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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花开
上班的路上，夏风拂面，有清香

入怀。一阵浓淡相宜的香气扑鼻而
来，我不由得停住了脚步。

向右侧三仓河边一看，从未见过
开得这样繁茂的金银花，只见一片辉
煌的黄色和白色，似散文家宗璞笔下
的紫藤萝瀑布，紧紧攀着河边翠竹，
从竹子中部一直开到竹梢。想怎么
长，就怎么长；想怎么开，就怎么开。
谁也管不着，谁也不关心。真叫无拘
无束，花团锦簇。那花朵的黄白交
错，深深浅浅的，仿佛在流动，在欢
笑，在不停地生长。金银花的花香浓
郁，浓浓的，香香的，特好闻。怪不得
招蜂引蝶，你看那蝴蝶蜜蜂可多啦，
绕上绕下，嗡嗡作响，寂寞了一冬一
春的金银花顿时变得热闹。

金银花，初开时花是白色的，慢
慢地枯萎了，就变成了黄色。白花像
白花花的银子，黄花像黄澄澄的金
子，让人看了眼馋，我想这大约就是
人们把它称作金银花的缘故吧。

今年春，友人送我一株金银花，
我把它栽在一个弃用的缸里，细细观
察，这几天，它也像上班路上的野金
银花盛开了。我的心里充满了欢
欣。“金虎胎含素，黄银瑞出云。”清代
诗人王夫之的两句诗恰如其分地写
出了金银花的含苞待放状和绽开盛
放之态。经过数天的观察，我终于明
白，金银花即将盛开的时候，细长的
白色花蕊，每朵花上有5~6根，像一
根根银针，划开薄薄的花萼，似从花
蕾里跳出来似的。银色的花瓣全都
向后微微卷起，极力地将长长的花蕊
衬托得分外妖娆。我俯身嗅嗅，一丝
清香便沿着花萼淡淡地散过来，令人
感觉甘甜而且美妙，一丛丛，一簇簇，
次第相继，黄白相间。

古人吟咏金银花的诗句不少，我
独喜欢清代蔡淳的这首诗：“金银赚
尽世人忙，花发金银满架香。蜂蝶纷
纷成队过，始知物态也炎凉。”清代诗
人蔡淳的诗句，借金银花的美丽，清
香四溢，惹人喜爱，以花喻人。招致
采花酿蜜的蜜蜂、蝴蝶成群结队扑向
盛开的金银花，感叹自然界的物态和
人世间一样，也有冷暖炎凉。

金银花是多年生半常绿缠绕灌
木，适应性强，不择土质，既耐旱，
又耐涝，而且根深，可以防止水土流
失。河边的这簇金银花只是一簇野
花，我们经常看到路边沟边盛开的
金银花，没有人来给它浇水和施肥，
它不计条件，依然乐观向上，蓬勃生
长、热闹绽放。

金银花的价值不止在观赏，它的
药用价值也是可圈可点的。《本草纲
目》记载金银花性甘寒，清热解毒、消
炎退肿，对细菌性疾病都有效。

金银花不仅具有观赏和药用价
值，它的不计条件、名利，不登大雅之
堂，却努力向上，带给我们深深的启
迪。

河边的一簇簇野金银花，攀着
翠竹，花朵儿一串挨着一串，一朵接
着一朵，彼此推着挤着，好不活泼热
闹！

在这金银色的光辉和淡雅的芳
香中，我不觉加快了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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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沾衣不湿的霏雨中独行，无
意中看到路边有清雅的野花开得正
艳，遂停下脚步，先上百度查询，原
来它叫“一年蓬”，赶忙为它拍了几
张白花瓣和黄花蕊组合的秀照，心
中升起一股欣欣然的感觉，正与这
葱茏浅夏相谐。

古诗中关于“蓬”的诗句很多，
大多是用来比喻漂泊不定、浪迹天
涯的行旅。李白《送友人》：“青山横
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
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
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友
人要像孤蓬那样随风飘荡，到万里
之外远行去了，诗人的依依惜别之
情溢于言表。杜甫也曾借蓬莱比喻
自己的漂泊不定。“蓬生非无根，漂
荡随高风。天寒落万里，不复归本
丛。客子念故宅，三年门巷空。怅
望但烽火，戎车满关东。生涯能几
何，常在羁旅中。”（《遣兴五首》）当
然，这里的“蓬”指的不是一年蓬，但
是这样的描述与一年蓬种子的传播
方式倒是非常贴合。

一年蓬，是菊科、飞蓬属，一年
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别名有野蒿、
治疟草、女菀、牙肿消、墙头草、瞌睡
草等。因为它从破土发芽到零落枯
萎，都是在一年中完成因而得名。
又有一说，因为它花期长（5~11
月），成为“一年”之名的来由。

一年蓬药食同源，它的嫩茎叶
可蔬食，全草入药，有清热解毒、消
食止泻的功效，主治消食止泻，清热
解毒等作用，还可以提取作为减肥
药的原料。

在生物特性上，一年蓬能吸收
污染物，可以用于改善土壤环境；含
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可作为饲料原
料；花中提取的5种肌醇脂质化合
物，可用于表面活性剂的研发，还具
有较高的抗氧化活性；其根须特征
可以增强土壤的抗冲性和抗蚀性，
可用于防治水土流失。

然而，另一方面，因为其强大的
繁殖能力和适应性，被列入外来入
侵物种名单，并加入中国农业有害
生物系统，常危害秋收作物麦类、
果树、茶和桑等经济植物，亦能侵
入草原、牧场及苗圃等处，且量大，
危害重。

不过，抛开危害不提，一年蓬清
新优美的花形、秀丽淡雅的颜色，以
及热烈奔放的生长姿态，让它颇具
姿色，颇受欢迎。实际上，一年蓬第
一次“离家出走”就是因为有人喜爱
它，作为观赏植物将它引种栽培。
它也曾是插花中经常选用的材料，
还被赋予“随遇而安”的花语。

确实，一年蓬是有点可怕的，它
靠自己的实力征服地球的各个角
落；同时也是可敬的，它低到尘埃，
却不自弃，一直在怒放着蓬勃的生
命。

“蓬勃”这个词，仿佛就是为它
量身打造的。这个有点可爱又有点
可怕的小东西啊！

菜姑花姐
城南菜场的农庄菜姑

花姐，明明交情不深，却时
常惦记。

她，五十岁出头，每天
扎个高马尾，佩戴金饰，打
扮入时，精气神十足，热情
慷慨得让你招架不住。买
两个马铃薯，她都会霸气
地顺手送你一堆配菜——
蒜头、小米辣、葱，红的，白
的，绿的，煞是好看。

第一次去她摊位，纯
属凑热闹，“人从众”心理
嘛。三月中旬，家里老人
回乡下养伤，将火头军重
任交付于我，第一次独当
一面买菜烧饭的我压力
山大。走进陌生的菜场，
叫卖声讨价还价声不绝
于耳，我却满心为“吃什
么和买什么”烦恼。走到
花姐摊位后，惊喜袭面而
来，天呐，买她的菜，你什
么都不用操心，她全部给
你搭配好，时令新鲜菜脱
口而出——香椿炒鸡蛋，
蒜苗烧肉，青椒茶干，清炒
绿豆芽，番茄牛腩，酸菜肥
肠……她化身美食家，让
你轻松掌勺，真正贴心！

第二次再去花姐摊
位，是随意在另一家买好
菜付完钱后，想跟摊主多
要个辣椒，她蹙着眉头，挑
来拣去，扔给我一个爆裂
的坏椒，还解释，压坏的，
虽不美观，不影响食用。
对比花姐的大气，这人真
是……等我兜兜转转再到
花姐摊前，中饭菜已买好。
我很遗憾地说：“姐，你让
人一番好找。”花姐乐呵呵
地说：“妹，你看整个菜场
站得最高的、菜最新鲜的，
就属姐这里，对着菜场的
正大门，你瞅一眼，就是
我。”说完，愣是扔给我一
个光鲜的土豆，“自家农庄
里长的，不要钱。”

一来二去，我和花姐
就熟络了起来，感觉像
认识了很久似的，说话
也越发随意，不用再端
着。花姐的摊位是夫妻
档 ，花 姐 主 外 ，负 责 卖
菜，男人木讷话少，后勤
打杂。夫妻二人，性格
互补，各有所长，相得益
彰。花姐一开口，就是
全菜场最飒的女子，高
挑的她鹤立鸡群，甩动
的高马尾，忽闪的大眼
睛，莹白的粉底妆，分明
是个贵妇，每天干净利
落，不以邋遢示人。有
一天，无意间看她走出
摊位，原来啊，她也没有
我想象的那么高，她的

秘诀是摊位下面有块垫
脚板，外加内增高的运动
鞋，让她如此气质不俗。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
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
一。花姐人幽默，说话特
风趣。隔多远就能听见她
爽朗的笑声，每一个站在
她摊前的买家，不管买多
少菜，都是她的上帝，一视
同仁，绝不会捧高踩低。
她一开口就让你捂着肚子
笑：美女，帅哥，菜想你了
哈！嗨，你确定不来点，你
看这菜多标致，就跟你人
一样水灵。你唇色不够
艳，多吃点补血的食物，如
红苋菜、红枣、红豆。她每
次见着我，都嘱咐面色不
够红润的我多买几样，营
养才全面。

花姐会做生意，薄利
多销。她买一送一，买二
赠三，顺手给你扔东西，就
跟不要钱似的。每次买她
的菜都会有附加的惊喜，
这次给你一把生菜，下次
给你两根胡萝卜，再下次
给你扔俩紫薯……她的赠
品就像拆盲盒，让我将买
菜变成了一种乐趣。如果
哪天你去她摊位买菜，碰
巧她卖的青瓜只剩一个
了，她会不要钱，直接扔给
你，“最后一个了，喏，给
你，回去尝尝鲜。”

花姐夫妇起早贪黑，
只为将最新鲜的绿色蔬菜
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
她们深谙让顾客满意是王
道，所以卖剩的菜，很少再
出现在摊头上。花姐说，
她家几代都是菜农，以卖
菜为乐。这不，最近这几
年国家助农政策好，她们
家还承包了几十亩蔬菜大
棚，她的菜摊很多时令菜，
都是自产自销呢。

花姐看着粗枝大叶，
实则粗中有细。她的摊位
前总是挤满了人，门庭若
市，生意火爆。原来，卖菜
也是一门学问，跟做人一
样啊，暖人心的卖家自然
能留住客，吸引更多的买
家，用真心回馈真心，即使
卖菜，也可以卖出一片新
天地。

前天闲聊，无意间得
知花姐的儿子是名校优秀
毕业生，已经在苏南有了
份好工作。按理说，花姐
不用再如此拼命，看着她
厚厚的粉底液下遮不住的
紫色冻斑，我有点不解。
可花姐却笑着说，这日子
得好上加好，像芝麻开花
一样节节高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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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边的一簇簇野金银花，攀着
翠竹，花朵儿一串挨着一串，一朵
接着一朵，彼此推着挤着，好不活
泼热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