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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阳春四月已是百花吐艳五彩
缤纷，在新江湾城郁郁葱葱的生态绿林
中，我不经意间看到了采摘榆钱儿的居
民。碧绿碧绿略显鹅黄色的小花朵引起
了我的极大兴趣，它打开了我忘却已久的
记忆闸门，把我带回了70年前那个生我养
我的朔州市朔城区北关村。

榆钱儿顾名思义，颜色金黄金黄的
像金子，一片一片圆圆的花朵又像古时
的钱币。每当春时，绿莹莹的略带微微
鹅黄色的嫩嫩的榆钱儿，刚刚吐出圆圆
的叶片，一串串的令人心动。那时村子
里的门前院后多数种的是榆树，就连有
的人家的院子里也是葡萄满架榆树成
荫。大概过了半个月，榆钱儿由嫩到熟，
由乳鹅黄到金黄再到泛白，此时飘飘洒
洒的榆钱儿与杨柳绒絮交织在一起，飘
在天空落在大地，树下金黄金黄的一圈
儿，恰似一枚硕大的金币。记得每年初
春，当春风吹来的时候，那时候榆树的枝
条便开始悄然萌动，先是细细的带有圪
节的枝条由黑泛绿，随后枝条上鼓满了
褐红色的星星点点，几天后这星星点点
便成了绿豆大小的花苞。再后来几乎一

夜之间，花苞便脱去了薄薄的外衣，圆圆
的叶片便满树绽放开来，整棵树挂满了
金灿灿略带青绿色的小铜钱，只见一串
串的榆钱儿随风飘荡，煞是好看。仔细
闻一闻，那浓郁的略带草香味的气息，让
人心情舒畅顿生爱意。

每当初春，榆树花蓓脱皮露容时，便
是尝鲜榆钱儿的最佳时机。今天我们说
的榆钱儿，被城市居民追捧成一种地地道
道的野味佳肴，是难得的乡下绿色食品和
土特产。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
期，那是人们充饥裹腹的不得已的食物。
那时候，各种灾害叠加，人们的生活普遍
艰辛。每当初春，一眼望去的是光秃秃的
地和黄沙漫卷的风。人们在青黄不接的
时候，除了刚刚冒芽的苦菜和待到初夏才
绽放的槐花外，这榆钱儿便是地地道道的
填肚子的最佳食品。记得我们小朋友首
先聚集在没有主人的榆树上，脖子上挂着
个书包，你争我抢地撸榆钱儿，大家生怕
落后谁也顾不得尝鲜充饥，不一会儿就背
着满满一书包的榆钱儿回了家。

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家窗户前被黄
沙掩埋了几尺深的菜窖中，还储存了历

年结余的一些玉米、黄豆和小米，解决了
我们的燃眉之急。家里把榆钱儿当做辅
料掺合在豆面或玉米面里蒸饼子，有时
还加在小米稀饭中。最香的是把榆钱儿
和面粉掺在一起烙熟的鸡蛋饼，那种清
香的味道至今仍然令我回味无穷。没有
余粮的家庭，则直接把榆钱儿蒸着吃或
晾干了煮水喝。现在吃到的掺有鸡丝、
肉丝或豆腐丝和各种调料凉拌的榆钱儿
佳肴，过去想也没想过听都没听过。等
到无主的公共榆树上的榆钱儿撸光了，
我们就会起早贪黑偷偷地到别人家门前
房后的榆树上摘，有时还会引起相邻人
家的口角。还记得我们村古城墙南边低
洼处住有两家王姓人家，其中一家的主
人长辈还是我父亲的干爹。他们两家的
院子没有围墙，院子三周冲天的榆树郁
郁葱葱比大人的腿还要粗，粗糙的树皮
好像已有百岁。每年他家树上的榆钱儿
最繁最甜，我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家撸榆
钱儿的常客，大爷大妈和蔼可亲的面容、
爽朗的笑声现在依然留在我的记忆中。
听别人讲，有许多地方吃完了榆钱儿还
扒榆树皮充饥，最后可怜的白森森、光溜

溜的榆树便失去了生命。
那时在家大院阔的农村，几乎家家户

户院子里都要栽几棵榆树，他们多数是为
了成材后打制家具。榆树生长周期长且
木质坚硬，是上好的家具用材，成语榆木
疙瘩就是一证。当榆木成材后，待儿子
成亲或姑娘出嫁时请人打制家具，是当时
农村人的不二选择。另外，那时老人们的
寿材，多数是杨木或松木所制；如果能用
榆木为棺，虽然比不上红木，但那也是老
人们求之不得一辈子修来的福分。当初
人们栽榆树时，谁也没想到会在百年不遇
的特殊荒年，榆树上的榆钱儿竟也成了救
命的口粮，榆树成了心肝宝贝。如果树长
得茂盛的，或者枝粗叶大的，等于是无形中
给家里增加了一些辅食，当时倒是很是让
人羡慕。

据很多中医书上记载，榆钱儿还是医
用的上好药食同源的食材。从上古时期，
老祖宗就懂得用榆钱儿做菜吃。榆钱属
荨麻目榆科植物，是榆科植物榆树的翅
果，富含丰富的营养物质，如人体需要的
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等，还有很多微量元素，如铁、磷、钙等。
榆钱儿主要的功效一是清热降火、助眠安
神。榆钱中有大量的酸性物质、无机盐
等，对于神经衰弱、心烦失眠有很好的效
果，也有清热安神的功效；二是榆钱儿可
以清肺化痰，能降肺气，其中的种子油有
很好的润肺止咳的功效；三是榆钱儿还可
以健脾胃，对于食欲不振、胃寒、脾气虚弱
有治疗效果，有助于胃酸的分泌，其中的
烟酸可以保护脾胃粘膜，增加食欲。更有
记载，榆钱儿入肺经，但凡有咳嗽积痰者，
只要适当吃些榆钱儿，便立马见效。

艰难的岁月渐行渐远，但愿永远也
不要再相遇。说来也怪，现在除了乡下
偶遇的榆树和花园中低矮的榆树簇外，
故乡的榆树好像已经绝迹，取而代之的
是郁郁葱葱的大槐树。只见仿古的老城
和宽阔的鄯阳街以及大街小巷的花园，
处处都有大槐树的身影。每当春日来
临，满城的槐香沁人肺腑；每当炎热的盛
夏，密密的枝叶为居民遮阳避阴。现在
人们的生活蒸蒸日上，原来充饥的槐花
只是人们餐桌上美味的补充。车水马龙
的上海更是难见榆树和槐树的身影，取
而代之的多是观赏林木。而榆树和槐树
因其花朵美丽且鲜嫩美味，特殊时期还
可以充饥，永远成了我儿时难已磨灭的
记忆，永远留在了我的心底。

啊，美丽的榆钱儿，你与故乡紧紧地
连在一起，远方的游子永远记得你的模
样，永远记得那块生我养我的土地。

难忘家乡榆钱儿难忘家乡榆钱儿
●●贾 银贾 银

去年的一个秋日，太阳金灿灿地照耀
着大地，把温暖和祥和一起送到人间。这
一天的上午，在大寺庙前的崇福广场上，
我见到了多年未见的高中时期的班主任
武金卫老师。

武老师的身体依旧硬朗，骑着一辆破
旧的“26型”自行车，灰蓝上衣，深蓝布裤，
紫蓝单帽，似乎和 40 年前并没有什么两
样，唯一的变化就是老多了，个头似乎比
当年更加低矮了。

一
武金卫，1944 年出生，朔城区耿庄村

人。1964年参加工作，在朔县南街小学任
教。1973年调入朔县第一中学（当时叫朔
县东方红中学），1978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从此，武老师半步没有离开这个学
校，直到退休的那一年。

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
期，武老师是朔县的一位大名人，名就名
在他是省级和国家级劳动模范：

1977年获“山西省先进工作者”，1979
年被评为“山西省模范班主任”，1982年获

“山西省劳动模范”，1983年获“全国模范
班主任”、并荣获“山西省社会主义劳动竞
赛二等功臣”称号，1984 年被中华全国总
工会评为“先进工作者”，1989 年被评为

“全国教育先进工作者”。
这些荣誉都可以从《朔城区教育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一版一
印）查到。省级劳模的荣誉是可贵的，
国家级的就尤为可贵了。武老师因此
于 1983 年前后，家属和子女得到了“农
转非”的奖励。“农转非”就是农业户口
转 为 城 市 供 应 户 口 ，吃 国 家 的“ 供 应
粮”，人称“硬供户”。这在当时是一件
天大的喜事，了不得的大事。因为有了

“硬供户”的身份，就有了参加正式工作
的机会，否则你一辈子就得当农民“修地
球”。那时的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是十
分巨大的，比如今的国家公务员和农民
的差别还要大。

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师，武老师何
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业绩？答案还得
从他的教书育人的贡献中来找。

二
1979年金秋时节，朔县一中迎来了又

一届高一新生，一共10个班，顺序是57班
至66班。开学大约三个星期后，我因故从
上一届的 54 班留级到 66 班，班主任正是
大名鼎鼎的武金卫老师。

如今细推算，当时的武老师只有 35
岁，正是血气方刚、蓬勃向上的年纪。他
的个头并不高大，大约一米六出点头，蓝
衫蓝裤皱皱巴巴，头上的那顶蓝色帽子
也已发出灰白的颜色，一双家做的黑条
绒方口布鞋十分抢眼。倘若不是站在讲
台上，和农民并无两样。然而，武老师却
有一双有神而又犀利的眼睛，讲台一站，
不怒而威。

66班是个普通班，基础差，底子薄，但
武老师并不心灰意冷，在每次的班会上，
都信心百倍地鼓励我们刻苦学习、奋起追

赶，把初中耽误下的课程尽快弥补上来。
为此，他要求我们每天的早自习早来半个
小时，背课文，写日记，同时又要求我们
晚自习迟回半小时，把当天的作业全部
完成。这样一来，我们学生倒也没有什
么，可武老师就比其他老师每天至少多
了一个小时的付出。那时，武老师家在
耿庄村，他一人在学校住单身宿舍。和
他同过一个宿舍的65班班主任林德元老
师在一次课外活动时和我们说：“你们武
老师真辛苦哩，每天晚上给你们批改完作
业都到深夜了，连脚板也顾不上洗，都黑
成炭啦。”

“哈哈哈——”听了林老师的描述，我
们在场的学生大笑不止。如今回想起来，
就像昨天发生过的事。

武老师在教我们时，已经做了十几年
的班主任了，很有经验的，其中，一个鲜明
的特色是“严厉”。面对调皮捣蛋的男生，
他敢于拿拳头和你说话。记得有一次，我
和班里一个同学下了晚自习后与61班的
一位同学因骑自行车发生了纠纷，我们两
人就把人家给捶了一顿。第二天，61班的
班主任马老师找到武老师讨说法。

这还了得？很快我们两人被叫到武
老师的宿舍，马老师也在场。我们刚一进
门，只见武老师一脸怒容地站在办公桌旁
边，我们两人低着头不敢看他。“打架都打
到外班啦，站好！”一语未了，武老师抹下
头上的帽子朝着我们雨点般地抽打起来。

“武老师，你先别动手。要这样我就
走呀。”看来马老师不喜欢武老师的这种
做法。

那个时期，做家长的人见了老师总喜
欢说“您可千万别拿心，兔崽子要是不听
话，结结实实往里打”之类的嘱托。武老
师也是真心把学生当成了他自己的孩子
来看待的，因此才敢于“大打出手”的。除
去女同学外，我们男生没有挨过武老师拳
脚的人是很少的。当时我们并不记恨他，
感觉就像被父母亲打了一样坦然；如今回
想起来，倍感亲切。

那个时候，即使到了高中阶段，不少
学生也忘不了玩耍，甚至是打架斗殴。就
像一辆烂牛车，三天不整治就浑身吱吱扭
扭作响一样，需要人来修整。说来也奇
怪，那时的家长们普遍欢迎像武老师这样
的敢于动手的老师。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学生比我们那
时文明多了，听说武老师也随之文明起
来，君子动口不动手了。然而，武老师的
敢于负责、敢于担当的精神至今留在我们
的心中。

三

小学三年级前，我们班里的男女同学
都是相互说话的，一起学习、一起唱歌、一
起劳动，欢乐无比。可是，不知什么原因，
从四年级开始，一夜之间，男女生之间就
不敢说话了，更不要说有什么往来了。即
使同坐了一个桌子，桌子中间也要画上
一道红线，甚至是用削铅笔刀刻出一条
歪歪扭扭的深线来。其实，这种现象不
仅我们班里有，全年级如此，全校如此。
农村的学校是不是如此我不清楚，城里
的中小学校都是这样。尽管政府和学校
都没有类似的禁令，但好像成了风俗，约
定俗成了起来。可叹的是，老师们也就
把这种极其反常的现象视为正常，没有
一个人出来纠正。

在武老师的倡导和支持下，我们在开
学不久就冲破了这种不正常的新“封建”
思想的束缚，66班成了一个蓬勃向上、其
乐融融的班集体。一度时期，下午自习课
的时候，其他班里的个别男生搬上板凳站
在我们教室外的窗台前偷看。他们并无
恶意，充其量不过是好奇和眼红而已。可
是，不少老师、个别校领导竟然说我们66
班风气不正。对此，武老师泰然置之，脸
上洋溢着浓浓的春风，他的心里好像在
说，到底是你们风气不正还是我们66班风
气不正？咱们等着看哇。然而，直到我们
毕业，也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们
66班的全体同学心里清楚，男女生之间的
正常交流没有什么不好，不等于早恋、不
等于搞对象，更不是什么班风不正和有

“流氓习气”。
这种男女生不说话、不交流、不往

来的怪现象，据说在朔县一直持续到了
1984 年前后。现在回想起来，无疑是
当 时 的 极 左 思 想 在 作 怪 。 反 过 来 再
想，武老师敢于冲破这种极左思想的束
缚，无疑是值得大加点赞的，这不是普
通意义上的一招一式的创新，而是思想
领域方面的大胆创新，是与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精神高度吻合的思想解放。在
他的带领下，我们班在歌咏比赛、体育
比赛、劳动竞赛等方面，总是能够取得
优异成绩的。

据《朔城区教育志》记载，到1997年，
武金卫带过的20个班级都被学校评为先
进班集体。

四
1979年，改革的春风正在五洲四海吹

拂，海外的爱情影片也冲进国内市场。记
得是印度电影《流浪者》上映后不久，其插
曲《拉兹之歌》和《丽达之歌》很快风靡了
校园，我们邻班的几位学生成天拿着一个
口琴，课余时间把这两首歌吹得震天响。

与此同时，学校里也出现了追求奇装异服
的现象。如今看，只要不影响学习，也不
是什么问题。可武老师不这样看，他认为
追求穿戴有违艰苦奋斗精神，于是严禁我
们穿奇异的服装。同时也禁止我们吃零
食。他经常对我们说：“当学生就得先学
会吃苦哩，一天只顾了吃穿打扮，还能闹
成个事情？”

武老师不仅这样教育我们，而且处处
为人师表。艰苦奋斗是他的本色，拿抽烟
来说，在外面抽的是最廉价的香烟，到了
宿舍就换上了水烟，为的就是省钱。曾有
同事老师对我们说：“你们武老师可‘嗦
脚’哩，从来没见过他抽过一根‘大前门
’。”“大前门”是那个时期的高档香烟，武
老师哪里舍得抽。

1979 年，我们高一年级期中考试后
不久，武金卫老师被调到了同年级的 62
班担任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为什么要
调走我们 66 班的武老师，校领导说是工
作需要。背地里有人传说，62 班干部子
弟多，期中考试成绩不理想，家长不满
意，点名要学校把敢于“动手”的武金卫
调来。

后来我听人说，有同事曾经劝过武老
师不要去 62 班，理由是 66 班你已经调理
顺溜了，去了62班还得重头来，再说62班
的干部子弟多，不好管理。万一闹不好，
就会把你这块劳模的牌子砸在手里。可
是武老师没有犹豫，毅然去了62班。多少
年后，我们有同学问过武老师这个问题，
他说：“不是我和66班同学没感情，而是那
年我加入共产党还不到一年，哪能不听党
的调配哩？”

虽说武老师不是我们的班主任了，但
他的优良作风像种子一样留在了66班，留
在了我们每个同学的心中。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名全国
劳模，他心里想的始终是如何搞好班级
工作，如何教好他的语文课程。除此之
外两耳不闻窗外事。如果他也像部分
劳模一样，肯动一点脑筋的话，在学校
里 捞 个 一 官 半 职 是 一 点 问 题 也 没 有
的。对此，一些同事总是说武金卫可是
个“ 一 根 筋 ”。 我 以 前 也 是 如 此 认 为
的。前几天，我重读了《领导干部的楷
模——孔繁森》这篇通讯后，对武老师
这“一根筋”有了新的认识，这就是一个
共产党员的淡迫名利、敢于奉献的广阔
胸襟。

倘从虚岁说，武老师今年已经 80 岁
了。是的，武老师的步伐不再矫健挺拔
了，目光也不再有神犀利了，个头也似乎
更加低矮了，然而，他的劳模精神却是历
久弥新的，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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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天，本来就十分繁华的早
市上又增添了一份热闹。沿路摊点
上除了各种各样的菜果蛋及熟食加
工品外，又增加了一种久违的时令
鲜菜，这就是刚刚摆进早市的新鲜
苦菜。

初春的苦菜，叶小根长，白嫩营
养，吃在嘴里苦中带甜，嫩里发脆，
是眼下人们追求的营养鲜菜。你看
那摆在摊上的鲜苦菜，由于是刚露
出地面，细长的小叶子只有两三片，
带着未经阳光照射的紫暗颜色。那
菜根整整齐齐有一匝多长，白亮鲜
嫩，肥腻光滑。一把一把摆在地摊
上，看着就让人馋涎欲滴。虽说这
人人看着十分馋口的鲜菜有着惊人
的价钱，每斤达到60多块钱，是市场
上鲜猪肉价钱的四倍还多。但如今
的人们对于自己想吃的东西，是不
会因为钱的问题而退避三舍的。所
以，市场上的苦菜摊子前面总是你
争我抢，直到把自己想买的苦菜拿
到手才满意而归。而那些村里人在
把自己带来的苦菜全部出售后，带
着兴奋的心情，一边数着今天挣来
的大票子，一边盘算着下午到哪块
地里挖明天卖的苦菜。

其实，这苦菜并不是什么金贵
值钱的东西。对于像我这样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农村人来说，基
本上就没有离开过这种东西。可以
说，我们的童年就是在苦菜堆里滚
大的。只不过，我们那时候挖苦菜
吃苦菜，并不是追求品味，也不是汲
取营养，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已。
尽管初春的苦菜看着喜人，吃起来
也挺香，但并不是我们的爱好。一
来是因为，这时的苦菜太小不好挖，
二来就是这时的苦菜太嫩，做不出
饭。一个上午费劲挖回来半箩头苦
菜，一下滚水锅就没有了，还不够一
个人吃的。所以，我们一般是不挖
这种苦菜的。等这些苦菜长大了，
叶子多了长了，根子粗了，上了面时
再挖。这样的苦菜虽说不如嫩苦菜
好吃，而且还挺苦，但和玉米面和在
一起能做各种各样的饭食。就是专
门把苦菜调起来当下饭菜，也是十
分的有嚼头，能撑饱肚子。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出现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村里人不再为了吃

饭问题而发愁，而且也不再为没钱
花而费力了。在吃不愁穿不愁的今
天，谁也想不到，地里的杂草苦菜竟
然登上了大雅之堂，俨然成了一种
养生营养的首选野味，再一次成了
村里人热追的对象。

如今，人们对于苦菜的挖摘及
储藏技术也在不断地更新。先是把
头年挖好煮熟的苦菜做成罐头，等
到了淡季再吃，但由于保鲜技术不
过关，虽说有些苦菜味，但却在口感
上发老，不好嚼咽。城里人把自己
下功夫挖回来的苦菜煮熟后直接放
进冰箱速冻，待吃时再解冻加工。
口感倒是比罐头强一些，但还是不
能吃到和现挖的那样的味道。近两
三年，人们更是想出了许多的好办
法，把煮熟的苦菜连母水凉冷了带
水放进冰箱速冻。这样既解决了吃
起来太干的问题，而且还有一种鲜
苦菜的味道。

最近，我又听说，有的人直接在
塑料大棚里种植苦菜甜苣。这样，市
场上就会一年四季有苦菜甜苣出
售。人们什么时候想吃，想变变口味
就直接买些新鲜的苦菜甜苣来改善
生活，用不着在加工储藏上费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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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你执意替一汪湖守夏夜，
该用什么陪你?
晚风、蝉鸣，
还是槐树枝叶。

今夜我把诗篇铸成月亮，
等你下一次来，
一寸、一寸，
爱意落满肩上。

（二）
干涸的溪等春雨淋漓，
冬眠的树等杜鹃嬉戏，
而我，不愿再等了。
我踏着冰雪上路，
无所谓日光摇曳，路途艰险。
因为爱，本就是悲伤与怯懦，
衍生出的勇气。

（三）
两个人相爱的瞬间，

被爱的是整个世界。
这无须多言，
我早已从你眼中，
领略千千万万遍。

（四）
想邀你共赏人间春好。
看温风卷席遍地青草，
看蔚蓝的天边有云卷 ，
远处的羊群是向导。
带我们前往，
独属我们的广袤。

（五）
我想静静地坐在窗前，
等某个雨天，
看细雨朦胧地，
从窗外的山林掠过。
看远处起伏的丘壑，
如似你眉目山河。
雨停了，
那鹿又在窗前驻足。从容地，
嗅了嗅我为你栽的绿色薄荷。

朗 月
●王一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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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吟
●张万金

桃花
桃花吐蕊溢馨香，满脸通红笑意扬。
俊采盈盈娇媚舞，偏偏占尽好春光。

春思
几度花开待故人，芳颜已老似枯藤。
青年壮志今犹在，多彩夕阳多彩情。

洪涛春色
●辛万华

杏花开
杏花白若雪，桑水绿如蓝。
乐作洪涛客，踏春神女山。

西岭雪
寂寞孤独冷，纯洁靓丽新。
银花开四月，西岭镀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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