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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话
岁月静语（中国画） 冯秀清

读高中时有一阵子，不知为什么，我痴迷
于五四时期的小诗。那时候，我在学校的图
书馆里找到好多作家写的诗集，其中很多是
小诗。我非常奇怪，五四时期为什么会有那
么多人热衷写这样的小诗，猜想大概是那一
批作家曾经受泰戈尔和日本俳句的影响很深
的缘故吧？
我迷上这样的小诗，最早应该是从读冰

心的《繁星》《春水》开始。以后，读到泰戈尔
的《飞鸟集》，上个世纪40年代上海商务出版
社出版，郑振铎翻译，一见如故，特别喜欢，一
下子看出冰心的《繁星》《春水》，有明显泰戈
尔的影子。接着，又读了泰戈尔的《游丝集》
《吉檀迦利》；然后，读了应修人、潘漠华的小
诗集，还有汪静之的《蕙的风》。在笔记本上，
我胡乱抄录了很多。
“春天把花开遍了就告别了。”

“当我把糖果递给你贪婪的手中的时候，

我懂得了为什么花心里有蜜，为什么水果里

隐藏着甜汁，当我把糖果递给你贪婪的手中

的时候。”

“我要唱的歌至今仍未唱出。我把我的

日子都浪费在给我的琴上弦。时间尚未真正

到来，歌词并未准确填出，只有盼望的苦恼徒

留在心。”

——这是泰戈尔的小诗。
“山楂通红了脸，站在秃枝上和秋风相

戏，傲慢而不退缩。”

“疾行的车，迎着扑面而来的雨点——一

下一下蚊虫似痛的感觉。”

“暗蓝色的湖水，跟了夏天的急雨一同跳

跃着。”

——这是郑振铎的小诗。
当时，我怎么就那么爱不释手地喜欢呢，

一唱三叠地背诵呢，抄不够地抄下它们呢？
“春天把花开遍了就告别了。”多么普通

的一句话，为什么我就想不出来呢？我写出
的往往只是：花落了，春天结束了，或远去
了。只是一句陈述句，而泰戈尔写的却是拟
人句，而且，那么带有感情。
如果我写过年时候给小孩子一颗糖果，

是不是也可以学着泰戈尔这样，用花心里的
蜜和水果里的甜汁——两个联想呢？这样，
把一个简单递给孩子的糖果的动作，写得舒
展而那么有趣了呢！为什么泰戈尔最后又重
复了一遍“当我把糖果递给你贪婪的手中的
时候”？是诗歌中的一唱三叹吗？看来，重复
也是写作一种不可缺少的方法呢。

歌至今仍未唱出，原来不仅仅是歌词还
没有写出来，还有自己的心思藏在心里。一
直在给自己的琴上弦，原来是心里一直有些苦
恼，在等待着时间的到来。这苦恼是什么？这
时间是什么？哦，我明白了，就是盼望啊！盼
望就是希望啊！琴——歌——苦恼——时
间，这些都和心中的盼望和希望密切相关
啊！我自己不也是有着这样苦恼和盼望纠缠
一起的心绪吗？有了盼望，才会产生苦恼的
啊！泰戈尔的这首小诗，和我的心情多么吻
合，只不过，他用了琴和弦和歌这样最形象的
东西，将心中翻涌的苦恼与盼望这样抽象的
词儿，勾连在一起，一下子让抽象变成了形
象。这是多么好的方法呀！少年时读书，那
么纯真，那么认真，那么投入忘我，那么设身
处地，不可救药地和自己密切连接在一起。
我读郑振铎的作品很少，那时候，只读过

他写的小诗，他写的小诗很多，不亚于冰心的
《繁星》和《春水》。我不知道年轻的郑振铎为
什么那样钟情于小诗？我从学校图书馆里，
找到了我几乎能找到的所有他写的小诗。
山楂通红的脸，我也会写；和秋风相戏，

我也会写；但是，我没有想到后面，他说和秋
风相持中的傲慢和不退缩，让山楂不仅好看，
还有了性格。
车窗上打上扑面而来的雨点，是常见的，

让雨点像小小的蚊虫，让车子有了微微疼痛
的感觉，不过是一个比喻，一个拟人，并不难，
我也可以学着这样写呀。
雨点打在湖面上，以前我在作文中总爱

写：湖面上溅起了一圈圈的涟漪。我特别爱
用“涟漪”这个词，觉得美，还高级。人家郑振

铎不用“涟漪”这个词，只说湖水和雨点一起跳
跃。仿佛不是雨点打在湖水上，而是湖水在和
雨点一起跳舞，不是单向的行动，而是在互动。
一下子，生动，活泼，有趣了起来。
在高一和高二很长一段时间，小诗给我很

多快乐、帮助和启发，让我迷上了它，和它悄悄
地对话，或暗暗地自得其乐，然后自以为是地模
仿。特别是应修人和潘漠华的小诗，我更加喜
欢，抄录了好多。应修人和潘漠华是五四时期
左联的两位烈士，牺牲的时候，他们一个只有
33岁，一个只有32岁。多么年轻啊！他们悲壮
的命运，也是让我喜爱读他们的诗的一个原因，
所谓爱屋及乌吧。在我的笔记本上，抄录有一
首小诗，名字叫做《柳》，1922年3月，应修人写
的，全诗一共只有五行，我特意在这首小诗周围
勾勒了一圈花边：

几来不见，

柳妹妹又换上新装了

——换得更清丽了！

可惜妹妹不像妈妈一样疼我，

妹妹，总不肯把换下的衣给我。

重新看这首小诗，那么的亲切，记忆依旧那
么清晰并清新，仿佛就在昨天，还记得当时抄录
这首小诗的心情，是那样的兴奋。应修人用孩
子的眼光看待春天刚刚回黄转绿的柳树，他把
柳树清丽的枝条比作自己的小妹妹，是因为他
想起了妈妈，想起妈妈的疼爱。他写得那么的
委婉有致，将孩子的感情表达得那么的活泼俏
皮，又那么的清新可爱。当时，也想，这么充满
天真童心的诗人，怎么可以遭到屠杀呢？人心

怎么这么狠呢？他才33岁呀，那么的年轻！心
里真的是充满悲伤。
还抄录了一首徐迟写的小诗，题目叫做《幻

想曲》。只有八行：

我们坐在飞机上，

看窗外飞过一片白云，

也许有一天，白云是个空中码头，

飞机可以在白云停一停。

那时候，我倒想去散散步，

舒一舒筋骨，喝汽水一瓶。

和那个晕飞机的小姑娘，

扶栏杆观赏天上美景。

写得真好！充满幻想，充满童趣，飞机居然
也可以在白云那里停一停，还可以喝瓶汽水，还
想象出一位晕机的小姑娘，然后和小姑娘一起
在白云上看天上的美景！为什么出场的非得是
一位小姑娘？一个小男孩不行吗？这里面有什
么讲究，或者诗的奥秘吗？
那时候，读诗时我年少的心，和写诗的诗人

的心，都是那样天真美好清澈如那天上的白
云。所以，幻想也才会如童话般的美妙动人。
真要感谢那时候抄录了那么多的小诗，感谢那
些热衷于写小诗的诗人。这样的阅读和抄录，
特别适合那时候的我，既不耽误时间，又能学到
东西，还能让自己的心在烦躁和繁忙的生活中，
得到片刻的轻松和一点似是而非的幻想。
当然，小诗，短短的，浅浅的，像清晨开放的

各种颜色的喇叭花一样，那么引人，那么容易
记，一般也那么容易懂。但是，有些小诗，当时
也并没有看懂，或者是似懂非懂，或者是不懂装
懂。不管怎么说，抄录下来这些小诗，对于我是
一种磨炼，就像跳进了水里，不管会游泳，还是
不会游泳，起码扑腾了一遍，沾惹上一身水花，
探试了一番水的深浅。一个孩子，就是这样在
懵懵懂懂的不懂、似懂非懂中慢慢长大的。
而且，读着、抄着这些小诗，我的心也在蠢

蠢欲动。于是，我模仿着他们，偷偷地也学着写
了好多自以为是的小诗。在课堂上，突发灵感，
也会从笔记本中撕下一页白纸，写上一两句。
写完就随手扔掉了，然后，很快就忘得干干净净。
上高三了，要考大学了，时间一下子紧张

了。小诗，不再读了，不再抄了，不再写了。青
春，就像一首小诗，那么短，还没有来得及怎么
抒情，怎么感慨，怎么合辙押韵，就要过去了，而
且，一下子过去了那么远。 题图摄影：刘 芳

建于清乾嘉时期的寓游园，是继问津园、水西庄之后，又一处
极一时之盛的文人雅集之所。近人高凌雯称该园“犹有张（问津园
张氏）、查（水西庄查氏）风雅之遗”。
寓游园的创建者李承鸿也是以业盐致富而颇具文化素养的

一代名流。他是浙江山阴（今属绍兴市）人，业盐来津，遂迁家于
此。他善于作诗，又好客。天津方志载，寓游园在“城东”，共有
十景，园中有半舫轩、听月楼、枣香书屋诸胜。当时津沽文士多
有诗作吟咏寓游园的景致。李承鸿也有描写该园的诗歌。其
《构寓游园成，同人以十景见贻，赋此为答》曰：“删草开三径，成
园未许宽。故山遥寄兴，异地老追欢。花柳天然合，回环地势
难。何期来妙咏，为我壮奇观。”
李承鸿以寓游园延揽名士，广交学人。诗人康尧衢长年

寓居于此，创兴诗社，与郝石臞、金野田、吴念湖、冯昆山等诗
家名流联吟唱和，提倡风雅，盛极一时。天津学者梅成栋《津
门诗钞》曾对康尧衢评价说：“公少吟诗，博稽古今，于津门诗
学绝续之交，力为讲求，厥功甚巨。”康所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
度上也得益于寓游园这一“创作基地”和通过寓游园所笼络起
来的诗歌创作群体。
寓游园的文酒之会不仅活跃了天津文坛，也使李氏家人在园

中的文化氛围中得到了陶冶。李承鸿的侄子李泉和李源都曾生活
在寓游园中。李泉考取了进士，官至屯留县令。李源曾任职广西、
湖北，俱有政声，生平尤喜讲《易》，著有《周易函书补义》。李云楣
是李承鸿的孙子，道光乙酉举人，天津著名诗
人，诗主性灵，著有《及书屋集》《黔游集》等。
李氏一家虽不及张氏、查氏那样人才辈出，但
其侄孙中确不乏博学有为之士。而他们的成
就皆由李承鸿及其寓游园“培养之泽所致”
（《津门诗钞》卷二十八）。

我的印象中，还没有哪位文学评论家将天津作家的津沽
叙事写作，放在天津历史和文化精神的大坐标上去进行系统
的梳理与考量，黄桂元的新著《沽水升乡愁》就令人耳目一
新。作为“阅读天津”系列口袋书“津渡十种”中的一本，该书
承负着艰巨的文化使命，正如主编罗澍伟先生所述，这套系列
书的主旨是要“深入认识这座城市的文化创造力和当代价值
追求，以及丰厚滋润的精神归宿”，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守护城市文脉”。我与黄桂元的文字之交始于四十多年
前。四十多年来，亲眼所见、亲身经历，见证了他始终关注本
土作家的创作轨迹，天津文学几乎每一个前行的印记上，都有
他殷切的目光和热情的推动，所以，由他来完成这本书的写
作，应该是再恰当不过了。
但这套系列书“津渡十种”却是口袋书，它对编著者提

出了相当苛刻的要求：为方便读者携带，边走边读，它必须
是薄薄一册；为便利读者随时随地、任意翻开来便能够读进
去，它又必须具有可读性，文字娓娓道来，主旨大意深入浅
出，关键处要醍醐灌顶，令人豁然开朗。作为十种之一的
《沽水升乡愁》，还有另外一大难处：天津建城618年，津沽叙
事文学写作泱泱漫漫，如何于如此广大而散漫的文字中梳
理出清晰的文脉，也是对编著
者的一大考验。好在黄桂元
驾轻就熟，他将全书分为8个
小章：“晚清的黄昏，怪影重
重”“城市写意，从清末到民
国”“浮世绘，民国众生相”“家
族叙事，白雪与红尘”“五大道
的岁月镜像”“不再尘封的红
色记忆”“风景延伸，改革年代
的文学”和“津津有味，永远的
乡愁”，让时间与空间共同构
成边界，从而能够游刃有余地
进入文学的发掘与思辨。
“国内最早以长篇小说形

式表现晚清历史的，是已故天
津作家、学者鲍昌先生。”黄桂
元以此句开篇，显示出为天津
作家本土津沽叙事题材创作
著史的自信。著者以题材时
间为序，展示这一创作的丰厚
成果：鲍昌《庚子风云》，冯骥
才《神鞭》《三寸金莲》《俗世奇
人》，李治邦《津门十八街》，武
歆《树雨》，林希《天津闲人》，
宋安娜《十城记》，王松《烟
火》，赵玫《朗园》，龙一《潜伏》
《借枪》《代号》，武歆《天津爱
情》，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开拓
者》，航鹰《开市大吉》《金鹿儿》《明姑娘》，孙力、余小惠《都
市风流》，肖克凡《黑砂》《最后一个工人》《工厂文学简报》，
王松、杨伯良《团泊的春天》，题材时间跨度百多年，题材空
间涵盖了老城、旧租界，表现生活的层面更是丰富多彩：从
改朝换代、时代风云激荡，到街头里巷人间烟火；从改革开
放、开拓进取，到脱贫攻坚、建设新天津，津沽叙事不仅谱写
了百多年城市觉醒掘进的壮丽史诗，而且在这个丰厚宽广
的时代大背景下，塑造了一个个富有天津文化精神、栩栩如
生的人物形象，丰富了当代文学人物画廊。
阅读《沽水升乡愁》，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津沽叙事作品所

凸显的天津勇于进取、善于引领风气之先的城市性格。改革
开放初期，正是文学度过严冬后生命力勃发的年代，“伤痕文
学”的发轫之作《铺花的歧路》等作品便从天津起步，“改革文
学”更是以“乔厂长”这个人物作为特殊标志；以天津“红色记
忆”为题材的小说，字里行间激荡着天津方式的义薄云天、舍
生忘死拯救民族的大义。同时，阅读《沽水升乡愁》，还能够清
晰地体会到天津作家探究城市精神、赓续城市文脉的不懈追
求。黄桂元写道：“天津文学为宏大的中国文坛坐标系所接
纳，得益于‘第二代作家群’（以蒋子龙、冯骥才为领军人物）的
各领风骚，乃至‘第三代作家群’的破茧化蝶。他们或出生于
斯，或成长于斯，不是游子，不是过客，不是他者。这方水土的
民风与人气滋养了他们。他们也用文学反哺天津，诉说着绵
绵无尽的沽水乡愁。”于是，津沽叙事在中国文坛上形成了一
道道独特的风景，浓烈的天津地域文化气息，城与人在故事中
互相攀扯着、勾连着，天津百多年的景象鲜活地成形了，散发
着天津独有的人间烟火气。
《沽水升乡愁》的体例十分新颖。编者独出心裁，为读者

提供了一个立体化阅读方式：左页刊发作品选段，右页刊发著
者正文，既可以跟从著者走向文笔深处，又可以随时领略原著
的风采。全书立史而不拘泥于史是又一独到之处。著者充
分展示了他娴熟的叙事能力，放弃了评论家的架子，以随笔
化写作亲近读者，海阔天空，形散而神不散，津沽叙事夹叙
海河掌故，小说故事夹议天津名人，从李叔同到五大道，从
庆王府到吕碧城，更有周恩来、邓颖超少年时代的觉醒与成
长，有叶嘉莹将毕生积蓄捐赠南开大学、“托身从此永无
乖”。于是，形形色色的文学乡愁，就这样弥散开来。正如
黄桂元所述：“这也给了作家热爱天津、融于天津、筑梦天津
的理由、自信与动力，并心怀感恩，解码天津的前世今生，不
断奉献诗意且厚重的城市叙事读本。”

清晨不到５点，我们就被奶奶喊了起来。蒙眬中穿好
新衣服，睡眼惺忪地望去，到处点着蜡烛，空气中充满香火
的味道。母亲在煮饺子，奶奶招呼我们去上供。重点祭拜
的神仙像前，供品早已摆好，香烛也已点燃，我和弟弟只是
跟着奶奶去磕头。奶奶管纸钱叫“钱粮”，她把“钱粮”点燃，
一边磕头，一边祷告：神佛保佑，太平世景，风调雨顺，一家
老小平平安安，有吃有穿。至少从我记事到奶奶卧床，这祷
告词没有变过。
那时，我们家主要供奉三位神仙，观音菩萨、

关云长和灶王爷。这里面观音菩萨是佛教神仙，
关云长是被神化了的历史人物，灶王爷则来自民
间传说。后来才知道，那些被供奉的神仙，是千百
年来老百姓认为可以保佑他们、造福他们的代表
人物，而不论这些人物是何出身，有何信仰。譬如
读书人拜孔子，期盼儿女满堂的人家拜张仙……
春节的祭拜中彰显着一种包容。
祭拜结束，父亲叫上我们去放鞭炮。那时候

即使生活水平较高的人家，也买不起烟花，买几个“二踢脚”
就很酷了。我们家生活比较困难，只能买两挂小鞭炮，用奶
奶的话说：有个响声就行了。就在我们点燃鞭炮的同时，差
不多全村的鞭炮都响了。火药的味道随风飘来，我们深深
地呼吸着这节日的味道。
放过鞭炮，父亲母亲给奶奶拜年，然后是我和弟弟给奶

奶和父母拜年。奶奶照例要给我们每人三毛或五毛钱，对
我们来说那是一笔“巨款”，而且多数时候都是新票，足以让
我们兴奋好多日子。
煮好的饺子上桌了。初一早晨的饺子是不捞到碗里

的，直接用箅子端上来。一家人团团围坐在炕上，等奶奶第

一个动筷子。母亲兴奋地说：“今年的饺子一个都没破。”家
乡的风俗，初一早晨不许拉风箱。烧柴火灶，不拉风箱能把
饺子煮好，而且一个不破，确实难得，这应该是一个好兆
头。奶奶听了非常开心：“今年的日子一定会圆圆满满！”
吃过饺子就去串门拜年，按家族关系由近而远。拜年

不仅让人们明白辈分，懂得尊老，而且还能够化解矛盾。乡
里乡亲住在同一个村子里，难免磕磕碰碰，形成互不理睬的

“冷战”局面。而拜年的时候两手一抱，一声“过年好”，即使
不能完全冰释前嫌，至少沟通和交流又恢复了。随着天色
放明，满大街都是拜年的人群，“过年好”的喊声此起彼伏。
其实，关于春节的风俗，千姿百态。我们一个四五百人

的小村子，过年的风俗也存在差异。甚至我们一个家族的
两个分支也有区别。比如我们家是初一中午吃炖肉，我们
同族的“南院里”是年三十儿中午吃炖肉。现在听来有些好
笑，不就是吃个炖肉吗，哪天吃有什么关系！不是这样的，
在一年只能吃一次炖肉、甚至一次炖肉也吃不上的年代，吃
炖肉是极具仪式感的事情，哪天吃是很重要的。同“南院
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我们家是吃过饺子拜过年，然后

去祭祖。“南院里”则是除夕下午祭祖，说是把去世的祖先都请
回家过年，初一上午再送回去。说老实话，我拥护年三十儿中
午吃炖肉。一年才盼到一次炖肉、一次饺子，干吗早晨吃了中
午吃，非得一天吃完不可，分成两天吃有什么不好！
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春节习俗呢？我猜想和每个地区的地

域经济、文化有关，比如北方人爱吃饺子，南方人爱吃米饭，或
是因为北方产小麦，南方出大米。可能也和每个家族的特殊

经历有关，比如我们家祭拜时特别突出关公关老
爷，甚至把他排在观音菩萨前面，而姓蔡的人家则
根本不供关公，因为《三国演义》上记载了关云长
飞刀斩蔡阳，姓蔡的和关公有仇。

春节作为节日，有许多大家公认的习俗、礼
仪，其中肯定也有某些地区流传下来的自己独特
的风俗。最近和一位朋友聊起春节，我们虽然是
邻县，我还在他们那个县工作过，但我还是第一次
知道他们那里好多村子，初一只能吃素馅饺子。
为什么呢？说不清楚了。我们猜测肯定是他们的

先祖遇到过什么特殊情况，或者为了纪念什么人、什么事，才
定下了这一规矩，沿袭下来便成为习俗。物转星移，这些习俗
也都已经成为我们春节文化的组成部分。
我喜欢过春节。虽然早已不再年少，不再心心念念地期

盼那身新衣服和那顿猪肉炖粉条，但是，它提醒我们自己的根
在哪里，它能够强化平时疏淡的感情，它能够增强我们对家乡
对民族的认同。它在祥和的气氛中让我们意识到许多平时意
识不到的东西，比如生活的仪式感，比如文化的包容。
一个没有欢乐节日的民族，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族。

希望春节越过越红火。
题图摄影：雪 青

“绍熙又见四番春，春日春盘节物新。独酌三杯愁对影，例添一
岁老催人。菊芽冒土如争出，柳色摇村已渐匀。身是兰亭山下客，未
容逸少擅清真。”陆游的这首《立春》描写了立春时节春回大地、万物
复苏的情景，诗中的“春盘”就是指现在的美食——春卷。
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立”是“开始”的意思，自

秦代以来，中国就一直以立春作为春季的开始。尽管是春寒料峭，但
是东风送暖，气温回升，如左河水《立春》所云：“东风带雨逐西风，大
地阳和暖气生。万物苏萌山水醒，农家岁首又谋耕。”此时，一些青菜
也冒出新芽，清香脆嫩，人们把韭黄、菠菜、嫩葱等时令生菜包在饼中
尝鲜，谓之“咬春”。清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记载：“菜新春日献
辛盘。虽士庶之家，亦必割鸡豚，炊面饼，而杂以生菜、青韭芽、羊角
葱，冲和合菜皮，兼生食水红萝卜，名曰咬春。”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
记》也有记载：“打春即立春，是日富家多食春饼，妇女等多买萝卜而
食之，曰‘咬春’，谓可以却春困也。”
最早的春饼是与合菜物在一个盘里的，称为“春盘”。周处《风土

记》记载：“正元日，俗人拜寿，上五辛盘……五辛者，所以发五脏气
也。”唐代的《四时宝镜》载：“立春日食
萝菔、春饼、生菜，号春盘。”明代李时
珍说：“以葱、蒜、韭、蓼、蒿、芥辛嫩之
菜，杂和食之，谓之五辛盘。”五辛盘即
春盘。唐宋时，吃春盘之风日盛。唐
代诗人杜甫在安史之乱后，困居夔州，
时值立春日，面对青翠欲滴的春盘，望
着巫峡的滚滚江流，睹物思情，回忆起
当年在长安和洛阳过立春的欢乐情
景，唤孩儿找纸来，写下了《立春》：“春
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梅发时。盘
出高门行白玉，菜传纤手送青丝。巫
峡寒江那对眼，杜陵远客不胜悲。此
身未知归定处？呼儿觅纸一题诗。”
1084年早春，苏轼由黄州调任汝州（今
河南临汝），赴任途中，曾于泗州小住，
写下了词句：“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
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 雪
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
有味是清欢。”苏轼在《次韵曾仲锡元日
见寄》中也有写春盘的诗句：“愁闻塞

曲吹芦管，喜见春盘得蓼芽。吾国旧供云泽米，君家新致雪坑茶。”
明、清时期，随着烹饪技艺的发展，春盘演变成了春卷，色香味形

得到了改善和提高。不仅是民间的节令食品，而且成为宫廷的菜肴，
登上了御膳大雅之堂，皇帝对春卷情有独钟，在立春之日向百官赏赐
春饼。明代《燕都游览志》载：“凡立春日，（皇帝）于午门赐百官春
饼。”清朝的满汉全席菜点中，春卷是九道点心之一。
春卷制作要经过制皮、调馅、包馅、炸制四道工序，先用烙熟的圆

形薄面皮卷裹馅心，呈长条形，然后下油锅炸至金黄色浮起而成。馅
心可荤可素，可咸可甜。品种有韭黄肉丝春卷、荠菜春卷、豆沙春卷
等。清代的烹饪大全《调鼎集》记载了春卷的做法：“擀面皮加包火腿
肉、鸡肉等物，或四季应时菜心，油炸供客。又咸肉腰、蒜花、黑枣、胡
桃仁、洋糖、白糖共碾碎，卷春饼切段。”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食单》
中也有记述：“薄若蝉翼，大若茶盘，柔腻绝伦。”
立春吃春卷有喜迎春季、祈盼丰收之意，图的是吉祥如意、消灾

去难。春卷作为立春美食和民间饮食文化，是很有讲究的，必须将饼
和菜包起来，从头吃到尾，叫“有头有尾”，取吉利之意。人们还通过
青菜的谐音，说吃了春卷人们会更加勤（芹）劳，生命更加长久（韭）。
元朝诗人元好问有元曲《春宴》写道：“春盘宜剪三生菜，春燕斜簪七
宝钗。春风春酝透人怀；春宴排，齐唱喜春来。”诗人通过对早春美景
的描写，表达了人们迎接春天的喜悦的心情，春盘、春燕、春风、春酝、
春宴、春歌，一派和气致祥的春天气象，令人心醉。

青春是一首小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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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的包容
郭 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