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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辞

邓兆文

美丽的谎言，有时也会
当真
就像这牛郎和织女的故事
每次听了，都引人落泪

夜晚乘坐飞机
盯住舷窗外的
星斗
忽然发现
从前的自己多么幼稚

那所谓的喜鹊搭桥
不过是孩子们玩的
游戏
经不住推敲

然而为什么
这一天
仍有那么多人仰望星空
哦
不是人在他乡
就是人在旅途

时值八月，酷暑难耐，正是一年中最
热的日子，此时泡上一杯焙制好的苦菜
茶，苦中含甜，香气缕缕，既消炎祛火，又
清心提神，那效用感觉比什么名茶一点
不逊色。

传统意义上的苦菜，生活中最常见，
只要有土的地方，似乎就有它的影子。
这种苦菜，耐寒也耐旱。大雪纷飞的时
节，山坡背风朝阳处，你也能找到它。苦
菜，是严冬过后，比较早生长出来的野
菜，因其味苦而得名，也是所有早春野菜
中最富趣味的一种。

每年的早春季节，老家农村的田埂
上、地堰上，富有地方特色的野菜——苦
菜，也叫苦苦菜，便在嶙峋的土地上纷纷
冒出嫩芽，伸展出绿叶，绽开鹅黄的笑
脸，登堂入室，走上餐桌。离开家乡，在
外地工作后，每年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我
都喜欢到郊外踏青。看到那翠绿肥硕的
苦菜时，心中便感慨万分，想起儿时母亲
教唱的那首童谣:“苦苦菜开黄花，穷人
度日离不了它……”

农村的孩子都是吃苦菜长大的。
小时候，大集体时代，家里人多，生产
队分的口粮不够全家吃一年，每到春
季经常断粮，家家都靠苦菜、荠菜之类
的野菜掺点粮食做成菜团子充饥。每
每看到孩子们吃菜团子难以下咽的样

子，母亲便开始忆苦思甜，回忆那些苦
难的历史，让孩子们在故事中理解那
些吃糠咽菜的日子。母亲经常给孩子
们讲述王宝钏的故事，她说，当年王宝
钏苦居寒窑十八年，就是靠挖苦菜充
饥熬过来的。后来薛平贵当了元帅，
便将苦菜封为“救命菜”。母亲绘声绘
色、动情地述说，孩子们也听得津津有
味，不一会儿，三两个菜团子就填进肚
子里了。尤其是碰到罕见的自然灾害
时，那满坡遍野的苦菜，用它那绿色的
生命救活了一户户人家一方方百姓。
直到懂事后，我才真正领悟到“救命
菜”的真实含义。

几十年来，我对苦菜的态度也发生
了根本变化，由儿时的厌恶变为越来越
钟爱。

每到春天，我总爱到野外剜些回来
尝鲜，全家人吃得十分开心。每逢这时，
我也像当年母亲那样，给孩子们讲述苦
菜的故事。我之所以热爱苦菜，也是被
它那种朴实无华、土生土长、无所需求，
却默默无私地向人们奉献的精神所折
服。苦菜是一种根生植物，只要非无毛
之地，它都可以繁衍生长，严寒冻不死
它，烈日晒不枯它，车辗人踏压不烂它，
它的生命力是那么顽强。对于苦苦菜，
有的人也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势，认

为它是贫困的象征。但随着生活水平的
提高，人们观念的转变，对苦菜的认识也
随之改变。近年来，苦菜受到人们的青
睐，而且它还登上大雅之堂，在丰盛的宴
席上成为人们最爱吃的美味佳肴，苦菜
列入了食文化的行列。

长大以后，我查阅过有关资料，对苦
菜的性能有了进一步认识。苦菜，苦中
带涩，涩中带甜，新鲜可口，清凉嫩香。
它营养丰富，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多种维
生素、矿物质、胆碱、糖类、甙类、鞣质、核
黄素和甘露醇等。它具有清热解毒之功
能。我曾查阅相关资料得知，苦菜“久
服、少卧、安心、益气、轻身、耐劳”，可见
它是一种延年益寿的“长命菜”。医学上
多用它来治疗热症，古人还用它醒酒。
明代诗人黄正邑有诗吟道:“但得菜根俱
可啖，况于苦荬亦奇逢，初尝不解回甘
味，惯醉方知醒酒功。”在民间也有用苦
菜治鼻出血、败火、高血压之偏方，广为
流传。

啊，苦菜，你曾是农村人的救命
菜；苦菜花，你是一朵最朴素的花，也
是英雄的花。长篇小说《苦菜花》里的
母亲说，苦菜根是苦的，但它开出的花
是香的。不论时代如何变化，你永远
值得人们赞美，劳动人民永远愿为你
唱一首赞歌。

刚来烟台时经常听人提起养马岛，
却一直没有机会上岛。第一次去养马岛
大约在二十几年前，是去开会。

沿着滨海大道东行，波光粼粼的大
海一路陪伴着我们。大概一个小时车
程，养马岛便出现在大海中央。从我们
前进的方向瞭望，养马岛是一座海中独
岛；但延着直通岛内那条不宽不窄的沙
石路进岛，却发现，养马岛又变成了一座
半岛。

岛内度假村的负责人在路的尽头迎
接我们。离开会还有一段时间，也因为
我们初次上岛，他充当向导，开着车载着
我们绕向后海，登上了山顶。站在制高
点，只见星罗棋布的岛礁点缀在蔚蓝的
大海中，牟平城也尽收眼底。

烟台四季分明。早春，绽放的梨花
带来层层新绿，湛蓝的大海白浪迭起，好
一派海岛风光，弥漫了一冬的寒气慢慢
消散。会议的组织者很会揣摩人的心
思，这个季节，选这么美的地方开会，谁
会不愿意来呢？

我们的向导是牟平人，略带乡音。
说起养马岛的故事，滔滔不绝，像是在说
自家的事情：

相传秦始皇东巡，寻找长生不老的
灵丹妙药，来到烟台芝罘岛。他沿海岸
东行，被大海中一座水草丰盛、骏马奔腾
的岛屿所吸引。在方士眼里，此岛是宝
地，秦始皇深信不疑，遂将岛屿御封为皇
家养马的地方。此后朝廷选马进岛，驯
马御用，养马岛由此得名。

从向导对养马岛的赞誉中，我们听
到最多的是风水宝地，或是独一无二等
福地之说。

养马岛名字的由来不仅神秘色彩浓
厚，它的“一岛三滩”同样占尽了海岛独
有的特色：养马岛的泥滩出贝类，潮涨潮
落时人们都会来赶海挖贝；石滩出产的
海参、鲍鱼、天鹅蛋，盛名久远；沙滩是天
然浴场，每逢旅游旺季人山人海，被冠以
东方夏威夷的美名。

从山顶下来，车辆绕到岛的另一端，
又开上了我们进岛的路。我随口问向
导，都说养马岛是独岛，但这条进岛的道
路不是连接着陆地和岛屿呢么？我的疑
问引起了他的兴致，他一边开着车，一边
做着讲解。

养马岛真正有人间烟火是在元末明
初，那时不过几十户人家。几百年岁月
轮回，直到清朝末年，岛上人家繁衍生
息，逐渐形成了八个村落。养马岛与牟
平城之间隔着一片浅海，人们生产劳
动、生活往来一直靠渡船通达，极为不
便。解放后，烟台人挖山取石，人人参
战，车推肩扛，填海修路，把独岛与牟平
城连接起来，修成了这条行车之路。路
虽简易，但凝聚着烟台人“敢叫日月换新
天”的执着精神。如果没有这条路，大小
车辆往来就得靠渡船。向导讲述的过程
中，我们能感受到他的深深的自豪。

第二次上养马岛，是因为接待朋
友。他来烟台旅游，我第一个就想到了
养马岛。

那天，我开着车、载着朋友再次上
岛。车行至入岛的路口时，我蓦然发现，
那条通往养马岛的沙石路已经被一座造
型优美的大桥所代替。我有些惊诧，下
车徒步上桥。桥下水波荡漾，长长的主
桥衔接着宽阔的道路，径直延伸进岛。
在桥上举目四望，仿佛当年站在养马岛
的山顶上一样，但映入视野的，是新建起
来的天马广场，它画龙点睛般地改变了
整个岛屿的景色。

车辆驶进养马岛，我记忆中的海岛
已模样大变。环岛路上，培训中心、酒
店，像一条项链，把天马广场、沙滩浴场、
獐岛、碧螺滩、莲花夕照等十多个景点串
联起来，让进岛旅游的人们有了更多畅
游的地方。我本想做个导游，但是面对
养马岛的变化，只能收起卖弄之心。

其实，养马岛变化的不仅是景色，还
有在泥滩和石滩上红火起来的养殖业。
尤其是进岛大桥的建设，不仅提升了交
通品质，还改善了水域生态环境，给浅海
养殖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带来了丰厚的
回报。

记得一些书籍上讲“内气萌生，外气
成形”，那些豁然开朗的地方，一定纳福
聚福，举目如今的养马岛，突然有了豁然
开朗的感觉。

回程的路上，我禁不住在想，养马岛
毋庸置疑是块风水宝地，但这块风水宝地
是烟台人用勤劳和智慧凝练出来的，它带
给守望岛屿的人们以富有，与秦始皇当年
所认定的风水宝地不是一个概念。

又见养马岛
刘长泰

酷暑难耐苦菜茶酷暑难耐苦菜茶

诗歌港

风物咏

流星

于晓东

天上流星的光彩
汇集到我的心头
一颗颗
一道道
星星点点
瞬间化作永恒

我用心绪把他们融化
回绕于心田
奔腾不息
有时它沉静
有时它激昂
充实着我的世界

那流星的光彩
有过就不会再失去

七夕，相惜

李德庆

就这样向前走吧
手拉着手，肩并着肩
什么都不用说

没有许多路要赶
没有许多事情一定要得到结果
相信命运，相信
晨昏那些琐碎又温暖的细节
譬如一粥一饭，譬如
一颦一笑

天地远阔
多少人擦肩而过，多少爱
求而不得
何其幸运，我们
拥有共同的呼吸和心跳

就这样向前走吧
从一座山海奔赴另一座山海
从一个季节走向下一个季节
浮世清欢，细水长流
此心昭昭，日月可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