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邢台泉城的泉眼、泉水，
来自太行山的山脉，滋养了一
代一代的邢台人民。邢台自古
有“泉城”美誉，根据邢台水
利志载：“百泉不是孤零零的
存在，而在泉的上
游还有大面积补给
区作为他的辽阔后
方。”“北界大致与
内丘以北南岭村一
代。”与邢台城区山
水相连的内丘县同
样名泉众多，数不
胜数，内丘县新城
村的泉眼就是其中
一绝。

新城村泉眼位
于新城村北一公里
处。河道上游自永
固、山凹一代，下
游至北双流、县城
北、李阳河一代，
整个河道有近千年
的历史。新中国成
立后为了改变农村
面貌，大修水利，
1958 年动用了上万
人修了北河水库。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
年代的北河里，河
水清澈、波光粼粼、
锦鳞畅游，两岸的
人民借河水洗菜浆
衣、开渠灌溉。孩
子们冬天在结冰的
河面上打滑叉、滑
冰，嬉闹玩的痛快。
夏天到了，孩子们
在大人的带领下，
学游泳、戏水，新
城村的孩子们大部
分都会游泳，我也
是那个年代那时候
学会游泳的。后来参军，到祖
国的南海、东海、渤海、黄海
也都游过泳。北河水库下游是
一片苇地，每年夏天季节，鸟

语花香，有几种鸟在河里、苇
地里叫个不停，乡亲们都愿意
在河边听鸟叫，享受大自然的
美景和风光。

再一个苇子有好多用处，
他可以编织成席子、
盖房子用，用处可多
了，河的下游苇地里，
还有许多小鱼小虾，
我和小伙伴们挽起裤
腿下到水里，捞出来
后回到家里煮着炸着
吃。新城村那时候一
共十一个小队，每个
小队分一块苇地，到
秋收季节每个小队找
二十多个青壮年，穿
上雨鞋、拿上镰刀，到
河套水池里去割苇
子。等收工以后，也就
过了中午，小队为他
们准备了好吃的东
西，油条、白馍等食品
随便吃，那真叫香啊，
很多小孩们只能在一
边眼馋。

说到新城村泉
眼，大多数人都知
道，老人们经常给下
一辈讲泉眼的故事。
我小时候就是听着泉
水，看着泉眼水长大
的，泉眼位于新城村
北河水库下游 500 米
处南侧的一个小深沟
里，里面的泉水常年
流不干，细水长流。
据村里老人传说，有
近千年历史了。它的
水质特别好、口感特
别甜，又解渴又可避
暑，乡亲们在地里干
活累了，就到泉眼那

里用手捧着喝上几口，又甜又
解渴！

泉眼的泉水滋养着一代一
代村人。

太
行
泉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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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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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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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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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我本来没有想包粽子，因
为一来我的包粽子技术不咋地。二
来孩子们都在外地，就是包了，也
吃不上。三来呢，我也嫌麻烦。可
是母亲来了，带来了买好的粽子叶、
江米、蜜枣、豇豆等材料，要我帮
她包粽子。我很不高兴，母亲也是
的，您一个老人家，能吃多少个粽
子呢，妹妹前几天送来的粽子您吃
完了吗？还找这麻烦干啥呀，浪费
时间。

 母亲生气了，坐在院子里的小
板凳上，面朝一边，不理我了。唉，
包吧，母亲喜欢吃，就是要我买，
也得去买啊，只要母亲高兴就行，
我不情愿地煮苇叶，泡豇豆，做着
包粽子的准备工作。第二天早晨一
起床，我赶紧把也江米泡上。

 两个小时候后，母亲过来了，
米也泡好了，又淘洗了两遍，掺入
蜜枣等，就开始包。母亲是包粽子
的老手了，她包的粽子个大，棱角
分明，还快。我包的粽子个小、难
看，还慢。孩爸也在旁边学着包，
他包的就更不敢恭维了，不过也不
敢评价他包的粽子，万一他一生气

不干了就不好了。
 母亲一边包粽子，一边说着往

年包粽子的趣闻轶事。她说：“那
个谁，煮粽子，在粽子上面压了一
块砖，结果煮出来的粽子，牙碜得
不能吃，老公气得跳着脚骂。”我听
了就笑。母亲说：“你笑啥，那时
候，还有那个那个谁，煮粽子，在
煮的粽子上面，压了一块土坯，煮
出来，粽子都成了一锅泥巴粥了！”
母亲还揭发了我小时候干的一件坏
事。小时候，我经常好在山凹姥姥
家住，小野子儿似的，和小伙伴们
打架，开坷垃仗。这个我记得，我
姥爷是村里的医生，家家户户都离
不开，所以打哭了谁家孩子，大人
们也都不跟我计较。最气人的一次
是，我和表姐，还把两个大人给欺
负了。那天中午，我睡不着觉，在
家里嫌热，就和表姐跑到村北河边，
爬到柿子树上玩，可凉快了。看见
河里的芦苇丛中，两个外村里的老
妇人在打苇叶。我俩只管在树上玩，
人家只管在闷热的芦苇丛里干活。
在人家打足了苇叶要走的时候，我
俩从树上跳下来，就给人家要苇叶，

说芦苇是我们家的，家里大人要我
们看着苇叶，不让打的。人家没办
法，把苇叶给了我们，空着手回去
了。一中午干的活，汗水湿透了衣
衫，都白费了。母亲不说，我都忘
了，今个听母亲说起来，我也马马
虎虎有这个印象。那时，给人家要
苇叶，可能是表姐的注意吧，我也
参与了吗？呵呵。至少表姐是本村
的，她知道那两个老妇人不是他们
村里人，我不知道。表姐啊，你可
别看到这篇文章。

 就这样，边包粽子边聊天，温
馨、快乐中，粽子全都包好了。母
亲把粽子一个一个的摆在锅里，找
来一块大理石板，一个铝篦子，洗
净，铝篦子放在粽子上，用大理石
板压紧，开煮了。我还开玩笑地跟
母亲说：“您压在篦子上的不是砖
头吧？”逗得母亲笑了。不大一会
儿，就粽香满屋子飘了。 原来陪
母亲包粽子是这么美妙啊，享受到
的不光是美味的粽子，还有柔柔的
亲情。给父母多一些耐心和陪伴，
总会让你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的。

和母亲一起包粽子
张坤棉

5 月 10 日我来到了深圳，第二
天孙子、孙女都去上学了，在家闲
来无事，那就到外边转一转吧！

出了小区南口就是横穿南山区
的中心河，只见河两岸凤凰树高大繁
茂、花开正艳。“叶如飞凰之羽，花若
丹凤之冠”，凸显了其尊贵的身份。那
喜庆的大红色花朵一簇簇，一团团，
在阳光的照射下，简直就是千万支正
在燃烧的火炬，映红了中心河，映红
了蓝天。

中国人一向喜欢大红色，因此才
把大红色称为“中国红”。“中国红”的
凤凰花也就被赋予了喜庆、吉祥、快
乐、幸福、和睦的寓意。

由眼前的凤凰树、凤凰花我不禁
联想到了与她同名的百鸟之王———
凤凰。

凤凰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
一对鸟类神兽组合，有雌雄之别，雄
为“凤”，雌为“凰”，合称为凤凰。

据《山海经》记载，凤凰二鸟的形
状像是普通的鸡，全身上下都是五彩

斑斓的羽毛，据说其头、翅、背、胸、腹
的花纹分别是德、义、礼、仁、信五个
字的形状。《诗经》中还有“凤凰鸣矣，
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的记
载，意思是凤凰鸣叫预示着吉祥，停
在那边高冈上；高冈上面生梧桐，面
向东方迎朝阳。因此民间就有了那句
“没有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的俗
语。

凤凰代表着祥瑞，象征着和谐，
也是咱们神话传说中出场次数最多
的神鸟之一，被誉为“百鸟之王”，因
此才会有“百鸟朝凤”之说。

无独有偶，花鸟同名的不止凤
凰，还有杜鹃。我们常说的布谷鸟又
叫杜鹃鸟。“望帝春心托杜鹃”这一诗
句里的“杜鹃”说的就是“杜鹃鸟”。

这里有一个凄美的传说。相传古
蜀国的一位叫杜宇号望帝的皇帝，非
常负责而勤勉。看到国民因为生活富
足而乐而忘忧，不事稼穑，他心急如
焚。为了不误农时，每到春播时节，他
就四处奔走，催促人们赶快播种。如

此一来反而使人们养成了一种坏习
惯：杜宇不来催促就忘了播种了。后
来杜宇因劳累过度去世，他的灵魂化
为了一只小鸟———杜鹃鸟。每到春天
就四处飞翔，发出“布谷、布谷”的声
声啼叫，提醒人们春播时间到了，所
以人们又称它“布谷鸟”。

杜鹃鸟像杜宇皇帝生前一样，呕
心沥血、日夜啼鸣，以至于口吐鲜血。
鲜红的血滴洒落到满山遍野，化成了
一朵朵美丽的花，此花就是杜鹃花。
杜鹃鸟、杜鹃花皆因这一优美的传说
而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杜鹃花又名“映山红”，小时候看
电影《闪闪的红星》时，冬子妈吟唱
《映山红》这首歌曲时，整个银幕上
呈现出一望无际的杜鹃盛开的画面。
“映山红哟映山红，英雄儿女血染
成。火映红星哟星更亮，血染红旗
哟旗更红。高举红旗哟朝前迈，革
命鲜花代代红。”这首歌让我懂得
了，映山红是革命之花，胜利之花。
她是红军战士坚定信念、永不放弃
的精神象征。

花有花香，鸟有鸟语。大自然
就是这么的有趣而奇妙！我们在欣
赏鸟语花香自然美景的同时，还要
了解、体会其背后的优美传说和文
化魅力。

花鸟同名故事多
董莲芬

端午，一个古老的节日，总是
让我深陷其中，情不自禁的去回想
这个节日曾经的过去、风景、人物
和故事。

端午与艾草

挂艾草，是端午节重要的一项
习俗。小时候，艾草是村里最常见
的植物，村外更是成片成片的生
长。艾草由于能够起到很好的驱蚊
抗菌作用，而且具有独特的香气，
自古以来就受到了人们的喜爱。

端午前后，每家每户都会选择
长势良好的艾草，用镰刀割下来，
新鲜的自然是节日挂门备用，听大
人说，挂艾草是有讲究的，如果选
择长得不好、有病虫害的艾草做挂
件，结果会适得其反。挂艾草的时
候。要倒着挂，就像过年贴福字一
样，倒着贴更有寓意。其实，倒着
挂应该是防止那些细小的艾草掉下
来。因为艾草茎秆细小，枝叶较
多，倒着挂就可以避免。在挂的数
量上也是有讲究的，应该挂单数而

不是双数。古人十分注重阴阳平
衡。单数属阳，而端午是属阳的日
子，挂单数便顺理成章了。

我上小学的时候，村里还有生
产队，队里喂着二十几头耕牛，饲
养员是个单身，但他特别爱惜牲
口。为防止耕牛挨蚊叮虫咬，他每
天除喂好牲口外，都会割一大捆艾
草，然后晒干，编成长长的、粗粗
的艾条辫子，夜晚在牛棚里点燃。
他还会把多余的艾草送给左邻右
舍，乡亲们也会把自己包的粽子送
给他。

生产队牛棚前的小院儿，常常
是乡亲们消夏的最好去处。月亮爬
上枝头，月光如洗，大家围拢在这

里乘凉，点染的艾条辫子散发着芬
香，远处有蛙鸣虫叫。大人们谈古
论今，在这里讲屈原的故事，讲地
里的收成。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一
幅难忘的乡村图画。也是在那个时
候，我爱上了听故事、写作文。

端午与粽子

端午，总是寻着芒种时节的麦
茶香应约而来。“粽子香，香厨
房，艾叶香，香满堂。艾草挂在大
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一到端
午前后，我就想起了这首儿歌，想
起了母亲，想起母亲所包的粽子，
想起小时候儿在老家过端午的时

光。
端午节的前一天，母亲会打理

好苇叶，用开水汆一下。绿盈盈的
苇叶透着清凉，在袅袅的热气中飘
着清香。由于家乡不产糯米，就只
好用黄粘米代替，红枣则是自家院
里枣树上结的。一切就绪后，母亲
用绿的苇叶，把红枣、黄米包成一
个个有棱有角、坚实饱满的粽子。

最令我欣喜的莫过于粽子煮熟
的那一刻。锅盖一掀，粽香味儿便
弥漫而来。拿出粽子晾凉，揭去苇
叶，一尝黄米的绵软，夹杂着红枣
的细甜，还有苇叶的清香，那味道
绝不是文字可以描述的。

一大锅粽子母亲总是分上若干

份儿，让我给亲戚里道、左邻右舍
送去，看着所剩无几的粽子，我有
点儿不情愿，母亲就给我讲我似懂
非懂的舍得道理。果然，我送出去
的粽子，总是能收到对方回馈的粽
子或糕点，尝到更多种的美味。
母亲虽已去世多年，但端午互赠粽
子的习俗，仍在亲朋间传承，而且
范围扩大到了我所帮扶的村庄。
2018 年 3 月。组织上派我和另外
两个同事，到柳林镇曹川村驻村帮
扶。每年的传统节日，如端午、中
秋，我们都会按要求在村里开展走
访，与群众一道包粽子、尝月饼，
其情其景，其乐融融，仿佛又回到
了我少年时代。也是在包粽子中，
我们与乡亲们建立了感情。我们做
饭没有蔬菜，他们会送来大葱、茄
子，烙了油饼也会送我们几张尝
尝。

今年我们又购买了糯米等原
料，继续和他们一道过端午。在我
看来，与乡亲们一道包粽子的意
义，远远超越了它的本身，这更是
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浓情端午节（外一章）
赵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