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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民间·文化

■ 戴高山（福建）

在百崎这个地方，有一座纯花岗
岩石亭，这石亭有一段故事，往来间数
百经年！

有人叫它迎官亭，有人叫它送嫁
亭；当然，也有的人直接叫它百崎亭！
百崎亭在泉州市台商区的百崎回族乡

（原惠安县）。传说，这座古石亭与两
位大人物有关——一个是百崎乡郭氏
的第三世祖郭仲远；另一个是闻名海
内外，明朝著名的航海家郑和。

那么，郭仲远与郑和相差 30 多岁，
为何会成就一段忘年之交且又互为传
说呢？

原来，早在明朝初年，泉州（原晋
江）法石的阿拉伯后裔郭仲远，由法石
分居到惠安百崎乡，于临海处定居并
不断地发展。数十年间，其后裔逐渐
繁荣壮大。当时，郭仲远为了让往来
的渔民有一个可以歇息的地方，便在
岸边搭建了一座石亭。

此亭由纯花岗岩构造而成，里里

外外，共有 16 根方形石柱支撑起 20 根
方形石梁，上面由规格不一的石板条
铺盖而成。其中，四边共由 12 根石柱，
组成一个大大的“口”字；中央又有 4 根
石柱，也组成一个小小的“口”字；这一
个 外 大“ 口 ”套 一 个 内 小“ 口 ”，一 个

“回”字就自然呈现了。可见，其时郭
仲远建造此亭时，是有深刻的民族含
义的。

话说，公元 1417 年 5 月（明永乐十
五年），郑和奉旨第五次下西洋。途
中，他的船队停靠在泉州后渚港一带
候风，分扎于秀涂港的沿岸。事也凑
巧，某一日郑和到泉州清真寺朝拜，遇
上了也来朝拜的郭仲远。一番话下，
二人成为知交，郑和承诺前往百崎拜
访郭仲远。

郭仲远大喜。之后，他又犯愁了——
这么大的一个官来了，如何迎接呢？

他把心事告诉了几个儿子，其中
有一个儿子建议道：“在百崎石亭设下
香宴，迎接郑和。”郭仲远觉得这个建
议很好，便让儿子们去筹备了，一面又

号召乡民，一起前来迎接郑和。
那一日，郑和乘坐着一艘官船，旌

旗招展，破浪而至。见郭仲远带领乡
民于石亭处摆下香案迎接，心中甚为
感动。下船之后，他与郭仲远携手进
入石亭，品茶论道后，见石亭凉爽，中
间的石桌上光滑平整，便说——好一
个凉亭石桌啊，在此弈棋甚好！

郭仲远一听，连忙让儿子去安排
棋具，在石亭里与郑和开心对弈。

后来，郑和下西洋时，从百崎乡带
走了数十名年轻水手，一起搏浪西洋。

又有传说，郑和六下西洋时，专程
前来与郭仲远叙旧。期间，又在此亭
为郭仲远的第五儿子郭仕昭，及漳州
镇守官郑指挥之女郑小姐证婚，成就
了一段美满姻缘。故此，后来乡人又
将此亭取名为——送嫁亭！

数百年来，此亭经风历雨，在岁月
与海风之间，巍然屹立。不管是传说
还是传奇，这一段海丝历史，都值得我
们深入挖掘，冷静思考，为泉州的海丝
之路，添上一朵春花！

回乡石亭与郑和

■ 重 李（重庆）

搬到城里后，回家乡的次数愈来
愈少，慢慢地，家乡的味道便在脑海里
淡了，淡得就像一杯反复冲泡的茶一
样无色无味。小区楼下栽种的桂花相
继萌发出茂盛的花骨朵，远远望去，金
黄一片，犹如一匹顺滑的金色丝绸。
刮来一阵风，风席卷着桂花的香飘到
鼻子里。味道浓郁，随着时间的消逝，
那股气息也渐渐淡了。

桂花枝上站 立 几 只 喜鹊，桂花飘
香。看着满地飘落的桂花，思绪如潮
水一般涌上来。

奶奶总爱采桂花，清洗干净晾干，
放 入 透 玻 璃 瓶 里 ，倒 上 一 些 医 用 酒
精。放一段日子，桂花水便做好了。
桂花水受人欢迎，奶奶会多做些售卖，
卖 得 的 钱 会 让 我 买 些 课 外 书 和 糖 葫
芦。

拿到新书后，我总爱把头埋在课
本里，深吸一口气，闻丝丝缕缕的木头
气味。在那瞬间，我仿佛站在森林里，
高耸的大树林立，飞鸟在密布的林间

穿梭，发出嘎吱的叫声。
新做好的糖葫芦散发着酸甜的气

味，在窗边趴着，左手翻着课外书，右
手 拿 着 糖 葫 芦 。 远 处 的 桂 花 随 风 飘
来，此刻的时光静谧、悄悄然。

微风拂来，空气里铺满凉气，凉气
夹杂着厚重的泥土味。偶尔会下起细
雨，细雨如千万根针一样坠入凡间，停
在树叶上，随即凝成水滴，跟着叶的经
脉滑下来，融进大地里。此刻的屋外
沙拉响，鼻子里是雨的沉闷和草木的
甘香味。下雨的日子，我们一群孩童，
总爱到草地里寻觅迷路的蜗牛，去河
边摸索冲上岸的螺蛳。

雨中有我们的天地，气味儿组成
旋涡，在脑海里不停回荡。

小学放学回家，路过附近的老街，
有位白胡子老伯每天都会在田里焚烧
秸秆。红火的光在田里持续照亮，天
空笼罩了一层灰色烟雾，整个街道都
是煳味，弄得我晕头转向。可那煳味
并不让我厌倦或烦恼，因为每当我转
身望着燃烧的秸秆时，我都能看到秸
秆身后的深色群山还有昏黄的落日正

缓缓下落，像一幅水墨画，始终在脑海
里挥之不去。回家后，奶奶常常做我
爱吃的豆腐脑或番茄炒蛋。因此，每
当闻到煳味时，我总能想起那些愉悦
的日子，仿佛听见秸秆在火里蜷缩的
沙沙声还有奶奶在厨房碰撞的锅碗瓢
盆的声音。

田野弥漫芳香，那是收获的味道，
是喜悦的到来。大伙都说，站在无际
的田野里，能闻到蜂蜜的清香，能看到
生命的壮阔。

镰刀砍向玉米秸，砍向稻穗时，田
野是醇厚的，每一股味道都有一段独
属于它的故事。

一次，与朋友交谈中我才得知，闻
见 气 味 勾 起 回 忆 叫 作“ 普 鲁 斯 特 效
应”。长大后，闻见雨中的草木味，总
感觉心里空荡荡，少了许多熟悉的东
西。屋外车水马龙，车子一辆接着一
辆行驶，时间以无形的方式流失，我感
觉日子正被荒废。但庆幸的是，这些
不同的味道，总能在关键时刻给予我
最 为 准 确 的 慰 藉 。 让 我 能 坐 上 时 光
机，回到不同的人生瞬间去。

时光的气味

■ 葛 鑫（浙江）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句
诗，如一位智者，引领我们走进菊花的
世界。菊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
君子之一，以她无比高贵的气质和淳朴
清雅的姿容赢得了人们的喜爱。

菊花的花瓣宛如丝绸般顺滑，层次
分明，相互叠加，每片花瓣都如同诗行
一般细腻且独特。轻轻地触摸它们 ，
一种深沉的历史文化情感涌上心头 ，
就如同品味一首优美的诗篇。在深秋
的季节，百花凋零，菊花却依旧盛开在
枝头，她的美丽并不张扬，也不妖娆，
而是以一种内敛的方式 ，传递出深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内涵。

菊花是秋天的信使，她的盛开，像
是对世界宣告秋天的到来。菊花拥有
美丽的外形和丰富的色彩。她们的花

瓣细长而卷曲 ，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颜
色，黄色、橙色、红色、白色等等，如同秋
天的调色板。我们仿佛可以看到菊花
以栩栩如生的形象站在读者眼前，诗意
地开放。

菊花是一种美丽而独特的花，她以
自己独特的形态和绚丽的色彩吸引着
人们的注意。诗人常常通过菊花来表
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创作出许多绝妙
的诗歌。

菊花，不仅仅有绚烂的色彩和美丽
的外表，更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象征和诗
人的灵感之源。在诗人的笔下，菊花被
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和情感，成为表达人
类内心世界的独特语言。

李清照的《醉花阴》中，那句“莫道
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里的

“黄花”便是菊花的代名词，表达了诗人
孤独、忧伤的情感。菊花也象征着高

尚、纯洁的品质，如元稹的《菊花》一诗
中所说：“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
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
花。”菊花成为诗人赞美品格、倾诉理想
的媒介。

人淡如菊，这四个字宛如一首清新
的诗，就像东篱下的菊花，不慕浮华，不
饰繁华，淡泊名利，安然自在。这种生
活态度正是华夏民族传统精神的体现，
一种朴素与自然、简洁而深入人心的文
化性格。

现代人常常深陷名利的角逐，渐渐
迷失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然而，“人淡
如菊”如同一面镜子，让我们看清浮华
世界的虚无与真实，让我们在忙碌的生
活中找寻到内心的平静。繁华如过眼
云烟，而真正的价值在于内心的满足和
宁静。人淡如菊 ，是我们对生活的态
度，也是我们对自我价值的追求。让我

们学会像菊花一样，不慕繁华，淡泊名
利，保持内心的平静和从容。

当今社会，人们像忙碌的蜂蝶，在
生活的花海中穿梭，却往往无暇他顾，
忘却了领略那些潜藏在日常琐碎中的
美好景色。而“人淡如菊”的生活哲学，
正是要我们放慢脚步，去观赏那些被忽
视的生活诗篇。它如同秋日的菊花，不
畏风霜，不惧孤独，以自身的优雅和坚
韧，诠释着生活的厚重与深沉。

像菊花那样，任凭外界风云变幻，
始终保持自己的本色。菊花的淡雅并
非简单的无欲无求，而是警醒我们要不
忘初心，保持一份淡泊名利的从容。在
生活的纷繁复杂中，我们应该多一份宁
静与悠闲，去感受和品味那些点滴的美
好。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领悟到

“人淡如菊”的深远寓意，从而选择一条
适合自己的生活道路。

人 淡 如 菊

■ 刘云燕（河北）

乡下院子里，开满了一种小小的花，
它们呈六瓣花瓣，洁白无瑕，暗绿色的花
苞，金色的花蕊，挺立在青色的韭苔上，
我惊喜地叫道：“韭菜开花啦！”

韭菜花，简称韭花。这些漂亮的小
花朵，可不是只为漂亮而生的。每到这
个时节，母亲就会趁着阳光晴好，采摘
一两筐似开未开的韭菜花，洗净后用石
碾子碾成细细的末，韭花飘香，屋里屋
外都是韭花的香气。自然，我喜欢吃
辣，母亲会配上几根尖尖的绿辣椒，细
细地切好，再配上适量细盐、白酒、白
糖，小心地封在坛子里。几天后，母亲把
坛子开启，盛出一小碟让我们尝尝。那
种清香的滋味，让人垂涎三尺，如果正好
赶上家里吃涮羊肉，这些韭菜花，更是必
备的佐料了。

母亲说，秋天里可以多吃韭花，不仅
能生津开胃，还能促进消化。我们还爱
吃东北特色菜“汆白肉”。用五花猪肉
片，加上酸菜粉丝炖上一锅，必须备上韭
花，那滋味总是在深秋时节，让人怀念。

据说，韭菜花最有名的莫过于云南
曲靖，每到秋天制作韭菜花的旺季。城
市的街头巷尾，都会见到洗净晒起来的
韭菜花，还有红辣椒，人们都在隆重地为
制作韭菜花而忙碌着。

这种应季的小菜，往往只有一周的
时间。太早，花儿还没有骨朵儿，稍晚，
韭花结籽，就不能吃了。这个时间要把
握得刚刚好才行。

说到韭花，不禁想起了闻名于世的
《韭花帖》。据说杨凝式为五代时期人，
为人狂傲，有一天他醒来有点饿，恰巧宫
中送来一盘韭花，吃起来格外鲜美。为
了表达感激之情，杨凝式当即写了一封
谢折，云：“当一叶报秋之初，乃韭花逞味
之始。”哪知这封随意写来的手札，竟然
成为传世之宝，这就是著名的《韭花帖》，
同王羲之《兰亭序》等，并称“天下五大行
书”。想来，因一盘韭菜花而成为绝世名
篇，也极为有趣。后人评价《韭花帖》字
句疏朗、笔致萧柜，澄静精绝。《韭花帖》
使名不见经传的韭菜花，也登上了大雅
之堂。

母亲说，每一朵花都有一种花语。
而韭菜花的花语是奉献。因为它平凡，
却有用，亦如我们每一个人，也许平凡得
如韭菜花，却以自己的独特之美，以自己
的贡献之力，展示着自己生命的价值和
风采……

秋日韭花开

■ 路来森（山东）

一只鹤，腿，细而长，挺然而立，秀而
美；一身羽毛，洁白如雪，令人想到一袭
白衣、羽扇纶巾的儒雅之士。

一鹤，就是一仙，是一“道仙”——
羽化而升仙。

中国道人求仙，喜欢化而为鹤。最
典型的神话事例，就是陶潜《搜神后记》
所记丁令威的故事：丁令威灵虚山学道，
学成之后，化鹤回乡，结果却差点遭到城
里少年的箭射。于是，慨然作诗曰：“有
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
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一方面，
感叹世事沧桑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表达
了自己的殷殷怀乡之情。

虽已升仙，但到底还是难忘一份故
里情。

类之者，还有宋人张清源在《云谷
杂记》中所记的苏耽成仙的故事。

桂阳人苏耽，汉文帝时得道。当时
他化为一只仙鹤，混于群鹤之中，回家与
母亲告别。栖落郡城之东北楼上，却遭
人弹弓弹射，于是，就在楼板上题诗一
首：“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来归，
吾是苏君弹何为。”

化而为鹤，乡人又何从相识？弹而
射之，亦不足怪也。其美好，就在于，虽
已成仙，到底也还是存有一份母子情的。

所以说，道家升仙，化而为鹤，选择
的对象好：不仅形象美，而且还有真
情——不忘故里，难忘亲情。虽仙，却
仍存一份尘世情。

苏轼，一生喜结交方外人士，佛道
两家，苏轼皆不乏好友。对于鹤，苏轼亦
情有独钟。

《后赤壁赋》就描写了夜半所见之
鹤：“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
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
掠予舟而西也。”

一只大美之鹤，一只惊艳之鹤。
或许，有人认为苏轼所写之“鹤”，

是从想象中来，其实不然，苏轼所写之
鹤，是写实，是真实发生在他身上的
事。在《与杨道士书帖》一信中，苏轼写
道：“十月十五日夜，与杨道士泛舟赤
壁，饮醉。夜半有一鹤自江南来，翅如
车轮，戛然长鸣，掠余舟而西，不知其为
何祥也。”这，便是明证。苏轼的伟大之
处，就在于能够化实为虚，将这只“孤
鹤”，于夜梦中化身为道士，而在苏轼

“惊寤”醒来后，却是“开户视之，不见其
处”。“不见其处”——“黄鹤一去不复
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似乎都不重

要。重要的是其中所体现的苏轼的一份
追求——苏轼所追求的，就是一种闲散，
一 种 杳 渺 ，一 种 鹤 飞 翩 翩 的 逍 遥 风
姿。恰如他在《放鹤亭记》一文中，对鹤
的赞美：“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
垢之外。”

“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垢之外”，是一
只鹤性情所在，也是苏轼以之自喻也。

一只鹤，其鸣亦美。
鹤，总是昂首而鸣的，“嘎，嘎嘎，嘎

嘎嘎嘎……”声音高亢、嘹亮、悠长，所谓
“鹤唳”，是也。《诗经·小雅》：“鹤鸣于九
皋，声闻于天。”更是对鹤鸣之声的最好
的赞美。“声闻于天”，何等的高亢、嘹
亮？颇有“究天人之际”之浩然。

我喜欢一只鹤昂首而鸣的那种姿
态：似在寻觅，似在呼唤，给人一种迥
然出尘之思，给人一份悠然神往之想。
羽化而登仙，纵是不能够真正成仙，有
那么一份仙人之思，仙人之想，也是美
好的。

人生匆匆，沉湎尘俗，于是就总想“脱
俗”，而“脱俗”，实难，于是，生发一份闲散、
清远、逍遥的怀想，便也是一份美好。

古之修道之人，不仅喜欢化鹤，而
且还喜欢骑鹤。“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
州”，钱财随身，鹤飞翩翩，逍遥于高空之
上，便有了一份仙姿之美。明知只是一
种理想，甚至是一种幻想，可还是美滋滋
的。因为思有所托。

鹤立鸡群，这个词，真是大煞鹤的
风景，关鹤何事？是鸡太过渺小了。我
喜欢“鹤发童颜”，鹤发童颜者，就是那尘
世的仙。

我等凡夫俗子，并不想羽化成仙，
但却也好想，把自己化作一只鹤：卓然独
立，素雅高洁；得一份闲远，获一份逍遥，
有一个理想的自在人生。

一
只
鹤

■ 彭涛（江苏）

早上出门上班，雨很大，雨
伞被雨滴敲得啪啪直响。在路
口转弯时，看到“樊记早餐店”的
老板娘正用力地想要撑开店门
口的那把大伞。

老板娘力气不够，大伞被风
吹得摇摇晃晃。我连忙走上前
去，想要帮忙。

老板娘笑着回应我：“我能
行的，谢谢你！”

“樊记早餐店”地理位置好，
老板、老板娘待人又实诚，街坊
邻居都乐意来照顾生意，我也是
这里的老主顾。

自从老板生病之后，这个早
餐店就完全由老板娘一个人打
理了。老主顾们在叹息之余，不
禁为老板娘担心起来，一个女
人，能撑起家庭的重担吗？

我进店找了个位置坐下，要
了一笼包子和一碗豆腐脑。老
板娘麻利地准备好我要的早餐，
笑容满面地端了过来。

“生意还好吗？”我关切地问了一声。
“还好，全靠街坊邻居们的照顾！”老

板娘脸上始终带着笑。
“生意越好你越忙，身体扛得住吗？”

我又问了一句。
“扛不住也要扛啊，自己的日子，

总不能指望别人啊！”老板娘的回答很
坚定。

是啊，自己的日子怎么能指望别人
呢。生活就像这天气，有风也有雨，没有
人替你撑伞，那就自己把它撑起来。

老板娘的话让我想起了之前在图
书馆常常遇到的一位特殊女孩。

第 一 次 遇 见 那 个 女 孩
时，我就发现她的右手的手指
只有拇指和食指。她看书特
别认真，两个手指握着笔，不
停地在笔记本上作摘抄。有
一次她坐在了我的对面，出于
同情和好奇，我问她手指是怎
么受伤的。她灿然地笑了笑
说，小时候调皮弄伤的。我又
问起了她为什么要作摘抄。
她说她有一个当作家的梦，要
像史铁生那样，用手中的笔，
撑起自己心中的梦想。她还
告诉我，已经有一些小文章发
表了，虽然只是一些豆腐块，
但总有一天她会美梦成真的。

我也喜欢阅读和写作，
于是和她交流起阅读和写作
的心得。交流中，她告诉我，
刚刚残疾时，她也很难过，尤
其是看到别的孩子得心应手
地摆弄玩具时，她更是沮丧到
了极点。直到有一次她读到
了史铁生的文章，心中一下子
迸发出理想的光芒。她很庆

幸自己还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可以阅读
书籍，可以观察世界；自己还有一双健全
的腿，可以四处走动，可以体验生活；最
幸运的是自己右手还有两根手指，可以
握住笔，可以书写文字。

尽管生活给了她残酷的阴霾，但
她相信自己能撑起一把抵挡风雨的
大伞。

张爱玲在散文《雨伞下》中，说过
一个故事：下大雨时，有人打着伞，有人
没带伞。没伞的挨着有伞的，竭力想钻
到伞底下去躲雨。可是雨顺着伞的边
缘不断流下来，反而比外面的雨来得更
加凶猛。

是的，生活本就是有晴有雨的，与
其依赖别人的雨伞，不如自己为自己撑
伞。站在自己的伞下，更为安全、可靠！

为
自
己
撑
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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