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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发现，河南与湖北两省毗
邻，一墙之隔，千秋万载，却在一碗面
上竟然如此说不清道不明，相互纠
缠，彼此相拥。

鄙人家乡的湖北蒸面，通常是用
新鲜五花肉煸炒出油，佐以辣椒、花
椒、八角、茴香、老姜、大蒜爆香，然后
投入食指长的条状四季豆、胡萝卜翻
炒，有时也会加入黄豆芽，再铺上新
轧的细面大火焖熟；眼见熟透了，淋
碗生抽小葱香油的混合料汁搅拌均
匀，一锅红红绿绿香气扑鼻的绝世美
味就可以出锅了。

在我的老家十堰，几乎家家户户
都会做，不会做的媳妇绝对算不上巧
妇，不喜欢吃蒸面的人家断定不是地
道的十堰人。这个无厘头的标签，不
知道从哪一代人开始的，就那么霸道
地传续下来了。

离开家乡多年，吃遍五湖四海的
面食，甘肃的拉面、陕西的裤带面、浙
江的海鲜面……应该说各地的面食
各有千秋各领风骚，其中滋味都让人
赞不绝口不能忘怀；但回头细细品
来，若说此生必须戒掉面食的话，世
间面食或许皆可戒除，唯独老家的蒸
面至死须得保留，至死。

就是那掀开锅盖时，雾气腾腾
里，一片红绿缤纷的神奇，最是入
魂。那是故乡最诱人的缭绕之气，万

物不可替代的美色。家乡人看起来
如此普通的食物，却会以这样自然而
然的方式，勾连着每个游子的味蕾与
足音，任你步履匆匆千山万水，只需
锅盖掀开时那轻飘飘的一瞬，足以魂
牵梦绕生死不离。

千万不能小看我老家这锅蒸面，
看着简单，火候分寸极难把握，稍不
留神就糊了锅底。我在上海尝试自
己动手做了多次，时常以失败告终。
反倒是我从未听说过从未见过世上
这道面食的四川籍岳母大人，听我随
口那么一说，就做成了，颇有我家乡
的几分风味。看来，美食与写作一
样，也是需要有天赋与灵性，才能成
就一番如意的。

天下之大，说巧也巧。
河南焖面的材料和吾乡湖北蒸

面完全一样，做法却稍有异同。河南
人通常是把面条单独在蒸笼里蒸熟，
然后再和锅里煸炒成熟的五花肉、四
季豆、胡萝卜、黄豆芽搅拌混合。出
锅后二者的色相并无二致，一样的形
状一样的颜色，如同天生一对双胞
胎，外间人是分不出伯仲的。唯独我
这样与家乡的蒸面缠绵了数十载的
老手，哪怕远远轻轻一闻，便能分辨
出这锅美食到底是出自湖北的还是
河南的巧手。因为湖北蒸面把面和
菜一起焖出来的，面本身的大麦香和

菜肴的蔬果香已经丝丝扣扣你我两
忘地融在一起了，浓郁得化不开；而
河南焖面却因为分开蒸制，哪怕之后
混合，也少了许多五花肉煸炒出来的
胡萝卜、四季豆和黄豆芽独有的香
气。

可是在离开家乡多年游走四方
的旅途中，每每遇到河南的朋友聊起
他们家乡的焖面，总能在神色里看到
一股傲视天下独一无二的骄傲。我
却无从与之辩驳，只好暗自怀揣自己
家乡的那份自信笑而不语。唯独让
我难堪的是，河南焖面在全国各地大
街小巷随处可见，想吃一口家乡的湖
北蒸面却无从寻觅黯然神伤。忍无
可忍，也无可奈何，只好叫份河南焖
面以解湖北的乡愁了。河南人何曾
知道湖北人心里的苦？知道了怕也
只会得意偷笑。

也是今日，才骤然发现：河南焖
面从工艺上说，最该叫蒸面，而湖北
蒸面才是扎扎实实的焖面。如今却
相互颠倒乾坤，错取了对方的名字，
俗世的悠悠之口何等厉害，恐怕永世
没有矫正换名之日了。唉，这一对面
里的兄弟，如同湖北的武当与河南的
少林一样在武林世界彼此呼应，如同
太极八卦图里的阴阳黑白一样双宿
双生，此生便只好这般将错就错比翼
双飞了。

“善良的、忠心的、心里充满着爱
的人儿不断地给人间带来幸福。”文
学家马克·吐温在《镀金时代》中如是
说。善与恶、故乡与他乡、有限生命
与无限欲求的纠结盘旋在字里行
间。向阳先生的长篇小说《善良密
码》讲述了一个来自边地民族、与世
无争的男人与一群女人因善结缘的
故事。人生如逆旅，谁不是行人？男
主人公钰道与钱淑萍、钱淑菁、尤春
枝等人亲历社会转型，在挣扎与博弈
中漂泊到大上海，在悲欢离合中碰撞
出生命的火花。悲剧原本是人的终
极宿命，但小说中善良密码若隐若
现，照亮平凡、卑微、弱小的芸芸众
生，为苦乐年华镀上了人性的光辉。

小说以具有诗性人格的“钰道”
为主角，聚焦底层小人物的挣扎与改
变，谱写平民英雄的人性赞歌，在善
恶交锋中彰显人性的卑微与崇高，启
迪人们善良才是通往真理和真相的
终极密码。

血脉乡愁

在中国多元一体民族体系中，以
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宗法观念对忠孝
一体、家国同构的人文理念的构成始
终都是一条基线，这也是中华传统文
化的人文基础。《善良密码》讲述的是
一个东方式平民英雄的命运轨迹，主
人公钰道的性格命运与价值选择都
离不开一个神秘宗族朴素基因的影
响。小说以实写虚构建了一个逼真
的宗族“觉家坪”，将主角钰道设置为
宗族的正道传人，并且抛出了一个贯
穿全文的问题：善良是由后天的教育
和环境铸就，抑或家族血脉中与生俱
来的品质？

作者对善良密码的追寻，首先从
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源开始。找准了
文脉基因，也就破解了善良的来龙与
去脉。小说巧妙地通过“代娘”（宗族
中的掌权人），也就是以金嘉荷之女
艳姿的视角切入小说现场。通过一
位现代女性因婚姻大事回归故乡，与
宗族传人钰道相亲的故事拉开序幕，
呈现了一个具有神秘主义色彩、尊崇
伦理秩序的宗族“天地”。

“一个遵守基本秩序的宗族就是
密码的收纳之处”，这体现了作者对宗
族的深厚情感。作者通过简练的白描
摹画出一个古老宗族的基本面貌，也
让读者从中感受到血脉传承的宗族文
化的力量。“觉家坪”所代表的优秀的
宗族血脉中有与生俱来的朴素善根，
不在口中而在心上，集中体现在传人
钰道的身上。当他融入现代世俗社会
时，其善根愈发显得弥足珍贵。

小说揭开了一个古老宗族的生
存图景，一方面展现出以血脉亲情为
核心的家族式伦理乌托邦，唤醒后人
对至纯至善的守望以及故土情深的
乡愁；一方面为主角钰道的人格养成

铺陈了精神底色，为读者洞察主角命
运沉浮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在
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中解锁
一个民族的善良密码：血脉乡愁，精
神守望，这是维系善根的道场。

诗性人格

《善良密码》的正文一共二十三
章，从密码、离乡、自戕、隐形、绝路到
说理、上行、妥协、识破、新生，作者用
一种蒙太奇式的电影语言，呈现出一
位理想化的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轨
迹。

小说塑造了一个平凡而特殊的
艺术形象——钰道。在世俗的眼光
来看，钰道家道中落，身无长物。他
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因长年照顾瘫
痪母亲而远离社会。钰道对宗族长
辈言听计从，看似一个平淡无奇的凡
夫俗子。但钰道这个艺术形象其实
是宗族善根的象征，他天性善良，所
有的善意都自然而然，不在口中，而
在心中。作者“安排”钰道远离故土，
来到灯红酒绿、错综复杂的现代社
会，他将如何处理各种诱惑与危机？
这是一场精神的冒险。因缘际会，他
结识了尤春枝、钱淑菁、钱淑萍、影丛
珊、魏菲琴、何萌等一群性格迥异的
女性，共同演绎了一部转型时代的

“人生”。
《道德经》语：“善者善之，不善者

吾亦善之，德善”，这是“觉家坪”传给
钰道的人生准则。坚守这一信条，使
这个朴素的形象超越平凡而熠熠生
辉。钰道真诚帮尤春枝料理家事、协
助她调查丈夫被害的真相；悉心呵护
瘫痪在床的钱淑菁，给她精神支撑；
不忘落魄时卖彩票老板娘的帮助，主
动回报她公司股份；甚至，他面对带
给他无数伤害的亲生父亲解元的忏
悔，依然没有忘记他的“善良密码”，
坦然选择释怀，过好当下的生活。

每个人都会遭遇“善者”和“不善
者”，“善者善之”是一般人的“规格”；

“不善者吾亦善之”则是艺术形象的
“高格”。钰道的“高格”正是现实中
处于“规格”中的人们做不到的，一是
境界之别，一般人难以企及；二是知
行合一难，凡夫俗子就算知道也难以
做到。所以王阳明指出在“心外无
物”和“致良知”之间还有万水千山，
钰道的故事道出了“知行合一”的价
值。王国维说“有高格，自有名句”，
《善良密码》的艺术性体现在钰道的
“高格”上。

钰道是作家塑造的理想自我，艺
术形象往往是作家情意、理想人格、
思想境界的载体。钰道的生存背景
和处境展现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
代人的精神遭遇，但他没有随波逐
流，其超越世界的境界唤起某种有限
和无限、在场和不在场的哲思，具有
诗性意味。这种理想化的诗性人格，

或者说作品的诗性难能可贵。“如果
说到善良，这世上并不缺善良的人，
缺的是经历挫折打击背叛之后仍然
善良的人，我想做这种人。”“世上本
无不可化解的仇恨，只有解不开的情
绪，善是终结仇恨的终极法器。青山
绿水是滋养善良的圣土”……这些朴
素的话语抚慰流浪在人世间的每一
个受伤的灵魂。

价值博弈

钰道的诗性人格触动读者的历
史、宇宙、人生感怀，其“触角”是现实
与理想之间的价值博弈。罗曼·罗兰
曾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便
是注视世界的真面目——并且爱世
界。”《善良密码》中钰道这一艺术形
象并非空中楼阁式的浪漫主义幻想，
而是与血脉乡愁、宗族命运、社会转
型、价值重建紧密相连的艺术创造，
他既有“合乎自然”的生存土壤，描摹
了转型时代人们的精神困境；又有

“邻于理想”的神圣之维，昭示着人类
精神家园的微茫之光。他承担命运、
坦然前行的英雄主义，与小说中一系
列欺男霸女、抛妻弃子的其他男性形
象形成鲜明对照；与那些明哲保身的

“老好人”拉开了距离；与那些关键时
刻见风使舵的“聪明人”一刀两断。
在与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的交锋之
中，善与恶的抉择不断拷问每一个读
者的灵魂。

西方有谚语云：每朵乌云都镶有
一道金边，即使是十恶不赦的人内心
深处也曾闪烁过人性的动容与怜悯，
只是他输给了“自由意志”，沦陷在欲
望的泥潭，这也是推动《善良密码》小
说情节发展的内驱力。小说中的一
个反面角色富商吴富强，他好色成
性、抛妻弃子、大肆敛财，伤害无数女
性，最终落得重病缠身、命不久矣的
下场。这固然体现了作者善恶终有
报、天道好轮回的朴素善恶观，但作
家没有停留于“恶有恶报”的快感释
放。“想做个善良的人，却做着坏人做
的事，我是如此纠结，又是如此不可
原谅。”吴富强的内心独白淋漓地展
现了人性乃善恶纠结的共同体。这
个布局也隐喻了小说的深层意涵，以
恶制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善良密
码才是最好的救赎。他最终捐出所
有财产，在钰道的家乡修建公益疗养
院，同时以钰道为代表的善良的人们
接纳了这颗曾经迷失、误入歧途、漂
泊流浪的灵魂，护送他踏上归途。小
说中吴富强说：“忏悔，也是一种救
赎的善意。在一个善意的社会，应允
许积极的忏悔”，恰如其分地展现了
南北朝的哲学家萧纲所言“一善染
心，万劫不朽。百灯旷照，千里通
明”，小说的艺术魅力正是以感人的
艺术形象、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展现生
命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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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鹤峰县地处东经110°
北纬30°神秘交叉点上。

这里森林覆盖率超过百分之八
十，林木绿化率接近百分之九十，因
此，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一直
稳居湖北省前列，成为全国森林康养
试点县、省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创建示范县。这里山高林密，相对
闭塞，却山奇水秀，蕴玉藏珍，高速公
路即将贯通全县，你在路边随意摘取
一片绿叶，说不定就是稀世珍宝。

簝叶

鹤峰生长一种簝竹，主杆细长，叶
片宽大。在缺少土地的山村，人们曾经
恨它、嫌它，因为它密匝匝占山为王，既
不成树，又不是草，最多也就是每年端
午节摘几匹叶子包几个粽子，或以叶代
纸做几个斗笠，其他别无所用。

关于簝叶，有一段故事。自从市
场经济兴起，南方商人进山来一看，便
不走了。老板在招牌上大写着：“收购
箬叶，××钱一百匹。”鹤峰人很是纠
结了一阵，这明明是簝叶，怎么叫箬叶
呢？但老板有钱，不但收购价由人家
说了算，连名字也由人家说了算。

我国文字训诂学重要著作《玉篇·
竹部》中对这两个字有解释，“箬，竹大
叶”，“簝，竹也”。元·李衎在《竹谱详
录》中有：“簝竹，亦名窷竹，出江、广、
两浙，齐鲁之间亦有之”。撰成于明代
的《本草纲目·草部》：“箬：音若。亦名
辽叶。”世界上的竹有上千种，中国大
约有250种。我国当年植物分类学不
发达，武陵山地把这种细杆大叶的竹
叫簝竹，五岭南方则称之箬竹。

星移斗转，谁能想到这种用途不
大的野山竹如今会焕发出极大的商
机。据2023年统计，鹤峰全县拥有野
生簝竹资源80多万亩，可采摘面积约
30万亩。簝叶成了商品，民营企业随
之蜂起。现在，全县有簝叶加工厂、专
业合作社近50家，省级农业龙头企业
两家。青翠淡香的簝竹叶，年产量达
到2万吨，实现产值5.1亿元，出口创
汇1000万美元。

有资料显示，鹤峰县簝叶年产量
占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属我国
最大的簝竹产区和出口基地，是华中
地区簝竹生产加工和出口集散地，贫
困县一下子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簝
竹之乡”。全县簝叶相关产业带动3
万多农户脱贫致富，每年为农民提供
现金收入2.5亿到3亿元，簝竹已成为
鹤峰县林业特色主导产业和农村经济
的新增长点。一匹竹叶，唤起了贫困
山区农民的致富希望。

烟叶

烟草是一年生草本植物，用来制
烟的部分为烟叶。烟草大约是明朝万
历年间传入中国的，最早称之为吕宋
烟。17世纪以前的制品，主要是雪茄
烟、斗烟、鼻烟及嚼烟。到了1843年
才开始生产卷烟。我国最早生产的是
福建皮丝烟，已有300年历史。1905
年简氏兄弟在香港筹建了我国第一家
香烟制造厂“广东南洋烟草公司”。
1950年底，我国第一款民族最高档卷
烟“中华”牌卷烟出品。

烟是和气草，它除了个人的嗜好，
也是一种社交的媒介。在世界性的反
吸烟呼声高涨情况下，我们社会主义
国家不会因为烟草对国民生产上的贡
献而忽视烟草对人们健康的影响，反
过来，承认吸烟有害健康，但也不过分
夸大其辞而忽视人们的实际需要，这
就是烟草的特殊性。鹤峰民间早有种
烟的历史，但种的是一种蓝花烟，自产
自销。1970年前，我在家乡当农民，
土产部门开始推广试种白肋烟和烤

烟。专家说，恩施地区的土壤、气候非
常适合发展烟叶，种出的烟叶能与贵
州、云南的烟叶相媲美。50年过去，
鹤峰乡村出现了烟农2500余户。如
果不出现灾害，一亩地，除去成本，年
收入在3000元以上。对于山区农民
来说，这已是很好的收成了。

2023年，鹤峰全县烟叶种植面积
达到4.3万亩，收购烟叶10万担，创税
近4000万元，烟农现金收入达到1.56
亿元。一匹烟叶，成了山区农民致富
的黄金叶。

茶叶

五千年的文明，五千年的积累，孕
育了神州精灵。茶，一颗嫩绿的芽，一
片拇指大的叶，影响了世界，影响了历
史，影响了生活，甚至引发战争。

鹤峰产茶的历史很悠久，最早可
以追溯到公元三世纪，西晋《荆州土地
记》一书中，就有“武陵七县通出茶”的
记载。到了唐朝，茶圣陆羽在《茶经》
中又记述了“巴山峡川”产茶的情形，
并评价茶的品质“山南以峡州上”，当
时的“峡州”就辖今天的五峰县、鹤峰
县一带。明朝容美土司朝贡的贡单
中，就有峒茶。土家族诗歌开创者田
子寿（公元1530—1595）在他的家乡
还建有“茶墅”，他的诗集中有多首咏
茶的诗。鹤峰县属于我国著名的宜红
茶主产区和茶源地。19世纪中叶就
出口英国、俄罗斯、波兰、美国等国家
和地区。

鹤峰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云雾缭
绕，海拔高，土质很适宜种茶，加上植
被繁茂，具有生产“高山茶”“林中茶”

“云雾茶”的良好条件，因而所出之茶
香味浓，耐冲泡，且无公害污染，为一
般茶区所不及。据有关部门测定，鹤
峰茶叶氨基酸含量、茶多酚含量、咖啡
碱含量、儿茶素含量等生化成分普遍
高于其他同类茶。特别是鹤峰县土壤
含硒元素丰富，据浙江农业大学硒素
研究室分析，鹤峰出产的茶叶平均含
硒量为0.23毫克/千克，高硒区能达
到1.16毫克/千克。可不要小视这1
个毫克，出产硒矿的地方全国少之又
少，而硒却是人人的健康都需要的好
东西啊！

鹤峰是“中俄万里茶道”茶源地，
新时期以来，茶产业已经发展成为鹤
峰人民的生命产业。从单株种植到成
片密植，从密植免耕到万亩连片，从万
亩连片到全域有机，历经数代鹤峰茶
人、茶农、茶商们的艰辛努力，而今，鹤
峰茶已成鹤峰的亮丽名片。鹤峰的茶
产业为鹤峰赢得了“中国茶叶之乡”

“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茶叶）标准化生
产基地”“全国重点产茶县”“全国最美
茶园”“全国茶叶百强县”等美称。

近年来，鹤峰立足本县茶叶独特
的资源优势，突出“绿色、生态、有机、
富硒”四大特色，致力于全域绿色化生
产和茶叶出口基地建设。鹤峰现有茶
园总面积近40万亩，其中33万亩已
经达到绿色食品原料（茶叶）基地认证
标准，有11万亩达到有机茶基地认证
标准。一片茶叶，串起了鹤峰人民与
世界人民的友谊。

万物共生，片片绿叶维系着人与
自然的亲近。从“藏在深山人未识”到

“一举成名天下知”，鹤峰县以三片“绿
叶”，蹚出了一条脱贫之路、发展之路。

夏日来到鹤峰，三山耸翠，四寨新
村，暖风拂过，绿叶翻飞，空气中浸润
着百花的清香。曾经的“老少边穷”，
如今经济盘活了、道路变宽了、房子长
高了、生活更好了！生活在鹤峰的每
个人都是这场历史变革的经历者和见
证人。县域发展中的每一次蝶变，无
不彰显着鹤峰人民在党领导下逐梦前
行的坚定信心。

爱有独特的气味

熄灭，或被找到

站在的低处

红土地的一方

垒砌无数粉色的城堡

风吹过，摇啊摇

它不在沙丘，不在岩石缝里

它野性地埋下自我

五年，十年

只等发芽的机会

那些粉

带我们来这里

寂静复寂静，完整地活

现在，它们匹配

这风景

行走在校园

允许自己保持独特的心灵

独根草

□ 鲍秋菊

荷 叶
（外二首）

你可知道，现实中它冒出一点角

成为小圆，而后是不规则的大圆

或者椭圆

为了撑开湖面，它努力从

淤泥里长出来

无论它

怎样的碧绿

在我这里

变成了墨荷

无论它如何的挺拔

它的枝干上挂着

对立的小刺

蛰伏在枝蔓

等待夏天的召唤

然后，和映红落白一起钻出来

四周长满青苔，如何

红砖被蕨类遮挡，如何

半截绿，半截蓝，如何

那些被丢失

遗弃的老井这里相聚活水

“你的心被打开，尘封已久的镜子”

为了看清

荒草的倒影伸手触碰幽暗的井水

像一个再次出生的人

让空间转移

仿佛灵魂之物

埋在井底 一口老井

不曾引人注目

但它配称为回得去的故乡

一口老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