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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在乡下的植物》

内容概要

全国雾霭、人们对于干净空气，田园诗意生活无限向往。安宁选择了乡村生活中常见的12种草木庄稼
等植物，比如玉米麦子棉花，和11类虫鸟家禽等动物，比如麻雀驴子蚂蚁，全面描摹我们遗忘了的、
也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文风幽默风趣，兼具对逝去田园生活的怀念与悲伤。不只是在写影响了我们
一代又一代人的中国式人情世故。也旨在唤醒人们对于自然生命和生态环境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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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在乡下的植物》

精彩短评

1、让我想起我的小时候，口语与我家接近，不过看到吃煎饼就想到了山东了，哈哈
2、最好的童年在乡下。
3、农村的植物，科普知识。
4、有趣而充满回忆的乡村生活，过过乡村生活的人不可错过，没过过的更不可错过
5、真的遗忘了   这几年想重新捡起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且也有很多人在城市里建起了自己的农场。又
要有心，哪里都可以活色生香
6、乡村的美好真是让人浮想联翩，恨不得能一下子飞过去。
7、语言清雅，描写淡然，对乡村中的人进行了诗意的描写。书名虽是被遗忘在乡下的植物，但文中
也有乡村动物的描写。
8、儿童文学作家
9、喜欢这种平和的生活  想起了美好的童年。
10、就是读了一册田园诗   特别清新、自然   让人心旷神怡     什么都不懂的幼年，还是长在大自然的怀
抱里，更好玩儿一些啊
11、题目虽是“遗忘”，实则是作者大脑深处最忠实的记忆。故事的主角虽是乡村的植物、动物，其
实与春种秋收、飞鸟虫鱼密切相关的人情世故贯穿全篇，以孩子的视角描绘了一幅乡村生活全景图。
安宁的文字如同她的名字，安静而朴实，喜欢。
12、看了后记，作者提到了《呼兰河传》，但是并不觉得是同一系列的随笔。题目与内容并不完全一
致，后面写的都是乡下的各类家禽，动物还有昆虫。插图画的不错
13、描写很细腻。
14、很多共鸣，山东人的童年
15、消失的世事，永存的是人情。没有体验过乡村生活你也许不能理解吧，现在居住在城市里，这本
书带我重新记起那些被我遗忘了的日子。快乐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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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在乡下的植物》

精彩书评

1、乡情未改一说起乡下，更多的人想到的是贫穷跟脏乱差，其实真正的乡下具有其独有的魅力，诚
如《遗忘在乡下的植物》这本书的作者安宁所说的“即便是写乡村的植物、动物，她的视角依然不曾
离开过与春种秋收和鸡鸭牛羊密切相关的人情世故。与我们在城市的动物园里所看到的鸡鸭牛羊不同
，在乡村里，这些动物都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同我们朝夕相处的家人一样，在儿时的记忆里，这些
鸡鸭牛羊都是我们最好的玩伴，我们安静时就坐在墙根下晒着太阳，看着鸡妈妈带着一群小鸡在院子
里散步。我们撒欢时就把一群鸡鸭撵的到处跑，然后就听见一片嘈杂的鸡鸣鸭叫，看着它们跳上猪圈
，飞上矮墙，然后自己跟小伙伴儿们乐的哈哈大笑，接着就会听见父母的责骂声远远的传过来。这时
我们就会飞快的四散跑开。现在想起来那也算是一种独有的童趣吧。看《遗忘在乡下的植物》这本书
的时候总能看到自己的童年，无论书中描写的掰玉米，收麦子，拾棉花还是看西瓜，从字里行间总能
看见我那絮叨的娘和笨拙的爹带着我们一起去地里的场景。其实父亲是个极其聪慧的人，只是出生的
年代不对。他那个时候没有大学可以读，如果有的话，我相信他一定会考到一所不错的大学的，因为
我不止一次的从他或者其他人那里听说过他当时上高中的时候成绩极其优秀。也许是因为父亲的愿望
没有实现的不甘心，也许是认为上学才是改变我们命运的唯一出路吧，所以父亲是极其鼓励我们读书
的，即便我只是别人嘴里的一个小丫头片子，他只是说，只要你读，不管怎样都会供你读。母亲就是
一个普通的絮叨的农村妇女，勤劳肯吃苦，干的一手漂亮的农活，而且还做的一手漂亮的针线。我还
记得我家田里的庄稼总是村里最出挑的那份，每每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母亲总是眼睛弯弯的笑着说 “
只是肥料用的足一些而已”。我相信那时候的母亲是自豪的。现在回家也会从母亲的絮叨里听到许多
有趣的琐事，无非就是张三家的怎么了？李四家又发生了什么事。在村庄里发生的事情总是以它自己
的方式传播着。听起来也就是一种别样的消遣吧。我们奋不顾身的离开村庄，去往大城市，但是又在
寂静的霓虹灯下默默的想念记忆中的乡村，这就是所谓的乡情吧。万幸的是，我老公跟我一样也是具
有这种浓烈的乡情，所以我们从大城市搬离了出来，然后回到了那片熟悉的土地上。这样会让我们觉
得莫名的心安。也许这就是我们农村娃脱离不掉的乡情吧。
2、《被遗忘在乡下的植物》作者：安宁，她的代表作品《聊斋五十孤》《与理想生活》《笑浮生》
《我们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她是《读者》的签约作家，是80后知名的青春小说，散文随笔作家《
被遗忘在乡下的植物》是一本关于乡村植物、动物的书，同时讲述了许多与人有关的故事。她的视角
依然不曾离开过春种秋收鸡鸭牛羊密切相关的人情世故。一句：“走我们去乡下！”让人回归寂静的
乡村，寻找纯美的初心，消失的世事，永存的人情。乡村孕育了繁茂的生活，也孕育了千百年来我们
心中独特的田园世界，而乡村的植物孕育着千千万万的人，也是我们每个人离不开的。这本书是以孩
子的口吻讲述，我也是在乡村长大的孩子，每读到一个章节脑海里都是满满的回忆。夏季收麦子，清
晨在露珠下拿着镰刀，人们都开始忙碌起来，生怕下雨会来不及收割。割麦扬场和之后的晾晒整个过
程，我更喜欢麦子安静生长的时光。而我的记忆，也这样一层一层地过滤，分离，最终只留下美好洁
净的春天，和春天里碧波荡漾的大片大片的麦田。那一片片绿油油的麦田也是一副美景，让人忍不住
停下来观望。到了秋季，在这样秋高气爽的天气里，人们要开始忙着掰玉米，砍玉米节，在煤油灯下
剥玉米，拉家常。整个秋天，每一个乡下的孩子，都隐匿在金灿灿的玉米里。说起小动物，在乡下每
家每户都会养，像鸡鸭牛羊是每家必不可少，还会养狗来看家护院，而这些小动物也是和我朝夕相处
，伴我成长。记得我8岁的时候爸爸给我买了条
3、读被遗忘在乡下的植物。／酷儿一句走我们去乡下！仿佛自己又回到了童年，那些曾经的乡村生
活，满满的都是回忆。我也有着安宁类似的童年生活，从玉米到槐树，再从驴子到蚯蚓，每一个情节
都好像讲述自己一样。就拿小麦来说吧，面粉我们都很熟悉，而小麦太多人不认识，小麦小的时候长
得特别像韭菜，记得我嫂子第一次去我们乡下的时候，就问我哥你们这边种这么多的韭菜！我哥回答
：“这是小麦”！我们都默默的笑了。乡村的人们每家都会养着小动物，像鸡、鸭、鹅、猪、牛、羊
。而它们的食物都是来自田里，从棉花，大豆上捉到的虫子，喂鸡鸭们，红薯的叶子，玉米的叶子，
田里锄的草，都拿来喂牛啊羊啊⋯⋯而且每家每户还会养一条狗看家护院，乡下的狗狗们相对来说比
较自由些。我记得每年到过年的时候我家的狗就会离家出走，因为它怕鞭炮，怎么呼唤它都不会，他
还会有很多伙伴成群结队，也不孤单，年过去就回来啦！乡村原生态的生活是我们向往的，随着现在
生活的发展城乡一体化，这样的乡村、植物，动物，昆虫也在逐渐的消失，而乡村的生活只能活在我
们的回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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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在乡下的植物》

4、在中国生态美学看来，和谐的自然界是组成完美自然生态系统并使之富有生命力的重要元素。首
届华语青年作家奖获得者安宁的作品《遗忘在乡下的植物》，就是将这种生态意识体现在文学作品中
，创造了创造了一个优美恬静的境界。“我已经多年未曾经历过乡下的春种秋收，但我却熟悉乡间的
草木昆虫， 并热爱世间一切有灵的生命。《诗经》里多少美好的诗篇， 都是源自于山野。人并不比
花草树木、虫鱼鸟兽更为高等。在这个世上，生命都是平等的。 很多时候， 我们反而能从一棵树、
一朵花， 或者一只昆虫的身上， 看到更多生命的光泽。”正是前言中的这段话，深深打动了我。生
在城市，长在城市的我，越来越渴望带领孩子亲近自然。人的自然情趣既表现为寄情山水、全身心地
拥抱大自然的审美趣味，又表现为凝神观照、善于在寻常处见奇崛的审美眼光。在人与自然的完美融
合中可以得到心灵的净化，同样，也只有富于自然情趣的人，才能真正领略到大自然的无穷魅力，获
得独特而丰富的审美发现。《遗忘在乡下的植物》这本散文集，就是引导读者去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培养其自然情趣。安宁执著地书写这些快被遗忘的乡下动植物，不仅源自对自然的热爱，也源于对生
活的热爱，在散文中他不断进行着具有生命体验的自然感悟，在对自然的倾听中得到精神上的平衡和
慰藉。书中选择了乡村生活中常见的12种草木庄稼等植物，比如玉米麦子棉花，和11类虫鸟家禽等动
物，比如麻雀驴子蚂蚁，全面描摹我们遗忘了的、也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文风幽默风趣，兼具对逝
去田园生活的怀念与悲伤。这些描写生动有趣，富有极其浓郁的生活气息，很容易使人想起陶渊明的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超然。只要仔细读过其中一两篇散文，便能看出作者安宁自成一
体、独具一格的写作风格。自然、朴实和真诚是其最重要的特色，朴中见真，小中见大，平中见奇，
且涉笔成趣，富有诗情画意。建议所有在成长中的孩子读一读这本书。书中简明浅显的语言，图文并
茂地向孩子们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植物世界。它不只是在写影响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中国式人情世故
，也是在唤醒人们对于自然生命和生态环境的尊重。委实难得。
5、为什么要用“我心皆草木”这个题目呢？是因为想到“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一草一天堂⋯
⋯”，还想到“山岳恩既广，草木心皆归”，而我，最近沉迷于描写自然、描写草木的书籍，与不言
语的花草树木在字里行间有着心灵的交流，看到它们 总有种说不出的喜爱与亲近。草木并非无情，只
是我们常将它们遗忘。陶渊明幽然见南山，是因为他隐居乡野，所以可以采菊、可以见飞鸟；而他笔
下桃花源里的居民深觉安宁，一方面是他们生活的地方“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因为有了花草树木
，生活的环境变得分外美好，若再添些虫鸣鸟叫，果真就是我们如今也向往的“世外桃源”。乡下的
植物总是长得比城里的好，而且乡下的植物是有根的，乡下的植物的种子是可以继续繁衍的。有时候
，我们看看城里花圃里那些培育出来的无繁衍种子的花草，莫名地有种被强行绝育的错觉，城市里的
植物是可怜的。城市里的孩子也鲜有机会蹲下来看一队队的蚂蚁搬运食物，或者是在昏黄灯光下静候
墙上的壁虎捕捉蚊虫的情景，更别提有骑驴、拽猪尾、扯棉花、掰玉米的机会；城里养狗是要证的，
比的是谁家的狗更名贵，狗儿也多半失去自由，如果在夜半狂吠吵了邻居是会招人嫌的。可是在乡下
，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孩子要跟着大人捡麦穗、刨土豆、拾棉花、喂猪喂鸡，还可以斗蛐蛐⋯⋯不过
，这些也渐渐变得久远的回忆。如今，很多乡村也城镇化，被遗忘的不仅仅是乡下的植物，连同“乡
下”也一并要被遗忘了。赶在“乡下”还没有完全消失前，快快记下来，多多看一看。封面那个扎着
朝天辫的小女孩，蹲在树下看蚂蚁爬行，头顶是绿荫。书名的下面赫然写着作者的笔名——“安宁”
，图画给人的感觉正是“安宁”。她是一位山东人，她笔下12种乡下的植物和11种昆虫动物也具有较
明显的齐鲁特色。植物是有一定的地域性的，我以前在山东吃过槐花饼，五月的时候，开满一串串的
槐花，钩下来清洗晾干，再焯水、加盐、面料等处理后烙制成饼，鲜花入菜，想来就是这槐花拔得头
筹了。安宁说道这些植物动物的时候，走的不是唯美路线，而是朴实风格。是以记录乡下生活琐事般
，引出各种植物与动物，讲述它们与乡下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些小事儿。平凡朴实间更显这些植物
与动物渗透于生活的真实性与重要性。母亲种的向日葵还没完全成熟前，乡里乡亲大娘大婶们就开始
惦记着，向日葵摘下来以后，一个接一个地上门来讨取，婆婆妈妈的事儿在这里像讲故事一样讲给我
们听，却让人丝毫不厌烦，相反，倒觉得很亲切，因为这就是真实的乡下生活，邻里之间可能相互占
些便宜，但是在需要的时候，也会毫不吝啬地互帮互助；可能会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纷争，但是与天
气争分夺秒抢收庄稼时，却会毫不犹豫地援手。我心皆草木，草木并非无情物。草木本真，乡下的植
物、乡下的动物、乡下的人们，都是有情有义的。细细读这本《遗忘在乡下的植物》，你我都会感觉
得到这份淳朴与真诚。文/ashley书评原创，转载刊用请豆邮联系~
6、有一句话，说看一个人的兴趣爱好，就能看到它的心底。几年前，看过一点点中药学的知识。发
现那些神奇的草本，很多源自我们身边的小花小草。小时候那黏惹惹沾一身的，叫苍耳子具有解毒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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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在乡下的植物》

效不过已经很少用了紫色一串花，原来就是夏枯草，清热泻火的良药，经常出现在中药的房子里。还
有什么车前草、鱼腥草、救心草，穿心莲，柴胡、葛根⋯⋯应有尽有你会发现一个植物的世界就在你
脚下那么丰富那么神奇而且几乎所有的植物都有他们特殊的性味和力量打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有时
候只需要一本书你的生活就显得丰富多彩你的内心世界就开阔无比，拥有了和植物繁花似锦一起成长
的机缘。一本书，不仅仅是一本书，也是一个崭新的神奇世界。
7、清新风格的装帧和每章植物、动物的命名，一开始就以为单纯的写乡下的动植物，殊不知，当我
渐渐读进去时，却才发现这是一本写思念的书~~思念的是田间四季的美好，思念的是儿时的时光，无
忧无虑，惬意放松~~从糯香的玉米、又轻又柔的棉花、具有仙气的高粱、被叫做“芋头”的地瓜、绚
烂的向日葵、编竹筐的腊条、历经风波的香椿、春天里的梧桐、有着岁月痕迹的老槐树到沉默的驴子
、家家户户的狗、俨然主人的鸡、肥头大耳的猪、有趣的麻雀、夏天里的金蝉、善斗的蛐蛐、奔走的
蚂蚁、吃蚊子的壁虎、呱呱叫的青蛙、小小的蚯蚓，这一切的一切都承载着安宁对儿时的思念，而我
也随着安宁的文字开始想起儿时和小伙伴一起爬树、捉蚯蚓、跳房子、调皮筋、捉迷藏，和表姐弟们
一起打打闹闹、抢食吃的儿时生活了。当然最让怀念的还是儿时那个自由奔跑的身影，不知忧愁为何
物的眼睛，能够自由呼吸的鼻子，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让现在的我们无比怀念的生活~~所以，今天的城
市人，对乡间的趋之若鹜，都是对儿时生活的寻找吧，遗忘了的更是让人心生怀念的~~虽没有在乡间
生活过，但能够从安宁的笔下体会她对这一切的怀念和发自内心的喜爱，让我也随着她的文字在乡间
的生活中畅游一番~~乡间动植物们交织出来的平凡生活，逐渐老去的父母，外出的孩子们，被遗忘的
乡间植物更是那时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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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遗忘在乡下的植物》的笔记-第33页

        只是一回到家，看到母亲专门留出来的好棉花，焦点又全都转移到了姐姐的身上。母亲要将棉花
用自行车驮到邻村弹棉花的人家里去，去掉棉籽，再将棉花弹成厚厚的棉絮，等着姐姐出嫁的时候，
展开来，一针一线的缝进棉被里去。姐姐不好意思，听到母亲说要去弹棉花，就扭头躲开，好像这是
一件难堪的事。她会跑到小伙伴家去玩，很晚才在母亲的骂声中回家，回家后唏哩呼噜地喝碗玉米粥
，就躺下睡了。母亲便骂：“一说给你做被子，你就生气，还想赖在家里一辈子，当嫁不出去的老姑
娘吗？你要像你妹妹一样学习好，谁会催着你嫁人？还不是从小不好好学习，整天就知道吃喝打扮，
到头来除了嫁个好人家，没别的路选！”
听到母亲夸我学习好，我本来应该高兴的吧，可是不知为什么，看到姐姐歪在床上，脸朝向黑乎乎的
墙壁，轻声的抽泣着，我的心里，却难过起来，好像......姐姐马上就要出嫁了，那些我和她一起摘棉
花的美好时光，很快，也要结束了。于是我靠着姐姐躺下来，并将被子拉过来，轻轻给她盖上。
姐姐没有动。我想，那一刻，她的心里，大约和我一样，有棉花一样又轻又柔的暖吧。尽管，再过上
一两年，她就要跟着一个陌生的男人离开，睡在她的旁边，并与她盖同一床棉被的，再也不会是我。

2、《遗忘在乡下的植物》的笔记-第88页

        
决明子基本上是自生自灭的植物，春天的时候，人还没有注意到它们时，就已经铺满了低矮的山坡、
土堆、路边或者野外所有适宜野草生长的废弃的泥土。没有人负责给它们浇水施肥，它们的一生，全
凭上天。年月好的时候，它们能够将领土扩展到苹果地里，或者山楂林里，只是这样的侵占，很快会
被勤快的人给一锄头下去，断了性命，所以它们还是更愿意在荒野里，无人关注的地方。

3、《遗忘在乡下的植物》的笔记-第192页

        
无事可做的傍晚，我会做在院子里，一边拍打着蒲扇，一边看墙上的壁虎，陆陆续续地出来觅食。壁
虎的脚，像吸盘一样，可以紧紧地吸附在任何物体上，这让它们看起来很像武侠电影里飞檐走壁、无
所不能的英雄。所以每次看到它们在墙上如履平地一样爬来爬去，还是不是地探出脑袋来，将半空里
的蚊子给瞬间吃掉，但从不会掉落下来，便心生羡慕，想着如果自己也可以这样爬到邻居家墙头上去
，看一眼家家户户在做什么，或者在静夜里偷听隔壁胖婶绵绵不绝地大骂瘦叔，再或者爬到高高的屋
顶上，看看万籁俱寂的深夜里，月亮上到底有没有嫦娥和玉兔，那该多好！

4、《遗忘在乡下的植物》的笔记-第96页

        乡下人叫泡桐为梧桐，好像几辈子都这么叫，也不追究是对是错，更不管梧桐、法桐和泡桐究竟
有什么区别。反正几代人就这么“梧桐”、“梧桐”地叫过来了，就好像村里的钢蛋，户口本上叫什
么名字，是否写对了姓氏，大家谁也不去关心，但如果哪天钢蛋犯了点错，村里很快就人人皆知了。
所以像我这样的读书人，在外闯荡很多年以后，才忽然想起，村里一到春天就一嘟噜一嘟噜绽开粉白
色“妈妈斗”的，原来是泡桐，而不是梧桐。
不过我总怀疑村子里第一个叫泡桐为梧桐的人，一定是希望家家户户房前房后都遍植的泡桐，会像梧
桐树那样，引来吉祥的凤凰，并让村里的小孩子们，都可以成为金凤凰，扑啦啦地飞出乡下，落在里
喧嚣的枝头上。但不管它叫什么，梧桐都成了我们乡下随处可见的树木。而且，还是会开花的树。
梧桐最美的时候，当然是春天。它们像桃树一样，叶子还没有萌芽，花朵就迫不及待地先落满了枝头
，而且也是粉白色，只不过形状似喇叭。于是整个四五月份，村子里到处都是甜丝丝的梧桐花朵的香
味。蜜蜂早就成群结队地赶赴来了，院子里到处是嗡嗡的响声，小孩子在树下跑来跑去。风吹过的时
候，会有花朵飘落下来。不过因为有漏斗形的花蒂在，所以它们不是桃花那样轻舞飞扬，而是“啪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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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重重的落在地上。有时候从树下走过，还会砸了脑袋，吓上一跳。不过被花砸中了，大家还
是欢天喜地的，不比麻雀撒在脖子里的一泡屎，一整天都心情郁闷。

5、《遗忘在乡下的植物》的笔记-第102页

        某个孤独寂静的深夜，他们一定会想起自己还是一棵参天大树时的模样，想起那时的天空很蓝，
风也很轻，鸟儿在枝头歌唱，树叶温柔的私语，一切都是静谧的、美好的。就像，那时还未长大的我
，站在春天温暖的阳光里，仰头看到梧桐树叶间，漏下的一小片天空时，唇角移除的纯真微笑。

6、《遗忘在乡下的植物》的笔记-第62页

        我也开始像一只鸡或者麻雀那样，蹲踞在院子里的某个角落，在清晨或者黄昏，观察向日葵如何
迎接着朝阳展开笑颜，并追寻着阳光的足迹，转动自己的花朵，直至夕阳落下，他们也一低头，坠入
了梦乡。每个人都会喜欢向日葵吧。我第一次见到向日葵是在姑姑的邻居家。我想着它的枝干那么细
，是怎么支撑起花盘的重量呢？我现在还是不明白。只是它绚烂的色彩，向上的精神感动着我，像一
个顽强、乐观、积极向上的女孩，脸上总是挂着笑容，这样的灿烂，要怎么去拒绝呢。

7、《遗忘在乡下的植物》的笔记-第26页

        麦子收完后，母亲总会多留出两亩地，种上棉花。除了卖后补贴家用，母亲还会每年攒上一些好
的棉花，去了棉籽，弹成棉被，而后装入塑料袋子里，作为姐姐的嫁妆。那是姐姐也就十几岁吧，离
出嫁还遥遥无期，可是在母亲的感觉里，似乎姐姐明天就要带着簇新的棉被，离家嫁人了。
我们小孩子对种棉花毫无兴趣，所以在棉花开花以前的时光——打药、捉虫、劈杈子、浇地，都和我
们无关。即便是花朵开了，那白的、红的花朵，也顶多让我们奔跑在田间地头的时候，觉得乡下是美
的。当然会有臭美的女孩子，随便采下一朵花来，戴在耳畔，并在招摇过市的时候，引来人的笑声。
那戴花的女孩子浑然不觉，人家却都说她太“二”，好像棉花根本就不是用来戴的，而是专供棉铃虫
啊棉蚜虫啊老虎啊等寄生的巢穴，所以那女孩子耳朵上戴的自然便不是花，而是一堆滚来滚去的小虫
子。

8、《遗忘在乡下的植物》的笔记-第120页

        
于是一场马与驴子的相遇，成了午后的热闹话题。尽管最终马和驴子的主人，为了各自车上的利益，
都稳住了军心，没有酿成西瓜踩烂、粪便横流的惨状，但是每个亲眼看到这场动乱的人，包括听到这
个被添油加醋地丰满了的故事的人，都觉得满足，又带着一点点没有酿成更大事故的遗憾。那只驴子
也因此在村子里有了名，以后人人在路上见了，都对老杨说，你们家驴子品相好得很拿，外村的马一
见就兴奋得想要跟它生个二胎，小心搞计划生育的，带它去结扎啊！

9、《遗忘在乡下的植物》的笔记-第7页

        剥玉米当然是全家老小都要参与的大事。秋天的傍晚，有些凉意，月亮早早的就升上了天空，挂
在某棵梧桐树的树梢上，幽幽的将皎洁的月光投向整个村庄。想起我上高中以前，也经常有这样的日
子。我的家在南方，初秋的的晚上，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面，一个个的剥着玉米。奶奶总是先把玉米
剥出一条线，然后再给我，这样剥起来就快了很多。有一回我也想试试奶奶的剥玉米神器，结果划到
了左手拇指，直到现在，都还有一道去不掉的疤痕。我总觉得玉米就像人的牙齿，我每次把他们剥下
来，就在想谁的牙齿又掉了吗，他们痛吗

10、《遗忘在乡下的植物》的笔记-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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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微风，吹拂过麦子，让它们像大海里的浪花一样翻滚，整个村子有如诗如画般的美好。我
的家在多雨潮湿的南方，地理条件决定了适合水稻而不是麦子的生长。我从来没有真正见过麦田，内
心却又无限的想象，那一望无际的金黄色在晨光里、在夕阳下，又会是怎样的景象呢。

11、《遗忘在乡下的植物》的笔记-第6页

        
我喜欢看母亲将馒头一个一个地铲起来。只要将玉米叶子一掀，馒头们马上圆滚滚地骨碌下来，有的
赖着不离开，那一定是有些糊了。我爱极了吃这些“糊嘎巴”，脆脆的、酥酥的、热乎乎的，点心一
样，简直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美味。所以基本上，“糊嘎巴”都是我的专属品，姐姐也捞不着，因为我
一心一意地趴在灶台旁，借跟母亲聊天的理由，专门等着玉米叶子上的嘎巴吃。母亲为此会多蒸一会
儿，让焦糊的嘎巴多一些。

12、《遗忘在乡下的植物》的笔记-第35页

        
高粱是村子里长得最仙气的一种庄稼，夏天的时候，它们细细长长地迎风而立，颇有诗仙李白醉酒后
的逍遥姿态。当然，村子里的人们，是不懂什么李白或者杜甫的，他们只是喜欢饭后去田地里走上一
圈，或者蹲在村口，一边吸一袋烟，一边看那大片火红的高粱地，被晚霞染得更加艳了，好像即将嫁
人的新娘。女人们纳着鞋底，有那么片刻，她们会停下来，用针尾挠挠头发，而后看着风里摇摆的高
粱发会儿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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