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2019年10月11日 星期五
编辑江亚萍 组版胡燕舞 校对陈文彪 副刊

芦荟

寒露种麦正当时
□ 阜阳 肖龙

养芦荟多年，原先它只是家中的一盆绿植而

已，已记不清当初是朋友送的还是市场上买的。

芦荟四季常绿，它那修长的叶片一层漫过一层，

层次分明，挺拔有力，看起来特别厚实饱满且富

有水分，边沿那一个个锯齿般的小刺尖应该是用

来防御的吧？

十几年过去了，盆里的芦荟越来越密，似乎已

密不透风了，虽然我常常会削下两片叶子做菜，也

无济于事。近日发现有些叶片软化，必须将它们

移栽出去。于是先生找来了几个花盆，间隔迁移

了一些出去，疏松它们，但愿是这个原因吧，也许

和近日的高温桑拿天有关。芦荟是耐旱植物，好

养殖，忙时一两个月不浇水也没关系。去年我去

美国两个月，回来顾不上倒时差，急匆匆地赶往湖

边的工作室，去看看那里的几盆芦荟怎么样了。

芦荟虽然看起来有些苍白无力，失去了往日的碧

绿和水灵，但依然很顽强。我小心翼翼地给它们

喷水、浇水，仿佛听到了它们久旱逢甘露的欢喜

声，不一会，一株株芦荟挺拔饱满又有了精神气。

以前常听养花高手说，花多数都是被水浇死

的。果不其然，那天我带回的一盆芦荟，因为在

身边，每天都要浇上一点水，哪知它却越来越无

精打采……芦荟有较强的抗旱能力，但不耐涝，

不能勤浇。芦荟的生命力旺盛，一盆芦荟，过不

了多久，四周会发出来一株株芦荟小苗，这些小

苗可分株独立移栽。现在家里的十几盆芦荟都

是分株出来的，是早先那盆芦荟的“子女”。早就

听说芦荟是“生物空气清新器”，可以净化室内的

空气。尤其是新房装修后，放几盆芦荟能有效地

清除家中的甲醛，芦荟不但白天进行光合作用，

放出氧气，而且在夜间还可以吸收室内的二氧化

碳，绿色环保，既养眼又净化了居室环境。

有一次三姐来家串门，说芦荟可以食用，她

经常吃呢。芦荟可以吃？我半信半疑，因为是自

家姐姐告诉我的，应该不会有假。我家芦荟虽说

是老品种，但叶片厚而肥大，肉多汁浓，应该是做

菜的首选品种。我常在朋友圈晒自己制作的纯

天然的芦荟菜，晶莹剔透的芦荟肉，水晶似的，入

口清淡，好看又好吃，围观点赞的微友也最多。

尝到了甜头，隔三差五我会做一盘芦荟小菜。有

时觉得家中蔬菜短缺，担心维生素供给不足，便

去花盆取两片厚实的芦荟叶，先洗净表面，把圆

润的那面向上，用小刀轻轻去皮，芦荟肉即可从

中轻巧便利地取出了，芦荟叶肉很厚也很滑，去

皮时小心刀锋伤手。取出的芦荟肉凉拌、做汤、

冷饮或配菜，芦荟中的粘多糖类物质，有很好的

扶正祛邪作用，能提高机体免疫力，适当吃点芦

荟大有好处。芦荟还有抗衰老、抗过敏、强心、增

加食欲等有利于老年人健康的功能。如果不小

心哪里擦破了皮，取一点芦荟液汁轻轻地将其涂

于伤口上，有消炎止血的功效。芦荟鲜叶汁内含

有一定量的草酸钙、多种植物蛋白质和多种维生

素，能使皮肤、肌肉细胞收缩，能保护水分，恢复

弹性，消除皱纹，滋养、美白皮肤，不论内服、外用

效果都非常好。市场上含有芦荟的食品和化妆

品比比皆是，深受消费者的喜爱。通常我会将做

菜削下的芦荟皮贴在脸上，用里面那粘稠的液体

顺便给自己做个水润的芦荟面膜，从食疗到皮肤

全方位的护理，再好不过了。

每当一些爱养花的朋友到家里，我都会推荐

芦荟的食用和药用价值，大家很自然地讨要一盆

带回家，他们还会时常发些它的图片反馈于我，

看着一盆盆芦荟在友人家旺盛地生长，心里别提

多高兴了。

时 值 农 历 八 月 十

五，一年一度的中秋佳

节。虽说早已入秋，但

夏意犹在，天气反常地

暖和。中秋的午后，我们

一家三口徒步到离家不

算远的中央公园赏桂。

此时的公园，许是过节的

原因，小道上几乎没有行

人，极是静谧。又因暖秋，树上很难见到一片黄

叶。葱茏茂密的枝柯之间，也许个别地方略见疏

落，也许这儿或那儿有一片叶子颜色稍淡，但它

并不起眼，不去仔细寻找，便难以发现。天空像

蓝宝石一样晶莹璀璨，挺拔的树木生机盎然，充

满着对未来的信念。

走着走着，突然一阵沁人心脾的香味扑鼻而

来，是桂香的味道！每年中秋前后，也是中央公

园桂花飘香的季节。公园里的花虽多，且不说秋

日里千姿百态的菊花，也不说烈焰腾腾的海棠，

单是桂花的馨香，就能使人心旷神怡，无比陶醉，

让你不由得沉浸在桂香独有的芬芳之中。桂花

的盛开对我来说是真真欢喜的。先不说它那黄

色、银色，养眼可人的小花瓣，单是桂花的香味，

已是百花中最让我喜爱的了。

我虽出生在西北，但自幼跟随外婆生活在安

徽，我对桂香最初的记忆，应是小时候六安市毛

坦厂中学校园里的桂花香。那时我随外婆居住

在毛中校内表舅的教师宿舍里，每到九月中旬，

学校那些古老的桂树就会开满银黄色的花朵，走

在校园里随处都能闻到这沁人心脾的花香。

记得外婆曾经说过桂花与其它花的不同之

处。桂花每年农历八月要开几次，但每次的花期

和数量都不相同。“头把桂花不见面，二把桂花满

树艳，三把桂花现一现。”说的是桂花初开时，花

不多，只略闻香味。过七、八天左右，所有的花蕾

全部绽放后，满树簇拥，花香浓郁。这时你便会

情不自禁地想起《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曲。三

把桂花一般在农历八月下旬或九月初开，此时的

桂花开得稀稀疏疏，只能近距离看到零星的花

儿，但仍能闻到淡淡的香。当桂花树上所有桂花

凋落之后，天气也就渐入深秋了。

桂树以其四季常青，渐渐地成为了城市主要

的绿化树种。前些年的秋天，有一次，无意中去

人民路某处办事，先是被桂花的香味吸引，然后

才发觉道路两旁栽满了桂花树。在小城生活这

么久，却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内心满是欣喜。此

后每年的秋天，我都会多去几次人民路的人行道

上走一走，闻一闻……

桂花还是中国传统十大名花之一，清可绝

尘，浓能远溢，堪称一绝。尤其是中秋时节，丛桂

怒放，人们吃月饼、赏桂花、品桂花酒（但如今，大

多数人以红酒代替了），并食用桂花制作的各种美

食。中秋之夜，夜静轮圆之际，亲人团聚，把酒赏

月，陈香扑鼻，自是人间美事一桩。

此刻，又一个夏季悄然溜走，秋风已吹起，这

个夏天也在桂花的飘香中，离我们渐渐远去。

“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

寒露日，正在收拾化肥种子的老农，看着东方缓缓

升起的朝阳，喃喃地说了句流传了几千年的农耕谚语。

这句谚语，从不因为是口口相传，而失去它自身的严谨

与科学。

还在不久的前几天，天干旱得可以，久违了的雨水

似乎跛了足，迟迟不来。土地板结严重，像脱了水的干

肉，硬邦邦的。当笨重的旋耕机将犁铧深深锲入土地，

钢铁与土壤相互亲吻、摩擦，发出“沙沙沙”的声响，惊动

了裂缝里的蟋蟀，纷纷跳出来四散奔逃。深耕起厚厚的

土层，有经验的老农伸手抓起一把土壤，使劲碾碎，随手

撒开，土屑随着温热的秋风飘去，引来老农一声叹息：

“气温高，无墒情，种麦怕是不行哩！”

这是对传统农耕文化深谙于心却又无奈的喟叹，也

是对秋收、冬播，收获和希望的翘首企盼。

皖北大地地处黄淮南部，江淮北部，“秋分早，霜降

迟，寒露种麦正当时”，正好反映了广袤的淮北平原播种

小麦的最佳时机，反映了农耕文化之于地理纬度和时间

维度上的精准。传统农耕文明讲求的就是对节气的精

准把握。早不行，晚也不行。而季节也似乎很少辜负农

人对它的期望，不然，那农谚或许早就已经消亡。

这不，就在一年二十四个节气的第十七个节气到来

的前几日，天气突然来了个大转身，北风乍起，气温陡

降，本来燥热的晚秋，一夜之间多了些萧萧肃杀之气，带

来了降温，也带来了降水。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

10 月 8 日，寒露节气如约而至，而阳光也在最好的时候

光临了深秋的第一个雨后。

深秋已至，露已寒凉，冬播自然开始了它应有的进

程。已经腾空了的芝麻地、玉米地早就耕好，万事俱备，

只待降温和雨水。雨水一停，阳光洒落，农人再也坐不

住了，拉上化肥和麦种，一个油门，便驱车来到了田地

里。将化肥和种子交给机耕手，自己向田间地头一站，

像一位将军似的，指点江山，意气方遒。机耕手在农人

的指挥下，或深、或浅，或密、或疏，不到半个时辰，一块

地便播种结束。

农人把未来一年的梦想交给了土地，虽然那只是他

众多梦想中的一个小小的梦想。那笑容写在了老农的

脸上，那对梦想的希冀也就随着在笑容里荡漾。

“那当年……”

刚说出三个字，老农突然欲言又止，声音里似乎带

着些哽咽。那当年的岁月，已不再回来。那当年的艰难

困顿，也不会再回来。当年一年积攒一堆粪，用板车拉

到地里撒开，晒粪三天，再用钉耙钯地，或用牛拉犁铧耕

地，然后男女老少齐上阵，拉耧的拉耧，扶把的扶把，一

个秋种冬播总要半月有余，耗费的是时日和体力，收获

的是汗水和辛酸。

而今呢？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而今已是日月

更新，科学精进。所有的进步都写在老农的脸上，写在

他秋阳一般灿烂的笑靥里。节气自打农耕文明以来一

如既往地沿用着，而时代却在日升月落中不断地前进

着。土地是一本书，起行于上的笔已不再是那古木为管

的苍毫。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早已仰起了腰，笑

对黄土面朝天，看一行行的文字根植在土地上，听一句

句诗行伴着隆隆的机器轰鸣声，在这个最适合播种希望

的季节里，落地、生根、发芽！

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节气虽恓惶，但却给

人留下了一个跨越今天与明天的希望。麦子已种下，有

风有雨有阳光，好日子定将不负农人心。要不，老农为

何抬着头，看着丽日蓝天，不由自主地又说了一遍：“寒

露种麦正当时哦！”

□□ 合肥 董静

闲说桂花香
□□ 六安 冯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