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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诗节拍

◆乌伤味道 邹 鲁

春天的梦
陈才锋

在冬的寒气逼人中
阳光张开久违的双臂
一下子
羞红了漫山遍野

静闭双眼追逐春天
带着花香，清风和远方
随心便铺展而来了
一如行云流水

此刻，将自己化成一滴水
与世间万物结伴，相携
你听，每一处都是快乐的
像极了满天调皮的星斗

生命的芬芳
曾庆忠

那些蛰伏在昼与夜
晨与昏中的寂静
在绵绵的细雨之后
展现出生命的芬芳
花朵以一种虔诚的仪式感
一层一层地打开春天
草木感受阳光与野性的萌动
小麦抒发只此青绿的情怀
油菜花捧出金色的笑容
一种坚信与等待后的蓬勃
于雷声中抵达

乡村二月
周家海

迎春花开
阳光厚积薄发
从枝条的骨头里迸发
化作星星点点的小黄花
乍暖还寒的天气
令蜂蝶几疑冬天的尾巴还在

初春时节里
燕尾的利剪，裁剪出
一江两岸的绮丽风光
记忆的画布上
桃红、柳绿与梨花的白
忠实地记录着乡村的美

春天来了
春风着笔，春雨研磨
油菜花恣意涂抹金黄，摊铺
被炊烟撩拨与唤醒的——
铺天盖地的、波涛汹涌的乡愁

年年有余（鱼）是人们对富足生活最
纯朴的愿望。义乌传统，过年为了讨一个
好彩头，是一定要吃鱼的。“鱼”和“余”谐
音，过年吃鱼年年有余。

鱼冻，曾是贫瘠岁月的美食。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的人应该不陌生。一碗没有
吃完的鱼放在桌子上或橱柜里，夜里的
气温降到零下，鱼汤夹杂着鱼肉凝固，其
色如胶似珀，竟然有了晶莹的模样，入口
即化，形若果冻，俗称鱼冻。

难以忘怀的是儿时父母教导的年节
吃鱼“潜规则”：年宴中，把鱼端上桌，基
本上是摆摆样子，留着不吃，作为吉祥
物，意味“年年有余”，这鱼多是鲢鱼或胖
头鱼；也有一些义乌人，年夜饭时吃鱼，
留头留尾到明年（即农历正月初一），表
达新年“有头有尾”的祈愿。而义乌人喜
好吃鱼冻，更有“留余”的寓意。

小时候在冬季最馋的一道食物就是
鱼冻了。除夕一大早，母亲便在灶台边忙
碌，其中必做的一道菜就是红烧鱼。起锅
时，鱼香四溢，馋得我们兄妹几人直流口

水。可母亲不让我们吃鱼，说要等到谢年
祭祖后再分给我们。不过母亲特意在锅
里剩下一点鱼汤，让我们先过过“鱼瘾”。
好不容易等到吃年夜饭，母亲用刀小心翼
翼地在鱼身中间切下几片鱼肉，给每个孩
子尝一小片。母亲说，这碗鱼不准动了，要
留给来拜年的客人吃。客人来了一批批，
这碗鱼也一次次凝结成鱼冻。等到母亲终
于同意全部给我们吃，鱼冻还剩下一大
半。这时的我们欢呼雀跃，一人挖一大勺
鱼冻放进自己的碗里,美美地吃了起来。

说来也怪，这冷冻了的鱼，有了鲜鱼
不曾有的浓郁、咸鲜、嫩滑之滋味，风味
更加独特适口，一口鱼冻就一口饭，说不
出的美味。冰冰凉凉的鱼冻，在舌头上打
了个滚儿慢慢融化，鲜美一点点荡漾开
来，形成涟漪。慢慢咽下一小口，口腔里
掀起幸福的涌浪，一路凉丝丝地伴随着
温润滑落到胃里，津津有味感觉超好。因
为伴随鱼冻的，还有热腾腾的白米饭，寒
冬就变得温暖起来。

这是有“年味”的鱼冻。

癸卯兔年春节贺岁片，莫过于电影
《满江红》红满天了。在义乌，提到岳飞，
不得不让人想起另一位与其齐名的人物
——宗泽。他是抗金中涌现出来的杰出
政治家、军事家，岳飞的伯乐与恩师。著
名爱国诗人陆游相继写到“公卿有党排
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剧盗曾从宗父
命，遗民犹望岳家军”，都将宗泽与岳飞
作为自己的精神榜样。

义乌鱼冻，传说就是宗泽母亲发明
的，因此人们也称“宗泽鱼冻”。它凝结着
小时候的苦难岁月，就像时间凝结在鱼
冻里，便产生了这道佳肴。

这些极平常的小吃，陪伴过我们的
成长岁月，见证了一代人的艰难生活，直
到今天亦然让我们去思考、去回味。其
实，有时怀念曾经吃过的食物，并不是说
它有多营养多健康，或许只是一份回忆
罢了。鱼冻，就是一道凝结记忆于胶原蛋
白里的美食。

如果有人和你说，不要吃隔夜菜，没
营养，又不好吃。你可以这样说“那是你

没吃过鱼冻”。
千滚豆腐万滚鱼。鱼在炖煮时，一种

叫做生胶质的蛋白质溶解于水，温度降低
后，凝结成冻。炖煮的时间越长，鱼肉中的
蛋白质会进一步与水反应，生成各种氨基
酸，鲜味自然生成，鱼冻美味的奥秘正在
于此。

鱼冻，凝结生活的胶原蛋白，就像人生
活在希望里，成就了这道别样味道。

鱼冻的做法很简单，小时候大人也没
有刻意做，只是把中午吃不完的鱼汤放进
橱柜里。等待一晚，这碗鱼经历演变鱼冻的
过程，一觉醒来，窗外的浓霜覆盖大地，雾
飘荡在树枝间，鱼汤把鱼肉裹紧了，在孤寂
和寒冷中一点点练就，大自然的寒霜和冷
气成就了美味的鱼冻。

如今，鱼冻多是特意制作的，并且还特
别讲究。酒店里多选肉质细嫩的活鲜草鱼、
大头鱼，用此做的鱼冻，鲜美又无腥气，黏
度适中，色泽晶润，是鱼冻中的佼佼者，已
成为餐桌上一道记忆美食，但却没有了儿
时鱼冻的年味了。

凝固岁月好味道

“昭苏万物春风里，更有笋尖出土
忙。”一声春雷、几场春雨后，地下沉寂
许久的笋抓住了最适宜自己生长的时
机，奋力顶破土壤，探出尖尖的小脑袋，
赶趟儿似的你争我抢噌噌向上，展示大
自然的勃勃生机。

春光灿烂，正是食笋的好时节，而
春笋也是最佳的天然绿色食品，脆嫩爽
口，清新淋漓，十分鲜美，自古以来深
受食客青睐。《诗经》中“其籁伊何，惟
笋及蒲”“加豆之实，笋菹鱼醢”，就是
描写竹笋的句子。相传，唐太宗李世民
颇爱食笋，每逢春笋上市，他总要召集
文武百官吃“笋宴”。由于当时长安不
产竹笋，鲜笋必须由快马从南方运来，
竹笋运到长安虽然身价百倍，但仍然
供不应求。诗人李商隐就有“嫩箨香苞
初出林，於陵论价重如金”的描述，是
当时盛况的真实写照。唐太宗不仅爱
吃，还爱用笋象征国运昌盛，喜欢用笋
寓意大唐盛世，天下人才辈出，犹如雨
后春笋、生机勃勃。

历代文人墨客毫不吝啬对笋的赞
美，杜甫诗句“青青竹笋迎船出,日日江
鱼入馔来”，把嫩笋与鲜鱼完美结合。清

代李渔是这么评说笋的：“此蔬食中第
一品也，肥羊嫩豕，何足比肩！”连肥羊
乳猪都无法和它相比。“扬州八怪”之一
的郑板桥有诗云：“江南鲜笋趁鲥鱼,烂
煮春风三月初。”说是趁着鱼中最美的

鲥鱼上市之时,赶快和着春笋一起烹
食。言下之意,过了这个时候,可吃不到
这至鲜至美的春笋了。近代画家吴昌硕
的那句“客中虽有八珍尝，哪及农家野
笋香”，更是将食笋推至极致。而唐代大
诗人白居易不仅爱吃笋，还在《食笋》中
详细描述了他的吃法：“置之炊甑中，与
饭同时熟。紫箨坼故锦，素肌掰新玉。每
日遂加餐，经时不思肉……”想来这是
他的拿手绝活。

现代人对春笋的食法很多，炒、烧、
煮、煨、炖等皆可成佳肴。而竹笋烧肉是
一道最简单的家常菜，乃南方春季餐桌
上的常客。春笋以其肉质甘甜、脆爽而
成为菜王，这样美味的笋，不需要过多
东西陪衬，也不用高超精细的厨艺。将
春笋去壳切成块用水洗净，和切好的五
花肉一起下锅，放入调料，用慢火焖一
个小时即可。肉味全浸入竹笋中，吃笋
的时候又不觉猪肉的油腻感，只感到笋
嫩味鲜。难怪苏东坡做这道菜时悠然吟
诗：“无竹令人俗，无肉使人瘦，不俗又
不瘦，竹笋焖猪肉。”大俗配大雅，居然
如此美味，真是天作之合。而江南特色
菜肴“腌笃鲜”，更是将春笋的鲜味发挥

得淋漓尽致。“腌”是肉质紧实、肥瘦相间
的带皮咸肉，“鲜”是鲜五花或者小排骨，
在里面放入滚刀块的鲜嫩春笋，还可配上
百叶结，小火慢炖，撒些葱花……一锅春
鲜就活色生香地展露在你面前，汤汁浓
稠，鲜香的味道连绵不绝直冲脑门，让人
欲罢不能。

当然，同一个笋，也会因为各部位鲜
嫩程度不同而各有做法：嫩笋头可制成时
令凉拌菜，如香干嫩笋拌马兰头就是一道
精致的风味小吃；也可做成肉丸、馅心的
配料，美味的笋丁鲜肉包就是以此为原
料。中部以下可以切成笋片，或炒或烧都
香脆可口。根部则可以红烧、烹汤。其实，
春笋除了和肉绝配外，也是“百搭食材”。
普通的一锅汤里加入一些笋片，味道就会
立刻丰富起来，汤中那一份淡淡的清香和
浓浓的鲜味，让人瞬间感到春的鲜活气息
在唇齿间弥漫开来。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虽然远离家乡多年，但笋的清香、质朴、鲜
美，宛如思乡的情怀，愈发变得醇厚悠扬。
春天又到了，乡下青青的竹林里再次变得
热闹起来，破土、拔节声依旧在岁月深处
回响，久久不绝。

好竹觉笋香

春天是一个充满动感的季节，雷声、
雨声、鸟鸣声，交织成一个丰富多彩的美
妙世界。

“春雷响，万物生。”每当春雷响起，
春神就来到人间，眨眼间，桃花红了，菜
花黄了，柳叶绿了，黄鹂叫了，大地呈现
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小时候，最怕打雷。母亲说，打雷是
自然现象，春雷惊百虫，雷雨肥庄稼。雷
电使空气中臭氧增多，促进植物生长，
同时会带来降雨，提高土壤墒情，不仅
有利于作物春播，更有利于作物发芽，

提高出苗率。
紧随春雷而来的，便是春雨。每遇春

雨拂面，就会想起秦观《春日》：“一夕轻
雷落万丝，霁光浮瓦碧参差。有情芍药含
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雨后庭院，晨雾
薄笼，碧瓦晶莹，春光明媚；芍药带雨含
泪，脉脉含情，蔷薇静卧枝蔓，娇艳妩媚。
诗人捕捉到春雨“万丝”的特征，把镜头
的焦点对准庭院一角，摄下一幅雷雨之
后、晴春晓日的精巧画面。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
入夜，润物细无声。”杜甫《春夜喜雨》，更

是千古绝唱。潇潇春雨，使干枯的树木枝
条，换上一层淡绿的色彩，雨水顺着树尖
滴下，变成一串串水灵灵的音符。

俗话说：“春雨贵如油。”一场严冬过
后，庄稼多么盼望春雨。此时的春雨，像
滴滴甘露，滋润着大地。蒙蒙细雨，那“沙
沙沙，沙沙沙”的声音，像种子发出新芽，
如小草抽出嫩叶，又似竹笋冲出地面。

我轻轻推开门，走到院子里。“叽叽
喳喳、叽叽喳喳”，每天清晨，鸟儿们就会
准时开起演唱会。

早春时节，惠风拂柳，柔嫩的枝条在

微风中摇啊摇，随风飘动。小鸟也飞上枝
头，叽叽喳喳地欢叫。

触景生情，我又想起孟浩然《春晓》：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
花落知多少。”诗人抓住春天早晨刚刚醒
来时的一瞬间，展开联想，描绘了一幅生
机勃勃的绚丽图景。读之，如饮醇醪，不
觉自醉。

春天的声音，真是一首美妙的田野交
响曲。轰隆隆的春雷，沙沙沙的春雨，叽喳
喳的鸟鸣，带来春天的万千气象，一切美
好，都在悄然而至。

春天的声音

繁
花
似
锦

娟
子

摄

◆心香一瓣 崔道斌

◆笔走万象 徐 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