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撸草籽儿

“秋老虎”
把大地晒得滚烫
每根秋草
都挺起硬撅撅脊梁
鼓溜溜草籽儿
载满了秋的收获
刺啦啦——
一把撸过去
就等于把整个秋天都攥在手上

绒嘟嘟毛刺儿
秋风中抖动
亮亮硬壳儿

我一直认为人生

有许多巧合，一片云

朵、一枚落叶、一朵野花、

一只动物，都会在不同的时

候，暗合自己的心境，或许这就

是所谓的缘分。每当我看到动物图

片时，或者听到与动物有关的词汇时，

各种回忆都被勾起来。无论怀着怎样的

心情，都可以瞬间入境。

前几日，表弟来看望我父母，表弟是舅舅的

儿子，是我童年的玩伴。

见到他的那一刻，我童年的画面——山野的人

家、林中的生灵……一一涌到心头。

多年不见，他已经头发花白，而聊天的话题依然是

曾经的故事，更多是孩童之间的囧事。回忆中，逗得大

家哄堂大笑。

舅舅家住在屯子里，大人们都喊它板庙屯。屯子

很小很小，且离镇里很远。那时候，小屯不到十户人

家，百姓们夏季种田，冬日打猎，生活似乎很有规律。

板庙屯没有公路，自然没有交通工具。每次假期我去

舅舅家，从镇子的长途汽车站下车后，需要步行20多

公里才能到达。儿时，体力不佳，舅舅家的黄牛成了我

的坐骑。

板庙屯只有一名教师，那就是舅舅，陆陆续续，舅

舅培养了四五十名学生。这里的孩子离开屯子后，在

镇里或者更远的地方安家，很少有人再回来。

舅舅家的房舍在群山之中，是黄泥和着杂草搭建

的一座草房，房舍的后面是山坡，山顶常年云雾缭绕。

屋前有一条黄泥铺成的小径，对面是一条清澈小溪。

不远处有一条江，我只是听说，却一直没有靠近过。夏

日里，鱼虾活跃，傍晚时把捕鱼的大肚子筐固定在小溪

流中，清晨，扯出大肚子筐，

收获满满的小鱼小虾，“战利

品”足够煮汤了。

尽管去舅舅家的路途费时间，费体力，而我依然喜

欢，喜欢周围的山，喜欢途中的野花、蝴蝶、蜻蜓……不

管步行，还是骑着黄牛，途中都充满着惊喜。我最喜欢

的还是冬日里的舅舅家。

那时，山里的冬天格外寒冷，每次寒假来到舅舅

家，似乎鼻涕成了标配，走出土屋，鼻涕都冻成了冰疙

瘩，鼻尖冻得通红，却没有觉得寒冷是障碍。舅母劝我

不要与表哥、表弟去外面玩，坐在火炕上，也能看到对

面灌木丛中梅花鹿在奔跑，我的心思并不在屋里。表

哥和表弟前面疯跑，我成了跟屁虫，紧紧跟随着。

那时候，舅舅家如此有诱惑力，一群孩子挤在一铺

火炕上，却没有觉得拥挤。每到假期，几家的孩子跋山

涉水都要奔赴那个闭塞的小屯。如今想来，孩子们的

目的明确，舅舅家附近有山有水，可以玩得无拘无束，

山里有山珍野味，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

对于未成年的孩子，吃和玩才是最真实的渴望。

后来，我们渐渐长大。舅舅退休后，也搬到略大一

点儿的村子，因为那个村子里有诊所，舅舅身体不佳，

有诊所就有了依靠。

虽然舅舅搬离了板庙屯，很多村邻也离开了那里，

可是，那里的山林，那里的河流，那里的动物，依然镌刻

在我心底，似乎成了我生命中的一段快乐档案。

后来，实施禁伐禁猎后，那些曾

经沉寂的生灵又回到了山林，山林又

焕发了新的生机。树木睁开了新绿

的眼睛，动物努力地去繁殖，它们都

在生机勃勃地占据一方

属于自己的世界。同时，

生灵的回归也给山

林带来活力和

繁荣，给这个屯子带来久违的热闹。

与表弟聊起童年经历的这些趣事，以及几十年来

的变迁，唤醒了我沉睡心底的许多秘密。

表弟说：“从板庙屯搬出来后，我没少回去。自从

村村通修到了板庙屯后，我回村翻盖了房舍。仿泥草

的屋舍，却是现代化的室内设施。有个夏天，居然有一

对北京老夫妻前来居住。”

意想不到，这一切出乎表弟预料。

原本翻盖旧屋，只为亲属来这里度假落脚，谁曾想

却换得了收入。北京老夫妻在深秋离开时，预交了下

一年房租。以前闭塞的小村子，如今却成了城里人的

诗和远方。

表弟果断处理了在市里开的超市，带着一家人回

到了板庙屯。他租下了邻居的几座旧房，翻新改造后

陆续租给了来这里避暑的客人。原以为只有东北人去

南方当候鸟，现如今板庙屯也迎来了江南的候鸟来此

避暑。

表弟绘声绘色地告诉我：“姐，你喜欢动物，咱回

家，白天坐在院里的凉亭，就能看到梅花鹿吃草。夜

晚，吃西瓜，看满天的星斗，听丛林里动物们的奔跑声

和叫声。如今，林子里的动物都成明星了，很多游学的

孩子专门‘追星’来到这里……”

神奇的自然，孕育了包括人类在内的无数生灵。

热爱自然，就想要亲近自然，这是人类的本性。

时光不断地延伸，关于山屯的记忆，在重重叠叠增

加，今天与昨天的交错闪回，我仿佛看到了一只只狍子

在山林中舞蹈，看到了一只只梅花鹿在草原上散步，看

到一只只鸟儿在树梢唱歌……瞬间，故地重游的心情

非常迫切。思索着板庙屯几十年的变化，曾经那份迷

恋，从记忆中再度浮现。仿佛，我又回到了小溪边，闻

到了野花的清香，看到了鱼儿在畅游。

那片绿色的山林
□陈凤华

受母亲的影响，我自小爱吃水果，到了三餐可

以或缺而水果不能不吃的地步。小时吃的都是瓜

果梨桃之类的传统水果，不像现在有各种稀奇古怪

的水果。印象最深的是吃水蜜桃，揭开薄薄的外

皮，里面是熟透的果肉，咬上一口，甜香顺着口齿激

活所有味蕾，桃汁也淌了一嘴一手，那感觉现在想

起来都流口水。

在中国文化中，一般用瓜果梨桃来泛指各类水

果。桃子通常被视为长寿和繁荣的象征，《神农本草

经》说，“玉桃，服之长生不死”。这就不难理解《西游

记》中会有蟠桃园和蟠桃宴，孙悟空为什么对桃子情

有独钟了。桃木也有辟邪的作用，常被用来制作桃

符，南朝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说，“插桃符其旁，百

鬼畏之”，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桃味辛气

恶，故能厌邪气”。桃树和李树也被借喻为学生，汉

代韩婴《韩诗外传》中有“夫春树桃李，夏得阴其下，

秋得食其实”之句，唐代白居易《奉和令公绿野堂种

花》中有“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之句。

不管桃树有多少象征，桃子终归还是一种供人食用

的水果。

许是现在的生活条件变了，或是现在的种植技术

变了，从超市买来的桃子，无论是水蜜桃、久保桃还是

蟠桃、油桃，味道似乎没有以前的好了。这感觉持续了

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我来吉林工作，有缘吃到了集安的

白桃。

第一个机缘在2016年。一位朋友去集安就职，

中秋时给我寄来一箱桃子。打开纸箱一看，桃子个

头儿不大，颜色有些灰白，不像很好吃的样子。拿起

一个品尝，果肉甜中带酸，满口浓郁桃汁，瞬间颠覆

了我对这个水果的偏见。打电话向朋友表示感谢，

朋友说你好好品尝，这可是正宗的集安白桃啊。

第二个机缘在2018年。那年9月我带学生去集安

麻线乡上火龙村写生，在基地与负责人闲谈，偶然提起

了集安白桃。他说上火龙村里也产白桃，并很快拎来

满满两筐白桃给我们师生当零食吃。这白桃味道偏

酸，没有朋友寄给我的好吃，但特有的桃味还是在线

的。学生们抢食，说这桃子的味道与别的桃子不一样。

因这两个机缘，我对集安白桃有了好的印象，后来

又去集安很多次，对集安白桃有了更多的了解。

集安位于吉林省东南部，地处老岭山脉南麓、鸭绿

江水北岸。这里四季分明，气候温暖湿润，有“塞外小

江南”之称。优良的生态环境使集安物产丰富，就农业

特产而言，最著名的当属“集安三宝”——人参、白桃、

山葡萄。集安白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桃尖大、像

鹰嘴，成熟后外皮发白、泛黄，带有少量的粉红色斑块；

二、桃皮薄、易剥离，果肉乳黄色，果核紫红色；三、口感

酸甜，香气浓郁，成熟后的肉质有点面；四、富含铁、钾

等元素，营养价值高。因上述特点，集安白桃被誉为桃

中佳品。

原以为集安白桃是个老品种，就像有关水蜜桃的

文字记载可以回溯到公元前10世纪。听当地人讲，别

看集安白桃小，身上有故事哩，故事的名字叫“没有老

雷头就没有集安白桃”。我来了兴致，问，老雷头是谁，

为什么没有老雷头就没有集安白桃？

老雷头叫雷声玉，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学习型

农民。早在40多年前，集安本没有白桃这一品种，桃

子有，都是本地的一种毛桃，口感不好，存储时间也

短。1983年的一天，老雷头在果园里干活，偶然发现

一棵桃树上面结的果子有些特别，出于多年栽培经

验，他立即意识到这棵桃树与众不同。从这年起，他

利用这棵桃树与其他毛桃进行嫁接，经过十年努力，

现在的集安白桃才得以问世。新品种很快在市场上

打出名气，在集安开枝散叶、落地生根，种植面积逐

年增加。

在集安，很多地方都种白桃，如榆林镇地沟村，几

乎家家户户都种白桃，白桃种植面积达150多亩；太王

镇果树村，集安白桃种植户达80多家，白桃种植面积达

130多亩。写生基地的负责人告诉我，白桃这东西挑地

方，生长在不同地方的白桃外观和口感存在差别，比如

本村孙家桃树结的果子就比其他人家桃树结的果子好

吃。这话解答了我的疑惑，为什么朋友给我邮寄的白

桃比这里的白桃好吃。《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曰：“橘生

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

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看来集安白桃也是有性

格的，挑主人，挑水土，呵呵。

一次去集安出差，朋友约我去逛早市。早市熙

熙攘攘，人们摩肩接踵。各种土特产，水果、山菜、江

鱼、人参，一切源于自然的馈赠；各式饮食摊，冷面、

打糕、油条、馄饨，充满了浓郁的烟火气。正值白桃

成熟期，放眼望去，遍地都是白桃。朋友说，集安白

桃有很多品种，最有名的是“老雷头白桃”，现在老雷

头家的白桃种植面积达七八亩，桃树约有400棵，每

棵树的平均产量有六七十斤，由于产量低、品质好，

老雷头白桃属于紧俏货，经销沈阳、长春、吉林、通化

等地，不提前预订买不到。听说“老雷头”已经注册

为集安白桃商标，老雷头桃园也发展成为“集安市雷

大爷白桃种植专业合作社”，我很想前去看看，可惜

机缘不巧，一直没有成行。

虽然没能去老雷头桃园看看，在上火龙村还是亲

眼看见了集安桃树。那是位于山坡上的一个果园，当

时我带学生寻找适合的写生地点，无意中走到那里。

记不清果园的名字了，时值9月，果园里的果子累如繁

星，有苹果、有桃子，满园飘着果香。怕学生们忍不住

好奇，严令他们不准摘树上的果子。我们正挥毫泼墨，

一位面色黝黑的中年男子来看我们画画。交谈中得知

他是果园的主人，姓孙，经营这果园十多年了。问他为

什么果园里苹果多白桃少，回答也是“南橘北枳”，同时

也缺老雷头白桃的技术，种不出老雷头白桃的品质。

我们走时，他摘了一些果子给我们品尝。感谢老哥的

热情，果子卖相还好，味道同样还好。

关于集安白桃，当地人有正宗与不正宗之说，正宗

的集安白桃是老雷头白桃。如果老雷头白桃的技术能

够加以推广，集安白桃会不会爆发出大能量，成为集安

最响亮的一张名片？这想法或许是个愿景。不，这或

许不是一个愿景。据说相关部门已经制定出清晰的集

安白桃振兴战略，将依靠新理念的引领和新技术的支

撑，发展多种产业模式，形成“小桃子，大产业”的多元

化发展格局。

由于种种原因，已有三四年没去集安了。去年

朋友给我寄来几罐集安白桃罐头，感觉很惊奇，

这应该是集安白桃的深加工产品吧。开

罐品尝，味道不错，保留了集安白桃

的原味。这确不失为集安白桃

深加工产业的另一发展

思路。

白 桃
飘 香

□王福新

老东北记忆
□王长元

闪烁着针鼻儿大的太阳
每粒草籽儿
都是青草对大地的回馈
每粒草籽儿
都凝聚了野草一年到头的梦想

猪吃了长膘
鹅吃了强壮
灾荒岁月吃了它
什么样饥饿都能抵挡

指头泛红了
磨出红鲜鲜血泡
茧子开花了
岁月艰辛写满手掌
庄户人
和草的命运多相像（哟）
依托的
都是脚下黑不溜秋的土壤
人撸下的
哪里是细碎草籽儿
分明是
人和草命运的另一种回响
小河边，田埂上

林荫下，水渠旁
虽然她
没有高粱穗沉实
更没有
玉米棒鲜亮
就是这
连通天涯海角的草籽儿
竟有着
改变大地、山川的力量

撸草籽儿——
收获的是野草的秋天
却孕育了
人们对春天的美丽遐想

李溪洪李溪洪 摄摄

宋晓林宋晓林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