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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大通镇，是长江中下游著名
的水上明珠、皖南古镇。

从当初地藏王金乔觉去九华山
路歇大通神奇山，并领众僧始建九华
头天门——大通大士阁起，大通至今
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如今，镇东的长龙山仍然葱葱
青翠，镇中的鹊江仍然潺潺不息，镇
北的钟楼仍然巍巍耸立，那些老街
和平静幽深的古巷，仍然是大通人
劳作收获、休养生息的安宁乐园，也
是四方游人流连观赏、感受历史岁
月变迁的所在。

每次来到大通，漫步在这个古老
的街巷中，总会闻到糖醋姜的醇香。
这种醇香似乎从大通的每一个家庭
里飘出，然后涌到街巷、弄堂，就像涓
涓小溪汇成河流，使走进大通的人会
产生优游在独特氛围的感觉。古老
的小巷里，氤氲和流荡着大通人的生
活气息。这种醇厚而绵长的气息，不
仅可以让人品味到这里独有的一种
生活情调，也能够使人感受到生活本
身具有超越漫长岁月的力量。

在千年的岁月中，大通人的许多
习惯都因时代、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但对腌制白姜，尤其是制作糖醋姜却
一直情有独钟，制作糖醋姜一直伴随
着他们的日常生活，更在家家户户的
重要日子里出现。来贵客的人家，端
出一碟“迎客糖醋姜”是必备的，就连
亲朋好友平时串门，也要以姜相待，
品着醇香可口的糖醋姜，谈论着有滋
有味的日子，展望着未来美好的人
生，谁的心里不会涌起生活的暖意
呢。哪一家要是办喜事或喜得贵子，
当然就更要准备以糖醋姜敬礼来宾
了（有时也包括糖冰姜、酱生姜），像
什么“三朝糖醋姜”、“中秋糖醋姜”、

“新人糖醋姜”、“满月糖醋姜”，在一
个月里，主人家随时都有糖醋姜待
客，不分亲疏远近，让每一位进门的
客人都能品尝自己精心制作的糖醋
姜，分享自己生活中的喜悦。在大通
人的年俗里，正月初一这一天，大家
都不走亲访友互相拜年，总是一家人
在一种轻松平静中度过，甚至饮酒的
事情都可以不谈，而品糖醋姜是少不
了的。全家老小，品着刚开瓶的糖醋
姜，听着外面此起彼伏的爆竹声，悠
悠地谈论着过去的岁月，憧憬着新的
一年，那糖醋姜的香味自然会越发醇
厚，越加绵长。

大通的糖醋姜，是很有些讲究
的。一般而言，精盐、白糖、香醋、水
（龙井或鹊江水），是不可少的原料，具
体制作时，工艺较复杂：用清水浸泡，
刮皮，用清水漂白，稍许加盐腌制一小
时，晾晒3个小时，冷却后切片或打损
装进玻璃瓶或瓷罐，加满凉开水，按规
定比例加入盐、糖、醋，香料封口，每天
将瓶摇晃一次，一个星期后入味可食，
就成了香味醇厚的糖醋姜。

大通人腌制糖醋姜不是什么时候
都可以的，一年当中，只有在中秋节或
后一个月内腌制极佳。那时的姜刚上
市，姜皮为白略呈黄色，姜块成佛手状，
姜指饱满，色白鲜嫩汁多，味辣而不呛
口，块大皮薄，嫩脆渣少，姜味浓郁。这
时的姜，不仅入口清爽，味美，就是滞留
在齿缝三日仍不变味。更令人喜食的
是，大通糖醋姜具有养生健体之功效，
民谣有“一片生姜，胜过丹方”，“一杯姜
汤，老少健康”之说。常年食姜，自然少
不了暖身补气、生津解渴、祛暑驱寒和
提神消乏的作用，且大有畅脾和胃、润
肺养颜的保健效果，以及借姜传达思
想，情感的功用，自然也是大通糖醋姜

的久远生命力所在。
现在大通“大

院”牌糖醋姜，已被
安徽省评为名特产
品，进军大上海，畅
销全中国。

□何 竞

大通糖醋姜

孙女从宣城打来的电话，说了好想
我，就问什么时候过去陪她玩。上回去，
因为“贪得无厌”的玩性没有得到满足，
临走的时候，孙女嘴巴噘的老高，说：“阿
公来了等于没来。”

这次去之前，我搜肠刮肚，想出一个
有益有智的游戏。小时候看过一部《阿
夏河的秘密》的电影，特务用药方传递情
报的桥段给了我启发，我便如此这般忙
活了半晚。

跨进女儿家门，孙女大叫着“阿公”
冲过来，从我怀里下来，又扑向阿婆。孙
女向阿婆炫耀她学围棋得到的奖品，这
档口我已布置完毕。不一会，孙女过来
拉着我的手说：“阿公，我们做个游戏
吧。”“好啊。今天阿公和你玩一个新游
戏。”孙女乐得直拍手，“什么新游戏？”。
我拿出一张纸，孙女不认识上面的字，我
念给她听：“这是一副药方，开了三味
药。半夏、夜交藤、莱菔子。你从上面看
出什么名堂了吗？”孙女看了半天，摇了
摇头。我提示道：“把前面三个字连起来
读一下。”“半—夜—来。”孙女猛然醒
悟。“对，这是特工人员传递情报的方
式。我们两人是一个特工组，叫‘一号特
工组’。我的代号是地瓜，你的代号是土
豆。接头暗号是‘天王盖地虎’，‘宝塔镇
河妖’。你记住了吗？”孙女背了两遍暗
号，“记住了。”“好。书架是我们情报交
换点。现在，你去取情报。”

“情报在哪？”“书架上有一本书摆得
特别，你找找。”一本红色封面的书籍斜插
在书架上，孙女抽出来，打开，书中间被我
挖空一块，里面塞着一张纸条。

“上面写的什么？”“这是一首赞宣
酒的诗：‘杯中酒，自醇香，盖华颜色琥珀
光。取之不竭细品尝，货比三家宣酒
强。’”孙女一下看出了答案：杯盖取货。

“情报在杯盖里。”孙女蹦跳着开始逐个
杯盖地翻看。“找到了。找到了。情报说
什么？”“上级指示……”“谁是上级？”“这

是组织纪律，不该问的绝不能问。你要
坚决执行。能做到吗？”孙女慎重地点了
点头。“上级指示：再过十几天，土豆就上
学了。为了自己能阅读情报，必须认真
学习。”随后，我们又玩了几次，孙女还要
继续玩，我说：“刚刚说的话，你忘记啦？
快去学习，这是组织对你的考验。”孙女
尽管有些不情愿，还是捧起了故事书。

第二天一大早，孙女揉着惺忪的眼睛
就嚷着今天有情报吗？说着抽出那本
书。“真有情报耶。”打开一看，是一张白
纸。我拿出一瓶碘酒，用棉球棒沾上碘酒，
涂在纸上，字迹慢慢出来了。孙女一双黑
葡萄瞪得溜圆。“这是出于保密的需要，我
用牛奶写了这份情报。”“情报”是一组拼
音，孙女正在学拼音，兴趣很大。孙女拼
音，我记录：速速洗漱，赶去吃饭。迎着阳
光，走向舞台。“阿公，这是什么意思啊？”

“先按照情报上的指示做。”孙女赶紧洗脸
刷牙，三下五除二吃了早餐。盯着“情报”，
孙女前看后看横看竖看都没看出完整的
意思。我提示道：“多开动脑筋。斜着看
啊。”“速去阳台！”孙女兴奋地叫了起来。

阳台上对了暗号，我握住她的手，激
动地说：“同志，终于找到组织了。”孙女也
是一脸的严肃，问：“上级有什么指示？”“这
是我们的接头地点，现在正式启动。下午
接受新情报。”在新“情报”的“诱惑”下，一
向我行我素的孙女变成乖乖女——看书、
带弟弟、做游戏都极有耐心。

下午的情报传递开始升级。我带来
一本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唐诗三
百首》，书按五言七言古风乐府等分为8

卷。我列出一组8个数据，每两位数字分
别代表卷数、页码、行数、第几字。 如“铜”
字的数据是 08100821，指第8卷、第10
页、第8行、第21个字。孙女有电话手表，
我一呼叫“土豆土豆，我是地瓜。”她便找纸
找笔，记下数字，再翻书找出对应的字来。
知道了这个方法，孙女欣喜万分，找字时，
却常常因为心急而出错。我说，特工人员
最大的特点是仔细、准确，错一个字都不
行。孙女缠着我一遍遍练习。

吃晚饭前，我通过电话向孙女报了
一组数据，她得到的“情报”是“速去接
头地点。”阳台上，我说：“这里人多眼
杂，晚饭后走路时再向你传达最新指
示。”孙女得令，二十分钟解决了晚餐。
家人很诧异：孙女向来是一边吃饭一边
看电视，慢不说，有时还要喂。推开饭
碗，孙女便拉住我的手。出了门，孙女
问：“什么最新指示？”我煞有介事地说：

“上级对你这两天的表现很满意，口头
嘉奖一次。希望土豆同志继续保持。”

“好。”孙女的高兴劲溢于言表。“不过”
我加重了语气，“上级同时指示我们：土
豆同志要熟练掌握这种情报传递方
式。对了，你小时候背的许多唐诗，都
忘记了吧？一要尽快恢复；二要让爸妈
多教你背一些诗歌。这样，你给我写

‘情报’就会快很多。这个任务，土豆能
完成吗？”“能。”瞧着孙女一本正经地作
出承诺，我心里乐开了花。

刚上回铜陵的中巴，手机就响了起
来，里面传来孙女的急切的呼叫：“地瓜
地瓜，我是土豆……”

□沈成武

“一号特工组” 多年来我一直有一种印象：中秋
节是属于夜晚的。中秋节正值秋收之
时，白天农人们忙着下地干活，晚上才
能闲下来过节。而节日一般都是带休
闲色彩的，只有闲下来才能真正享受
节日的美好。一半烟火一半清欢，生
活教我们懂得在烟火之后品尝清欢味
道。中秋夜便是繁忙罅隙的
那缕清欢之味，是匆促边缘的
那抹浪漫之色。

年年佳节，岁岁中秋。生
活中有那么多美好而令人向往
的日子，每到这些日子来临，我
们的脚步都变得舒缓浪漫起
来，笑容也变得温婉优雅起
来。中秋夜色美，人间好时
节。我总在想，全世界的华人，
一定会在中秋夜写一首集体抒
情诗，来表达自己的喜悦和祈
愿。“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
时。”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
落，中秋夜举头望月，心中一定
充盈着无限美好和浪漫。

谁的记忆中，没有珍藏着
一个浪漫的中秋夜？那样的
中秋夜，是属于故乡的，带给
我们一生挥之不去的惦念和
怀恋。那样的中秋夜，是我们
人生之初的醇美体验，带着原
汁原味的质朴和美好。那样
的中秋夜，让我们领悟了团圆
是多么美好的字眼，懂得了幸
福是多么简单的事。人生辗
转，世事起伏，几度秋来，月色
依旧。我们虽然远离了故乡，
但依旧牢牢记得中秋夜的味道。岁月
给记忆打了一层柔光，那样的中秋夜
更显美丽而浪漫。

秋日微凉，一切都是恰恰好的状
态。清风，月色，良辰，美景，佳节，浪
漫中秋夜汇聚了诸多美好元素，带给
我们最美好的体验。夜色缓缓铺展过
来的时候，整个世界便被浪漫的气氛
笼罩起来。月亮还没有升起来，清凉

的晚风早早就开始荡漾。院子里的弥
漫着花香，一阵阵往鼻孔里钻。白天
那些开得灿烂的花，香味并不明显，到
了晚上视觉被淡化，嗅觉和听觉便灵
敏起来，于是闻到了花香。花气袭人，
幽香弥漫，为中秋夜增添一份浪漫。
院子一角的山楂树和核桃树上结满了

果子，这些果树就像圣诞树一
般，颇有烘托气氛的作用。

母亲忙着准备中秋宴，中
秋宴在晚上进行才足够浪漫而
有味道。待到一轮圆月升起
来，月圆圆人也团圆，天上人间
一派和谐。就在我们不留神的
时候，月亮突然就升起来了，圆
圆的一轮，挂在树梢上。那么
明亮的中秋月，真的是像诗里
写的“白玉盘”和“瑶台镜”一
样。我们等着她慢慢地往上
爬，爬到我家的院落里。美好
的月夜如诗如歌，奏响了优美
的旋律。月亮渐渐把院子里照
得亮堂堂的，中秋宴开始了，一
家人的欢声笑语在夜色中飘荡
着。热热闹闹的中秋宴，演绎
着人间的团圆和幸福。同一时
刻，家家户户上演了相同的一
幕。月色朗朗，人间祥和。即
使有远在异乡不能回家的人，
也会默念一句：“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心中的牵挂和祝
福，让中秋月代为表达。

一家人围坐院中，赏月，
聊天，温馨浪漫。美好的背
景，最容易让人遐思飞扬。老

祖母给孩子们讲嫦娥奔月的故事，孩
子们听得入迷，仿佛觉得自己也可以
衣袂飘飘地飞到月亮之上。孩子们
的“浪漫细胞”被激发出来，开始背
诗，唱歌，跳舞，来表达心中的感
情。浪漫时刻，必定要歌之咏之、舞
之蹈之才能尽兴。

浪漫中秋夜，年年有今宵。生活
美好，人间繁华！

□
马
亚
伟

浪
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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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怒放，含情脉脉。金色的秋天，我们
的新城，不管走在哪里，迎面扑来的是一缕缕
馨香，轻轻一嗅，绕鼻萦怀。一株株桂花树，
碧绿的叶子茂盛发亮，一朵朵金色的小花嵌
在枝叶间，露出笑脸，一粒粒花瓣饱满含蓄，
精致优雅。路人走过，总要回眸，默默赞美。

清晨，站在阳台上，与楼下的一株
桂花对视，只见万道红霞润新城，照在
桂花树上，真乃粉中含绿，绿中吐金，微
风送来阵阵芳香，好不迷人！

桂花，自古被人们栽培，也常为文人墨
客作诗吟诵。唐宋以后，桂花已被广泛用
于庭园中栽培观赏。宋之问的《灵隐寺》诗
中有“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的著名诗
句，故后人亦称桂花为“天香”。李白在《咏
桂》诗中则有“安知南山桂，绿叶垂芳根。

清阴亦可托，何惜树君园”，表明诗人要植
桂园中，既可时时观赏，又可时时自勉。

桂花与月也有不解的情缘，中秋佳节，
人们对月抒怀，总少不了要写桂花。传说月
中有桂树，高五百丈。汉朝河西人吴刚，因
学仙时，不遵道规，被罚至月中伐桂，但此树
随砍随合，总不能伐倒。千万年过去了，吴
刚总是每日辛勤伐树不止，而那棵神奇的桂
树却依然如故，生机勃勃，每临中秋，馨香四
溢。只有中秋这一天，吴刚才在树下稍事休
息，与人间共度团圆佳节。毛泽东的诗词：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诗句就
是源出于这一典故，以桂花作陪衬。

桂花不仅用来观赏，用桂花酿酒更是美
妙。桂花酒香甜醇厚，有开胃醒神、健脾补
虚的功能，尤其适用于女士饮用，被赞誉为

“妇女幸福酒”。古人认为桂为百药之长，所
以用桂花酿制的酒能达到“饮之寿千岁”的
功效。像是汉代时，桂花酒就是人们用来敬
神祭祖的佳品，祭祀完毕，晚辈向长辈敬用桂
花酒，长辈们喝下之后则象征了会延年益寿。

临近中秋，只要遇见桂花，我就会惦记
那年我和爱人送给父母的那瓶桂花酒。那
次，我和爱人去杭州探望爱女，回家在杭州
北站，那里面有很多店铺，为顾客提供杭州
特产。因为等车，我在店铺前转悠，也准备
捎带特产回来，这是我们每次出门回家必须
做的事情。“桂花酒”！忽然我眼前一亮，只见
货架上摆了很多桂花酒，瓶子的颜色和价格
都是不一样，我一眼看中一个大红酒瓶，瓶
子上印有一轮明月高照，嫦娥舞袖翩翩，月
亮里桂树盈盈，朦朦胧胧，好不漂亮啊。我

一定要把这瓶桂花酒买回家，送给我的父母。
爱人很是赞同，我们立马买下这瓶桂

花酒，看那一抹一抹的红，那么耀眼、华
丽。一路上，我不时抚摸这瓶桂花酒，我想
这瓶酒不仅代表我们一家对父母的祝福，
更是一个大家庭的幸福与团圆的象征。一
天，我打电话问父母，那瓶桂花酒，二老喝
了不？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是
母亲的笑声。她说那瓶桂花酒，她们不舍
得喝，送给了她的堂哥。啊！我只觉得眼
睛发热，潮湿。母亲还说她的堂哥非常开
心，将那瓶桂花酒一直珍藏。我无语。

桂花香、桂花酒，亲情、诗情。在这样
一个美好的时节里，我若去杭州，一定再
买一瓶桂花酒，大红瓶子的，上面有一轮
明月，我将亲手斟满酒杯，呈给父母。

□郑 怡

桂花飘香韵诗情

明月当空明月当空 汤汤 青青 摄摄

中秋夜，我思绪飞扬，看着天空圆
月，我的灵魂，袅袅如烟，游弋天地之
间。那灵魂，撩拨心弦，满截一船星辉，
扑朔迷离，柔情似水。月亮好美，它轻
浮在空中，皎洁灿烂，让我心驰神往。
我的四周，凉意袭人，那清爽，那惬意，
那无可名状的渴望，荡涤心间，仿佛在
梦里燃烧。那渴望，是突然降临的，让
我的思绪，微醺神游，弥漫伤感，体恤天
地的优美风光，洞悉人间的风雨人情，
感慨心灵的花香弥漫。

有年中秋夜，我远在他乡，那乡愁，
那浓浓的思念，化成盈眶热泪，让我非
常伤感。独自一个人，第一次在异地过
中秋，魂牵梦萦的，都是亲人，还有家乡
的山水，妈妈的中秋菜。我想，我魂不
守舍，思绪不宁，那是乡情，是乡愁，更
是乡念，在我的灵魂里缠绵，淡若青烟，
幽然灵动。我仰望天空一轮圆月，眼眶
已经湿润了，隐隐约约的，什么都看不
见，挂在眼前的，只有模糊的光影。我
感觉，自己仿佛一个弃儿，那莫名凄切，
独占心头，隐在风里，失落在心间。是
呀，“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
树。”我当时想，乘月人归，摇情江树，这
是古人张若虚的梦境喜悦，也是我的渴
望，我的思念。那梦里，魂归江天，鸿雁
长飞，鱼龙潜跃，闲潭梦落花絮，沉沉的
斜月里，风起云涌。

我想，圆月是中秋的灵魂，那圆梦
的理念，是灵魂寄托的根须，是天长地
久的祝福。所以，中秋节也称“团圆
节”，那天空的玉盘圆月，寄托着千家万
户的团聚情思。中秋节，还称“祭月
节”，在中国人的敬月信仰里，生生不
息，传达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考。那
月，很亲切，是圆的。人在中秋，看着圆
月，思归心切，对故乡的思念回归，对家
人的团圆渴望，化成民俗的火种，月光
的风情，丰收的喜悦。那心境，犹如欢
庆的锣鼓，点缀在诗意高挂的天空，圆

梦天地，美轮美奂。那圆月，是有分量
的，很重，很沉，源远流长，贮存在我们
的血液里，成了一种文化基因，淡香深
郁，让人心醉。

我还想，中秋夜月，那月球距离地球
最近。所以说，此时的月亮最大，也最鲜
亮。那月，就是最大最圆的灵魂，在我的
目光里，摇曳着圆的光晕，天地风情。我
想，那是中秋之魂，是月亮之魂，也是人
情之魂，更是生命之魂。中秋，是为了喜
庆丰收，所以早在《周礼》中，即有“中秋
献良裘”与“中秋夜迎寒”的说法。自古，
中秋庆祝丰收的方式，精彩纷呈，让人目
不暇接。比如江南扎灯笼，香港舞火龙，
广州树中秋，傣族拜月，苗族跳月，侗族
偷月亮菜，高山族托球舞等。那丰收的
喜庆，仿佛燃烧着的中秋灵魂，在生活
里，在节日欢庆的气氛中，形影相随，如
香火草龙，狂奔飞舞。

总之，人伦精神，蕴藏在中秋的记
忆里。那是传统的愿景，民族的情思，
民俗的渴望，更是灵魂的歌唱。我想，
感受中秋精神，体悟它深藏的妙蕴，思
考它文化根脉的血液流淌，还有庞大精
神体系的无边风光，它是中华人文天空
的美好图景，生命的夙愿，人情的图
腾。中国人，循天时，重人伦，这是中秋
佳节的意义，也是感念上苍的意义，天
地的恩赐，让我们灵魂歌唱，也让我们
放声歌唱。人在中秋，“敬天礼地”，是
传统的习俗。那对天神的敬仰，对地祗
的膜拜，对人鬼的尊重，仿佛灵魂的灯
塔，亲近而遥远。我感觉，那中秋里的
所有祭拜，都指向了一个“爱人”的情
结，就是对心灵之神的崇拜。

“旦复旦兮，日月光华。”那月的光
华，是中秋夜悬浮的灵魂，皓然的情韵，
明亮的光焰，让人精神振奋，灵魂飞翔。
那光华，在月色里，也在诗歌里，因此就
有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还有
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鲍安顺

中秋怀思

摇曳的身影中
还藏着我童年时代的印象
皎洁的月亮
遮挡着一颗寒星
在乡村的夜里捉迷藏
比山芋糖还要甜香
土屋里有油灯的光芒
爷爷奶奶在剥花生

我们的矫健
是他们最大的奢望
在如雪荻絮里
拉住你的后襟
我的声尖叫响彻水塘
立冬的日子里你满面春风
烂漫天真成桃枝的模样
荻花白，眼睛亮

稚嫩童音驱逐寒霜
在荻叶的簌簌声中绽放
荻杆制作的眼镜
挂在你装满智慧的额头
成了她梦中的神话
你仰天长笑
背着唐诗宋词
让小小山村弥漫芬芳

□鹿伦琼

童年的荻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