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原，草会衣锦还乡吗？
答案是否定的，他们认为的

野草，是在生活的夹缝里长出
的，一不留神，这草就长满了中
原。

其实，一夜春风过，绿意到
屋头，这句话有些夸张，这绿，铺
满了田野、堤岸、村头和路边。

在许多竞争的野草中，一株
株野草表面沉默，暗地里较劲，
今天米米蒿超越看麦娘，明天马
唐超越麦家公，这所有的草，都
是拼命三郎。

它们似乎把春天挤破了。
一个个向往高处，晒着每一丝阳
光，聆听着每一声风鸣，感触着
每一点晨露。

中原，是草的世界。
在众多的草中，有一种草，

很特别，名字叫做地锦，听名字，
让人联想翩翩，或是大地披上一
层锦衣，我觉得这比喻不足以表
达一种草的秉性，应该这样说这
草，它是一种衣锦还乡的草，它
在众多的草中，很醒目。

它红茎，质脆，易折断，断面
黄白色，中空。这草，就是地锦，
它的名字，源自于明代的李时
珍，“赤茎铺地，故曰地锦”。

这草，红茎，叶子像马齿苋，
许多地方的人，都把它误以为马
齿苋，其实质它比马齿苋的茎瘦
弱，叶子也小，肉感不够。

草事，其实说的是人事。
这地锦草，有许多别名，在

故乡，一个人混的好，人才乐于
给他起绰号，如果一个人，躲在
院子里过自己的小日子，那么只
能孤独地活。

这草，叫地朕、夜光、承夜、
地噤。

这四个名字，都很文雅，第
一个名字，有帝王之相，一个人
叫做朕，是要被杀头的，除了帝
王。这地锦草，就是百草之王，
地朕就是土地上的王者，地噤说
明一个人的威严，有它在，百草
噤若寒蝉，谁也不敢乱言，这草
木的世界，也是一个王朝。

夜光和承夜，是从形状来说

的，据说这地锦草叶光净，露下
有光。

这草，长在平原上，不言自
威。

这草，一地锦绣，似乎给大
地铺了一层地毯，据说蚂蚁、雀
儿喜聚之。也许，在一片红茎的
草丛里，一群麻雀，一下子来了，
又一下子走了。

地锦草，是平原上的一道风
景，地锦草漂亮，沉默。一种草，
其实是一种草心，这草不喜欢张
扬。

折断一株地锦草。它中空的
身体里，流出奶白色的汁液，像一
个人的眼泪，这草隐忍了太久。

隐忍，在人间，对于人来说
不宜做到，但是一株草，做到
了。它将身体内的毒素排净，然
后留给这个世界的，是一道中
药，在中药房里，我看见一个抽
屉里，赫然写着地锦草。

村里有个老中医，姓胡，胡
子泛白，看人的样子，很和蔼。
每当有人来看病时，号脉，一把
草药，就好了，一个村庄的健康，
都被他托举着。

我小时候，经常牙龈出血，
到他家里，只说了一个土方，不
花一分钱，他让我去田野里，寻
找一把地锦草，把鲜地锦草洗
净，煎汤漱口，几天就好了，一个
草药，打败了我对它的轻视，一
个人开始念着它的好来。

在春天，风是裁缝，把地锦
草缝制成一件大地的披风，或者
说是中原一件美丽的流苏。

小时候，去割草，喜欢割地
锦草，这草身子弱，不费镰刀，也
省力，不像飞蓬，一镰刀下去，有
时候还割不断，这地锦草遇到镰
刀，满是脆生生的草木声，很是
悦耳。

在中原，越是草木坚韧，这
割草的声响越是沉闷，越是易折
断的植物，这声音越脆，如黄鹂
鸟的叫声。

这地锦草，还是一种富有诗
意的草，它红茎绿叶，包含了一
种审美的图式。

地锦记
□曹文生

□通讯员 范丹瑛 记者 王平

日前，“发现康桥之美”康桥镇第十八
届艺术节开幕式暨原创舞剧《清弦行语》首
演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举行。

康桥镇党委书记解军代表康桥镇党
委、政府、艺术节组委会向艺术节的开幕表
示祝贺，他在致辞中表示，康桥镇艺术节，
坚持以文化成果惠及百姓为出发点，依托
市、区、街镇、单元点优秀文化资源，深入挖
掘康桥文化，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
动，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全面展示康桥镇
的文体风采。随后，解军宣布艺术节开幕。

开幕式后进行了原创舞剧《清弦行语》
的首演，舞剧《清弦行语》作为非遗“浦东派

琵琶”的外延，是康桥镇和浦东新区艺术指
导中心以及相关专业机构共同合作、多次
研讨，通过两年时间精心打磨出的原创舞
剧作品。舞剧以“浦东派”琵琶演奏者为人
物原型进行改编创作，共分为四幕，通过主
人公出身杏林、初遇琵琶、拜师学艺、历经
乱世、重拾琵琶等人生历程，将主人公个人
命运巧妙融入时代命运的大背景下，展示
出主人公对挚爱的琵琶技艺的传承和弘
扬。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和上海戏剧学
院青年舞团的演员们以高超的舞蹈艺术为
观众带来了一场激荡人心的视觉盛宴。

本届艺术节以上海市民文化节“市民
美育在行动”为活动宗旨，以满足和丰富广
大人民群众文化体育生活、提高群众文化

素质、建设和谐文化为目的，将结合上海市
市民文化节、上海城市体育业余联赛等活
动，通过动态、静态的展示，围绕“清弦行
语”、“美育熏陶”、“献礼祖国”三个篇章，来
挖掘、歌颂、展示康桥的“非遗之美”、“活动
之美”和“发展之美”，艺术节期间将举办乒
乓球、篮球、木兰拳、健身气功等多项体育
赛事，“一个村居一台戏”、戏剧、音乐、舞
蹈、书画、摄影、曲艺等多项文艺活动，内容
丰富多彩，亮点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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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唐丽

初夏时节，浦东书院镇第一居民区中南
苑小区在春日阳光中正散发着其独特的魅
力。精致的长廊，七彩的儿童乐园，创意的
河道护栏，充满情谊的睦邻百花园……昔日
平平无奇的中南苑小区已悄然蜕变，随着
“缤纷社区”建设的推进，第一居委对中南苑
小区进行了系列改造，缤纷的色彩、新奇的
创意，给小区增添了更多的温度与活力，也
让小区居民直呼变了样。

“将原拆除的违章形成闲置的空地改造
成花园。”李阿姨说道。“小区内最好建有一
个儿童乐园，能方便我们的孩子在自家的小
区内玩乐。”在家带孙子的张阿姨建议道。
“小区内最好有休闲座椅，方便我们走累后

休息。”喜欢饭后散步的沈老伯也提出了想
法……在经过一次次地调研意见征询会和
听证会，第一居委两委干部把居民的建议收
集整合起来，逐步落实。去年5月，第一居
委花园改造“工程”正式启动，旨在打造一个
集居民社交、亲子活动为一体的共享共治公
共空间，为社区带来绿色、环保、整洁的休闲
环境。

由于公园是敞开式空间，起初种植下去
的植物常常出现被人偷采的现象。如何破
解这种现象，第一居委紧急召开居民协商会
议，最后通过居民的集体智慧，以居民认领
的方式形成自治管理模式。睦邻点的沈阿
姨是第一个报名认领的。她说:“我平时不
搓麻将，不跳舞，闲在家也闷得慌，就让我过
来管理和照看吧。”就这样，认领的居民也越

来越多，如今每天都会有居民
前来探望这块花园。花园中也
不再有缺失的现象，甚至有时
还会多出好多新鲜的品种。除
草、浇水，大家共同呵护起了这
片公共花园。

小区居民韩先生说道：“之
前中南苑小区的花园环境较
差，一到夏天，满园的杂草让人
避而远之，有时还会散发出恶
臭。现在好了，花园内建起了
健身步道、儿童乐园、文化长
廊，已经成为我每天来的必经之地了。”

第一居民区党支部书记闵军英说道：
“昔日的居民抱怨声少了，更多的是老百姓
的赞扬声，社区里的事就是居民的身边事，

让居民参与其中，通过这种议事模式，居民
共同出谋划策，不仅提升了居民对小区环境
的关注，带动整个小区的整治，更提高了居
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走社区
写民生

【社区·头条】

浦东康桥镇第十八届艺术节开幕

原创舞剧《清弦行语》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首演

【社区·随笔】

书院居民区书院居民区““家门口家门口””花园旧貌换新颜花园旧貌换新颜

早上 7 点出门，第一句听到
的话就是被小区的志愿者阿姨
问：“侬是啥垃圾？”该是怎样的心
情。垃圾分类已实实在在地来到
了我们每个人的身边，既躲不开
更不用躲，唯有认真学、仔细做，
因为最终受益的终将是这座城市
的环境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品
质。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口号我们
听得太多，但当其触角真正伸向
我们日常生活的习惯时还是会有
诸多的困扰和不适。对别人提要
求总是容易的，要自己改变却很
难，正因为难，所以上海全力推进
垃圾分类的决心和举措才更显得
弥足珍贵，良好的城市环境和生
活品质由每个市民共享，责任也
该共担。

垃圾分类的政策倡议早已推
行多年，但我们丢垃圾的习惯始
终如故。如今本市的《生活垃圾
管理条例》即将正式实施，如果个
人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 200
元，一时间每个小区的每个垃圾
桶都被“严密看守”“如何扔垃圾”
成了网上网下的热议话题，有人
费力研究五花八门的“垃圾分类
图谱”，也有人嚷着要寻求“代扔”
服务，这些其实都是好的开始，让
我们继续。

习惯的养成不易，改变更难。垃圾分
类这件“最难推广的小事”的落地推行不仅
考验着市民的文明素养，更是政府相关部
门执政水平与服务意识提升的“试金石”。
垃圾分类知识繁杂、涉及面广，如何最大限
度地化繁为简，以更具体、更浅白的方式，
把分类之法传播出去才是本事，光靠政策
的“高压强制”可能还远远不够，仅仅是要
让大家真正掌握垃圾到底该怎么分，要做
的就还有很多。

推进垃圾分类耐心、细心、自信心一样
不可少，只有各方齐心协力才能真正深入
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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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

在这春暖花开、麦子拔节的时
候，燕子从南方又飞回来了。一天
清早，去菜市场买菜，路过街头时，
耳边传来了叽叽喳喳的鸟叫声。
我抬头一看，只见七八只燕子欢快
地相聚在电线上，正在交流着“鸟
语”。此时此景，让我想起了老家
的那个燕窝。

老家是三幢二层楼房子，挑牛
腿，深廊檐。当时，楼房刚造好，燕
子就看中了我的家，在廊檐下做起
窝来。燕子非常勤劳，准备养育后
代时必定先做窝，一块块泥巴伴着
它们的唾液，衔着粘在廊檐下的一
根“牛腿”上，时常有屑屑碎碎的
泥巴和树枝叶往下掉。刚开怡，我
直纳闷，这阳台上的泥巴从哪儿来
的，怎么扫净过一会儿又有了。抬
头一看才发现，啊！原来燕子看上
了这块风水宝地，未来得及与主人
商量，就自作主张盖起了产房。

燕子做窝的选址非常巧妙。
我家楼房南面是一片农田，十分宽
广。燕子筑巢的位置是选在廊檐
下面一根“牛腿”上，因此它们的
窝也是面南的，是遮风避雨的最佳

位置，野猫子也甭想靠近。我从心
里赞叹着燕子乖巧聪明，更为燕子
看中我家而高兴。记得以前，看到
燕子在别人家做窝时，心里好羡
慕。在江南地区，大家都把燕子来
做窝看成是家庭吉祥、兴旺的象
征，对于一个农家来说这是一种好
兆头。

从那天起，我心里总是喜洋洋
的，有事没事天天向上看看它，仔
细观蔡燕子做窝的进度。这对黑
色的燕子穿梭往来衔来带着黄色
老草茎和树叶子的泥，它们飞的速
度极快，动作是那样的灵巧敏捷。
我发现，燕子将衔的泥草放在窝上
后，有时也会在附近的电线上呆一
回，大概是稍作休息。有时它们也
会在一起叽叽喳喳地“鸟语”一
番，好像是在商量着下一步该如何
去做？如何把窝筑得更坚固美
观？看到它们忙忙碌碌的身影，时
而疾速往来，时而呢喃鸣唱，累而
快乐着。

大概一星期左右，产房竣工，
接着产卵孵化。随着燕子宝宝的
一个个出世，父母们更忙活了，它

们总在房前屋后不停地飞来飞去，
一路清脆悦耳地鸣叫着，传递着各
种信息，捕捉着小昆虫。老大、老
二……一只只挨着喂，而宝宝们也
随着父母的呼唤，早早地张大嘴
巴，时时闪现着一幅幅动人的哺育
美景。每当这时，我总想到自己小
时候爸爸妈妈大概也是这样十分
辛苦的操劳着把我们养大。燕子
父母好像也有分工，你喂时，我在
外面寻找食物，我喂时，你在空中
继续盘旋同时担任警戒，配合非常
默契，不知道是燕子的天性，还是
训练有素，小燕子们个个都很乖
巧。燕子有严明的组织纪律，出窝
前，每只先在局部地区试飞一二
次，迅速回巢，等到第二天清晨，天
刚蒙蒙亮，它们就开始唱着歌儿，
说着昨晚梦中的趣事，叽叽喳渣在
父母的带领下，兴高采烈地一同飞
向蓝天，飞向远方……

燕子，我家的好朋友，你给我
们带来了无限喜悦与生机。我们
要爱护燕子，把生态坏境建设得更
好，让这人鸟和谐的美丽风景线与
我们永相伴。

老家的燕窝
□潘家龙

说到唐诗，就会让人想起春
雨与草木的情愫。李白的 《春
思》：“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
枝。”阡陌上这草的碧与绿，与春
雨的滋润是分不开的。杜甫的
《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
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
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有时
一想，春雨是美妙动听的，仿佛
琴键上弹奏出的音符，清脆、圆
润、悦耳。夜晚时分，那淅沥沥
的春雨，让梦乡充满宁静、充满
诗意。春雨轻轻地飘落在绿油油
的麦苗上，顿时晶莹剔透的雨点
在田野上弹跳。倘若滴落在院落
石头上，飞溅的雨点仿佛一朵朵
散落下的礼花，洁净、透明、闪
烁。春雨绵绵，如此婉约；在春
雨的滋润下院墙中的杏花快要吐
蕾了。春天的春雨，有种朦胧之
美，小桥流水间的枕河，一条条
悠长的老街，古弄，在蕴润的春
雨中，多了一份灵性与色彩。河
道上，此时天空正飘起细细柔柔
的春雨，坐满了游客的乌篷小船
棚子上，春雨弹奏出一曲美妙动
听的乐章。

有首歌叫《三月里的小雨》，
听起来非常时尚优美：“三月里的
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
个不停”。一夜春雨下来，村外的
田头、阡陌上春兰馨香，芳草一

片嫩绿。深深的巷子里，一清早
就传来挑马兰头的乡音……原来
正是这季节，小岸上一簇簇马兰
草从泥土里绽出来了；也有其他
一些野菜，年上也入市，比如说
野荠菜，最近为了包馄饨买过一
次荠菜。早春的荠菜、马兰头特
别嫩而鲜，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野生菜已成了饭桌间时尚
之珍品。于是，偶然会看到晴天
乡野小路上，村里妇女们，甚或
休闲的白领，驱车前往春天的郊
野，去田野上挑野菜的身影。如
果说，春天是有味道的，那么春
雨是有灵性的。有意境的春雨，
门外听得到小春雨的声音，会让
眷顾的人们情有所思。春雨贵如
油，初春的小雨似甘霖，浇灌到
哪里，哪里就会滋润出一片绿
色。有经验的父老喜欢春雨，见
了绵绵春雨时，顿时脸上会笑容
可掬，心花怒放。姑娘们走在古
镇老街，撑把古色古香的油纸
伞，优雅地走在绵绵春雨中，仿
佛有种灵性、一种诗意；春天以
其蓬勃朝气、春光亮丽之美，让
自然的意境、神韵、有了一种活
泼之感。如果仔细看的话，春雨
像绿叶上颗颗露水，有种晶莹剔
透的明亮。在宁静的夜晚，如果
用心灵去聆听的话，羞羞答答的
春雨是美妙的、仿佛青春活泼的
女孩子轻轻路过的脚步声……或

者说，像银铃般清柔甜美的歌声
儿。

“草色新雨中，松声晚窗里。
及兹契幽绝，自足荡心耳。”春雨
是快乐的，像早春的一头小鹿，
奔跑在蓝天白云下的草地上。在
乡亲们看来，春雨又是耕耘的
雨，人以食为天，为了金秋的收
获，一年四季忙忙碌碌奔走于田
头间。待种子播下去了，发嫩芽
了，那时多么渴望春雨的浇灌、
春雨的滋润。春雨总是不期而
至，在黎明的早晨、静静的午夜，
静悄悄地飘落下来，与绿叶对话，
和大地同梦……想起戴叙伦那首
《兰溪棹歌》：“凉月如眉挂柳湾，
越中山色镜中看。兰溪三月桃花
雨，半夜鲤鱼来上滩。”画烟氤氲
中的春雨，她是一首诗，一首小孩
会唱的歌：“小春雨，滴答响，飘
在我的头发上，又黑又亮。飘进我
的嘴里，像蜂蜜一样儿甜。飘在绿
叶上，飘在小花朵上，花儿亮晶
晶、笑眯眯……”

不知你留意没有，刚过完春
节，走出家门，仿佛就闻到了春
天特有的气息。春雷一声响，春
雨仿佛突然之间就来了，带着一
份淡淡的清凉，有原先散落的样
子，渐渐地细密起来，珍珠般晶
莹而爽滑……那时你出门在外，
或步行在古镇古色古香的巷子
里，无意间有几颗春雨飘在你的
额头，心情愉悦中感觉这雨滴好
凉、好爽、好轻柔啊！那时你还
不想擦掉，顺其自然地让她抚摸
着、亲吻着你炽热的脸颊。

屋外的春雨
□单金龙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出自于
佛教经典《华严经》。在上海的奉贤
新城边，也有一个取名源自《华严
经》的村落，华严村。

华严有着温润的性情。初夏
雨后，空气在夕阳下有些潮润。穿
行在村间的林荫道，眼中穿透着全
是深浅依次的绿：高大的水杉、成片
的水稻、河边的野菊，人在其中，宛
入时光绿道。经过雨水的打理，整
个村都是清朗的，散步在村里，随处
可见成片的樱花、木槿、蜜桔、枇杷、
月季、蔷薇、绣球……郁郁葱葱，满
眼绿意，点缀之间是村民的市井生
活。春风碧水，白墙黑瓦，温柔得好

像时光凝聚，安静诗意。这是华严
与生俱来的味道。

华严有着平等的气质。浦南
运河从宅基前穿过，村民的脾气与
运河的水一样，平和、宽容、尊重规
则、不温不火。华严始终保持江南
女子的温婉，却从未置身于这座全
球城市的世外。多年来，这里拥抱
着来自五湖四海的企业、人才聚集，
工作、生活、建设，她开放而独立，融
洽而安宁。近年的乡村治理、更新，
让华严摒弃大部分的杂乱，恢复了
生态和美，更散发青春的味道。志
愿红马甲、青年团建、人才公寓，年
轻人用木桨拨开水波，船侧泛起涟

漪，蓝天白云倒影河面。在民宿“郁
见你”，还能邀请你感受时光正好，
且闻花香。

华严充满生活的味道。百年
银杏依旧茁壮挺拔，乡间田野的广
济古桥坚强沉默，都在提醒乡民时
间的推移、生活的沧桑。田间新翻
的泥土，夹杂着青草、绿肥的清香，
农机过后，成群的白鹭跟随、觅食，
劳作的气息扑面而来。一盘马兰头
拌香干、一份华严自产的熟食，配着
半瓶黄酒，成全了乡下老头子眼中
的人间风味。此刻，只需停下脚步，
静谧是华严最真实的写照。

岁月静好，便是华严。

岁月静好 便是华严
□曾耀

黄河从中穿越的大城市只
有兰州。两山夹一川，城市就摆
放在“川”字中一竖的两旁，人们
就在这窄长地带川流奔波。这
一段黄河边上挤满了人，城市展
不开，自然拥堵。兰州人在宽阔
的黄河上开设了水上公交，坐船
上下班，因地制宜，一劳永逸。

说兰州，首说兰州拉面。导
游说，兰州有一千多家正宗面
馆。我看不止。抵达兰州正是
午餐时间，不犹豫，吃面。宾馆
旁就有一家，站了一会才有位。
一个下巴尖留着长胡子的老回
民见我们候他离席，一遍遍催着
男小孩“好了，别吃了！”动了几

次碗，小手不松。只剩汤了，孩
子仍捧住碗，说：“真好喝！”老人
转过脸对我们说：“他每天要来
吃一碗。”

什么是真正的兰州拉面？上
海没有，有也是两样的。兰州的
兰州拉面像是根根有料，根根入
味，汤更没得话说，我也不会剩。

宾馆很知客，不想吃免费自
助早餐，给你一张票，上隔壁面
馆去吃。适才让嘴和肚又舒爽
一回，那个好吃劲仍难以言表。

在黄河边逛了一程，似有所
悟——真正的兰州拉面得有黄
河味；故而，只有在黄河边才能
有真宗的兰州拉面。

陇西行：兰州拉面
□詹超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