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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无论你在哪里生
活居住，都会有一道难以忘怀的美
食。老人们常说，吃在中国，味在
四川。而在我的心里，最美的味
道，是在成都我工作的学校的“悯
农堂”里。因为，我在学校这些年，
住在学校，吃在学校，学校的菜品
每天都不同样，每天的菜都非常好
吃，周二中午的糯米鸡，就是最好
吃的菜之一。

记得去年秋季开学后，学校食
堂门前，挂上了三个大字——悯农
堂，我每天从食堂经过，都要抬头
望望那三个大字。关于“悯农”二
字，开头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意
思，后来实在憋不住了，就去问程
校长。原来，其意是来自唐代诗人
李坤的二首诗：《悯农·其一》春种
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

农夫犹饿死。《悯农·其二》锄禾日
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
粒皆辛苦。

悯农堂里面的墙壁上，挂着一
个大大的长方形牌子，周一到周五
的菜品，比如：周一是红烧肘子、洋
葱肉丝、莲白肉丝、菠菜汤。周二
是：糯米鸡、蒜薹肉丝、红薯煮萝卜
……等到下周一的早上，又另外换
上不同类别的菜品。而糯米鸡，是
学生们最喜欢的菜之一。

糯米鸡，属于粤菜系列。粤菜
是不放辣椒的，而我们四川人的娃
娃，无辣饭不香啊。所以，学校的
总厨刘师傅，把糯米鸡这道粤菜，
做成了色香味美的微辣。刘师傅
大约四十岁的样子，戴着一顶雪白
的、高高的厨师帽，只见他握着长
长的大锅铲，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

锅里的菜籽油。当油烟缭缭绕绕
地冲向抽油烟机时，他把锅铲一
放，端起筲箕里滴干水分的鸡块，

“噗哧”一声，油烟四溢。然后他长
臂一捞，把锅铲紧握手里，在锅里
左右翻炒。直到鸡块变成橙色，便
将鸡块刨在锅边，然后丢入大蒜、
葱段、八角、桂皮等，翻炒两遍，再
舀几大勺郫县豆瓣放在大锅中央，
等炒出香味后，再把鸡块和匀一起
翻炒，等鸡块亮油后，再倒入泡好
的糯米和香菇丁，舀入大铁盘，送
入蒸箱，半小时后，一大蒸盘红浪
浪、软糯糯、香喷喷的糯米鸡就端
出来了。

周二中午，我端了冒尖尖一
碗糯米鸡准备回宿舍再慢慢享
用，正好与排队去悯农堂的一年
级的学生擦肩而过。只见走在
前面的带班老师对孩子们说：

“进去以后，大家要打多少吃多
少，不能浪费粮食哦。”这时，排
在最前面的一个小女生，举手对
老师奶声奶气地说：“老师，我闻
到糯米鸡的香味啦，那么好吃的
菜，我们舍不得浪费哦。”

听到这话，我笑了笑。呵，糯
米鸡这道菜，让孩子们如此喜欢，
同样，也是我喜欢吃的，糯米鸡虽
在都江堰各大酒店和农家乐都有
卖，但我唯独在友爱学校的悯农
堂里吃到。

我从小在山村长大，连饭都吃
不饱，谈何吃美食？长大后远嫁浙
江，就更没机会吃了。2016 年回
到家乡后，因囊中羞涩，自然吃不
到香香糯糯的糯米鸡了。幸运的
是，我现在吃住都在学校，每周都
有得吃。想到这里，我双眼盯着糯

米鸡，哇喔，糯米鸡那喷香的味道
飘进我的鼻孔，我耸耸鼻子，太香
了，我等不及了，尽管还有学生看
着我，管他三七二十一，先用勺子
挖一坨在嘴里再说。哈！川味糯
米鸡，微辣香浓，黏牙却很耐嚼，细
微的汁水渗入我的牙尖，鸡肉和糯
米的香味，从口腔延伸到喉间。顷
刻间，我觉得在这所超级有爱的学
校工作，很幸福，很美满。我吃得
饱饱的了，该去三楼上班了。去三
楼上班的路线，从悯农堂里面上
去，要近得多。

路过悯农堂的时候，我又看见
了此前看到的一年级学生。他们
一个个拿着吃得精光的餐盘，排着
队，有序地把空餐盘摆放在大篮子
里。排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小女生，
她把空餐盘摆上去后，忽然又弯腰
把餐盘拿起来。后面排队的学生
忍不住嚷嚷起来：“你快点呀，我们
都在等你啊。”

“马上，马上，马上就好。”说
完，她将餐盘边缘的几粒糯米饭，
用食指和大拇指拈起来放进小嘴
里嚼起来。随后，排在后面的小
不点们，也受到感染，一双双小眼
睛都盯住自己手中的餐盘，哪怕
有一粒糯米饭，都拈到自己的小
嘴巴里。那时那刻，一群小不点
的举动，在我眼里，成了一道最美
的风景。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的脸上荡
漾着快乐、满足，让我感慨万千。
是啊，在这所高品质且又有爱的学
校求学的莘莘学子们，是幸福的。
这悯农堂里的美食，给了他们养
分，供养他们在楠木树下的美丽校
园，茁壮成长。

陈子庄小品

金堂金龙镇，抗美援朝金
星英雄胡修道之故乡也。安卧
龙泉山松下，濯足资水河滥
觞。水至清而鱼翔浅底，山至
幽而蝉鸣绿桑。厚土生釉，黄
泥抟得金瓯玉瓶；民有余庆，锣
鼓沸腾十里八方。大唐于此屯
军，取名白艻；宋后军民开场，
渐次成乡。建高庙号金马，堪
朝金阙；开豪店云骑龙，可游大
荒。名金龙以自勉，朝乾夕惕；
历百代而不懈，并世无双。川
西军政要地，蜀中豪杰之乡。

天有道，潜龙偏安桑田；世
有危，怒龙奋起冲天。

中朝抗击美帝，世界重新
开盘！金龙化身胡修道，投身
中朝方阵，龙威扫妖氛，驱动八
千里风云；巨手擎金星，厘定三
千里江山。

英雄回归平民，金龙连开
新篇。驻一湾青山绿水，白发
翁媪桥头；恋一片花前月下，金
玉儿女溪边。绿树掩高楼，窗
明几净；渠灌上青岭，耕种云
间。大豆间玉米，眼前生财；薯
地种小麦，秋后有盼！葡萄千
挂，垂垂老矣；瓜果蔬菜，幽幽
湛然。田土皆高标，平畴无垠，
才收油菜，又铺稻秧直叙天
边。家家金鸡报晓，鹅鸭成群；
户户玉兔献瑞，猪羊满圈。画
楼雕栏，红灯笼张灯结彩；踏歌
入画，新业态动地喧天。学子
天天向上，朝晖照书声琅琅；父
慈子孝妻贤，夕阳归言笑晏
晏。田野丰盈，吴刚还乡；运泰
人安，嫦娥下凡。

拜一回英雄故里，思报效
家国；做一回金龙儿女，养琴心
剑胆！

英雄故里赋
□李正熟

对故土的眷念

是门前那湖上巡弋的小鸟

它划出一道道银白优美的弧线

假如视线一个疏忽，便不见了影踪

大大的湖泊将小小的它来藏匿

你若循着那一道道长长的弧线

会欣喜地发现，它仍在水的中央

原来它从未离去

对故土的眷念

是手中飞起，刹那坠入湖心的石子

它漾开一圈圈细密又韵致的水纹

儿时的我，游戏湖畔

心情激荡，随那水纹

泛起一圈又一圈纯真的欢愉

对故土的眷念

是门前那湖面低拂而来的细风

它推开一池碧水涟漪

夕照下，碎金般浮动着粼粼的光

年少的我，伫立窗前

随那光影

唤起一个又一个远行的梦想

对故土的眷念，是门前那湖上

——风过的痕迹

——石头的印记

——水鸟的行影

它们在怀想中飘荡

飘荡在门前那孤独的静湖上

一如远离故土的我

飘荡于城市上空的繁华与孤独

我梦想归去

梦想回到那原点，回到那湖水的中央

如那一直不曾离去的水鸟

如那水鸟，划出一道道银白优美的景致

如那飞石，漾出一圈圈动荡不止的激情

如那清风，推开一个个触手可及的梦想

而今的我，我已然归来

归来的我，守着村中那湖净水

用我年轻的生命，点燃故土生机

让自然纯境，在乡野繁衍生花

把思念的乡愁，把一湖的眷念

化为故土无边的美丽与富饶——

天连碧水荷连天，鱼戏水中莲叶间

回望诗人王维的“文人画”
□张炜

王维的母亲不是一般女性，从
信仰到其他，对王维都有特别的意
义。或许有人会说，天下所有母亲
对自己的孩子都同样重要，但母亲
与母亲之间的差异毕竟太大。王
维九岁失怙，母亲才三十左右；他
是长子，兄妹六人，有四个弟弟，最
小的妹妹尚在襁褓之中。母亲年
轻守寡且子女众多，她的负担实在
太重，需要寻找寄托，寻找出路。
因此全家不得不从祁县移居蒲
州。母亲苦苦打理生活，全力教
子，希望能够接续王家诗礼簪缨之
族的传统。也就在这个时期，她开
始深入佛事，拜高僧大照为师。这
位禅师乃禅宗北派宗师神秀的弟
子，也是蒲州人氏。

母亲之于王维和王缙，令人想
起“孟母教子”，是一种意义非凡的
母教。不同的是孟子后来成为旷
世大儒，而王维是先儒后佛，最终
成为一个风格独特的诗人。可见
他的诗艺与佛事关系深远，母亲的
影响至为明显，她对王维仕途与诗
性的决定力，需要充分估计。人在
成熟期或者考验期，深植童年心中
的影响力就得以呈现，它往往具有
根本的拗气：王维的精神、生活和
艺术，开始慢慢趋向佛禅。

十五岁离家，侍奉母亲时间短
暂，牵挂母亲的忧伤与孤独奔波的
艰辛，深烙少年王维的心田。科考
入仕四处漂泊，小小年纪便饱尝羁
旅思亲之苦。王维前半生似乎一
直处于这种跌宕不安的状态，很少
能够回到母亲身边，这让他不安和
思念。所以后来他辛苦经营辋川，
全力为母亲打造了一幢念经坐禅

的精舍。从此他就可以安心地与
母亲相伴，一同事佛。这是多大的
安乐和幸福，这段时间也成为王维
诗歌创作发力最大、收获最丰的时
期。母亲在，一种精神力量便在，
共同的事业便在，辋川所蕴含的不
可思议的力量与意义，这时得以充
分凸显。

王维在《请施庄为寺表》中说：
“臣亡母故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
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
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臣遂
于蓝田县营山居一所。”可见王维
苦心经营“辋川别业”，很大程度上
也是为了安顿母亲。从此母子可
以同居一处阔大园林之中，并且让
母亲单独拥有一处礼佛之所。我
们很难想象王维离开了母亲，其人
其诗将会是一种什么风貌。所以
母亲去世时，王维骨瘦如柴。《新唐
书·王维传》记载：“母丧，毁几不
生。”可见这是一次多么致命的打
击，其精神艺术之砥，从此失去。

从“母丧”开始，王维的佛教空
虚观愈发加重，元气殆尽，只剩余
绪飘荡：“雀噪荒村，鸡鸣空馆。还
复幽独，重欷累叹。”（《酬诸公见
过》）人生的“无母时代”由此开始，
空寂幻灭感倍增。

王维的艺术修养在古代诗人
中可谓个案：古代文人诸艺兼善者
不在少数，几乎皆能诗书琴棋，善
画者也不鲜见。但王维仍然有所
不同，精通诸项艺事，兼为音律
家、画家、书法家、诗人、佛子、琴
师。其操琴又远非一般通律者所
能为。唐代传奇《集异记》中记载
王维弹得一手好琵琶，“年未弱

冠”便以一首清越幽怨的琵琶新曲
《郁轮袍》赢得赞叹，并声称他之
所以能高中“京兆尹解头”，与琵
琶曲博取“贵主”赏识有关。总
之，他是一位精妙绝伦的琴师。

《新唐书·王维传》中说他“工草
隶”，是一位书法家，虽然其书法
成就已难查考，但作为中国山水画
史上的著名画家，却是不争。他自
己有诗曰：“宿世谬词客，前身应
画 师 。 不 能 舍 余 习 ，偶 被 世 人
知。”（《偶然作六首·六》）

尽管他的画作后世少存，但其
崇高地位无人置疑。苏东坡非常
推崇王维画作，将与有“画圣”之
称的吴道子并论，甚至认为在艺术
上超出吴道子，以至于让东坡“敛
衽无间言”。“何处访吴画，普门与
开元。开元有东塔，摩诘留手痕。
吾观画品中，莫如二子尊。”“吴生
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以
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苏轼

《王维吴道子画》）中国文人画自
王维开始，“文人之画，自王右丞
始。”（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
就绘画来讲，其贡献如此之大，历
来论及王维的艺术创作，都会将他
的画和诗并举，如苏东坡所说“味
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
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

雨图》）可见王维全面的艺术创造
力、才情修养的多样化，在古代诗
人能够与之比肩者，实为罕见。这
一切与良好的家学素养、刻苦漫长
的训练，与先天才华和广泛的个人
情趣，皆有关系。

但也正因为如此，在一定程度
上可能造成了一个人精力的分散。
艺术内质相似，似可触类旁通，但生
命特质仍有区别，通常在诸种表达
中，必有一途一式更能贴近生命本
身，由此发射力量，才能够透彻淋
漓。中外艺术史上的杰出人物无不
如此。兼而四顾，布力平均，多方耗
散，在某个单项获得骄人成绩者，往
往非常少见。这个单项，必须是生
命表达最强烈的一个方向，必须呈
现出一种极端的冲决方式。一个人
纵然多才多艺，但如果在某个方面
更加志在必得，全力倾注，就有高下
悬殊之别。沿着一个方向冲激向
前，获取最高目标，力量不致过于分
散，生命情绪才能饱满强烈。如果
不是这样，顾盼多端，就一定会减少
那种单向突进的冲决力。这样的多
能多趣者往往化为时代的雅士，有
一种清雅平淡的气质。

在文学艺术史上，王维的画享
有极高的地位，可惜留传下来的甚
少，且真伪难辨。据记载，他的绘

画从数量到品质，并不亚于诗作，
诗与画互相援助；但二者关系究竟
如何，现在我们已经不得而知。艺
术毕竟需要心到笔到，不同的艺术
即不同的表达形式。即便是同为
文学写作，在一个人身上，文与诗
也往往有所偏重。比如唐宋两代
的大文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
轼等，莫不如此。苏东坡的书画在
历史上也拥有很高地位，但他显然
将绝大的力气用于诗文。东坡书
画在当年颇为有名，受到许多人钟
爱，驸马王诜本身就是一位大画
家，他酷爱东坡的书画作品，除了
直接向东坡索要之外，还不惜重金
从市上购得。然而苏东坡似乎并
不特别专心于这些艺事，他在《和
子由论书》中写道：“吾虽不善书，
晓书莫如我。”可见东坡自己并不
认为自己擅长书法。

书画之于苏东坡，只是自然而
然的生命留痕，而不是作为一门术
业专攻。因为艺术有一种共通的
品质，所以苏东坡才如此自信通晓
书法艺术。纵观东坡书画，其实都
不过是诗文余绪。而王维稍有不
同，他的雅趣广泛，修养全面，多方
投入，这大概也由他的生活方式和
人生态度所决定。（余下部分将择
日刊载）

悯农堂之糯米鸡
□黄春红

那一湖的眷念
□罗薇

唐 王维《江干雪霁图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