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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薯红薯红薯红薯在匍匐
□康合兴

阳光从云层中俯冲下来，掠过山岗，突
然一个趔趄，啪的一声，摔倒在季节的藤条
上。只见一畦畦、一畈畈的红薯藤，埋着脑
袋，伸展着暗红、浅绿的藤尖使劲生发、分
枝、匍匐、蔓延，让村庄有了别样的劲道和
筋骨……

一

在乡下、在村庄、在坡地，每一粒翻过冬
天的种子，都会有一个春天的梦想。

自老屋前的柳梢挂出第一缕嫩芽，村庄
的日子便开始丰腴起来。乡亲们把厚厚的
棉袄脱了，抬头看看天，天空一片湛蓝，清
新、洁净。乡亲们把在地窖里保存了一个冬
天的红薯种一个一个地摸到箩筐里，再从灶
塘里拨出一筐草木灰，拌上猪粪水或鸡屎
粪，再一个一个埋进打好的地床里。春风欢
快地在坡地里奔跑，阳光明晃晃地在村庄里
打滚。春的气息一下子惊动了睡梦中的薯
种，红薯睁开惺松的睡眼，开始生根发芽，奔
向一条春荣秋实之路。

煦日和风里，薯种先是东一根西一根
地冒出芽头，尝到春的滋味后，经不住诱
惑，十来天里，便一簇簇、一丛丛赶集似的
顶破沙土，列着队伍拱出地床，伸展着暗红
色的头梢，露出了鲜嫩欲滴的笑脸。这让
我想到，一到春天，任何一种生命都有自己
的心劲，使劲地向上生长、向下扎根，从来
都不会歇气。

薯芽长到半尺后，茎杆从前至后由暗红
逐渐转青转绿。心型一样、小手一般的嫩
叶，先是地耳一般，托在细长的叶柄上，微微
竖起双耳支棱在暗红色的茎秆上，紧贴着地
床倾听雷声雨声，使劲生发。一场春雨过
后，它们在阳光的照射下，便左一片右一片
地长开、增肥、转青、变绿，像仙女一样亭立
在茎秆上。

当和煦的阳光照进暮春的地床，薯芽伸
展成一节一节、一段一段、长短不一的薯苗，
在地床上蓬勃、扩张、拔节，筑起了一篷篷绿
荫。这个时候，便迎来了薯苗们分蘖、剪节、
转嫁的栽种季节。坡地上那些被犁头、锄头
翻转过来的浅黄色、黑褐色坡地，被乡亲们
梳理成一行行一路路的地垄，在阳光的直射
下，厚重、深沉、质朴，散发着泥土特有的清
香，翘首期盼薯苗们为它们着上妆容。

二

乡亲们说，红薯属土，沾土能活、见地就
长，生命力极强。

在村庄里，电闪雷鸣是迎接薯苗转嫁地
盘的礼炮，滂沱大雨是天空发给乡亲们的特
急电报。刮风了，打雷了，下雨了，乡亲们卷
起裤角，赶着雷声雨声，提篓握镰，急匆匆地
扑向藤苗涌动的地床，把湿漉漉的薯苗割回
来，然后剪成一节一节、一段一段的，再转身
扦插、栽育到地垄里。

薯苗刚转嫁地盘后，太阳一天比一天
热，这个时候，它们的倔劲就显现出来了。
原本细细嫩嫩、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的薯苗，

太阳一晒，全都低头垂脑，饥渴难耐地斜躺
在地垄上，仿佛再几经暴晒、几经折腾，便是
不可逾越的障碍。几个日头过后，眼看薯苗
们蔫头巴脑、有气无力、奄奄一息，担心它们
再也无法站立起来。

只有乡亲们知道，薯苗的骨子是顽强
的、执拗的。

太阳落山后，纤细的茎秆争分夺秒吸
水，竭尽全力扎根。原本颓废在地的薯叶一
见露水，翻卷拧成绳，像生了筋骨般抖起身
子、吸附养料。当翌日的太阳拱破云层，整
个红薯地已然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叶柄处
生出了绿豆大小、浅黄色的嫩芽。不出几
日，它们贴伏着发烫的地垄，靠扎下的须根
汲取大地深处的养分，吮吸夜空中有限的水
分，艰辛费劲、不分日夜地伸展、蔓延、匍匐，
用绿色的答卷应试太阳的考验。

时间是匹好马，你不扬鞭它也会走。在
一场大雨过后的某个清晨，整个地垄在不经
易间被薯藤低调占领，汪洋成一地碧绿。微
风一吹，薯叶翩翩起舞，就像无数个绿色的
天使，摇曳着婀娜的身姿举着双手在向母薯
作揖、在向地垄致敬、在向天地感恩。

你走进薯地深处，置身于绿色蓬勃生机
中，你就觉得，红薯不像苞谷那样昂首挺胸、
迎风招展，不像稻谷那样金黄一地、惹人眼
球。它从安家落户开始，便一直耷拉着脑
袋、匍匐着身姿，把自己低调在地垄里，好像
知道自己在所有农作物面前是最朴实无华
的，就像老实巴交的乡亲们在公众场合总是
屏声敛气没有自己的言语和立场。但一旦
他们稍稍适应了环境，便竭尽全力伸展臂
膀，以小心翼翼匍匐爬行的姿势向四周蔓
延，根须近乎疯狂地往泥土深处扎根，在目
光无法触及的地方丰盈、饱满、壮大……

三

进入仲夏后，太阳越来越毒，山岗上，一
畦一畦的红薯斗志盎然、绿叶翻滚，正在和
季节进行着最激烈的博弈。那些骄人的薯
叶，在烈日的照射下，它梗着脖子，埋着脑
袋，用宽厚、敦实、嫩绿揽下满天刺眼的光
芒，流淌出一地的绿浪，延续着整个轮回的
重复：仰着头吸收着天地雨露的精华，顺着
经纬清晰的脉络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根部。

整个夏天，紫色、青色的薯藤，翠绿和淡

黄相间的叶子，相互纠缠，既呈现生机，又藏
着诗卷，整个坡地上简直就是一幅浓墨重彩
的水彩画。乡亲们隔三差五走进地里，笑在
心头，忙在手上，为红薯提藤、追肥、打尖，尽
量让这些普通得像尘土一样的藤叶，在阳光
的撮合下，风雨兼程，用一段段传奇般的生
长经历，历经复杂的化学反应，把一根根纤
细的根茎孕育成硕大的地瓜，让红薯完成生
命的完美蜕变。

秋风劲辣的时候，坡地上的红薯进入最
美的年华，薯茎薯叶们退居幕后，那些躲藏在
地下圆圆滚滚的红薯开始登场，它们把地垄
撑出一道道裂痕，露出了或淡红色、或褐色的
肌肤，让村庄的秋天虎头虎脑、敦厚诚实。

乡亲们操起镰刀、锄头、挑担，背上背
篓，沿着夏日里那些绿意氤氲、鲜汁流淌的
绿毯，顺着地垄上被红薯撑破那些裂痕，他
们袖子卷得老高，手上的青筋高高跃起，在
醇烈的秋风里，村庄里涌动着血液喷张的激
情，一年薯事的丰收剧场顺理成章地在坡地
上拉开序幕。随意站在地垄上，一锄头抡下
去，一个个、一串串印着乡亲们指纹的硕大
红薯，从地底里蹦出来，跳进了背篓里。

四

春日回阳，秋日落地。一株红薯，从嫩
嫩芽苗到长长蔓藤，再长成硕大的地瓜，一
直貌不惊人，总埋着头，匍匐在地，绝少花开
艳丽，更无珍馐美称，却像花一样活着。一
年四季，不论薯芽薯叶、藤茎地瓜，浑身是
宝，香甜其中，温暖滋养着村庄，在乡亲们的
胃里散发光芒，让庄稼人的日子踏实中透着
甜蜜。

《本草纲目》载：“番薯具有补虚乏、益气
力、健脾胃、强肾阳之功效”，是极佳的食用
与食疗之物。

坡地上的红薯，不仅喂养了村庄的目
光，涵养了乡亲的肠胃，最难能可贵的本质，
是它与生俱来烫贴的暖、至高的软，让村庄
的内涵有了不一样的味道和风骨。

酷暑难耐，你走到地垄，顺手拔出一个红
薯，抹抹尘土，几口咬下去，留给你的绝对是
口舌生津、甜味无穷。寒冬腊月，饿极了，你
从草木灰中拨出一个烤红薯，几口下肚，那种
齿暖唇香、温肠润肚的口感和温度，让你赶也
赶不走、挥也挥不去。就算把它熬成羹，舀进
嘴里也是那种以柔克刚、润舌细无声的软。
像是放在口袋里忘记了的巧克力、小孩子天
真无邪的吻——蜜甜、纯粹。让你真真实实
地感觉到，红薯羹不是那种所谓的瘫软，不是
狼狈地四处流窜，它软得心底里有慈悲，诚如
中华民族心目中软的至高境界！

离开村庄20多年，在纷繁热闹、光鲜亮
丽的城市中，见过了高高大大，见过了装腔
作势，见过了生硬嘈杂，见过了光怪陆离
……我在想，那薯叶上托举的或许是一个农
家子弟的前世，地下硕大的红薯便是一个匍
匐在城市深处的埋头奋斗的他乡人！它尽
管不是花，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也努力地
生发，像花一样绽放，虽没有那份娇媚，却多
了一份坚韧、随遇和平心静气。

夫通川者，绥定古郡，巴人原乡。六相遗
韵，千载流芳。位列达州之心，任担主城之
当。莲湖幽幽，州河汤汤。水映长天，聚潋滟
而霞飞；山走龙脉，若凤凰之翼张。一抹烟
痕，百里画廊。亦真亦幻，或青或黄。隐约雨
夜池秋，仿佛山巫海苍。曾经蛮荒之地，亦是
诗礼之邦。斯如春雨，潜化万方。及至绮梦
将圆，波澜壮阔，泰运宏昌。气象焕然，大道
康庄。于是倡行有礼，品质再铸，传承鸿飏。
民生之的，举目有纲。譬如登高，磐石愈坚，
复兴在望。

至若方略初定，蓝图新绘，功夫渐深。更

集思广益，帷幄筹谋，能事铺陈。举全民之合
力，使五有而氤氲。聚颜值而提气质，是为有
型；聚活力而添动力，是为有神；聚温度而增
厚度，是为有情；讲秩序而抓治理，有序可循；
掘底蕴而强底气，有礼可亲。此五有者，众皆
引为风尚，礼迎天下，名晓乾坤。政通人和，
百业欣荣，主流之势，莫不可吞也。

其时群皆振奋，踊跃争先。位定一轴两翼
七支点，气壮三山五岳九重天。成竹于胸，使
命于肩。呼声愈高，盛况空前。若辉光之激
射，薪火之燔燃。又虚怀以纳源流，精诚而多
才贤。犹喜新花次第，捷报竟传。有三星夺

目，曰担当，曰落实，曰服务，各耀其华，共著鸿
篇。此有礼之精髓，情关生民，意在峰巅也。

夫礼者，诚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
世道崇礼，景运升平。通川有礼，岁月燃情。
开文明之大观，赴小康之愿景，启梦想之前
程。有礼通川，体道机衡。树砥砺之旌帜，凝
纯醇之信仰，发磅礴之鸿声。察则熠熠，闻则
铮铮。有礼之形，幻化诸象；有礼之神，提领
尘缨。敦礼教则民寿，行礼义而事成。信耶，
幸耶。因赋诗曰：

品质通川事可夸，倾城礼乐放新花。
香飘恰似纷飞蝶，散入东风十万家。

通川有礼赋
□李宗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