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C YM

副刊部主编 责任编辑：华青 电话：0579-85381010 投稿邮箱：746862470@qq.com2020年9月14日 星期一 校对：王英4

孙健波 摄

初秋的上海，蓝天白云映衬着东方
都市的美好。

9月10日上午，位于浦东的上海复
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房里，洋溢着深
深的战友之情。一大早从义乌乘坐高铁
赶来的“正洪爱心公益协会”成员楼关
海、缪文中，与上海的战友朱海平、吴永
军一道，相约慰问正在这里住院治疗的
安徽凤阳老兵张志友。当被誉为“当代活
雷锋”的金正洪把带着 200 多位善友温
度的4万多元善款送到张志友手里时，
这位一天前刚动过手术的汉子激动不
已：“谢谢战友们的一片爱心，谢谢你们
赶来看望……”

金正洪是20世纪90年代的“全国精
神文明建设标兵”“全军学雷锋先进个
人”。后来从团职军官转业到义乌后，不仅
自己坚持不懈学雷锋，放射出共产党员的

“一缕光”，还通过牵头组织成立“警卫连
善爱团队”，带领更多的战友和地方爱心
人士学雷锋、做公益，帮助了近万名贫困
学子和遇到困境的战友，誉满大江南北。

不久前，金正洪偶然从原警卫连指
导员那里得知：安徽凤阳的战友张志友
因患重症动了两次手术，因开支大，家境
不好，后续治疗遇到困难……金正洪得
知后十分着急，他清楚地记得，当年张志

友当连长时，自己当司务长，连队包包子、
水饺，只要有空张志友都会过来帮助。后
来，他因工作成绩突出，给师政委当过警卫
员，学过驾驶技术。转业退役回地方后，虽
然单位效益不好下岗，但他参加团队的善
爱活动从没有间断过，为素不相识的战友
徐卫贞、丁建生、施其东、何昆都捐过款。

“警卫连善爱团队的老兵都充满着爱
心和正能量，大家一定会伸出友爱之手！”
征得张志友同意后，金正洪通过“水滴筹”
开展帮助行动。短短几天里，就有近200人
次的转发和400多人次的爱心行动。前几
天，在热心战友的帮助下，张志友又来到上
海求诊并住院治疗。于是，就有了这次金正
洪带领义乌“正洪爱心公益协会”代表的沪
上看望慰问。

92 岁高龄的虞仁昌是雷锋生前的连
长，他当年从浙江东阳入伍，转业回家乡后

“用生命宣传弘扬雷锋精神”，是金正洪崇
敬和学习的榜样，两人曾多次在一起参加
学雷锋活动。这些年虞老虽然在上海的儿
子家居住养老，金正洪一直牵挂着。从浦东
医院看过住院的战友已是中午，金正洪一
行又往浦西五角场方向赶来，看望老连长。

一年多没见了，虞老也惦记着家乡的
“雷锋传人”。上午听老伴说金正洪要来，虞
老连午觉也睡不着，泡好茶，摆好水果等着

客人到来。见到来自家乡的金正洪和爱心
团队同志，虞老十分开心。“三句不离雷锋”
的老连长问金正洪：义乌的雷锋学校、雷锋
纪念馆还好吗？你们警卫连学雷锋爱心团
队的同志好吗？当金正洪告知爱心团队已
发展到200多人，不光是退役老兵，还有不
少地方的企业家和爱心人士加入，今年初
经政府部门批准，已注册成为“正洪爱心公
益协会”时，老人连声夸赞：“好，好，学雷锋
就是要坚持不懈，就是要更多的人参与，让
一缕光成为一片光……”金正洪还向老连
长赠送了记录这些年学雷锋风雨历程的作
品集《爱在今秋》，以及团队的“雷锋衫”。

“‘雷锋衫’好，我要穿上，成为你们团队的
一员！”当金正洪提出为爱心团队题字勉励
时，虞老欣然接受，认真地提笔写下：“学雷
锋永远在路上”八个大字，并重重地盖上当
年多次为雷锋获奖时用过的印章。

因为“雷锋”，相聚申城。因为善爱，战
友情深。原上海警备区政治部领导、著名书
法家晁玉奎当年在军区工作时，曾经总结
和宣传过金正洪学雷锋的事迹。转业后，晁
玉奎对群众性的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别有
情怀。听说金正洪这么多年仍不忘初心走
在学雷锋的路上，深为感动，特意相约，相
聚座谈，并送上书法作品：传递一缕光、善
爱写春秋。

初秋，“雷锋传人”沪上行

依稀记得40多年前的小时候，我喜
欢到苏溪供销社商店买几分钱一块的麻
饼。圆圆如月的麻饼泛着浅浅的微黄色
光泽，饼面嵌着密密的白芝麻。回家路
上，忍不住用两个手指捏起一块麻饼，送
到嘴里立即咬一口，另一只还拿着一小
包麻饼的手，急忙接住掉下来的芝麻和
碎末儿。浓浓的芝麻香、猪油香、桂花香
以及其他难以表述的香味，那么分明却
又交融一起，四溢开来满嘴留香。

往往有时，这包麻饼还没拿到家，就
被我消灭掉了。记得那时，我将麻饼上掉
下来的芝麻，一粒一粒慢慢地吃完，希冀
这香甜的味道更长久些。

这解馋的感觉，如今再也找不回
来了。

热播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有
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靖安司吏安柱
国。在安柱国死亡之前从家中去往靖安
司的时候，夫人在后面问道：“明日朝食
想吃什么？”安柱国答道：“胡麻饼，多放
芝麻。”谁料到，安柱国这一去，就再也没
有回来，他再也没法吃到貌美如花的夫
人亲手所做的胡麻饼了。

这胡麻饼就是今天要说的麻饼，在
一些地方，如今还是叫胡麻饼或胡麻。麻

饼，因其饼面遍撒芝麻，故而得名。全国的
叫法大体上是一样的，可制作工艺、馅料不
尽相同。

苏溪麻饼特色是面如熟蟹壳的黄色，
边沿泛白，皮薄馅足，吃起来脆而不焦，香
甜可口，酥脆滋润，过后又是味美甜香满嘴
留香。有别于其他地方的麻饼馅料多用香
（麻）油，苏溪麻饼是要加熟猪油的，这是义
乌人饮食多喜欢用猪油烹饪的习惯。

过去烤制麻饼是用炭烧烤炉，如今多
用电烤箱了，已没有了炭火的味道。

有人说过，世界上最治愈心灵的东西，
第一是美食，第二才是文字。苏溪麻饼是苏
溪人中秋节的印记，是团圆、甜美的象征，
也是馈赠亲友的必备佳品。传说苏溪麻饼
始创于上甘村，因此也叫“上甘麻饼”，盛行
于何时不得而知，差不多当是南宋时期。

过去，麻饼被视为喜饼，现在许多地方
依然保留着这一习俗，寓意吉祥如意，有

“无麻饼，不成席”之说。人们习惯把麻饼作
为结婚、祭祀、做寿、上梁等红白喜事分发、
赠送的糕点。如定亲礼品中不能少了麻饼，
结婚时则会定做一只大麻饼，写上大红双
喜；过生日时，麻饼则被当作“长寿饼”来祝
福分享。

麻饼有很多美好的寓意，让人有盼头。

圆圆的苏溪麻饼配料相当讲究，并且有好的
彩头。外面敷撒的一层芝麻，而腰身却没有
一粒，这是苏溪麻饼显著的特征。芝麻不仅
增添香味，滋肝益血，还预示着节节高升。

麻饼的食材和技艺，在浩瀚的时空中
穿梭、演变和再生，形成了如今绵长而丰富
的地域特色。麻饼其实也是酥饼的一种，麻
饼是粘了芝麻的酥饼罢了。这或许与苏溪
契合。苏溪之名充满诗意，苏溪原名“酥
溪”，旧志书上说：“其水甘而腴,有类于
酥”，因而得名。酥，从禾、从酉，指食品，因
而与禾、酉(代表酒)有关。多指用面粉、芝
麻与糖制成的松脆食品，如桃酥、芝麻酥、
酥饼、酥糖等。也是酒的代称，宋代窦平《酒
谱·异域酒》曰：“天竺国谓酒为酥。”酥酒，
古时酒名；酥醪，奶酒。

可见，苏溪（酥溪）也是产麻饼（芝麻酥
饼）的地方之一，苏溪麻饼也就更具地方风
味了。当然，苏溪与麻饼有着怎样更多的联
系，还有待于考证、挖掘。

岁月如梭，我们这一代人悄悄过了半
个世纪，现在好吃的点心何止几块麻饼？如
今，这块麻饼也没有了那股童年的“味道”。

也许真的不是麻饼变了，变得是我们
自己，或者都变了。但小时候留下的味道记
忆，却永远深入了胃里，铭刻在心里了。

难忘苏溪麻饼香

一四七佛堂，二五八江湾，三六九稠城。
这是义乌当地乡民百姓约定俗成的赶集日
子。这个约定，体现了义乌人民的商业智慧。
至今，这个自古以来流传的习俗，还在江湾传
承与发扬。

我老家在距江湾三华里的一个小村庄。
由于交通大变样，实际上现在只有一里左右
路了。

去年腊月廿八那天，正是江湾“市日”。那
天，我回老家在大门上张贴迎春新联。“又是
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听到有声音，
我转过头来，见少时的闺蜜勤勤正一边读对
联一边笑看着我。

我欢喜地叫了一声，跳下凳子便不顾一
切地拉起了她的手。聊完了家常。勤勤说：“莹
莹，今天正好是江湾市日，我俩一起去落市？”

“落市”，是义乌方言，用普通话说叫“赶集”。
一大早，十里八方赶集的乡民百姓兴致勃勃，
成群结队纷至沓来。

我和勤勤到达江湾时，小镇早已开市。但
见江湾桥头至“达江路”上，车辆绕道而行。步
行街上，人头攒动，喧闹异常。四面八方赶来

“落市”的乡民，川流不息，愈聚愈多。渐渐地，
汇集成一股欢乐的人流，挤满了江湾老街，也
挤满了江湾镇前南街与北街。人们摩肩接踵，
熙熙攘攘。一个个都是欣欣然，乐此不疲。有
人是来置办年货，有人则纯粹是来蹭热闹。

在老街与新街的过道处，我俩漫无目的
地被人们裹挟着前行。跻身于“落市”的人流，
目睹地摊上琳琅满目的货品，耳闻叫卖与砍
价声不断，虽系腊月寒冬，我竟然产生了一种
热火朝天的感觉。

没有丝毫的夸张，想知道什么是“摩肩接
踵”和“人流如潮”吗？劝君“浮生偷得半日
闲”，来江湾集市切身体验一番吧。

哇，久违了！
城里虽然有高楼，有广场，但哪里有如此

热闹的集市景象？我毕竟出生于乡村，从小就
喜欢农村的袅袅炊烟。我就钟情于这样的人
间烟火。

正感慨间，环顾左右，见闺蜜不在身旁，
原来早已被人群冲散。从小听老爸说：十二满
月，江湾市日，尤其是年前的这两个市日（特
指腊月廿八和三十），就好像是钱塘江江潮，
清水都要涨三尺。

老爸的话，虽然有些夸张，但事实还真
的是这样。平时 2 元钱一双的馒头，今天涨
到了 4 元。而吴店馒头呢，需花 5 元钱，才能
买到一双。

30 年前的一天。放眼小镇集市的兴旺，
爸爸忽然对妈妈说：如果有钱，想在江湾买块
地建个房。妈妈问：干嘛？爸爸说：江湾小镇环
境优越，地理位置集中，人口稠密，将来肯定
会有大发展。妈妈笑着说：咱家没这个钱，你
就做梦去吧。

是呀，仅靠老爸当时的那点教师工资如
何买得起地，建得起房？后来爸爸在餐桌上还
多次提起过这件事，说可惜啊，那时购买江湾
工业区闲置土地的价格才300元/平方米，依
现在的状况来衡量，简直就是个白菜价。在老
爸看来，江湾之振兴是早晚的事。果然，如今
双江湖工程已正式启动，这正是带动开发江
湾的大好契机！

江湾集市真的富有地方特色。除了每逢农
历二、五、八是江湾市日，还有一个“半市”，即逢

“十”的日子，也是一样的热闹。江湾集市人气
之盛，交易之爆，真的蔚为壮观。

我遐想：现在的江湾集市，虽然管理上还
略显粗放，但如能好好规划，精心布局，适当
点缀，将来清明上河图中的荣景，或许可以在
这里重现。

说笑也好，当真也罢。我不知道江湾集市算
不算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总应该是个传统特色
项目吧。所以，无论将来走到哪一步，我都希望
能保护好它固有的特色，并进一步发扬光大。

江湾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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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岸清溪村的西北村郊，是一片沃土良
田。放眼望去，田垄成行，村路阡陌，是一块掉
落在四周山野包围中的“小明珠”，这块小盆
地是附近村庄百姓庄稼种植的粮仓宝地。

自古以来，农村就流传着一句谚语：一年
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明时人柳时芳
为《清溪成氏宗谱》写的八景诗之《北野春
耕》，描写的就是明代农耕时期清溪村春耕的
所见所闻。这首诗仿佛一幅优美的画卷，其境
其情读后如亲临一般，活生生展现在我们的
面前。全诗如下：

一犊横穿垅上烟，北郊春水响潺湲。
村翁美酒相酬劳，笑语陶陶赖有年。
山村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村民的春耕也

特别勤。天色刚放亮，几声鸡啼，几声犬吠划
破了黎明的寂静，山脚下云雾蒸腾，炊烟袅袅
升飘在村庄房顶上空，一派迷濛景象。春风微
拂，空气中弥漫着鸟语花香，太阳从东边山头
露出了脸，向着早耕的农人打招呼。拉着犁，
牵着牛的老伯，从村里走向北野，穿行在田垄
上。从山涧中流下的春水潺潺湲湲，一路唱着
欢快的小曲奔向田间，滋润浇灌着这一片田
野大地。休息时分，诗人遇到了村翁。乡村的
农人非常好客，心情十分愉悦，拿出了美酒来
迎接客人的到访。一边迎迓，一边乐哈哈地说
着：“今年啊，肯定又是一个丰收年啊！你看，
今年春天，晴雨相间，风调雨顺，万物萌发有
序，天时地利，贵客临门。哪样不昭示着今年
的好兆头！来吧，我们先喝一盏美酒，庆祝一
下吧。”

读完全诗，一股清心之风扑面而来。此诗
格调清雅，颇有渊明遗风。田园诗的主要描写
景象大多以农村的景物和农人的耕作劳动为
题材。此诗主要突出了“一切景语皆情语”的
特点，将笔下的田园自然景观都融入了作者
的主观情愫，或借景抒情或情景交融。比如

“北郊春水响潺湲”，把景写活了，潺潺的流水
就像诗人的心境，奔奔跳跳，心情格外舒畅，
春水流进了田垄，也流进了诗人的心田。全诗
既表现出了恬淡宁谧、清新优美、明丽绚烂、
富有生活气息的意境特点，也表达了作者对
闲适恬淡的山水田园生活的热爱，以及悠闲
自在轻松愉快的心情，是一首非常不错的山
水田园诗。

王春平/文 金滢/摄

春耕美酒祝岁丰

《北野春耕》诗赏析

朱胜斌 书（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江
省青年书协篆刻委员、义乌市书画研究院特
聘画师。现为金华市青年书协副主席、义乌市
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义乌市书协理论与鉴赏
委员会主任。）

◆汉诗节拍

草原暮色草原暮色

◆心香一瓣 窦 芒

◆朝花夕拾 鲁 军

◆笔走万象 吴颖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