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百味味
■钟竹意

田稻上岸，秋风送爽，采菱的季
节到了。

菱是水生植物， 一般种在池塘
里，池塘水浅、肥足，水太深不利于
生长。 菱的种植方法很简单，只需
在池塘里均匀地撒一些种菱即可，
如果是隔年菱塘， 连种菱都不用
撒，成熟后自然掉落的老菱是最好
的种菱。

从小生长在湖乡，一出门便是
池塘。 每年清明前后，菱开始发芽，
而后钻出水面， 展开一张张嫩叶，
起初在水面上只有散落的几簇，慢
慢地就胀满了池塘， 挤挤挨挨，遮
掩了整个水面。 六七月，菱陆陆续
续开花，白里带黄的小花在叶与叶
之间的缝隙中钻出水面， 密密麻
麻，煞是好看。 走近池塘，一股清香
扑面而来。

轻轻拎起一簇菱叶，水灵灵的
菱角如刀枪附在青绿色的叶下，弯
弯的角，带着湿润水汽。 咬开，红壳

白肉十分脆
甜， 糅合着池
水清凉的菱汁在
嘴中弥漫， 舌尖
仿佛陷入一片鲜美
的沼泽中。

姑娘们欢笑、嬉
闹着， 把采菱船停在
菱盘繁茂的地方，侧倾身
子， 坐到船舷的同一边，
让船微微倾斜， 紧贴水
面。 一双双纤手掀起碧绿的
菱盘， 她们纷纷乐开了花：“这
么大的菱盘，该有多少红菱啊。 ”

刚出水的红菱，通体红艳，犹
如身穿红衫的采菱姑娘， 又似少女
双颊云霞般的胭脂。 采菱姑娘拿起
一个刚采摘的菱角， 剥去殷红的壳
衣，露出白嫩的菱肉，吃在嘴里，唇
齿盈香。

菱角历来为文人墨客吟咏。 南
朝鲍照留有 《采菱歌》：“箫弄澄湖
北，菱歌清汉南。 ”唐代曹唐云写
过：“宫殿寂寞人不见，碧花菱角满

潭秋。 ”北宋梅尧臣这样描绘：“野
蜂吃水沫，舟子剥菱黄。 ”南宋陆游
也说：“尽日醉醒菱唱里，邻家来往
竹荫中。 ”

小时候， 我常到乡下外婆家和
大人们一起划着小舟， 飘荡在菱塘
里，拨开丛丛茂密的菱叶，采摘一个
个藏在水下的红菱。那时，乡下有个
俗规， 摘来的老菱必在黄昏时烧来

吃，且要分食邻里。阵阵菱香飘向隔
壁邻里，喜事一般挨家挨户传递，大
人携着小孩喜滋滋围桌共享。 若遇
邻居不在， 则用蓝花大碗盛着，第
二天由小孩送去。 流传的乡谣说：
“池里绳子隔归隔， 菱角采回不分
家。 ”这种分享菱角的风俗，说明乡
情淳朴，邻里和睦友善。

菱角可附壳煮食，粉甜可口，生
吃要选嫩的，因为好剥皮。嫩菱肉清
甜多汁，宜生吃也适合小炒，老熟的
适合红烧或煨， 但老菱米也有晒干
的，怎么吃都可以。 每一颗菱米的
获得都不易，必须用锋利的菱刀砍
削。 初学砍菱者半天才砍一颗，菱
米也伤痕累累， 而手巧之人砍出来
的菱米棱角分明， 一晚上砍二十斤
不成问题。

母亲是砍菱高手。 豆油灯下，满
屋菱香，母亲侧身坐在长条板凳上，
一边是一筐白天采的菱角， 一边是
只大麻姑篮。 只见她拈起一个菱角
置于板凳上，左右各切一刀，轻轻一
旋，一颗菱米胎皮不损弹到入篮中。

如今，我定居南方小城，几乎吃
不到新鲜菱角，买来菱角后，常常努
力用舌尖寻觅儿时的感觉， 总不免
心生怅然。

眼下，又是菱角飘香的时节，多
想寻一处田园， 划一叶小舟， 采一
篮菱角，尝尝记忆中的出水鲜啊。

（作者供职于广西钟山县园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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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贺兰兰山山的的气气质质

■秦延安

第一次看到贺兰山， 是在 20 多年前
的飞机上。 透过机窗俯瞰，那山就像一匹
奔腾的骏马，用身体守护着身材颀长的银
川平原。 光溜溜的“马背”既削弱了西北
高寒气流，阻止了潮湿的东南季风西进，
又遏制了腾格里沙漠东移。 山的两面由
此形成一面黄沙、一片绿洲，一处荒漠、
一处塞上江南的景致。 银川人将这座雄
浑的山称作父亲山。

我曾攀爬过险峻的华山，造访过秀丽
的黄山， 当第一次看到贺兰山时， 心中
竟有莫名的震撼 。 这是怎样的一座山
呀！ 犹如一座天然屏障，由南至北，横亘
在荒漠戈壁与平原绿洲之间 ， 山色瑰
丽， 峰峦叠嶂。 这种崖谷险峻的林立之
势，也许与它的经历有关。

20 亿年前，贺兰山从浩瀚的大海中诞
生，接受巨厚的沉积，经历无数挤压、叠
加与碰撞，终于形成今日的面貌。 一座
座伟岸的山峰 ， 一处处布满棱角的山
石 ，一道道写满沧桑的褶皱 ，不仅记录
了惊天动地的地质变化，更见证了风云
变幻的历史。 也许因为经历过痛苦，亦
或只有张开身体，才能守护美丽的银川

平原，所以贺兰山并不秀丽，而像一张男
人威严冷峻的脸， 天然彰显出父亲一般
的气质。

怀着对贺兰山的敬仰，我走进宁夏贺
兰山国家森林公园。 外表看似孤寂冷寞
的贺兰山，却有高大挺拔的云杉、冲天而
起的山杨 、挺拔苍劲的白桦 、厚实稳重
的油松，以及枝繁叶茂的蒙古扁桃……
在潺潺溪水和悠悠山风中，满眼涌动的
都是活力和绿色。 那些随山就势生长的

草木以及各色花儿，见缝插针扎根在山
石间， 原本单调的灰褐色山体变得琳琅
满目起来，与崇山峻岭交相辉映，构成一
幅幽静清新的风景画， 改变了我对贺兰
山的最初印象。 据说， 这里不仅生长着
665 种草木，还滋养着 180 多种动物。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许多
人记住贺兰山 ，源自岳飞的 《满江红 》。
作为“朔方之保障，沙漠之咽喉”的贺兰
山，是历代兵家必争的边防重地。 可以

说 ，在中国的大山中 ，没有几座山像贺
兰山那样，频频承受战争的摧残。 从公
元前 272 年秦军击溃义渠戎开始，贺兰
山下就战事不断。 不管是秦朝蒙恬北逐
匈奴，汉代卫青、李息北击匈奴，还是大
唐盛世的灵州会盟，西夏李元昊开疆拓
土 ，亦或是西夏与辽国之战 ，成吉思汗
四次出兵，明朝与瓦剌、鞑靼之战等，贺
兰山在民族融和与文化交融中，始终扮
演着铁血军山的角色。 正如王维诗云：

“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 节
使三河募平少，诏书五道出将军。 ”从此
种意义上说，贺兰山不仅是一座父亲山，
还是一座英雄山。

在樱桃谷，品尝玛瑙般的野樱桃，享
受“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
之滋味；在崖壁栈道，观流云飞瀑，欣赏
“倚天叠嶂开烟螺， 长风荡云生翠波”之
景；在邀月廊，感受“蟠根横远塞，设险压
长城”之惊险；在双狮峰，观看贺兰山色，
领略“贺兰之山五百里，极目长空高插天”
之壮美……还有一线天、飞来石、天狗吠
月等， 无一不令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并产生无限遐想。

走累了，乘坐 1200 米的阳光索道，跨
越 200 米落差， 直达风景秀丽的青松岭。
丛林穿越，岩羊攀爬，牦牛阔步，蓝马鸡跳
跃，马鹿散步……一切生命都在贺兰山找
到了最惬意的生存方式。

最让人惊叹的， 还是那些默默矗立
于沟谷两侧山岩石壁上的岩画。 它们构
图质朴，线条简略粗犷，落笔自然天成，
艺术造型夸张幽默， 形象地记录着远古
人类放牧、狩猎、争战、娱舞的生活场景，
为研究中国人类文化史、 宗教史和原始
艺术史提供了重要凭证。

走进贺兰山，才真正理解了它被称为
父亲山的真正意义———不仅是富饶银川
的创造者， 还是神奇宁夏的塑造者；不
仅柔软和坚硬 ，还壮阔和神秘 ；不仅有
伟岸的身躯 、宽阔的臂膀 ，还有凛然的
风骨、 豪迈的气质和儒雅的文化气息。
也许正因如此，银川人才对贺兰山尊之、
敬之 、爱之 、护之 、守之 ，一如贺兰山巍
然屹立，彰显天地间的浩然正气。

（作者供职于陕西省水文局）

■吴晓波

处暑谐音“出暑”，即暑气消退，天
气渐渐转凉，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

这个节气，我喜欢待在乡下，看牧
童把牛腹喂得硕大如鼓， 小小的鞭儿
轻轻一挥， 将红着脸的夕阳赶到西山
口。 暮色早早地四合，在农家小院支
竹床，撒井水，剖香瓜，静候明月和星
辰光顾，的确是件美事。

处暑时节，农家最大的乐趣莫过
于摸莲藕。 摸莲藕一般在中午，早晚
水温低，下水容易受凉。 到了中午，顶
着红日，挑着篮子，身穿短裤，此时的
中稻也开始收割，踩着一地暖烘烘的
稻草香，慢悠悠来到荷塘。

荷花娇艳了一季， 渐向枯萎，但
荷叶依旧旺盛，撑着一把把绿伞，将
荷塘遮得严严实实。 荷塘的水深至
过膝，下了水，先拨开荷叶，哗哗啦
啦，惊得一只只青蛙四散奔逃。 摸莲
藕时，双手要顺着荷叶的根茎往下，
划开淤泥，向四周慢慢搜索。 有荷叶
遮风挡雨，这些莲藕不露声色，悄悄
在水下猛生猛长， 一个个生得白嫩
嫩、胖乎乎。

摸莲藕要不急不躁， 摸到一节，
不能一激动就立刻用力拔出来 ，而
要顺藤摸瓜，双手往前慢慢清，慢慢
理。 一节莲藕通常连带着两到三节
莲藕， 待包拢在莲藕身上的淤泥全
部清理，松软下来，才能将整支莲藕
取出，否则容易听到咔嚓一声，整支
莲藕就脆生生断了。

摸得莲藕，在溪中洗净，挑回家
中， 左邻右舍的餐桌上便多出来一
道爆炒藕片来。 红辣椒炒藕片最好，
辅以菜籽油，红的红，白的白，藕片上像漂着一层金黄的
云彩。刚入秋的莲藕又嫩又脆，清爽可口，入口即化，是滋
阴润肺的佳品。

处暑秋梨最养人。 除了摸藕，挂了满满一树铜铃铛
般梨子的梨树，是乡下孩童大快朵颐的开心乐园。 老家
的梨树高大，树冠如盖，产的梨以麻皮为主，块头大、皮较
厚，表面疙疙瘩瘩，肉质却十分鲜嫩，轻咬一口，满嘴是甜
甜的汁水。 孩童们把鞋子抛至树下， 将竹篮横挂在脖子
上，赤着脚，蹭蹭地爬上树，一会就摘下一筐麻皮大梨。 傍
晚时分，手持蒲扇在村中边摇边走，就听得家家户户都有
啖梨之声。

处暑时节，凉气四溢，秋雨零落，真正的秋天即将开
始，丰收的大幕徐徐拉开，各类作物都在摇旗呐喊，加油冲
刺了。

在母亲操持下，红辣椒已捷足先登，在小院墙壁上挂
起一幅红红火火的农家木版画； 玉米棒子拖着长长的白
胡须，坐在母亲的篮中，假扮少年老成的青衣；斑驳的老
南瓜堆在院角，合手拢成一个憨厚的“福”字……

摸藕，啖梨，收作物，乡间处暑是一幅生机勃勃的丰
收画卷。 （作者供职于南京市江宁区文化和旅游局）

火热一线淬青春

■陈为国

1989 年 8 月，我大学毕业，刚参
加工作， 就参与了河南油田稠油联
合站的投产工作。 这项工程投资巨
大， 我负责联合站的容器验收和工
艺试运行。 这对于刚走出校门的一
名新人而言，挑战巨大。

为了验收施工单位加工生产
的几十套容器是否达到技术要求，
我每天钻进容器， 一点一点地测
量、验收，检查容器防腐是否合格，
结构和施工质量是否符合要求 。
当时正值盛夏， 一台台容器像蒸
笼一般，令人喘不过气来。 实在难
受，我就钻出来，用自来水降温，再
钻回去继续工作。 不到三天，我全身
生出许多痱子， 但依然咬牙坚持 20

多天，期间瘦了好几斤。
经过一个月努力， 我如期完成

联合站 30 多套容器的验收工作，容
器顺利投产。 骄阳似火的夏天，蒸
笼一般的工作现场， 以及干了湿、
湿了干的工衣， 变成了难以忘怀的
青春记忆。

青春在炎热的夏季尽情绽放，
又在严寒的冬季无悔奉献。 五年后
的冬天， 我调至河南油田生产准备
二队工作。一天下班时分，我接到上
级通知：“X2408 井需要回收井场上
的油管、抽油杆。 ”当时我想，这口井
回收工作量大，短时间内难以完成，
但它是油田的重点井， 必须当天回
收完毕。

我向同事们说明情况后，三名同
事二话不说，换上工衣，立即驱车赶

到 50 公里外的井场。 井场上的油
管、抽油杆乱麻一样纵横交错，堆满
一地，每收一根油管都要费很大劲。
夜幕降临，井场一片漆黑，我们分成
两组轮番作业， 累了就躺在地上休
息。 突然，天空飘起了雪花，冰冷的
雪粒打在安全帽上， 发出啪嗒啪嗒
的声音。

雪花飞舞，北风呼啸。 在滴水成
冰的寒夜里， 大家的额头浸出了汗
珠，眉毛结了霜，但没有一个人叫苦，
没有一个人喊累。技术员韩彦松打趣
道：“30 岁出头 4 小伙， 出力流汗加
油干，干出个样子比比看！ ”

井场上的雪越下越大， 望着他
们的身影，一股暖流涌遍我的全身。
晚上 10 点多， 我们终于完成 90 多
根油管、100 多根抽油杆回收任务。

回到驻地，已是深夜，我急忙给大家
煮方便面，可当面煮好后，他们三人
已躺在值班室的床上和沙发上鼾声
四起了。望着他们疲惫酣睡的样子，
我的眼眶湿润了。

深夜， 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离
开队部。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四周一
片洁白，一颗颗杉树银装素裹。走在
回家的路上， 同事小马突然来了兴
致，高兴地说：“今天晚上真美，就像
一个童话世界。 ”

芳华待灼，砥砺深耕。 后来，我
调到油田机关工作，离开了火热的
生产一线， 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在我心里镌刻下深深的印痕。 我
想，以后的日子里，无论岗位如何
变动， 我都应该铭记那段时光，以
梦为马，永不懈怠，为石油事业贡
献力量。

（作者供职于河南油田）

秋风起 菱角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