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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来之际，马素
平的梦想照进了
现实，她的《海岛
寻梦》经过漫长的
等待，终于和读者
见面了！

望着封面上辽
阔的蔚蓝色的大海，
我的思绪如同大海的
波浪一样，阵阵地翻
腾，我同马素平友情的
片段，像电影一样，一幕
幕地在眼前闪过……

2007 年的一天，正
在上班的我，突然接到一
位山东口音的女子打来
的电话，她自我介绍说，是
农发行烟台分行的马素
平，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总
行主办的《农业发展与金
融》杂志上看到我的散文《窗
花姥姥》，她被文章里写的善
良的窗花姥姥深深打动，想认
识文章的作者，于是，她从系
统内部网站查电话，找到了
我。我非常感动、惊讶这位山
东同行、胶东老乡的用心。当我
得知她也喜欢文学时，就把我的
长篇小说《漂亮不等式》寄给了
她，她把家乡烟台作协出版的《胶
东文学》创刊号邮寄给了我。这么
珍贵的礼物，再次感动了我。年底

时，她又给了我一个惊喜，给我们寄来了胶东老家的
花饽饽，说让我母亲尝尝家乡的年味。十几岁就外出
求学、离开家乡几十年的母亲手捧花饽饽，泪珠在眼眶
里打转。从此，我们又多了一位家乡的亲人，我在微信
中叫她素平姐姐。

2015年金融作协的微信公众号开始运作，作为主编，
我向她约稿。恰逢那年中秋节前夕，马素平回到她父母的
故乡沈阳寻亲访友，回来后，她给公众号投稿了《魂牵梦绕
故乡情》。文章发表后，她收到了很多的好评。

大钦岛是马素平的另一个故乡。大钦岛位于长岛北
部，渤海海峡中段，西濒渤海，东临黄海，与蓬莱区距离52.84
公里，是山东省距离大陆最远的乡镇。马素平是海岛部队的
子女，在大钦岛出生长大。电视剧《父母爱情》，讲述的就是大
钦岛守岛部队的故事。马素平家的故事就是电视剧《父母爱
情》的现实版。《父母爱情》的编剧刘静家与素平家的关系很好，
他们的父亲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原烟台炮校的同学，又是
同一个守备区的战友。

2015年国庆节期间，马素平踏上了阔别近三十年的出生地
大钦岛。从岛上回来后，马素平写了篇文章《海岛寻梦》。她饱含
激情地写下了重返故乡大钦岛的所见所闻所感，讲述内长山要塞
的发展历史，讲述革命前辈在艰苦的条件下“以岛为家”的感人事
迹，热情讴歌了海岛军民在几十年“同守共建，保卫海防”的岁月中
的鱼水情谊，展现了“戍边人”为了国家舍小家的奉献精神和家国情
怀。文章发表后，赞扬声一片，点击率很高。她的同学朋友、家乡的
百姓、在长岛当过兵的已经在全国各地安居乐业的人们都争相传
阅。有个男同学告诉她，他看文章时流了三回眼泪。马素平成了家
乡长岛县的知名人士。这篇文章的成功让她有了新的创作动力，开始
踏上了写自己、写身边的人和事、写自己生活的这片宝地上风土民情
的写作之路。有人说，每一个成功的作家都有自己写作的精神家园，
大钦岛就是马素平写作的精神家园，在这里，她找到了写作的源泉，找
到了生命的根！

2015年11月，马素平利用公休假来福建旅游，把我所在的城市泉
州排在了此次旅行途中的第一站。神交已久的我们终于在泉州鲤城大
酒店见了面。素平姐姐和我想象中一样，端庄大气，热情似火，说话声音
很亮堂，是我们山东女子的气派，我非常喜欢她的性格。我们一见如故，
像一对多年没见面的好友一样，手拉着手，面对着面，我们聊家乡和亲人，
聊农发行的工作，聊我们喜爱的文学。短短的相处，匆匆地别离。

转眼到了2019年6月，《金融文坛》杂志社在烟台栖霞市举办文学培
训班，我受邀参会。这一次，我在家乡的土地上见到了素平姐姐。虽然，当
时她的父亲身体欠佳，孝顺的她一直在家陪护老人，她还是抽出时间陪我游
览了烟台。我们一起参观了闻名世界的张裕葡萄酒公司、北极星钟表厂，游
览烟台山风景区、冰心纪念馆；登上烟台山的百年灯塔，俯瞰全市，远眺海
上，品味烟台老家这座海滨城市的独有韵味。期间，她还邀请了烟台有关银
行的领导、分管企业文化负责人和我一起交流金融企业文化创新与发展；邀
请了当地报社和作协、散文学会的领导、文友交流创作学习经验和体会。大
家虽然都是第一次见面，却没有陌生感，众人围坐谈笑风生，气氛热烈和谐，
我深深感受到家乡朋友的热情，也看出大家对素平姐姐人品的认可。在她
的介绍下，我怀念故乡的作品《窗花姥姥》再次刊发在《烟台晚报》，这份来自
家乡的礼物是素平姐姐送我的。

我知道《海岛寻梦》三年前已经交给出版社了，由于多篇文章属涉军题
材，出版社审核比较严格，又受疫情的影响，此书出版时间跨度比较长。这
期间马素平边等待出书，边继续自己的文学创作。

年前收到书后，我就迫不及待地阅读了。《海岛寻梦》全书分为“军歌嘹
亮”“父母爱情”“峥嵘岁月”“那海那人”四个部分。读后，感慨颇多。我觉得
《海岛寻梦》是马素平这位大海的女儿的深情歌唱，她歌唱驻守长岛要塞的
海防军人不畏艰险，守护和平、建设海岛的奉献精神，她歌唱峥嵘岁月中父
母爱情的坚贞不移，她歌唱闪耀自己青春年华的金融事业，她歌唱身边普通
人的善良与质朴。

马素平的文章有一种女作家少有的力量感。多数女作家文字的着笔处
多为小情小调、小花小草，而马素平的文章着眼于大时代、大背景下的人与
事，正如《金融文坛》主编闫星华在本书序言中所说：“多了一份真实的力量，
如同海浪无尽地拍打着礁石，冲刷掉岁月的痕迹，留下的是铿锵有力的声音
和言之有物的故事。”这份力量感让马素平的散文有了她自己的独特性与辨
识度，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也是一个成熟作家的标志。

你听，嘹亮的军歌响起来了！第一篇章中《父亲的海天壮歌》《泛黄的入
党志愿书》《英雄的山》《耄耋战友情》等文章，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大钦岛钢铁
要塞的发展历程和海防战士的军人风采，这是一个军二代笔下的红色乐章，
字里行间充满正能量，读起来都令人心潮澎湃，催人奋进，彰显了一位作家
的历史责任感与对社会的担当意识。

文采，不在于文字的花哨和刻意雕饰，而在于表情达意，朴实真挚。马

素平的语言及叙述方式非常质朴，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写作技法，是以真情
实感打动人。读着她的散文，你会不由自主地随着她的叙述进入了一个激
情燃烧的岁月，体会纯真年代的美好爱情，让心灵在火一样热情的文字世界
得到一次纯净的洗礼。

散文与小说不同，它更多来源于作者真实的生活与感受，因此，好的
散文创作应该是一种贴近心灵的写作，是作者对自身心灵感触的真实的
陈述和真情的表达。马素平的文字之所以能打动人心，让人流泪，是作者
善于记录生活中熟悉的故事，并将真情实感通过文字传达给她的读者。
如，第二篇章中的《父母的爱情》《海岛老屋有宝贝》《给爸妈一起过生日》
《我陪父母到地老天荒》《杰出人物在我家》等，以令人信服的真实的事件、
具体的细节讲述了父母的爱情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不论是战争年代的
分离，还是和平时期的团聚，每一个时间段都是把自己的家庭与祖国紧密
结合在一起，在这样“祖国为重，海岛为家”的奉献前提下，在党和人民的
事业上讲奉献，在个人家庭上讲和睦，父母一辈的爱情是建立在人民解放
事业上的爱情，父母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支持，默默奉献，都给下一代做
出了榜样。第三篇章中《编织岁月》《绿色小木箱》《扛枪值班的春节》《营
业所门前那口井》《植树节遐想》等，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自己为
部队官兵、渔村百姓做好金融服务的历历往事，在艰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中扎根海岛、服务军民。还有第四篇章中的《保姆朱大娘的一生》《客船进
岛》《我家的木匠》《干草垛》《海岛吕剧情》《海岛老房东》等，向我们讲述了
她身边那些平凡而感人的事。马素平说，她愿做一个有文学情怀的金融
人，用心书写有故事、有能量、有风度、有能量、有情怀、有情趣的好文章，
她做到了！

2020年4月，马素平加入了山东省作协。她在第一时间把这喜悦与我
分享，我为她高兴。这几年，在她不懈的努力下，她不仅加入了金融作家协
会，还加入了中国散文学会。她还是齐鲁晚报主办的“壹点号”“海岛寻梦”
专栏作者，她的文章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的喜爱。不仅如此，她的“海岛寻
梦”专栏从“讲述温暖故事，追梦美好明天”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品牌的
专栏，连续四年获得“齐鲁晚报·壹点号”授予的“2020年度十大个人号”

“2021年度影响力创作团体”“2022年度十大壹点号”“2023年度影响力创作
团体”的荣誉称号。其专栏发表的《长岛岁月》系列长文，还获评壹点号

“2023年度十大正能量作品”的光荣称号。同时，通过这个专栏，她帮助许多
文学爱好者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她把对父辈优良品质的传承化作对社会的
大爱，我想这是《海岛寻梦》更深层的意义所在！

马素平，这位生长于辽阔海域的海岛女儿，正用自己深情的歌唱，凝聚
正气，汇集温暖与力量，为新时代的海岛文学、文化事业尽心献力。我衷心
祝愿她在文学的海洋里，乘风破浪，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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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是清代作家曹雪芹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全书120回，前八
十回是曹雪芹写的，后四十回由高鹗续成。

这部小说，以贾宝玉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描写了贾、史、王、
薛四大家族，主要是贾家荣、宁二府从兴盛到衰落的整个过程。

作品涉及的生活面非常广阔，它对封建社会的官僚制度、土地制度、
宗法制度、婚姻制度、科举制度，以及包括社会心理、道德哲学、艺术等在
内的整个意识形态，都进行了有力的揭示和批判，是我们认识封建社会的

“百科全书”。
因此，这部文学巨著自问世以来，就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围绕这部

经典名著的评介文章和有关著作，如雨后春笋，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成为专门的学问——“红学”，从普通读者到专家，乃
至上层政治人物都高度关注。

说来惭愧，笔者作为一名大学中文系的本科毕业生，又是文学爱好者，
对《红楼梦》这样一部经典名著，却前后只读过两遍：一是上大学之前的中学
阶段，囫囵吞枣地浏览了一遍，食而不知其味；一次是在大学读中文系时，根
据授课老师布置的课外作业，为应付考试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

在笔者的记忆里，好像之前见过的报刊上有关《红楼梦》的评介文字，
主要是注重这部经典名著对社会的揭露和思想倾向方面展开争议讨论，
少见有人对这部长篇小说的艺术特点和表现手法作深入探讨。

石杰女士撰写的发表在《北海文学》上的《迟到的阅读》，激起了我阅
读《文学巨匠的讲故事技巧——小说红楼梦》的兴趣。作者石杰是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她以作家特有的身份，阐述了自己的切身感受，入
情入理。于是笔者立即托人从外地邮寄来黄冈师范学院文学教授、硕士
生导师夏元明的著作《文学巨匠的讲故事技巧——小说红楼梦》一睹为
快，感受颇深，随笔写下阅读札记，借以同广大读者交流。

俗语云，万事开头难。小说，尤其是鸿篇巨制，如何开好头，举足轻
重。有的引人入胜，有的一览无余、淡而无味。《红楼梦》由甄士隐的故事
开篇，牵一发而动全身，环环紧扣，顺理成章。全书结构犹如万丈高楼，层
层铺垫，又似环环紧扣的一张大网，撒得开，收得拢，舒展自如。作者犹如
坐镇指挥的统帅，调兵遣将、派兵布阵、稳扎稳打、步步推进、稳操胜券，从
而让剧中人物有序登场、逐一亮相，给读者上演了一幕幕人生活剧。

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是小说的三要素。人物形象，特别
是主要人物形象，是重中之重。《红楼梦》第三回王熙凤的出场，是一场重
头戏，让这位辣妹子的女强人形象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真乃未见其
人，先闻其声。先于王氏出场的有好几个人物，包括主角林黛玉和贾宝
玉，以及贾母和迎春三姊妹，但王熙凤却后来居上，先声夺人：“一语未了，
只听后院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一声爆发，在场的个个敛
声屏气，严肃以待，可谓后发制人。从而，显示了这位女主人的非凡地位
和八面玲珑的独特性格，为其后来的表演和发挥埋下了伏笔。然后作家
慢慢道出了这一非凡人物的特殊社会地位和特殊的人际关系，逐渐展示
了这个女人的不同寻常，正可谓力压群芳！

《红楼梦》中的人物，性格各有千秋，同中见异，异中有同，彰显作家的
写法不同凡响。贾宝玉同王熙凤都是举足轻重的主要人物，出场都不同
凡响，性格迥然有别，王熙凤是自报家门，贾宝玉则由别人代禀，从中见出
地位的差别。

一部文学作品，特别是长篇巨制，不可一直剑拔弩张，让读者没有喘
息的机会。闲笔和侧笔不仅是一种调节，也是活跃气氛，使整个作品有张
有驰，松紧相间，让读者阅读长篇，中间有休息空间。《红楼梦》的所谓闲
笔，各尽其能，闲笔不闲！

俗语说“笑里藏刀”，《红楼梦》中的人物，“笑”也大有文章：有狂笑、大
笑、奸笑，由于人物性格不同，心情有别，同样是呈现在脸上的笑容，心态
迥异，作家让读者从中见出人物的性格和不同的心境。同时作家有作家
的用意，读者也各自有其领悟，各各有别。

让次要人物先登场，令主要人物最后压轴，此乃曹雪芹以次要烘托主
要、彰显主要人物形象的一种手法，实际上是让次要人物为主要人物做好
角色铺垫，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循序渐进，步步登高。

叙述是小说的主要表现手法，故事情节的展开，生活场景的描绘，都
要充分运用叙述的方式，由整体到局部，慢慢道来，徐徐展示。

元叙述，是叙事的叙事，是作家对有关情节的交代，也可以说是作家
与读者沟通的桥梁。《红楼梦》没有跌宕起伏、暴风骤雨式大起大落的情
节，而是所谓的“世情小说”，作者慢慢道来，由浅入深，逐步深化。这一
切，全仰仗作家曹雪芹的叙述，亦即讲故事的技巧。

刘姥姥是曹雪芹塑造得很成功的人物形象，是大观园女儿国中独一
无二的艺术形象。应当说，在女性画廊中，刘姥姥是唯一来自农村基层社
会的代表人物，处于轴心地位，是众多人物关系的纽带，是由大观园外闯
入上流社会的代表人物和见证人，也可以说是作家的代言人。

戏剧有过场戏，小说有过渡段。过渡段虽然处于从属地位，却是整部
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属于“暗笔”“隐笔”，却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有如机器齿轮和螺丝钉，离开了它，整个机器就难以运转。

长篇小说《红楼梦》有如连续剧，有主角亦有配角，搭配合情合理，引人
入胜。在一定程度上，作品如果缺少了“暗笔”“伏笔”，整个作品就如同一湾
死水，没有波澜，失去了生气。因此，聪明的作者，不仅能对整部作品布局巧
妙，而且善于运用“暗笔”和“伏笔”，成为给作品增色的“妙笔”。正所谓“妙
笔”生花，多姿多彩，引人入胜。曹雪芹在这方面堪称大家和典范。大观园
如同一个女儿国，各种性格不同的女人聚到一起，各呈其美，围绕宝玉这一
主要男儿，你争我夺，各显其能，关系错综复杂。有的是情人关系，有的则始

终为奴仆，众星捧月，衬托宝玉的形象。如果说宝黛之间的关系是
主要线索，那么宝钗、袭人乃至睛雯则等而次之。这一亲疏远近的
差距，完全取决于宝玉这一男儿的追求和爱好，“仕途经济”是分水
岭和试金石。黛玉同宝玉志同道合，他们之间从不说仕途经济的

“混账说”，关系异乎寻常，亲密无间，相爱终生；袭人尽管同宝玉
有“初试过云雨情”的两性关系，有可以“使性子”的特殊地位，却
只能获得个准妾身份；宝钗也想做宝玉的老婆，但只是一厢情
愿。相爱终生的，非志同道合的宝黛莫属。

环境描写（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小说的三要素之
一。写小说必写人，写人离不开特定的住所，亦即客观环境，
潇湘馆、稻香村、蘅芜苑和怡红院，分别居住着黛玉、李纨、宝
钗和宝玉四位贵人，可谓各得其所，客观环境与各自主人的
性格融为一体，相映成趣，彰显了曹雪芹的匠心安排。

小说不仅注重主要人物的性格刻画，次要人物也写得
入情入理；不仅注重重要情节描写，即便是过场戏，也注重
保持性格逻辑的一致性，不给人游离感，可谓万变不离其
宗。连黛玉对宝玉的称呼的三次变化，也紧扣他们之间
感情的升华和关系的升级，细致入微，多角度、多侧面展
示了人物的性格，一以贯之。

大观园是一个小社会、艺术的大舞台，男男女女，
各色人物，你来我往，你恨我爱，演出了一场场人类爱
恨情仇的活剧。曹雪芹是这个艺术舞台的总导演，赋
予各色人物鲜活的性格，让他们相互碰撞对比，活灵
活现；让读者感同身受，自始至终，沉浸其中，彰显了
文学大师的高超技艺，让读者始终不见斧凿痕迹。

像《红楼梦》这样的精品力作，首先是作家写得
好，精心构思，匠心独运，还需读者细细品味，深解其
中味，相得益彰。再美的作品，在没有审美情趣的
读者看来，如同猪八戒吃人参果，食而不知其味。
由此看来，作品解读也是一门精深的学问，亦须具
有相应的生活知识和审美情趣。由是观之，《小说
红楼梦》的作者夏元明先生，不仅具有很丰富的
生活知识和文学欣赏修养，而且反复研读了《红
楼梦》，读懂了经典之作的精神和构思，深解其
中味，能于细微处体味文学大师的良苦用心和
精心安排，达到了文学鉴赏的至高境界。

夏元明先生，称得上文学大师曹雪芹的
知音，真正读懂了《红楼梦》这篇经典名著，
对作家的良苦用心，真个体察入微；对人物
性格，尤其众裙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的变
化，了如指掌，就这一点而言，他称得上后
来居上的“红学家”。特别是对作家的结
构布局和艺术技巧，了如指掌。恐怕也正
是这一优势，在有关《红楼梦》评介的著
作和文章多如牛毛的今天，《小说红楼
梦》一书能“红杏出墙”，得以出版发行
并引起社会关注和读者好评的原因所
在。特别是从“文学巨匠的讲故事技
巧”进行“小解读”，写出个人独到的
体会，为广大“红粉”、写作爱好者提
供了启发和引导，而且文字有趣有
味，引人入胜。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夏元明教
授在解读文章中，特意揭示文学大
师曹雪芹反对文学创作中概念
化、模式化的八股文的套路。在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王熙凤效
戏彩斑衣”一回中，贾母“掰话”
的一套话，犹如一声绝响，惊动
了众婵娟，在她们心中激起层
层浪花；同时客观上表达了曹
雪芹的文学创作观和审美评
价，直指一些作品中的陈词
滥调和八股味。作家借用贾
母的话，抨击文学创作领域
的嫌贫爱富、指桑骂槐、陈
词滥调等千篇一律的套路
和模式化，指出“编这样的
书，污秽人家”，“可知是
诌掉了下巴的话”。在
《红楼梦》一书中，曹雪
芹时不时就来个借题发
挥，剑指文坛的公式
化、概念化，以自身的
行为，反其道而行之，
以儆效尤。

文学巨匠的文学巨匠的写作艺术写作艺术
《文学巨匠的讲故事技巧——小说红楼梦》阅读札记

□王永福心香一瓣

大海女儿的深情歌唱大海女儿的深情歌唱
□王炜炜心灵微品

辛稼轩说“春在溪头荠菜花”。呈十字形的荠菜花，白色，
每每在天气转暖后，急急地在荠菜的花梗顶端，细密绽开。

可是，我很少像辛弃疾一样，静静地欣赏荠菜花。在我
看来，待开了花，再去挖荠菜，就太晚了。不过，我早年迫不
及待地挖荠菜，不是只顾自己尝鲜，也不是怕开了花的荠菜
吃起来不再鲜嫩，而是为了让吃了一冬麦麸的兔子，早点儿
吃上青草。

儿时，我养了许多兔子，冬天，没有青草，我只好给兔子喂
麦麸吃。父亲说，吃青草的动物，基本不用喂水，因为青草中
的汁液，足够动物们成长之用；喂麦麸，兔子不爱吃，吃了也不
大长肉。听了父亲的话，我总盼着田野里快点长出青草，好割
了来，喂兔子们吃。

“钻重冰而挺茂，蒙严霜以发鲜。”荠菜堪称野菜之首，寒
气未尽、万物萧索时，其他野菜尚不见丝毫踪迹，它已嫩生生
地伸展开了叶子。所以，每年二月二“龙头抬起”，我便手持小
铲子，肩背柳条筐，到坡头、路旁去寻荠菜。

早春的荠菜，紧紧贴着地面，不仔细看，有时会漏过去。
荠菜的根儿白而长，内多汁，是兔子喜欢吃的食物。为了尽可
能地将根挖出，一般地，我都是先将荠菜的叶子翻起，再用铲
子铲松其根部的土壤，然后用力向上一拔，荠菜连根而出。

待上了大学，离开农村，我不喂兔子了，可挖荠菜的习惯
依旧保持。当然，这时再挖荠菜，主要是用于自己享用。“荠之
为菜最甘，故称其甘如荠。”因此，每次初春时去挖荠菜，我都
会想，叶子绿中泛红的荠菜，让春寒料峭的田野开始变得可
亲；而作为盘中菜的荠菜，数千年来，在满足人们口腹之欲的

同时，一直忠实地报道着春天的消息。
“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昏，如兄如弟。”长在《诗

经》里的荠菜，自古便是受人喜爱的野菜，早春食荠也早已相
沿成习。“荠味甘，人取其叶作菹及羹亦佳。”许多人都认为，荠
菜是野菜里最好吃的，不然，陆游不会“日日思归饱蕨薇，春来
荠美忽忘归”，吃荠菜而把归愁暂且搁置；范仲淹不会“陶家瓮
内，淹成碧绿青黄；措大口中，嚼出宫商徵羽”，吃荠菜吃出音
乐感。

荠菜的吃法很多，可以炒鸡蛋，可以做羹汤，可以包饺

子。汪曾祺先生说，他曾在北京的一家有名的家庭餐馆，吃过
叫作“翡翠蛋羹”的名菜，其“一个汤碗里一边是蛋羹，一边是
荠菜，一边嫩黄，一边碧绿，绝不混淆，吃时搅在一起”。

胶东人吃荠菜，不会这么精细。过去，我最爱吃的是荠菜
饺子。胶东人包荠菜饺子，馅中多混鱼肉或虾仁，肉汁浸过的
荠菜，油而不腻；海鲜拌过的荠菜，清新四溢。这样，荠菜的鲜
与海味的鲜混合，荠菜的香与肉的香叠加，味更诱人，吃在嘴
里，想在心里。

我爱人喜欢生吃荠菜，无论蘸酱还是凉拌，都百吃不厌。
新挖回的荠菜，洗净不去根，蘸酱入口，一股田野的醇甘，顿时
掠过舌尖。受她的影响，我也越来越喜欢生吃荠菜了，毕竟应
时而食，有益健康。

为何在人们的味觉越来越挑剔的当下，性味平和的荠菜，
让众口不再难调？个中原因，大概早在近千年前，作为“吃货”
的苏轼就说破了。他说，“今日食荠极美，天然之珍，虽不甘于
五味，而有味外之美”。细嚼慢咽中，吃荠菜能吃出味外之美。

荠菜之美荠菜之美，，天然之珍天然之珍
□张铁鹰街谈物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