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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马打滚
莫维铭

白鹿寺半日游
缑稳贤

我不是一个挑剔的食客，对各类美食
亦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但多年前母亲制
作的马打滚却难以忘怀。

小时候家里孩子多，家境贫寒，物质甚
是贫乏，日子过得紧巴而拮据，衣食温饱是
我们最大的企盼。哥姐那一代往往饱一顿
饥一顿地艰难度日。到了我和弟弟均嗷嗷
待哺时，困境有所缓解，但日子还过得寡
淡，不时断粮饥馑，殷实更是奢望。

故乡广袤的原野，起伏的山峦，众多的
溪涧，无边的丛林，是我们寻找野食的世
界，也是童年时无拘无束的广阔舞台。课
余时间，我们要么在放牛中摘野果、掏鸟
窝，在割马草中找蜂窝、追竹甲虫，在打柴
中套田鼠、煨红薯，在劳作间拾遗谷、挖淮
山。总之，就是倾其所有，尽可能在山地郊
野里刨食，以勉强果腹。

彼时，跟随大人劳作间还满山林里奔
跑，那些时段的经历不仅增加了我们童年生
活的趣味与新奇，亦认识了许多来自大自然
的植物及草药。父亲制作酒饼采摘的百余
种草药，大多至今依然如数家珍；母亲制作
马打滚搅拌用的白头翁亦是我在春天里最
钟爱的植物。三月间，野生的白头翁满山满
岭，宛若点点雪花生长着，氤氲着香气。

马打滚是一种香甜温润的风味糯食，

也是我们壮家特色小吃。想起马打滚就想
起我的母亲，想起我的母亲就想起她制作
的马打滚。这些年来，它始终是我乡愁的
印记与绵延，亦是我与故乡维系的无形纽
带，在心中不时忆起、回味，历久弥新。

在我的家乡，土地广袤但略显贫瘠。
各家各户一年种的大多都是粗粮，玉米亦
成了我们的主食。马打滚主要就是用糯玉
米制成的。

过年过节或有客人远到，母亲除了备
好她的米酒，制作马打滚肯定是她自认为
拿得出手的主打美食。头一晚，她把晒干
了的糯玉米粒浸泡在温水里。经过一个晚
上的浸泡，糯玉米粒浑圆透亮。冲洗之后，
母亲将其放到石磨上进行水磨。那绵延的
米浆啊，在石磨的流转中，如涓涓清流在石
磨凹槽间洄旋，最后才轻盈绵密地滴落到
接纳它的木桶里。接着，母亲把米浆装到
一个白色的干净布袋里，系好袋口，把整袋
米浆悬空吊在磨坊的梁柱上，让米浆里的
水从细密的缝隙中渗出来。水滴完后，待
米浆比较硬了，就将米面倒出来放在事先
用芭蕉叶铺垫的圆簸箕上。

母亲制作的马打滚是要放馅的，那样吃
起来才更醇香味美。母亲的馅是用白头翁、
芝麻及红糖等原生态食材均匀搅拌起来的。

一切准备就绪，母亲就把糯玉米团制饼一样
包起来，在手心轻轻揉合。须臾，一个个似汤
勺大小的球状，又像一串串晶莹雪球的马打
滚便出于母亲轻巧之手。之后，母亲又用手
指在中间开挖，把馅放入，再揉捏合拢，再轻
揉复合。一个个模样可爱、净洁圆溜的马打
滚就这样在眼前整齐列队，静待下锅。

那时候的乡下老家，都是砍柴烧火
的，我也特别热衷于这一力所能及之事。
我把火烧得旺旺的，灶膛亮堂，风助火势，
晃动的火苗密密地舔着锅底，锅里的水开
始热气腾腾。待水开后，母亲把马打滚快
速轻放到锅里。约莫过了几分钟，第一个
马打滚从水底轻浮上来了，接着一个跟随
一个，似一个个女子清丽绰约的容颜，软萌
可爱；又如千军万马，奔腾不息。这时，我
的所有毛孔似乎都张开了，垂涎欲滴。但
这时候还不能动筷，待所有的马打滚都漂
浮上来之后，才说明马打滚都煮熟了。马
打滚出锅后，顿时，屋里弥漫飘荡着诱人的
淡淡清香。母亲对她经手的每一个马打滚
都是满意的，虽然不舍得先吃，甚至不吃，
但那神色从她的眼眸里轻快漫溢出来。

我们兄弟姐妹都端着一碗母亲亲手制
作的马打滚，或坐或站，只顾埋首，吃得津
津有味，满嘴生香。全是来自山野、来自土

地的原料精制的马打滚甜酥适度，香醇软
糯，口感极佳，确实有春的气息和泥土的芳
香。尤其那白头翁的味道始终在唇齿间久
久留香，绵绵不绝。

离开家外出学习、工作之后，对家的牵
绊，对母亲的思念是日益浓厚了。每每回
去，母亲总记得我的挚爱，都会给我制作马
打滚，满足我的馋心，顺遂我的乡愁。我在
读高中或大学的时候，母亲还不远百里托
人给我捎来马打滚，笃深的母爱我永远铭
记于怀。后来，我客居他乡，留在城里工
作，返乡的次数日趋减少。外出聚餐或应
酬，偶尔也会有马打滚摆上餐桌，但那馅是
咸味的，吃起来很寡淡索然，品相、糯味、绵
度与我母亲做的亦相去甚远。

多年前，母亲去世了，回归了土地。每
每回家，我已经找不到她的影子，听不到她
的声音，更吃不上她做的马打滚了，更感凄
然。但是，母亲的马打滚，母亲的温良敦
厚，母亲曾经对我的护佑以及做人求真的
教诲依然镌刻在我的心中和记忆里！

春节过后，经历了几场降雪降温，终于
迎来了一个晴朗的周末。晌午时分，阳光
正好，便有了向山而行的打算。

时令虽说已经过了雨水，但天气却并
未转暖多少，川道的公路大部分都被积雪
覆盖，似乎一切还都沉睡在冬的怀抱之中。

此行并没有真正的目的地。顺着山路
前行，道路上的积雪越来越厚，车辙印也越
来越少。片刻后，川道豁然开朗，不远处的
小石崖上，猎猎红旗正迎风招展，似乎在向
我们招手致意。

伴着车轮碾压积雪发出的欢快声，我
们很快便抵达一个小石崖。但令人可惜的
是，连接小石崖的那座小桥却在去年的洪
灾中被摧毁，无奈之下，我只能隔河相望。

总不能就草草地返回吧，毕竟已经走
了这么远的路。转过身，对面半山腰的一
排排窑洞吸引了我。对，那便是高窑子，与
小石崖一样，同样演绎过一段精彩的红色
故事。此刻，她正与我这位来访者四目相
对，似乎有很多的故事要对我讲，于是便转
身前往。

第一次来到高窑子时，是一个夏天。
那时，并不知道她的名字，更不知道她的历
史。于是带着好奇，踏着荆棘丛生的羊肠
小道，拐过一个弯，跨过一个被水冲出来的
沟，穿过一片风化出的石头小道，带着一身

疲惫，喘着粗气到达院子。
院子很大，约有二三亩地，窑面至左向

右为一个大大的弧形，中间偏东的地方又
折了回去，乍一看，倒像是两个院子合在一
起。窑背从左到右越来越低，左侧的几孔
窑洞要比右侧的几孔窑洞大得多。院子杂
草丛生，可以看得出，曾有人在这里耕种
过。只是不知何原因，最终放弃，任其荒
芜。右侧的院子面积不及左侧的一半，稀
疏的洋槐林和茂盛的杂草是这里的主角。
看来，这里已经很久没人涉足了。

时隔一年后，同样也是个天气晴朗的
日子，我再次来到此处。这次在通往高窑
子的小路上发现了久违的惊喜。还好，一
直带在身边的小 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
们生长在杂草中，随风舞动着妩媚的身子，
高挑而又灵动。对于它，我再熟悉不过，是
它给了我识字读书的机会，给了我第一次
去供销社购买长篇小说的自豪。没想到，
多年后，我在这片山坡上再次发现了它。
那一个下午，我似乎又回到了那段岁月，不
知疲倦地提着小 矍在山岭间穿梭，只为寻
找这种叫作柴胡的药材。夕阳很快就翻过
山头，带着一大捆收获，找到一块木头垫
着，剁去叶子后在河边洗净。回家后小心
翼翼地将它们晾在窗台，每天按时为它们
翻身，直到它们干透后才收集起来。这种

重新拾起一段美好的回忆的机会，并不是
每个人都会有。每当看到它们时，我总是
非常激动。在感慨岁月无情的同时，也向
过去的自己致以谢意。

后来，再一次从这里经过。不经意间，
发现那个曾经野草遍地的地方好像变了模
样，窑面干净整齐，充满生气。近身前去，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汉白玉的文保碑。
原来，这里果真有着说不完的故事，更散发
着一种神奇的力量。此刻，工人们正紧锣
密鼓地对其进行维护修缮，在山下架起了
一根长长的钢丝绳，所需的材料都通过钢
丝绳被运送到现场，尤其那条狭窄的小道，
已经变成宽约两米的一条斜坡了。沿途的
灌木丛经修整后再也勾不到任何一个来访
者的衣裤。修整后的所有窑洞都被重新安
装上门窗，盘好了土炕，整好了窑壁。原先
的洋槐林变成了平整的小院，院中建起了
一座小木屋。驻足俯瞰，左右两侧的川道
尽收眼底，沮河如同一条绿丝带一样将小
石崖紧紧拥入其中。这里，应该是个岗哨
的位置。在远去的岁月中，每天都会有一
名战士，肩扛钢枪，警惕地注视着眼前的一
切风吹草动。

此后，心中便多了一份念想，总是在不
经意间想起高窑子来。但凡有空，就会毫
不犹豫地前往。带着无比的崇敬和尊重踏

上此处时，总是感到脚下有一股神奇的力
量。亲眼看到院子被平整并陈列出碨子、
碾子等生产生活用具，眼前便不由自主地
展现出一幅生机勃勃的画面来。那些曾经
生活和战斗在这里的先烈们，用钢铁般的
意志守卫着这里，将红色的火种洒在这里，
为每一位踏入这里的后来者们注入了鲜活
的力量。

此时的高窑子，正被积雪覆盖。看来，
在落雪之前，还未有人来过这里。经修整
后的木门虚掩着，旁边的碨子被白雪覆
盖。虽说依旧寒冷，但这里却是个藏风的
好地方。日头已经让碨子上的积雪套上一
圈绝美的水圈儿，不远处的碾子上也同样
如此。轻轻踩着积雪进入院中，所有的窑
门都紧闭着。透过门缝，窑内陈列着被褥、
碗筷、脸盆架等诸多生活用品。我的眼前
仿佛又浮现出一幅充满生机的画面——那
些在这里生活着的人，或是促膝长谈，或是
生火做饭，抑或是低头读书。他们虽然身
着打满补丁的衣服，但每个人的脸上都写
满了勇敢、坚强、团结和决心。

站在院子中央，连绵不绝的山岭正伴
着起伏的流云轻唱，阳光是如此温暖。我
突然想对高窑子说些什么，却又不知说什
么好，于是就闭上双眼，用心灵与她对话
吧！

甘泉县洛河川多奇物奇景，白鹿寺即其一。
听老乡说，白鹿寺内有牡丹花半亩，开的全是白花；还有

银杏树一棵，上到树上能听见仙人说话。二者全是千年宝物。
如此神奇的所在，能不一游？
一个秋日的下午，我与友人结伴往访。从甘泉县城骑自

行车到油粉村，蹚过齐腰深的洛河水，进荒沟，遇一村。问村
人，知沟名“寺沟”，村名“寺沟村”。沟名村名皆因寺而来，足
见寺之久远。

出村东行里许，一座荒寺在焉。寺门呈拱洞型，石砌。门
洞上方阳刻“众宝寺”三字，笔画粗重浑朴，典型的西北风。是
否后人重修时因寺内有牡丹银杏等宝物，因而把白鹿寺更改
了名字？待考。两边厢房已坍塌，断垣残壁依稀可见。正面
大殿亦显残破，然恢弘轩昂之气势犹在。殿内墙壁上残留多
处人物彩绘，只几根粗细线条就可以看出那人的喜怒哀乐。
数十尊泥塑神佛或正襟危坐端庄安详，或双手合十笑容可掬，
或垂手侍立谦和有加，无不逼真传神呼之能答。其服饰面相
与西北少数民族相类。

挺大的院子里只疏疏地长着些苹果树。不多几株牡丹散
乱在杂草丛里，要仔细寻找才能发现。正在侍弄苹果树的老
人说：“前些年听说牡丹根能卖钱，许多人没黑没明地挖，所以
才剩下这么一点。现在县上正雇人修围墙保护，听说还要大
量移植栽培。”我们虽有些遗憾，但并不沮丧。只要县上重视，
相信几年之后，每遇春和景明，这里一大片雍容华贵的牡丹花
白生生香喷喷一齐开放，定成香雪之海。

银杏树尚健在，在大殿东边。太高了，倒显得不那么粗。
我与友人走上前去搂抱，怎么用劲也抱不住。树下蝴蝶乱飞，
细看原是银杏树的叶子在飘落。偌大的一片空地上新叶覆旧
叶，黄粲粲亮闪闪。踩上去绵绵的柔柔的，如毡如毯如衾如
褥，真想躺上去睡一觉。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银杏树，感到很新
奇。银杏树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树种之一，人称“活化石”，为中
国所独有。天荒地老多少代，这棵大树依然枝繁叶茂生机勃
勃，独立高原击云搏风，使人想起黄土地上中华民族不灭的根
不断的魂。我们虽然没有上到树上去听仙人说话，但却分明
听到了我们的民族从远古走到今天刚烈雄毅的脚步声。

白鹿寺果然是一处绝好的景观。
这里不但有壮美绝伦的自然风光，还有内涵丰厚的人文

气象。此地距甘泉县城仅三十华里，距延安城亦不过百里多
一点。目下这道景观虽似荒古幽兰开在深山无人识，但当地
政府已经着手保护修缮开发。随着陕北交通运输旅游事业的
发展，经济建设的腾飞，必将大受中外人士之青睐。

我与友人盘桓银杏树下，歌啸多时，日暮始还。

对话高窑子
穆海宏

春，对于陕北，似乎是迟缓的，犹疑的，它迟迟
逃不脱冬的束缚。苍山枯水，看上去，一天与一天
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地气在暗中萌动了。风吹
在脸上，不再是刀割般疼，是的，春在来的路上了。

最先感知的，应该是柳树枝条的青绿了。远
远望去，光秃秃的枝条在料峭的春风里泛着绿
意。人们在心里叹息，春要来了啊！目光往更深
处望去，山洼里，忽然呈现的几树山杏山桃花如粉
红云霞一般，那些粉色的表情，热了眼眶。不久，
山峁上山梁上，就要被春花铺满了。

往年的春，陕北的山总是被呼啸的老黄风挟
裹着，黄沙黄土，扑打得满目烟尘。退耕还林之
后，山山峁峁植被覆盖，风吹树动，绿荫片片。巷
道树，街边花圃，不只是常绿的松柏之类，各色花
卉争奇吐艳，春深之时，蓬蓬勃勃，绵延开去，人是
生活在花园里了。

老树虬枝，山杏清淡的花瓣透着古意，移栽的
杏树，是否就是先哲孔子当年曲阜的那棵杏树化
身于无数杏树分枝？就座聆听，杏花空灵的花瓣
飘落在七十二学子的肩头。弘扬传统文化如雨后
春笋，一个县一个乡镇蔓延开去。经典诵读，一代
代传承，行走于古诗古词的画中意境。桃花红了，
半掩的柴门，吱呀一声推开，露出半张粉脸来。潇
潇春雨里，梨花洁白的芬芳，渐渐飘成云雾。穿行
在苹果花海的信天游，破空而来……这片深情的
黄土地，几镢头就能刨出来个金娃娃。黄土养人，
爱这山沟，爱这山沟里勤劳质朴的老百姓。片警，
最舍不下的就是这份情怀了吧！

旱柳，料峭春风黑白两色滴墨江山的大手笔，
最先冒出的绿意。刀砍斧斫，越疯长，凛凛然透着
几分血性。早春，燕沟那次抓捕押解途中，猛抬
头，淡红色的云岚，一棵老柳繁茂的枝条遮蔽了大
半个天空，还未发芽的枝梢，似乎泼了血液过去。
原来，芽苞必是拼了全力的，酷寒与暖春交替时
节，洒下多少牺牲的血泪。致敬绿柳枝条，惦念它
最初萌发的艰辛与英勇！今春，路边一排队伍般
年轻的旱柳，他们是后生，蓬勃着血性。远望与近
看，自然有先辈的血性枝丫，于不经意间发成碧玉
绦，绿荫匝地。随便插个枝条就能成活的它们，庇
护着陕北这方贫瘠的土地与诗性。

而不起眼的枣花，因延安枣园的枣花与灯光，
又被赋予一种神性与精神的指引。革命先辈战斗
生活13个春秋的圣地延安，土窑洞崛起民族精神
的符号，陕北的春又多了一层更深的含义。白杨
哗啦啦的叶片，似乎那支灰军装红五星的队伍铺
排开来，人欢马叫，延水沸腾。塞上咽喉，陕北的
春来得不动声色，却又激情万分，豪情万丈！“星星
之火，可以燎原”，那绿一旦开辟征程，任是什么也
无法阻挡了！茂腾腾的绿焰，燃过天边去，天蓝云
白山青水绿，陕北不再是黄土高原的代名词。于
春风里，人人手植一片绿。玉兰花的酒杯，翩翩白
鸽欲飞。樱花抬抬腿，就近在眼前，粉色花瓣簌簌
飘落；贴梗海棠鲜血一般有着英雄花的态势，贴着
地面低低飞。朴树，高大繁茂的绿荫，掬一捧足够
解焦渴……“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有多少只
鸟儿在歌唱，不会错觉为音响了。这就是走出去
与迎进来的春，花开成海的春，幸福生活的春。

三季有花，不，陕北四季如春花！“不经一番寒
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梅，泼墨的天空下，古意
悠然。去岁冬夜，大雪纷纷，街边的蜡梅悠悠吐
香。雪埋了脚踝的他，仍是蹦跳着跃到蜡梅树下
嗅蜡梅花香。淡黄色的小小花蕾，在雪天，恍惚着
人的眼眸。那香，却是真实的，缕缕清香沁入肺
腑。这样静谧的时光真好！雪敞亮地落着，洁白
的天地间，深蓝的夜巡的他们，不倦地蜿蜒而去。
身后，是安详的香甜的睡眠。

冬去春来，他们，惟愿现世安好。

出行，眼眸里
到处盈满了春光
大路车流奔驰向前

乡村小径
微寒的河面
几只鸭子梳理着羽毛

遇见你
莞尔一笑
温馨扑面的欢喜
挂上了眉梢

回家，儿时玩伴
小屋暖炕，举杯畅饮
春意片片，融入故土亲情……

春天的出行
王玉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