呢？我叉腰站定，四处环顾。
只见冰箱门上贴着一张粉色的
便利贴：“餐桌上的保温袋里有
吃食，帐篷和垫子在门口的购
物袋里，我买菜去了！”这如同
小学生风格的字体，一看就是
老妈留的。

顾不上研究她的字，先去看
看袋里的东西，保温袋里大小不
一的玻璃饭盒叠放得整整齐
齐。圣女果和葡萄洗净晾干了
水渍，我女儿爱吃的煎饺和鸡
蛋饼还是温热的，果脯、饼干、
巧克力都拆除了包装纸叠放
着。我拎了拎袋子旁边三个卡
通保温壶，都是满的。其中一
个壶上贴着一张橙色的便利
贴：“水壶里有豆浆、乌龙茶和
椰子汁。不要到外面买不干净
的东西吃！”老妈留言条最后的
感叹号一点威慑力都没有，但
是看到精心准备的吃食，我决
定要听她的话。

门口的购物袋里放了帐篷
包、野餐布、抽纸、湿纸巾、墨
镜、太阳帽、自拍杆……翻着这
些东西，只有我没想到的，没一
样多余的，也不知道老妈是几点
起来收拾的。她没来跟我们住
的时候，我也曾清早起来给女儿
准备过出行的物品。现在，她连
同我那份，都一起收拾了。

不由想起多年前，每次离家
的时候，老妈都会帮我检查行
李，我笑她多此一举。上火车
时，惊觉少带了什么，一路懊
恼，到宿舍把行李箱一打开，却
发现东西都在，幸好幸好！就连
看到上面贴的那张数落我的便
利贴，都不觉得烦人了。

毕业后，我在最繁华的都市
上班，收入不错，下班后常和同
事在外寻觅美食，自由又快乐。
当老妈得知我日日与外卖为伍
时，再舍不得车费的她，也会隔
一段时间就来我租房的住所看
我，带着各式各样的瓶瓶罐罐，
我一度怀疑，她是不是把附近人
家的罐罐都讨要回家了？离家
久了，我也会怀念家里的口味，
所以她送来的酱、菜我都会收
下。每个玻璃罐上都贴着便利
贴：“牛肉酱，有点咸，一次少吃
点。”“炸的小鱼仔，你表叔在河
里捉的，原生态。”“刀豆辣酱，
水放多了，快点吃完！”……还有
她来后，包了满满两个抽屉的饺
子，还写上便利贴告诉我，四种
馅的口味要怎么分辨。

也许就是这些简单的小事，
让我后来决定要辞职回老家。
那么好的妈妈，怎么舍得让她两
地奔波、为我牵肠挂肚？时光无
情，老妈没有了白皙饱满的面
容，失去了健美匀称的身材，连
乌黑柔顺的头发也不复存在，但
她强势留下了爱我的执念。

如今我也成家了，有了孩
子。可她还是会隔三差五来跟
我住一段时间，留下一冰箱被她
分好类的肉菜面食，再贴上时光
流逝也带不走的便利贴。我的
妈妈，她总是那么的细心。我
猜，如果没有岁月的步步紧催，
妈妈会把孩子的路铺到百岁，让
我一生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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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羊城晚报出版社新鲜推出惠州军旅诗

人许峰诗歌集《中国百座名山题咏》《四季如歌

——主题组诗选》以及全国大咖评论许峰诗风的

评论集《许峰诗论》，收获读者喜爱，引发热烈反

响。在此，笔者就其中《中国百座名山题咏》一

书说说自己的读后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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