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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悦悦

在我的眼中，宣城这座皖
南城市像一块温润美玉，宁静
淡然、古色古香、别具风韵。城
市环境干净整洁，绿意盎然；随
处可见的壁画书法突出其骨子
里的文化气息。宣城是一座风
光秀美的城市，这里土地肥沃，
气候湿润，素有“江南鱼米之
乡”的美誉。

走进宣城博物馆，一览宣
城的历史文化，不禁让人惊叹
于其古老悠久的历史底蕴。宣
城水阳江流域原始人类活动延
续时间长达70万年，该区域现
已发现旧石器遗址或地点群近
20 处，闪烁着史前文明的曙
光。宣城古称宛陵、宣州，自西

汉设郡，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
历史。彼时起，此地就一直是
江东大郡，晋永嘉年间，古宣城
首开文化昌盛之风，历经六朝，
素有“宣城自古诗人地”“上江
人文之盛首宣城”之称。

在宣城博物馆，我们见到
了一张硕大的宣城城市名片，
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
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全国科技
进步先进市、全国双拥模范城
等荣誉罗列其上。宣城是安徽
省地级市，长江三角洲中心区
27座城市之一 ，位于安徽省
东南部，苏浙皖三省交汇处，地
理位置十分优越。宣城亦是长
三角综合枢纽之城，数条高速
公路、高铁及芜宣机场等交通

要道、枢纽在这里汇聚。近年
来，宣城成为了南京都市圈成
员城市、杭州都市圈观察员城
市、G60科创走廊中心城市，
是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区的重要一翼。

宣城是中国著名的文房四
宝之乡，宣纸、徽墨、宣笔入选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宣城也是诗人梅尧臣、数学家
梅文鼎、红顶商人胡雪岩、新文
化运动旗手胡适、徽墨名家胡
开文、学者吴组缃、书法家吴玉
如、书画家吴作人的故乡。历
史上多位著名诗人曾到访宣
城，谢朓、李白、杜牧等人曾数
次来宣城做官或是游学，他们
的大量歌咏诗赋，都在描绘这
座美丽的城市。尤其是诗仙李

白，曾七次到访宣城。历史记
载，李白人生最后的十年时光在
宣城度过，也留下了多首千古名
诗，如“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
山”，又如“桃花潭水深千尺，不
及汪伦送我情”等等，可见宣城
秀丽的风光，深厚的人文底蕴，
给诗人带来了创作的澎湃灵感。

宣城是全国“最佳旅游休
闲城市”，境内有被称为“天下四
绝”之一的太极洞、“江南诗山”
敬亭山、世界珍稀动物扬子鳄自
然保护区，还有新四军军部旧
址、旌德江村、绩溪胡氏宗祠等
大量人文景观和名胜古迹。宣
城拥有11处4A级景区，树立生
态旅游、文化旅游和红色旅游三
大品牌，成为在苏浙沪地区具有
较大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

五色相宣，城载千年。走
出宣城博物馆，我仿佛穿越了
几千年的璀璨文明。博物馆坐
落于美丽的宛陵湖畔，一阵微
风吹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
湖水在阳光的照耀下微光闪
动，好似披了一层金黄色的纱
衣。我骑上单车绕湖一圈，深
深呼吸着清新宜人的空气，感
到心旷神怡。

下午，我们来到敬亭山。
登上山顶，眺望远处，只见山脉
起伏宛蜒，重峦叠嶂，与不远处
的宣城市区相互依偎，尽显和
谐仪态。苍翠的群山护佑着这
座城市里的每一个人。身处名
山，观赏着自然美景，心中回味
着宣城醇厚的历史文化气韵，
我不禁醉了……

故乡秋风起故乡秋风起 江南芡实香江南芡实香

千年古郡 人文宣城
城市印象

■申功晶

汪曾祺说：“鸡头米老了,
新核桃下来了,夏天就快过去
了。”鸡头米，何许物也？郑板
桥诗云：“最是江南秋八月，鸡
头米赛蚌珠圆。”鸡头米与鸡实
则是不相干的，它是一种水生
植物，学名芡实，生长在荷塘
里，与莲藕比邻，只因整个果实
外表毛剌剌的像极了鸡头，故
此得名。记得儿时，一立秋，鸡
头米上市，芡农们提篮在大街
小巷叫卖：“阿要买鸡头米？”母
亲总会买上几斤给家人尝尝
鲜。彼时，又恰值蟹黄膏肥之
际，一大家子人围着八仙桌吃

罢蟹宴，末了，上一碗清甜软糯
的鸡头米甜羹，真真切切舒适
惬意、畅快无比。

转眼又至立秋时，“独在异
乡为异客”的我，看到朋友圈中
家乡亲友晒出糖水桂花鸡头米
的照片，心底不禁生出一缕乡
愁。其实，鸡头米分布广泛，南
北皆有，俗称南芡实和北芡实，
可口感却有着天壤之别。北芡
实常作药引，价格低廉，在超市
多能买到，然久煮不烂；南芡实
则颗粒饱满，白嫩如珠玉，清糯
可口，俗称“鸡头米”。我的家
乡姑苏正处江南腹地，水网纵
横交错，给水生植物的生长提
供了良好的环境，尤其是葑门

一带，有着连片的芡实田。清
代沈朝初《忆江南》词赞道：“苏
州好,葑水种鸡头。莹润每疑
珠十斛,柔香偏爱乳盈瓯,细剥
小庭幽。”

我曾在葑门横街工作过一
段日子。每逢金秋，横街一带
的人家门口都会摆着一个个圆
匾，匾旁围坐着当地的妇人手
剥鸡头米。鸡头米虽好吃却难
剥，果肉嵌在滚圆的壳里，壳相
当硬，剥之得用巧劲，轻一分剥
不开，重一分剥碎，徒手剥几
粒，指甲就疲软生疼。因此，妇
人们拇指上套着专业的“铜指
甲”。剥鸡头米是一桩极苦极
累的差事，我曾尝试剥了一阵，

站起来后两眼一黑，差点没摔
倒。剥一斤鸡头米才剔出一两
多肉，可谓粒粒皆辛苦。有过
这等体验和认识，就不会觉得
鸡头米200多元1公斤的价格
昂贵了。饶是如此，附近的下
岗女工和外来打工者亦纷纷
加入到剥鸡头米的大军中。
据说，剥鸡头米一季的收入可
让农民丰衣足食一年。昔年，
我常光顾一位年逾古稀老太
太的鸡头米摊位，她每天最早
起摊，吃过晚饭还继续剥，自
己却从来舍不得吃一粒。老
太太说，孙女在外地读大学，
她趁着鸡头米上市辛苦点赚
一把，孙女第二年的学杂费就

不用愁了。听至此，让
人油然而生出一股“遍
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的辛酸和感悟。

鸡头米在家乡是一
道时令风味小食，古时
只有富贵人家才消受得
起。曹雪芹幼时曾随父
祖在苏州有过一段锦衣
玉食的日子，他也很爱
吃鸡头米，还将此物写
入《红楼梦》。书中有一
段，贾宝玉让人给史湘
云送吃食,其中一样时
鲜货便是鸡头米：“袭人
听说，便端过两个小掐
丝盒子来。先揭开一
个，里面装的是红菱和
鸡头两样鲜果。”古时讲
究的人家将银耳、桂圆、
红枣、莲子、冰糖和鸡头
米一起炖，汤汁黏黏稠
稠，养颜美肤，是太太小
姐们的心头好。后来，
美食家将鸡头米与河虾
仁、莲藕、荸荠（马蹄）、
茭白、茨菇等一起炒，吃
起来嫩甜又不失鲜脆，

有着江南水乡独特的清爽口
感，美其名曰“水八仙”。当然，
最经典的吃法是清汆，即在冰
糖水里焯一下，洒上一把干桂
花，嚼起来既滑爽又香糯，还自
带一股沁人心脾的本色。

鸡头米素有“水中人参”之
雅誉，《神农本草经》说它“补
中，益精气，强志，令耳目聪
明”，将之推崇为滋补上品。北
宋文豪苏东坡年逾花甲，仍才
思敏捷、健步如飞，他自称养生
之道乃是每日吃鸡头米，且吃
法相当奇葩：取刚煮的芡实放
入口中，缓缓含嚼直至津液满
口，再鼓漱几遍，徐徐咽下，每
日食数十粒，坚持不懈。

近些年，我久在北方，秋风
一起，便生出张季鹰之“莼鲈之
思”，心心念念家乡的鸡头米。
老母亲颇谙我的心思，不远千
里给我捎来一袋家乡“土特
产”。我起锅待水烧开，将鸡头
米倒入沸煮三分钟，最后兑入
少许白糖和干桂花，一碗极素
极简的糖水桂花鸡头米就“诞
生”了。一勺入口，汤水里带着
沁人心脾的桂花香，鸡头米软
糯弹牙又有嚼劲，美味从舌尖
渐向喉咙扩散，芳香溢齿，甘泽
润喉，在这渐凉之日，对我这样
一个游子来说，既暖胃又贴
心。我联想起同乡文人范烟桥
盛赞此物：“银瓯浮玉，碧浪沉
珠，微度清香，雅有甜味，固天
堂间绝妙食品也。”

沉浸在芡实的美味里，我
仿佛看到了故乡的秋天。如果
说，画家吴冠中笔下“灰墙黛
瓦、秋叶似火、野渡舟横”的寥
寥几笔代表了纸上的江南秋
色，那么，我碗里一颗颗圆润如
珠、香糯弹牙的芡实便是舌尖
上的江南秋味。

一碗鸡头米，好个江南秋！

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