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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水

春日融融，木窗闲读，定格唐代李
玉群的七绝：“倚棹汀洲沙日晚，江鲜野
菜桃花饭。长歌一曲烟霭深，归去沧江
绿波远。”桃花饭，槐花饼，旧时岁月，田
园风情，陌上花事，坊间花馔，润泽光
阴。杏花春雨，牵牛暮归，令人内心丰
盈而柔软。

徜徉阡陌，斜倚菜花，采撷春光，有
清雅古意。陌上赏花，花事纷繁，或浓
或淡，或雅或俗。南山在望，乡下日子
绵软悠长。

翻阅典籍，《山家清供》记载多种花
肴，有檐卜煎、菊苗煎、芙蓉羹……玫瑰
可制蜜饯，樱花、紫藤能作糕点，面拖玉
兰享誉中外，哪怕是国色牡丹皆可
食。

明代
张 岱 写
《 范 与
兰》，兰花
谢时觉弃
之可惜，
因曰：“有
面可煎，有蜜可浸，有火可焙，奈何不食
之也？”宋人林洪喜白米煮粥，捏几撮梅
英入内，而成梅粥。

乡间花馔，巧妇烹制，皓腕凝雪，月
色清远，寻常日子便旖旎生动起来。

掐一把油菜花苞，又呼菜薹。洗净
切断，放蒜片、葱花、干辣椒爆香，加入
菜花嫩芽翻炒片刻，起锅。爆炒菜薹，
咸香辣鲜，菜蔬香里渗出水果香，实是
嫩滑爽口，不忍卒筷。

母亲擅做槐花饼。把槐花揉进面
粉里，搅拌均匀，加点糖精，在铁锅里
摊，或摊在箅子上蒸。出锅槐花饼，柔
若玉脂，清香扑鼻。槐花饼可切成菱
形，拌青菜薹同炒，黄绿相间，色调明
快，味蕾立陷鲜美沼泽中。

槐花爆炒韭菜，青白相衬，就像踏
青时瞥见苇滩上的几点新绿。槐花炖
草鸡蛋，味道鲜美。令人感到尘世渐
远，岁月静好。

桃花泡茶，花瓣起舞，娇艳的颜色
渐渐融入水中，喝起来有淡淡的香甜。
茉莉花可泡茶，母亲把它做成茉莉花炒
蛋，清香四溢。令人想起《红楼梦》中

“迎春又独在花阴下，拿着花针儿穿茉
莉花。”

玫瑰花可制作玫瑰酱，是食粥的绝
佳佐料。杏花酱中，瓣瓣杏花宛然可
见。那种薄俏和肉粉，叫人怜惜。佐酒
浅咂，任阳光绵软轻抚，看岁月兀自流
淌。

院中桐花落，一地春愁，撷拾作馅
包饺子。沸水里的桐花饺，沉浮起落，
粉绿透明，一股仙气袅娜升腾。咬之，
露出了春日美食的斑斓色彩。

栀子花“和稀面拖油煎之”，品咂起
来顿生“清和之风”。尝之，似有小园香
径独徘徊的意味。难怪杜甫诗云：“于
身色有用，与道气相和。”

玉兰花瓣肥厚硕大，将花瓣洗净，
拖面油煎，
香甜可口，
谓之酥炸玉
兰。木槿花
煮豆腐，味
道 鲜 美 。
将 花 朵 调

入稀面粉和葱花，入锅油煎，食之也
松脆可口。藤萝花以糖浸渍后可制
饼，饼色暖红，芬芳清洌。北方的

“藤萝饼”，令梁实秋老来常怀莼鲈之
思。

南瓜花和面炸好后，盛在白瓷盘
里，犹抱琵琶半遮面，让人心生爱怜。
吃南瓜头时大快朵颐，吃南瓜花，感觉
花蒂有股甜味儿。

也有其他食法，《影梅庵忆语》中说
董小宛“酿饴为露，和以盐梅。凡有色
香花蕊，皆于初放时采渍之，经年香味
颜色不变，红鲜如摘。” 何其风雅。

春日黄昏，粉墙掩映，邀得二三好
友，搛嚼醇香柔润的藜蒿，品咂清新爽
口的茉莉花茶，掰食晶莹槐花饼，把酒
话桑麻，咀嚼乡愁，尘世渐远。屋外烟
雨梨花，杨柳堆烟，恍入吴冠中的江南
水墨。

“百花影姗姗，芬芳入餐盘”。花馔
色味融合，有归隐山林的高雅意趣。品
尝春日花馔，咀嚼乡愁，抵达平和。花
馔入口，花香侵袭，寻常日子清浅芬芳，
清欢入怀。

□宫凤华

花 馔 清 欢

淮南王刘安在无意中发明了豆腐
后，可能压根没有想到还顺带衍生出了
干子。因为它与豆腐同根共源，有的地
方称干子为豆腐干或豆腐干子。但
是，更多的地方就直接叫干子。

干子因为种类多且价廉物美，适
合普罗大众食用。走在闹市去，经常
会看到年轻靓丽的女孩子，手中举着
一串抹着红辣椒糊的油炸臭干子，一
边咬着，一边开心地嚷嚷着，一点看不
到淑女的味道，但是，那种率真让人喜
欢。

在咱们国家，只要是有人居住的
地方，就会有做干子豆腐的营生。在
我们家乡黄雒那个小镇上，方姓人家
是祖上传下来做干子豆腐的，传统的
工艺，独特的制作。他们家制作的干
子有白干子、香干子和臭干子三种，白
干子是用黄豆浆加卤水直接挤压出来
的，因为压的坚实和均匀，口感细腻清
爽。香干子和臭干子，则需要将白干
子用不同的配料浸泡，比如香干子，方
家用自家制作的酱汤来浸泡，味道比
市面上卖的酱油干子自然好吃得多。
臭干子则是用荠菜、芝麻杆和叶等作
为臭料，泡出的干子既臭又有一股清
香，吃到嘴里味道鲜香，回味无穷，让
你越吃越想吃。香干子和臭干子浸泡
的时间也有很大讲究，泡的时间短了
味道淡，泡的时间长了味道过浓，显不
出亦香亦臭的独特鲜美味道。过去，
每次回乡我都要买上一些香干子和臭
干子带回来，除了自己吃还送给朋友，
大家都夸传统的手艺就是好。现在，
小镇因为衰落，来镇上的人少了，方家
的后人生意很难做，制作出的干子也
差了些。

我们那个小镇历史可以追溯到宋
朝，过去，水路非常发达，上通巢湖，下
接芜湖长江，内连无为县城，商贾云
集，早点和餐饮业特别兴旺，喝早茶是
小镇人的习惯，到了早点馆，有头有脸
的人都要点一道鸡丝拌干子，这是一
道做工非常讲究的菜：将老母鸡用瓦
罐煨烂，取鸡汤将白干子浸入其中再
接着小火煨上三天，然后取出切丝，再
与鸡丝拌合，配以少量芫荽，浇上香
醋、麻油，其味不用说也能感觉得到鲜
美之至。

我们小镇上还有一种卤干子，味
道也绝佳。无为是卤鸭之乡，无为人
称卤鸭为“板鸭子”。将白干子放卤鸭
汤里卤一卤，白干子便超凡脱俗了，价
钱便宜，素菜变成了荤菜的味道，老少
咸宜，男女都爱。现在很多地方都有
卤干子卖，味道固然也不错，可是我的
味觉告诉我，都比不上我们老家的卤
干子味道。

同样是干子，做法不同，品质也会
不同，有好几年，在菜市场很难吃到较
好的干子，所谓酱油干子寡淡无味，一
股人工勾兑酱油的味精味道；香干子
一点不香，如同嚼蜡一般；臭干子一闻
就知是用化学原料弄出来的，既没有
看相，又闻起来令人作呕。弄得只能
吃白干子，可是那白干子也粗糙得很，
还不如吃豆腐渣来得实在。这几年好
了些，一些传统的做法又逐渐恢复
了。最近，居家的菜市场有一家“淮南
八公山正宗干子豆腐店”开业了，生意
很好，我见有我一看就喜欢的臭干子
和香干子，还有如玉脂一般的豆腐，便
买了一些，果然味道很地道。听店主
口音，和我差不多，攀谈间知他是马鞍
山那边人，算是半个老乡，便直言道

“你这干子豆腐味道很传统，就是我们
老家那边的口味，大家又喜欢，何必要
说是淮南八公山的呢？”店主也不瞒
我，无奈地道：“你说的一点没错，我家
这干子豆腐都是祖传下来的手艺，可
我如果说是马鞍山干子豆腐，只怕人
家不愿意买，我只能借它的招牌。”做
小本生意的人，也有自己的无奈之举。

我的好友老赵，是一位物业公司
老总，最近爱上了品茶，还特地买了一
套茶具，那一天，邀我品茶，那茶是别
人送他的上品大红袍，味道确实不
错。我说，再弄点臭干子或香干子，配
上点花生米，品茶就更有味道。朋友
哈哈大笑，说我“老土”。而过了些时
日，朋友又邀我品茶时，果然弄了香干
子、臭干子和花生米，并对我说：“还别
说，这土味还真的有些味道。”

其实，“土”与“雅”也就在寸心之
间。有时候土便是雅，而有的时候，雅
亦就成了土。作为普通平民，我倒不在
乎这些，只要让自己觉着有趣有味就
好。

□杨勤华

干 子

小时候，祖母家的院子里有两棵梨
树。春风如同清亮的笛声，悠悠地响
起，梨花便开了满树。“梨花千树雪，杨
叶万条烟。”洁白的梨花一开，梨树便成
了一树雪。院子里的梨树只有两棵，虽
然不曾有“千树雪”那般壮观，却也是我
印象中别有韵致的风景。

祖母最喜欢梨树，喜欢梨花的洁
白，喜欢梨子的清甜。有人对祖母说，
院子里种梨树恐怕不好，因为“梨”的谐
音是“离”。她却以为，“梨”的谐音是

“利”，意思就是大吉大利，梨树是吉利
之树，就像梧桐树一样，能引得凤凰来，
梨树也能引来吉祥鸟登上枝头。祖母
一向不盲从，对生活有自己的主张和追
求。而且梨花实在是最美的春花，它不
像桃花那样轻狂，也不像杏花那样妖
媚。梨花有庄重高洁之美，在春天的万

紫千红中绝尘而出，摒弃了媚俗之态，
开成一道优雅淡然的风景。

清风似羽，阳光如酥，春日的小院弥
漫着宁静祥和的气氛。梨花开得正盛，花
瓣胜雪，时节正好。微风过处，不时有花瓣
飘然而下，撒落一地洁白。祖母在院子里
做着针线活，我和妹妹在梨树下捡花瓣。
我捏着手中的落花，惋惜地说，这花怎么落
了呢？洁白的花瓣还正新鲜，水分十足，完
全没有萎靡之态，可为什么却突然离枝？
祖母笑着说，花开花落，没什么大不了的。

后来我想到祖母的这句话，觉得颇
有些禅意。是啊，花开花落本就是最自
然的事，且随它去吧！“梨花淡白柳深
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
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一树梨花，能够
让人把这纷杂人世和起伏人生看得清
楚，一切都可以看淡看轻。

到了晚上，那两棵花开正当时的梨
树就更显得迷人了。“梨花院落溶溶
月”，皎洁的月光一泻千里，给整个小院
笼罩了一层神秘而朦胧的面纱。院子
里浮动着淡淡的梨花香，一阵风来，香
味格外明显。月影下，花枝摇曳，花影
荡漾，像梦境一般让人陶醉。春日的夜
色还有些许凉意，更显出梨花孤绝而傲
然的风姿。风儿轻轻，月色溶溶，梨花
淡淡，我们姐妹围着祖母，听她讲月亮
和星星的故事。祖母的故事中，有花有
树，有月有星，跟眼前的景色那么契
合。时光好像静止了一样，是“从前慢”
的节奏。满树梨花，在水一样流淌的月
色里，散发着某种遥远而神秘的味道，
仿佛有仙乐飘来，让人神往。“一树梨花
一溪月，不知今夜属何人。”小院中虽然
没有水中月影，但依旧是属于我们的良

辰美景。
梨花院落溶溶月，那样的春日片

段，一直是我记忆中一幅温馨的剪影。
梨花悄然飘落，季节慢慢轮回。待

到春去秋来，梨子成熟，祖母会摘下梨
子给我们尝鲜。花开花谢，岁岁年年，
那两棵梨树陪伴着我们慢慢长大。祖
母的梨花院落，给我们留下了数不清的
记忆。正如祖母期待的那样，梨树给我
们带来“大吉大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
好。后来我们去外面上学，像鸟儿一样
飞离了祖母的小院。

岁月倥偬，人世沧桑。多年后，祖
母早已离开我们去了另一个世界，小院
也被叔叔完全改变了面貌，两棵梨树也
没了踪影。但是那些与祖母相伴在梨
花院落的时光永不老去，她留给我们的
品格永远都在！

□马亚伟

梨花院落溶溶月

颐和园位于北京市西北部的海淀
区，原为清代的行宫花园，始建于乾隆
十五年（1750 年），乾隆二十九年
（1764年）建成，园内总面积为290公
顷，是世界上最广阔的皇家园林之一。

有人说，凡到北京旅游的人都得
到颐和园去游览，这才叫不虚此行。
我每次去北京都要去颐和园逛逛。我
第一次去颐和园是1987年参加中央
党校举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讲习班学
习时去的。今年农历正月初八，我与
家人再次前往颐和园游玩，这已是我
第四次游览颐和园了，每一次对它都
会有新的认识。

颐和园有四个宫门，即东宫门、西
宫门、北宫门和新建宫门。东宫门是
颐和园的正门，喻示着至高无上的皇
权。门的两边有一对铜狮，东宫门正
中设三个门洞，中门叫御路门，据说为

慈禧太后和皇
帝、皇后进出专
用；两旁门洞供
王公大臣出入。
东宫门上方悬挂
着一块光绪帝御
笔写的“颐和园”

三个字的九龙镏金大匾。我们扫健康
码后进入园中，朝主要景点走去。首
先参观游览了以仁寿殿为心中的清朝
末年慈禧和光绪从事内政、外交的政
治活动区域，以及以乐寿堂、玉澜堂为
中心的生活区域。接着来到颐和园的
长廊参观。导游介绍，此长廊始建于清
代乾隆十五年（1750 年），咸丰十年
（19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后于光绪十
三年（1887年）重新建造。长廊东从邀
月门，西至石丈亭，中间穿过排云门，两
侧对称点缀着留佳、寄澜、秋水、清遥四
座重檐八角攒尘亭。长廊全长728米，
共273间，有548根柱子。长廊上方有
许多彩画故事，如：伯乐相马、三借芭蕉
扇、携民渡江、画龙点睛、刮骨疗毒、米
芾拜石等。每幅彩画都栩栩如生、活龙
活现，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拍照。

颐和园中的昆明湖，平铺在万泰
山南麓，约占全园面积四分之三。据
史料记载，昆明湖有多种称谓：大泊
湖、西湖、金海、瓮山泊等。据《清高宗
实录》载，乾隆十五年（1750年）三月十
三日，乾隆赐名“昆明湖”，其主旨是修
一座利民的水利设施。我们来到昆明
湖边，只见湖水平如镜，水面还有些许

未化的薄冰。我不禁想起“莫道昆明
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两句诗，这
是毛泽东同志和柳亚子诗中的两句。
导游说，昆明湖分东湖、西北湖和西南
湖，建国初期湖水总面积为204.9万平
方米，东湖面积最大为125.8 万平方
米。湖中有南湖岛、藻鉴岛、治镜阁
岛、石舫、十七孔桥。我们来到湖北
侧，水面停泊着石舫，远看像一艘游
轮，说是颐和园著名的水上珍品。石
舫又称清晏舫，全长63米，船体全部
用巨石雕凿而成，始建于清乾隆二十
年（1755年），原来石舫的上方是一种
中式风格的木制结构，1860年石舫的
上方被英法联军烧毁。

多次参观颐和园，不禁让我感慨，
颐和园不仅集传统造园艺术之大成，
容纳了不同地区的园林风格，借景周围
的山水环境，不仅饱含着中国皇家园林
的恢弘富丽气势，而且充满自然之趣，
高度体现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造
园准则，是东方文化建筑的瑰宝。英国
前首相希思也曾多次参观颐和园，1987
年在一次宴会上，这位政治家、艺术家，
向中外宾客高声述说：“人们都说天堂
美，从古到今，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人写
出关于天堂的传说和文学作品，有天堂
的歌声，天堂的笑容，天堂的幻想等
等。但是，谁也没有见过天堂是什么样
子，今天我们来到颐和园，这里就是人
们向往的天堂，是人间天堂。”

□徐成果

颐和园的情结

2020 年
11月21日，由
安徽日报报业
集团、中共合
肥 市 委 宣 传
部、中共肥东
县 委 联 合 主
办、新安晚报
社，中共肥东
县委宣传部承
办的“我从包
公 家 乡 来 ”
2020 大 型 融
媒体采访活动
结束了首站河
南商丘之行。
探 寻 包 公 足
迹，弘扬包公
文化，让包公
文化在新时代
焕 发 新 的 光
彩。这是合肥
人，也是我们
安徽人彰显文
化 自 信 的 壮
举，更是运用
文化软实力提
升廉政教育的
警示作用并扩
大合肥乃至安徽知名度的得力举措。

包拯（999-1062），字希仁，北宋
庐州（今安徽合肥）人。天圣进士。仁
宗时任监察御史，后任天章阁待制、龙
图阁直学士。官至枢密副使。一生为
官刚正，廉洁为民，执法严峻，不苟私
情，成为古代清官的典型。其事迹与
声誉长期流传民间，演绎出许多动人
的故事与传说，元代就有杂剧《陈州粜
米》，当代戏曲、电影、电视连续剧和书
刊不胜枚举，包青天的形象家喻户晓，
深入人心，在国内外形成了影响深远
的“包公文化”。

就是这样一位勤政、廉政和亲民、
爱民的清官、忠臣，在北宋至和二年
（1055年）十二月，因保荐官员失察获
罪，贬官兵部员外郎，继贬任池州知
府。赴任后，得知池州府管辖的铜陵
县贵上耆（今铜陵市义安区钟鸣镇）有
一位博学多才，隐居山野的乡贤陈翥，
毅然舍弃仕途，从天圣三年（1025年）
起，“宪府尝举”，屡辞不就，乐于躬耕
垄亩，闭门读书治学，撰有天文、地理、
儒、释、农、医、卜算之书 26部、182
卷，并纂修《陈氏家谱》；直至皇祐二年
（1050年），陈翥已是68岁的高龄老
人，宋仁宗赵祯诏赐“金帛冠带，以荣
终身”，仍旧甘为布衣，安贫乐道，种植
泡桐，研究泡桐，理论联系实际，虚心
向农友求教，终于在皇祐三年（1051
年）写成我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林业
科学技术专著《桐谱》，成为”里人称
德，府县知贤“的学者。包拯权衡“利
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不
顾个人安危与得失，竟又两次举荐陈
翥为官，终因陈翥不就，遂抒怀赠诗两
首。

其一：《题陈公学堂》
奉敕江东历五松，
义安高节仰陈公。
赤心特为开贤路，
丹诏难回不仕风。
乐守齑盐忘鬓白，
笑谈金帛近尘红。
无拘无束清闲客，
赢得芳声处处同。
其二：《陈公学堂诗》
不听天子宣，幽居碧涧前。
钟鸣花寺近，肱枕石狮眠。
禅有远公偈，辞能靖节篇。
一竿堪系鼎，千古见心传。
诗见《五松陈氏宗谱·陈公学堂

诗》,意为包拯礼贤下士，惺惺相惜，仰
慕高贤，未能如愿。包公毕竟是历史
上千古清官，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偶像，
能为我们铜陵留下一段历史佳话，堪
称难得的幸事。愿以此化作“包公文
化”深邃海洋中的几滴水，折射朝霞的
绚丽，烘托彩虹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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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
年，为弘扬党史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一个阳光明媚、鲜花灿烂的春日，我慕
名来到了铜陵市义安区爱国主义革命
教育基地——钱湾村，追寻钱湾那段
让人记忆难忘红色历史。

钱湾原名钱家湾，位于西联乡西
北部，这里是铜陵境内第一个党组织
的诞生地。20多年前，钱家湾即作为
革命遗址所在地，被载入铜陵文史资
料《铜都风光名胜》。我从西联大埂走
进钱湾,如同走进花的海洋，桃花、杏
花、梨花等次第开放，最激动人心是四
周田野一派黄灿灿的油菜花 ，黄的那
么炙热，那么纯粹，那么自然。“钱湾”有
着江南水乡厚重的历史，有财富汇集的
寓意。沐浴着和风暖阳，钱湾村静谧而
祥和，村里保存完好土墙已变成古色古
香的“红色”文化墙，一排排高大树木像
哨兵一样昂然挺立，乡村路旁整齐地排
列着一盏盏路灯，村民们的房屋多为两
层以上楼房，造型或古朴，或洋气。钱

湾村四面环水，池塘的平静与渠水的流
动，展现了一派水乡秀色，河沟边长满
高大的树木，正是这些茂盛的古树，给
钱湾村增添了一分自然古韵。但最吸
引人不是钱湾水乡的风光，而是钱湾载
入历史的铜陵特支纪念馆，粉墙黛瓦、
清波碧水相映成趣，增添了钱湾村可亲
可近的人文魅力。

钱湾村以“红色记忆·魅力钱湾”
为主题，着力展现厚重的红色革命历
史，使更多的年青人在这里接受党史
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走进钱湾，如
同走进红色历史，一幅幅历史画卷，一
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历史文物，将革
命斗争的历史栩栩如生地再现在人们
面前。沿着村子的主干道一路向东，
就到了钱湾村的中共铜陵特别支部纪
念馆，馆内再现了革命先辈英勇奋斗、
无私奉献的光荣历史。每年清明、七
一、国庆，都有许多党员干部、青年学
生慕名前来接受党史教育和革命传统
教育。上世纪1930年11月，原中央红

军第一军独立二师副师长兼参谋长凌
霄受命来铜建党，凌霄在章啸衡家中
秘密召开全体党员会议，宣告铜陵特
支正式建立，这犹如茫茫黑夜中的一
盏明灯，照亮了铜陵的山山水水。从
此以后，铜陵党组织历经曲折不断发
展壮大，农民运动此起彼伏，一浪高过
一浪，书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革命动
人故事。2000年，钱家湾作为革命遗
址所在地，成为了义安区爱国主义革
命教育重要基地。

春日的钱湾村，村庄绿树成排，鲜
花灿烂，碧水环绕，掩映着一栋栋雅致
的农家小楼，漫步在平坦的水泥路上，
看到老百姓脸上舒心的笑，一股清新
的美丽乡村之风扑面而来……参观
中共铜陵特别支部纪念馆，再次聆
听发生在铜陵革命先辈英勇奋斗、
无私奉献的革命故事，重温了那段
光荣红色历史，心灵受到深刻震
荡，灵魂受到洗礼，让我们记住老
一 辈 无 产 阶 级
革命家抛头颅、
洒 热 血 的 丰 功
伟绩，珍惜今天
来之不易的美好
生活。

□陈之昌

春日踏行钱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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