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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7 月 1 日，在大厅里，
居委会党总支为我和另一位退休
党员举行入党 50年纪念章授章仪
式。 望着那枚镌刻着五十载风雨的
纪念章，我不禁百感交集。 在党的
怀抱里， 我整整度过了半个世纪。
这是值得纪念的日子。 打开记忆的
闸门，入党的场景扑面而至。 1971
年 1 月，我参军入伍，在革命大熔
炉里锤炼忠诚。 部队的组织氛围很
浓，周末开班会，回顾一周来的工
作，每个同志都要发言，总结一周
来的思想轨迹，然后其他同志对其
工作及作风进行评价。 通过批评与
自我批评，进一步坚定为革命扛枪
的理念。心理学曰：“环境对人的影
响是很大的。 ”在这个正能量环境
熏陶下， 我二十岁就光荣地入了
党。 要说服役的最大收获，就是坚
定了“着一身戎装，永远跟党走”
的人生信念，从此拉开了我忠诚于
党的事业的人生旅程。

退役回沪后， 我被分配在一
个建筑仓库任保管员， 每当行车
“叮当、叮当”响起，它就是一轮轮
奏鸣曲， 启动了我赋诗赞美新生
活的心弦。 生活是单调的，可我却
找到了乐趣， 那就是用诗歌赞美
新生活。于是，我写道：“我在岗位
上，把一个神圣的职责接过 / 我接
过 /行车沉稳的酣鸣 / 我接过，起
吊优美的弧圈 /……我把职责化
为激流，在信仰的通道里奔流。 ”
处女作发表在《建工报》，工友们
为我庆祝，打开的香槟冒着白泡，
映红了那一张张笑脸。 我在习诗
过程中，明显感到知识的匮乏。 恢

复高考后，自感实力不足，于是选
择就读成人高校。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夜校铺天盖地，每逢夜幕降临，
教学点前自行车一字排开，教室里
的灯光一直亮到子夜。于是我便投
入到在岗求学的潮流中，我的一首
《芙蓉月·成人高考》 描述了当时
情景：“天热水华碧，临暑处、剪燕
堆窝反哺。 无缘大考，退则求其低
诉。遥想魔都城阙，十载愧然虚度。
云散去，鸟翱翔，一纸怅然街舞。山
重似无路。看行云奋笔，题答凭悟。
依然好在，平志终偿承露。 来之不
易圆梦，怅然语。 回眸顾。 残月皎，
酌觞时，醉而歌赋。 ”

凭着这张大专文凭，我敲开了
中学教师的大门， 当初校长录用
我，也是因为我擅长用示范作文教
学， 这让我的平凡人生开启一扇

窗。 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在
爱人支持下，我一门心思投入到教
学事业中，虽然车程来回要三个小
时， 而我义无反顾坚守在三尺讲
台，将国家期望和我的人生经历讲
给学子们听，让他们坚定起立志报
国的决心。 激奋之余，还是以诗立
志。 我在 2011 年 9 月 15 日《解
放日报》发表了《孩子王的歌》：
“办公室像箫 / 孩子王的歌像万
花筒 / 浪漫的日子像铜铃 / 晃晃
当当 / 发出脆声 / 呵我的孩子 /
是六月的鲜花 / 摇着铃儿把他们
/ 唤到眼前 /……我忧心 / 稚嫩的
叶儿 / 怎经得起秋霜的眷顾 / 会
缩卷会凋零 / 叶儿的母亲会伤心
地流泪 / 落日的火轮已烧到眉间
/ 疲倦的双腿难挪步履 / 呵我的
花儿 / 孩子王的歌不会凋零 / 用
心唱的爱 /永远向着阳光。 ”

会写诗的教师还是有一定的
优越感，我可以用诗的语言来表达
对职业的忠诚， 对学生的钟爱，让
学子们亲身体验，生活一旦被诗熏
染， 远方的路就会变得浪漫无涯。
在退休十年后， 我迎来了在党 50
年的荣誉。千言万语要对亲爱的党
倾述，于是，一首《七律·在党五十
年》喷涌而出：

紧握右拳坚信仰，
人生顿觉圣明添。
熔炉锤志忠和烈，
园圃培童苦亦甜。
泼墨薪传承伟业，
吟诗穹阔挑新帘。
金瓯永固遥腾起，
自恃全球赤斧镰。

光光荣荣在在党党 5500 年年
文 薛鲁光

夏天至， 苦瓜来
报到。 夏日是品尝苦
瓜的最好时光， 也是
清凉解暑的一道应季
菜。 每当家人围坐在
餐桌旁用餐， 一见到
心仪碧绿的苦瓜，自
然而然地就会胃口大
开。

苦瓜， 从一开始
起，我以为很苦，其实
完全没必要“谈虎色
变”。 它的外观似小
黄瓜，两头尖尖，通体
碧绿，表面凹凸不平，
如今早已进入人们的
日常食谱，吃在嘴里，
分外爽口。此外，它的
味觉与视觉自成一
体， 诚然是一道很不
错的特色菜肴哩！

作为一年生的草
本植物， 我常常想人
们之所以把它称作苦
瓜， 也许正是抓住了
苦瓜味觉的一些主要
特征。 虽然家人用苦
瓜做成的菜， 碧绿如
始，送入口内，即刻有
一股略微苦涩的感
觉。这种独特的滋味，
从舌尖迅速扩散，与
其他蔬菜迥然不同，
给人留下深刻的第一
印象。 于是，苦瓜的名字也就不胫
而走。

长椭圆形的苦瓜， 又名凉瓜，
倒也蛮切合实际的。它一般原产于
热带地区，如今在亚热带等地方也
多有分布，且有解乏、清心、驱热、
除邪等多重功效。特别是苦瓜还含
有丰富的维生素 B1 和 C 以及矿
物质， 有着强身及养生的良好效
果。 经常食用，可以相应地提振精
神，滋润皮肤，美容养颜，耳聪目
明，人显年轻。同时还有降血糖、降
血脂、抗氧化等功效，更是引起了
许多食客的青睐，不经意间就成了
一道“开味”的家常菜。

营养丰富的苦瓜，无论洗还是
切，都颇为方便。 而将其做成一道
美味菜肴， 并不需要花费很多时
间。比如，在热水里烫一下沥干，即
可去除许多苦味，同时拌入一些香
菜或小芹菜，等等，吃时再蘸上已

放入少许麻油的鲜酱油，
即是一道很不错的美食
了。 有时，苦味似乎有点
“一言难尽”， 其实也是
一种曼妙的滋味。尤其在
夏日品尝， 更觉清凉可
口，无形中就成了一道平
安消夏的难舍佳肴。

有时，家人还想从容
品尝苦瓜的另一种做法，
清炒也是一种可供选择
的方法之一。 这种做法
是， 在放少量油的锅中，
加入几许葱姜和少许醋，
快速翻炒。尤其要注意锅
盖不能盖上，否则苦瓜很
容易由碧绿变成暗绿色
乃至暗黄色，视觉效果就
会大打折扣。 同时，只要
掌握好火候和时间，使之
炒得更清脆些，那么一道
令人馋涎欲滴的苦瓜菜
肴就可以正式端上桌了。

妻子和我对苦瓜总
是情有独钟， 难舍难分，
而儿子和儿媳妇也是不
甘落后。 于是，夏日家中
的蔬菜里面，苦瓜俨然成
了一道常备蔬菜。不过吃
苦瓜时，有两点需要引起
重视，一是它的碧绿色要
避免被轻易破坏，以致口
感变差，视觉效果也不尽
如人意；二是要注意适当

去除苦涩味，这就要求翻炒的火候
掌握得恰到好处，以尽量满足家人
最佳的舌尖美食要求。

品尝苦瓜， 方知它的诸多好
处。 其中，它所具有的瘦身功效对
许多人而言， 自会产生浓厚的兴
趣，且物美价廉。据说，每天吃两三
根苦瓜，就能达到瘦身的目的。 尽
管对苦瓜的喜爱程度因人而异，但
由于它本身的营养价值和各种功
效着实不少，将其作为家中食谱上
常见的蔬菜，应该是完全可以予以
充分考虑的。

今晚，我家餐桌上的几大盆美
食里，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并仍有
一盆碧绿的苦瓜。我和家人看着眼
前这一切，已经是非常习惯了。 这
苦瓜，这碧绿，这苦涩的滋味，这美
妙的感觉，带给我们的是不一样的
享受，也进一步加深了我对食疗的
正确认知。周末，与几个朋友聚餐，点菜

时要求一人点一道自己最喜欢吃
的菜肴， 我随口道：“苋菜。 ”席
间，当大鱼大肉吃得不想动筷时，
一盘红绿相间的素炒苋菜端上了
桌，一人一筷后“秒杀”见盘底
了，朋友们兴致盎然，又点了一盘
……

盛夏时节， 是一年中蔬菜最
为丰盛之时， 苋菜是其中最繁盛
的一种，它虽不显眼，但在夏天的
餐桌上却有着无法撼动的地位，
连张爱玲都感叹：“苋菜上市的季
节， 我总是捧着一碗乌油油紫红
夹墨绿丝的苋菜。 ” 几场雷雨过
后，空气和土壤都湿漉漉的，房前
屋后，畦埂场边，不经意间，冒出
一丛丛苋菜。 不用刻意呵护，也不
用施肥除草，只要有立足之地，苋
菜就自由自在地生长着， 它从不
炫耀自己，静待着人们去采摘，成
为餐桌上的一道美食。 苋菜分为
红叶、 青叶和彩叶， 茎叶均可食
用，其鲜美滋味无与伦比。 苋菜的
原产地就在中国， 殷商时期的甲
骨文中已有“苋”字的古体，古人
还把苋称为“篑”，辞书之祖《尔
雅》中说：“蒉，赤苋。 ”《诗经·豳
风·七月》 有句：“七月亨葵及
菽。”据说“葵”即为野苋的一种。
而苋菜，在不同地区，其叫法也有
所不同，如汉菜、红菜、玉米菜、老
来少、人青等等。 苋菜有花盆里栽
着的观赏苋， 有山里树丛间的野

生苋，也有农家庭院里的食用苋，
都可食用。

我出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
儿时最爱吃的就是苋菜。 盛夏时
节，菜园里最多的蔬菜便是苋菜，
母亲几乎每隔一两天就做一次苋
菜，除清炒外，还可凉拌、熬稀饭、
下面条吃，尤其是清炒苋菜，紫红
诱人，我们最爱拌米饭吃。 苋菜是
一种很贱的菜，只要种上，雨水充
足，就能生长丰盛。 在物资匮乏的
年代， 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就是“苋菜半边粮”。

农谚云：“六月苋，当鸡蛋，七
月苋，金不换。 ”“六月苋有人噍，
七月苋肉来换。 ”进入农历六月，
苋菜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尤其是
钙、铁和维生素 C 含量丰富，堪比
鸡蛋，营养价值高。 此时的苋菜细
嫩， 口感润滑， 是难得的时令佳
蔬。 而到了农历七月，苋菜更是好
吃，用百姓的话说，就是用金子也
不换，深受人们喜爱，更是盛夏餐
桌上不可或缺的美食。 苋菜的吃
法有很多种，一般都以清炒为主。

因苋菜的叶有粉绿色、 红色、
暗紫色或紫斑色，故古人将其分为
白苋、赤苋、紫苋、无色苋等数种，
再加上人苋和马齿苋，至少有六苋
之说。 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说：
“六苋， 并利大小肠。 治初痢，滑
胎。 ”《随息居饮食谱》也说：“苋
通九窍。 其实主青盲明目，而苋从
见。 ”“苋”为形声字，音同“见”，

亦有见义。 红苋是苋菜界的宠儿，
它虽然没有山珍海味显摆气度，但
见赤色的红，不经染色，自然的红，
口味明朗，幽香怡人，还被人们誉
为“长寿菜”和“神仙菜”。

古人对苋菜也是情有独钟。
唐代大诗人杜甫写有一首 《种莴
苣》，莴苣长得不咋地，独野苋青
青，遂吟道：“野苋迷汝来，菘生实
于此。此辈岂无秋，亦蒙寒露委。”
古人常把野苋与藜蒿作为粗劣的
菜蔬，借以比喻贫苦的生活。 唐代
大文豪韩愈曾赋诗云：“三年国子
师，肠肚习藜苋。 ”北宋王安石推
窗望见红艳艳的野苋， 不由闲情
悠然， 诗兴大发：“竹窗红苋两三
根，山色遥供水际门。 只我近知墙
下路，能将屐齿记苔痕。 ”南宋爱
国诗人陆游是个“野苋迷”，以清
贫的生活为乐， 暮春时节采食野
苋，写诗记之：“奇葩摧败等青苋，
嘉榖漂荡随浮萍。 ”夏秋之际，他
乐见红苋， 有感而发：“石榴萱草
并成空，又见墙阴苋叶红。 ”即使
下厨做菜，陆游也不忘吟诗赞之：
“瓦盎设大杓，葅苋羹园葵。 ”

从古至今，从文人到百姓，喜
爱苋菜，不仅仅因它是一道美味，
更因它是平淡生活中的情趣，是
对亲人、故乡的不舍，是对天地、
自然的热爱。

儿时，常听老辈人说，夏季苋
菜当“母鸡”。 常吃苋菜，更是对
健康生活的美好期待。

盛盛夏夏苋苋菜菜当当““母母鸡鸡””
文 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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