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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处以默 国画 冯杰

竹海神韵入梦来

竹海，一个绿色世界构成的令人向往
的地方，它的意趣天成和天然氧吧不仅经
常牵动着我的脚步，牵动着我的眼睛，更牵
动着我的心。

从宜兴城区出发，不出半小时便可抵
达被人誉为“中国第一竹海”的宜兴竹海风
景区了。因工作的关系，我得以经常徜徉
在竹海之中。每次去竹海，我不仅没有丝
毫的厌倦和懈怠，相反，更多得到的是置身
于山水、回归于自然的一份心灵的熨帖，也
对应着一份梦中曾多次出现过的竹海神
韵。

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竹海风
景区兼山水景致于一体，融自然绿色生态
和天然氧吧的清新空气于一身。成片竹海
几十万亩，中心景区一万亩的竹海，对于生
活在丛林一般高耸的、水泥钢筋建筑群里
的现代人来说，扑面而来的满眼青翠，无疑
是一处亲近自然山水的极乐世界了。满眼
的竹林，清澈的水，路边摇曳的花草，微风
吹来一丝清凉微甜的空气……大自然所呈
现出的一派和谐色调，一切都让人那么赏
心悦目，心旷神怡。

若是雨后，竹海的青岚之气荡漾在竹
林之间，像捉摸不透的飘渺薄云，又像一个
个山野村姑编就的轻盈之梦。远远近近，
飘飘忽忽，一阵又一阵的岚雾绿影把都市
的喧嚣过滤得一干二净。在竹林里行走，
像在一幅画卷里穿行。站在不同景致的竹
林边上，又像闯进了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
往往不知脚向何处，只是尽兴地让手中的
照相机把这份美景一次又一次定格在胶片
之中。

竹海幽静、安详、脱俗，四季叠翠拥青，
绿拥千山，恰似一幅幅空灵的山水画。由
于参与了一些竹海早期的规划、建设以及
景观起名等工作，因此对竹海的旅游景观
我是如数家珍的，如门楼服务区、镜湖区、
水景观瀑区、翡翠长廊区、海底区、悬空栈
道区、空中缆车、中海和山顶区等等，它们
各有特色，在竹海自成无言的风景。而我
最喜欢的则是漫步在镜湖边，看蓝天、白
云、斜竹、野花、绿筱在湖中的幽静倒影；看
小小的鱼儿在水中自由穿梭；寻找有“水中
大熊猫”之称的“桃花水母”，看着它们在清
澈的水中演绎一份亘古以来的诗意旋律；
或是在悬空栈道听竹风、赏
竹韵，让想象中的陶都乡谣
俚曲把凡尘俗事荡涤而尽。

使我感觉最惬意的，莫
过于欣赏了竹海美景以后，
坐在竹溪茶楼里，坐拥眼前
沉醉的竹林，捧上一杯用“太
湖第一源”竹海山涧水泡的
热茶。天冷，可以喝一杯芳
香四溢的地道“宜兴红”茶，
养心养胃；天热，则可以喝一
杯苏东坡心仪并赞赏的“阳
羡雪芽”，那一杯青绿，完全
可短暂消弭尘世累积的烦
恼。在茶楼喝茶，一边心无
旁骛地嗑着当地盛产的吊瓜
子，一边阅尽眼前的竹篁疏
影。可以和两三好友谈天说
地，论古道今，也可以把心交
给这无边的竹林，倾听它们
在自然的怀抱里窃窃私语，
感受一番滚滚红尘中所无法
体会到的丝丝宁静。

远离浮躁的生活，栖身
山水，甘与清风竹林为伍。
这古人隐士的风格，也诞生
了“竹林七贤”的故事，有了
郑板桥“宁可食无肉，不可居

无竹”的诗竹诗画。这些贤人隐士或托身
竹海，朝夕沐浴在修竹篁林之中；或吟诗赋
词，为竹泼墨，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面对环竹拥翠的镜湖，大学士苏东坡在吟
咏着竹诗；而翡翠长廊的清风洞前，贤士米
芾则双手相握齐眉，弯腰虔诚地向竹林里
的灵石膜拜。匆匆而过的游客又有多少能
从中体会出一点人生的真谛呢？面对这两
尊由著名雕塑家吴为山教授精心设计的雕
塑作品，我思接万里，感慨万千。苏东坡和
米芾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我等凡夫俗子
或许领会不出多少真谛，但他们走近、亲近
和贴近自然山水的那份情感是显而易见
的。我知道，贴近山水，融入自然是人的本
性，也是生命的本真要求，谁也无法抗拒。

在我国，竹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
与梅、松并称岁寒三友，与梅、兰、菊又并称
为四君子。古代爱竹、赞竹的文人墨客很
多，李白、杜甫、刘禹锡、杜牧、李贺、郑板桥
等都留下过以竹为主题的诗篇。读了一些
先贤诗人给竹写下的诗句，我也步下前辈
诗人的后尘，以《竹海散步》的名义，给家乡
的竹海留下了一些诗句：“竹林七贤的脚步
早已走远/向上的石阶苔藓滋生/像远处隐
约的花寂寞绽放/昨夜的雨，给竹海舒展了
身躯/山上，翠鸟在竹梢上观望/像我在竹
海散步的诗句/给窗外的风送去清脆的笛
音/山道弯弯，竹林漫漫/我看到眼里一棵
又一棵的竹/全站在唐诗宋词里睁着透明
的眼//时间的腹地，青翠的鸟/在竹林的梢
头厮守着天空的澄明/清澈的溪流没有喧
哗/它绕过坚硬的或大或小的石头/绕过细
碎的阳光/使我的注目里呈现韵律的江南/
竹海散步，我当然弹奏不出《广陵散》/只是
哼一曲乡情乡音的陶都民谣/直到把民谣
也哼成/一棵棵青青荡荡诗意的竹……”

春夏秋冬，竹海风景区呈现的是不同
的魅力，即便是一日之中，竹海的景致也各
不相同。苍山无语，竹海幽声。茂林修竹
的竹海在陶都宜兴已成绝美的风景。一竹
一故事，一水一景致，一山一传说，如梦如
幻的翡翠竹海世界，美的旋律在无声律动，
移步换景的竹篁绿影，一如郑板桥笔下一
幅幅魂语魄韵的竹意画，一点点沁入我的
梦境里，让我在与竹海的对话中，一遍遍探
寻竹海的神韵。

前段时间，妻妹从老家寄来一大袋米粉。
我用手一掂：“乖乖，说不定有20来斤呢，这可够我们好

好地吃上一阵子了。”
在老家，米粉，尤其是炒米粉，可以说是人见人爱，说它是

大众情人，一点也不过分。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下里巴人，
如果你说不喜好这一口，别人对你这个江西人的身份，就要打
个问号了。

我和妻子是土生土长的江西人。尽管离开老家已近40
年，但饮食习惯却没有太大的改变。

尤其是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老家的几道特色小吃，
可谓是情有独钟，首当其冲的，就是老家的炒米粉了。

我记不得第一次吃米粉的确切时间了，只记得是在一个
夏天农忙的时候。

每年这个时候，几家走得较近的乡邻，就会主动联合起
来，互相帮衬着：今天帮你家收稻子，明天到你家插秧苗。

十来个人，花一天时间，基本上就可以把一家的农活干得
干净利索。

工钱是不必支付的，但饭还是要管饱。
那一天轮到乡亲们到我家帮忙的时候，母亲头天晚上就

已把第二天的饭菜准备好了，就怕怠慢了辛苦了一天的邻居
们。

晚上收工后，乡亲们围坐在桌前，当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之后，母亲把一盆亮晶晶、黄灿灿、香喷喷的炒米粉端了上来。

一时间，屋里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转眼工夫，一大盆热
腾腾的炒米粉就一扫而光。

看到大家意犹未尽的样子，母亲很快又端上来一盆。乡
邻们酣畅地喝着，痛快地吃着，还不停对母亲的烹饪水平啧啧
称赞。

这个时候，母亲把我们几个小孩招呼到厨房，变戏法似的
拿出几个小碗，碗中盛着的正是刚才让我们垂涎欲滴的炒米
粉。

我们的肚子已开始咕噜咕噜地叫唤着，我端起碗，一股清
香扑面而来。

再仔细一看，除了亮晶晶的粉条，还有黄澄澄的鸡蛋、绿
油油的大蒜和红彤彤的辣椒丝，怪不得乡亲们那么兴奋呢？

可惜我碗里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还没有品岀什么味道
呢，碗里的米粉鸡蛋不知怎么的就下了肚。

我端着空碗，可怜巴巴地看着母亲，想再要那么一碗，弟
弟妹妹们也端着空碗围在母亲身边。

母亲看了我们一眼，叹了一口气，转身从灶台上又端出一
碗炒粉：“这是给你们父亲留的，你们吃了，你们父亲就吃不上
了。”

父亲还没吃饭？怪不得刚才桌上没看到父亲！原来父亲
还在田地里做一些扫尾工作呢。

我们几个低下头，正在踌躇吃与不吃的时候，父亲进来
了，看见我们几个人这个样子，他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

父亲转过身去，对母亲道：“不就是一碗米粉吗？我不吃
就是了。”

说着就把那碗炒米粉倒在我们几个的小碗中。
我们那个时候确实是太小了，那碗本是母亲留给父亲的

炒米粉，我们竟然吃得那么香。
后来每每回想起这件事，都有一种对父母的愧疚。
参加工作的前几年，每次回家，母亲都要炒上几盘米粉，

让我吃个够。但我就像个孩子，吃了还想吃。这哪里是在吃
米粉，分明是在品尝家乡的味道，品味家的味道了。

母亲离开我们以后，回家的次数明显减少，回去以后，不
要说吃炒米粉，连吃饭落脚的地方都是个问题。

所以回家后只能住在宾馆中。尽管如此，我还在寻找炒
米粉的那种特有味道。

非常庆幸的是，在江西，无论是省城的大宾馆还是乡镇的
小酒店，尽管味道不尽相同，但炒米粉都是必备的风味小吃，
汤粉，更不在话下了。

这几年，我所在的城市陆陆续续地开了几家江西菜馆，让
我有机会在异乡也能感受到家乡的味道。

每次和朋友吃饭的时候，我都要问问饭店老板：有炒米粉
吗？饭店老板都会很骄傲地回答：有！有！正宗江西炒米粉！

米粉端上来了！和母亲所做的相比，味道似乎要淡一些，
可能是里面的内容太丰富了：除了米粉外，牛肉丝、香菇、青
菜、大蒜、辣椒等食材应有尽有。味道虽淡但鲜，这也符合现
在的饮食特点了。

回老家的次数以后可能是越来越少了，但吃炒米粉的机
会可能并不会减少吧？！前两天，妻子就炒了一锅米粉，味道
和小时候的感觉差不多呢！

是的，就是这种味道：家乡的味道！家的味道！

家乡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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