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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越甑皮顶
	| 余建华

浮梁多坞、多坑，譬如“流
坑坞”“进坑”，两村同辖于湘
湖镇，中间还夹着一座山，山
名甑皮顶。

坞，地势周围高中间凹的
地方。坑，洼下去的地方。甑，
指底部有许多透蒸汽的小孔、
放在鬲上蒸煮的炊具。这些地
方名称都很形象，显示了老百
姓的智慧。

进坑村，据考古揭秘，已
发现大量宋窑陶瓷遗址，引发
国内外广泛关注，游人更是络
绎不绝 ；流坑坞村依山傍水风
景秀丽，隔昌江河又毗邻中国
陶瓷大学，故村里常能见学生
在游玩。

第二次翻越甑皮顶。第一
次是五年前的秋天，山路上积
着厚厚的落叶，踩得嘎嘎作响 ；
一路上还有些小虫叮咬，总的
来说，印象不深。这次是在春
天，路上落了些不知名的小花
瓣，雨后的山路很泥泞，花瓣
深陷泥中，我想起了曹雪芹的

《葬花吟》。
穿越整个进坑村，一路向

北至山底。山脚下的水库完全
干涸，像个大空碗底，水坝也
显得苍老了许多，孤孤单单的。
去年秋冬干旱，水库的水都给
流干了。没有了水的水库，好
像人没得灵魂一样。

从进坑村翻越甑皮顶入流
坑坞村，先一路上坡，再一路
下坡，总体上也是一路向北。
据说，这里古时也是一条驿道，
偶尔踩到看上去年代很久远的
石块，顿生些历史穿越的厚重
感。

山南面，伐木工人正在砍
伐和装卸竹子。他们说，这些
竹林五年采伐一次。在这深山
陡坡沟壑之中，把这些大大的
长长的重重的竹材砍倒、并装

上车运出去，需要力量，更需
要智慧。

不经意发现，竹子生长很
抱团，且有明显的界限。这应
该就是地理上的纬度效应。同
时，山南无水溪，多为密林，
难于眺望。而山北泉水叮咚，
甚至还汇聚成一帘瀑布，感觉
凉飕飕的。

山顶也就是一脊背，坐下
来休息一下，右手是来时的上
坡路，左手是即将要走的下坡
路。上坡多壤土，下坡多石岩。
但树木都茂密，绝对是天然的
氧吧。

登山之前，天上下着细雨，
我们各找了根竹竿当手杖。上
山容易下山难，竹竿发挥了大
作用。临时买的雨伞，成了一
个大大的累赘。长时间的跋涉，
口渴得很。我们在瀑布底下的
碧绿清澈池潭中，洗了把脸，
喝了几口山泉水，爽极了。泉
水能照见影子，潭底下的石块
都泛着美丽的颜色。村民沿路
铺设长长的管子，将泉水直接
接入山下，有车装了很多桶装
水。

进坑村整个地处在山洼里。
而流坑坞村周围群山环绕，像
个盆地似的，这两个村庄地貌
特征风格各异。但都有洁净的
溪流从村前、村中流淌，“风水”
极佳，美不胜收。

如果硬要做个比较，进坑
村更显古朴，而流坑坞村略显
富态。流坑坞村出口处左侧有
许多农家乐饭店，门前晒着一
串串的腊肉。腊肉金黄，滴流
着油。

现在连接两个村庄都有了
崭新的柏油路，百度导航驾车
只需要 17 分钟。返程中更觉得

“甑皮顶”山名的来历，不光是
形态上的貌似，更有意义里的
生活。

想念槐花香想念槐花香
	| 周改宁

人间五月，一树树铺雪坠银的槐花，
带着暮春的问候，花枝招展地点缀在田
园渠畔。

清晨漫步在汉江河堤，一抬头，便
可见满树的槐花，浓浓烈烈、香香甜甜
地开着，周边都被这甜香味道笼罩了。
只消几场春风，就传播出一段段槐花无
尽韵味。如一坛陈年的老酒，只需远远的，
只需一招手、一展眉，那些香艳，就飘
得醉了所有。

儿时，记忆里的快乐时光莫过于跟
随母亲一起揽槐花了。欢愉地拎着小竹
篮，看母亲将槐花枝从树上揽低时，我
便蹦跳过去捋槐花。不大一会儿，竹篮
里就装满白亮亮的槐花，分外炫目，宛
如一箩洁白无瑕的珍珠。槐花的香气扑
入鼻中，随手抓一朵品入口中，甘冽津甜，
唇齿生香。

槐花经母亲的烹蒸煎炒，就变成了
香喷喷的饭菜。通常，母亲是把槐花洗
净沥干，揉上面糊焖在锅中蒸十几分钟，
再拌酱醋调制的蒜汁，既能当菜又能当
饭，槐花的香气掺杂着蒜汁的香气，令
人胃口大开。蒸槐花一般是早晚两餐才
吃的，中午的槐花吃法就相对精致一些。
母亲先把油放入锅中加热，将葱花和姜片
放在油中煎炸，然后将面粉拌在槐花上，
倒入锅中煎炒至微黄，铲出后再向锅内
添水煮面，再把炒好的槐花均匀撒入锅
内。这就是我们最爱吃的槐花饸饹面了。
面条柔软润滑，槐花筋道厚实，面汤喷
香可口，回味绵长。

那些年里，槐花拯救了无数个饥饿
的生命，也欢愉了孩童时代，每每想起，
暖意涌流。

凝望一树槐花，它给予人间的是净
洁、香醇、感念。从一串槐花望去，一
串连着一串，像一群圣洁的精灵灿灿地
簇拥在枝头。立于槐花树下，早已不做
它想，唯有心心念念地找寻着最美的角
度，想把自己的欢欣尽数传达。

槐花深处，谁不深情？这遍野槐香，
足可让你回味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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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于倩

傍晚，我们驱车进入天台山景区，
山路曲折，急弯颇多，好在窗外风景
怡人，密林山花相互映照，翠绿清爽
之中跳脱着簇簇缤纷色彩。一路上，

“司机”聚精会神，不敢有丝毫马虎，
我和小朋友则降下车窗，认真感受夕
阳中披着金色外衣的山间风景，贪
婪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并不时地惊叹
于这里植物品种的多样性和林间忽闪
而过的、不知名的美丽小鸟……意犹
未尽之中，车已到达预订的民宿，于
是我们放好行李，稍事休整，便期待
着天黑，盼望着能顺利见到今晚的主
角——萤火虫。

此刻的小朋友对任何事物都毫无
兴趣，心中只有念念不忘的萤火虫，
巴巴地望着天空，看着时间一分一秒
慢悠悠走过。天空慢慢黑了下来，我
们来到半山腰的肖家湾，听说这里是
观赏萤火虫的绝佳位置，黑暗中在山

路里行走，还是有些害怕的。为了能
更好地看到萤火虫，我们只能小心翼
翼，连手电筒也舍不得打开……摸索
着走了一会儿，竟一只萤火虫也没看
到。失望之余，我们细细想了想，可
能是因为太全神贯注于周遭路况了
吧，看来无论做什么还是得专注才行，
更何况要在这丛林中找寻这微弱的点
点亮光。于是，我们走到密林深处，
人少且车灯不容易照到的地方就地蹲
下，忽然间便见有荧黄色的亮光若隐
若现，慢慢地越来越多，就像点点星
光散落于漫山遍野之间。从未见过此
情此景的小朋友惊奇地看着，张大嘴
巴，忍着没有发出声音，生怕把萤火
虫吓飞。随后，这点点亮光渐渐连成
一片，仔细一看，有的萤火虫静静停
在草丛间，忽闪忽闪 ；有的倏地一下
腾空飞起，在眼前一闪而过。忽然一
个念头在脑海里闪过，如果此刻有人
能站在远处，把我们置身“星空”的
浪漫点滴永远定格，这将会是一件多
么美好的事。

同行的孩子，有人拿着网子和玻
璃瓶，企图将捕捉到的萤火虫装起来。
于是，我问小朋友，我们要不要也捉

一些呢？只见她嘟着嘴，脑袋摇得像
拨浪鼓，“不要，不要，这里才是萤
火虫的家，装在玻璃瓶里，它们就活

不了了，这个季节正是他们生小宝宝
的时候。”小朋友边说边望着我，仿
佛我才是家里不懂事的人，宝贝让我
骄傲。

夜深了，我们又摸索着从栈道走

下来，小朋友还在回味着这“奇幻”
景象。我仰起头，伸个懒腰，这山间
的空气，林间的虫鸣鸟叫，果真是夏
天来了，此刻此景正是满足了我对夏
天的所有美好想象。忽然抬眼一瞥，
发现夜空早已繁星点点，北斗七星那
么清晰地挂在头顶，好一个晴朗的夜
晚。

第二天，睡眼惺忪，却也抵挡不
了小朋友的兴奋，拉着要去天台山。
由于时间原因，晨起爬天台山是不太
可能了，便只能带小朋友山里随便逛
逛。景区里，植被茂密，空气清爽湿润，
我们走入林间步道，成片的杉木林翠
绿挺拔，地面分布着各种小草野花，
层次分明、色彩缤纷，蜿蜒的小溪潺
潺流过，直伸向山林深处……宛若童
话世界中的绿野仙踪。一路上，孩子
们手拿野花，头戴草帽，蹦蹦跳跳地
穿梭其中，从高空栈道上跑上跑下，
追蝴蝶、抓蝌蚪，被四脚蛇吓得哇哇
叫……他们撒野似地跑着叫着，怎么
也不愿离开这里。

虽然已不是第一次来到天台山，
但这次绝对是永远无法忘记的一次。
夜晚的点点星光与静谧浪漫，白天的
绿意盎然与生机勃勃，这一切都让人
心生欢喜，流连忘返。短暂的旅程里，
我们看到了初夏里最浪漫、最美好的
景色。

桃之美桃之美
	| 张欢欢

我的家乡位于洛阳市西南部的一个小
山村，那里没有高高的楼房、也没有宽阔
平坦的马路、更没有热闹喧嚣的夜市，却
有风景如画的山水，还有一群淳朴善良的
人们，更有皮薄多汁、香甜可口的桃子。

每到春天，满山遍野的桃花盛开。粉
红色的花瓣，黄色的花蕊，远远地就能闻
到桃花香。粉红色的桃花一朵挨一朵，挤
满整个枝条，就像一群顽童，争先恐后地
让人们来观赏自己的娇俏身姿。每年三四
月份，村里都会举行一场盛大的桃花节，
欢迎四面八方的游客来踏青、赏花、游玩。
游客们穿上汉服，手拿蒲扇，穿梭在桃花
丛中，嫣然一笑，宛若在仙境中游玩一般。

桃花谢了之后，桃树上会结出一个个
青色的小桃子，像一个个青色的小爱心，
轻轻地咬上一口，就会感到又苦又酸。到
了五六月份，最先熟的是油桃，它表面摸
着光滑，色泽鲜艳。咬上一口，里面白白
的果肉脆甜可口，让人回味无穷。七月份，
蟠桃熟了。乍一听就想到《西游记》里面
的“蟠桃会”，确实与“蟠桃会”里面的桃
子如出一辙。扁扁的外形，颜色红黄相间，
黄黄的果肉如芒果一般，我们称它为“芒
果味蟠桃”，吃起来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最受大家欢迎。八月份是水蜜桃收获的季
节。远远望去满树红彤彤的桃子把树都压
弯了腰，摘一个用手轻轻一剥，皮便整块
剥了下来，露出晶莹透亮的果肉，一股香
甜的味道随之扑鼻而来。忍不住咬一口，
甜甜的汁水就会马上流入口中，甜到心头。

桃子果肉含有丰富的蔗糖、葡萄糖、
果糖、维生素 C 等多种营养成分，具有补
气养血、润肠通便、美容养颜的功效。一
个小小的桃子带动了一片地区的发展，每
到桃子成熟的季节，原本安静的小山村就
会变得异样热闹非凡，人们纷纷结伴而来，
体验果园采摘的乐趣。

小时候总是渴望快点长大，长大后可
以去感受大城市的繁华。上学工作后很少
回到家乡，回去也只是短暂停留。但每次
回去都是一次心灵的洗涤，远离城市的喧
嚣，抛开所有烦恼，把自己置身于青山绿
水之中，感受家乡的一草、一木、一花、
一树带给我们的美，那股沁人肺腑的桃香
扑鼻而来，让我难忘。

家乡的砂锅鱼头
	| 卞荣祺

老家江苏溧阳的一道天目
湖“砂锅鱼头”，是每位到此地
的人都要一饱口福的美食。据
说在上世纪 80 年代，曾有多个
国家驻华使节和夫人来此品尝
沙锅鱼头的美谈，其盛况至今
仍为不少家乡人津津乐道，也
被当作是对外宣传推广当地特
产的最好广告。

凡是到过天目湖旅游的人，
大都听说过被誉为溧阳“三绝”
的“水甜、茶香、鱼头鲜”，其
中所谓的“鱼头鲜”，就是出自
于天目湖的“砂锅鱼头”。“砂
锅鱼头”是由一个名叫朱顺才
的当地人首创，其精选的原料
为天目湖区内纯野生的大花
鲢，通过加入天目湖水久
煨而成，具有鲜而不腥、
肥而不腻、汤色乳白的
独特风味。为了维护

“砂锅鱼头”这个特色
品 牌， 景 区 内 的 天 目
湖宾馆早在 20 多年前
就已一次性买断“砂锅
鱼头”原料大花鲢鱼头的
使用权，此后又在国家商

标局注册了“朱顺才牌”商标。
在中国第三届美食节上，“朱顺
才牌” 砂锅鱼头被中国饭店协会
授予“中国名菜”称号。著名
学者费孝通曾专门题字盛赞道 ：

“溧阳天目湖砂锅鱼头，朱顺才
手艺誉满全球”。

作 为 身 居 外 地 的 溧 阳 人，
这些年里我曾多次回过老家探
亲，几乎每次回去时都会受当
地亲朋好友的盛情邀请，前往
天目湖景区游玩，“砂锅鱼头”
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特色佳肴。
外甥女婿在溧阳当地开着一家
公司，可谓是景区内多年来的

老主顾。每当业务应酬上遇有
迎宾待客的饭局宴请，他都自
然会将砂锅鱼头作为一道主打
美味，推荐给客人品尝，还常
常自诩深谙其中的饮食秘诀。
我在他如数家珍般的娓娓传授
下，浅显地觅得一些关于砂锅
鱼头的所谓“美食宝典”。

正宗的天目湖“砂锅鱼头”
在制作上颇有讲究，作为首选
原料的鱼必须是产自天目湖中
土生土长的活鲢鱼，以当天捕
捞的新鲜鱼为最佳。鱼太大或
太小都不好，以三斤左右重量
的最为适中，如此方才肉质肥
嫩。而用于盛装鱼的器具必须
选配上好陶土制作的宜兴特产
砂锅，并将清冽纯净的天目湖
水作为汤底。再配置有新鲜的
豆腐或萝卜，用砂锅焖炖两小

时以上。要注意的是，焖炖
过程中绝对不要打开锅散
味，这样才会保持最为原
汁原味的肉汤鲜美。

“砂锅鱼头”属于功夫菜，
正所谓“烹见真功夫，做要费

功夫，吃须花功夫”。当热气腾
腾的砂锅端上桌后，如何吃也
是大有说道。标准吃法是含、吮、

吻：即含鱼眼、吮鱼脑、吻鱼唇、
吃鱼皮，最后是鱼肉。吃时要
讲究一快一慢，一吸一停。鱼
头吃起来还要顾全鱼头方方面
面，细尝慢品才有最佳味道。

“砂锅鱼头”不但鲜美可人，
而且营养丰富。因为鱼头集中
了鱼之精华所在，鱼脑、鱼眼、
鱼唇含有丰富的磷脂，对健脑、
美容、防衰老都具有非常有益
的促进作用。有研究表明，鱼
体内存有一种特殊的脂肪酸，与
人体大脑中的“开心激素”有关。
因此，常吃鱼的人能更多拥有
开怀舒畅的好心情。至于是否
如此，那就全在于你自己的认
知如何了。

在分享了有关“砂锅鱼头”
的介绍后，不知大家有没有产
生要亲自品味这道美食佳肴的
欲望。由于天目湖“砂锅鱼头”
只能在当地才能吃出其独有的
纯正地道的风味特色，若也想
与“砂锅鱼头”来个零距离亲
密接触，看来就只有大驾光临
老家溧阳了。天目湖的美景和
鱼头鲜的美味，一定会让你的
味蕾情有所系。

牵着她的手
	| 王建辉	

我 时 常 想 起 母 亲， 回 忆 起
她健在时和她朝夕相处的幸福时
光，而让我觉得最幸福与难忘的
时刻莫过于牵着她的手。

在 我 的 记 忆 中， 只 要 母 亲
没有事，每天中午她都会坐在院
子路边的连椅上等着我下班。温
暖的阳光洒在她眉清目秀的脸庞
上，看上去               是那么的慈
祥而和蔼。每当我下班走进院子，
她就会露出笑容，这时，我就会
上前握住她的手搀扶着她起来，
而后牵着她的手一起走回家。

母亲的手是双饱经风霜的

手。孩提时的她被迫在地主家做
小工，小小年纪就给地主和家人
做饭、出苦力，受尽了地主的压
迫，手上留下了被地主打伤的痕
迹。

母亲的手经历过战火的考
验。她 17 岁参加了革命，19 岁
时入了党，这双手做过军鞋，为
党传递过情报 ；在枪林弹雨中抢
救过伤员，她用这双手为伤员擦
洗换药、喂水喂饭。战争年代，
她忘我而出色的工作得到了同志
们和党组织的肯定，这双手也接
过党组织颁发给她的“模范共产
党员”锦旗。

母亲的手掌皮肤被岁月磨起

了好些个老茧。她一生养育了我
们五个孩子，我想象不出她的这
双手为了将我们抚养成人而付出
了多少。1941 年，她和父亲相
识于抗战中的太行山区。1943
年春，他们二人结为伴侣。直至
后来的几十年里，由于父亲常年
奔波于战斗与工作中，我们这个

“家”就交给了母亲一人。军人
出身的母亲早已习惯了父亲的工
作作风，她从无怨言且全身心地
支持着父亲的工作。从我懂事起，
我们全家人的生活似乎都是母亲
一人在打理。那时父亲工作在大
西北，家里的房子没有暖气，冬
天靠烧煤取暖。每年冬季来临前，

母亲一人从煤场用架子车将买的
煤面拉回家并打成煤饼，有时她
还得用斧头将引火用的大块木头
劈成小块，这些本该由男同志做
的事全是母亲一人在做。那些年
家里孩子穿的衣服都是小的捡大
的穿不上的衣服穿，白天母亲劳
累了一天，晚上她还要为我们缝
补、修改衣服，有时我一觉醒来
看见母亲仍坐在灯下一针一线地
做着针线活。

每当我牵着母亲被岁月打磨
的粗糙但却很是温暖的手，一件
件往事就浮现在脑海中，不由得
一股暖流涌上了心头，激动感慨
之余只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