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红生

镇远位于贵州东部的武陵山区，素有
“滇楚锁钥、黔东门户”之称。

午后的镇远古镇，阳光明媚，风轻柔地
拂过面颊。一条不宽不窄的河穿城而过，
楼阁高低错落，层层叠叠。吊脚楼、花窗
格、马头墙，一一倒映水中，如诗如画。

这条河叫㵲阳河，发源于瓮安山区，汇
入长江支流沅江。南岸是旧卫城，北岸是
旧府城。行至北岸，桥头竖着一座石牌坊，
上书“石屏巨镇”。古城背依的山叫石屏
山，“石屏巨镇”由此而来。而镇远则得名
于宋理宗宝佑六年（1258年）筑黄平城，赐
名镇远州，沿用至今。

古城的石板路油光润泽，两旁商铺林
立，人来人往，多民族文化在此交融。缓
缓走进腹地，恍若穿越千年时光，仿佛听
到从遥远岁月中传来的足音。一条条巷
子通往深处，探头一望，青砖墙上挂满红
红的灯笼，古色古香。

随意走进一条幽深的古巷，雕梁画栋
的门窗、斜伸而出的檐廊、明朗素雅的马
头墙，连同苍翠的老树、爬墙的藤蔓，都透
着岁月的幽光。老宅随地势抬升，高墙宅
院挨挨挤挤，以为走到尽头，一转弯又是
一条巷道。无论深宅大院或寻常人家，石
雕的漏窗、木雕的窗棂，均工艺精美，也多

了一份时光之美。全家大院、陆家民宅、
上官民宅等建筑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
透出古城独特的韵味，见证了曾经的花开
花落。

码头是光阴的拓片，刻录着古城的记
忆，也最能唤醒记忆。冲子口码头、禹门
码头、米码头、天后宫码头……一个接一
个，遥想当年，这里商贾云集、舟楫辐辏。
禹门码头有点特别，立了一座四柱牌坊，顶
上坐着望天犼，柱身雕满二龙戏珠和祥云

图案。额枋上写有“禹门”鎏金二字，侧枋
上分别题有“年少初登第，皇都得意回”。
读到《神童诗》中的这句，自然想起后一句

“禹门三汲浪，平地一声雷。”如此一来，码
头的功能不言而喻——为科举士子所建，
以示荣耀。

远远望见一座石拱桥横跨河面上，此
桥历经600多年风雨，原名㵲溪桥。

走上石桥，桥面的石板凹凸不平，沧
桑古朴，如一排纽扣，将两岸紧紧连在一

起，也连缀着古城的过往。一座阁矗立在
东起第三孔与第四孔之间的桥面上，三
层三檐八角攒尖顶，翘檐斗拱，造型优
雅。这是光绪四年（1878 年），镇远知府
主持修建的魁星阁，希望学子们魁星点
斗，金榜题名。据说魁星阁建成后，镇远
果真人才辈出。

夜幕徐徐降临，两岸灯火次第点亮，
一切朦胧起来。此时，耳畔传来阵阵锣鼓
声，传统的龙灯会开始了。

镇远春节灯会已有 400 多年历史，龙
又是镇远民俗活动中最吉祥的敬祈物，因
此龙灯制作工艺精细，选竹、破竹、锯料、扎
筋、上节、编圈、围布、涂彩等十几道工序，
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除龙灯
外，这里还有头灯、牌灯、花坛、花篮、鱼、
虾、蟹、凤、鸟以及生肖彩灯。

龙灯队伍浩浩荡荡，人越聚越多。随
着人流到了街头演出点，游客自觉围在一
方场地，驻足观看。最后登场的是舞龙队，
一条硬火龙最有看头。所谓“硬”，就是用
韧性足的大南竹编织骨架，以青篾条拱成
直径 30 多厘米的圆圈，并从头到尾相连
接，缝上布加以绘饰，一条威武雄壮的火
龙即扎成。所谓“火”，是指用火助演，只
见舞宝灯的小伙引领长龙绕场一周，圆开
表演场地。在催场的锣鼓乐声中，龙头高
高昂起，庞大的身躯随即亮相。忽然，龙
上下左右跃动起来，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圆
弧线。随着打击乐的节奏，龙时而快速游
走，时而匍匐地面，时而腾空跃起，时而和
蔼温顺，时而威严勇猛。舞着舞着，龙身
渐渐收裹，呈塔状盘踞，龙头从中间缓缓
伸起，张开的龙口刹那间吐出红联献瑞，
博得阵阵喝彩。

突然，隐藏在观众中的演员拿出嘘花
筒对准龙身喷火吐焰，顿时火花四溅，金光
闪闪。龙滚动翻身的速度不断加快，在铺
天盖地的焰烟里若隐若现，如腾云驾雾。
舞龙者动作娴熟，配合默契，舞出了豪迈
激情，舞出了精气神。人们的热情被瞬间
点燃，场上场下情绪激昂，一片欢呼。

龙舞古城，龙腾盛世。每个人内心都
涌动着祝福，澎湃着新的期盼。夜幕之
下，众人此起彼伏的欢呼声，在石屏山和
㵲阳河间久久回荡……

（作者供职于江苏句容市工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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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光无限 ■刘颖

■刘新昌

那天起床时，我问儿子早餐想吃什
么？他脱口而出：“吃糍粑吧，爸爸煎的糍
粑好吃！”于是迅速起床准备，倒油，开火，
放粑，小火慢煎，直到两面金黄，鼓胀膨
起，才装进盘中，撒上白砂糖。一口下去，
外焦里嫩，香糯可口。

今年春节从老家返城时，父亲照例将
我们车的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除了家
禽，还有腊肉、腊肠等腊货，萝卜、白菜、芹
菜、菠菜、香菜等时令蔬菜则洗净后用塑
料袋一袋袋包好，码在一个大纸箱内。见
后备箱放不下了，临走时，父亲又塞了一
个蛇皮袋在后座上。

“袋子里装的是什么？”我问父亲。“装
的是糍粑，回城后记得用桶装着，放上水，
不易坏。小时候，你……”父亲还没说完，
我已发动了车，一脚油门，就将他的话远
远抛在了后面。

没想到，回城后，儿子忽然喜欢上吃
糍粑，每天早上给他煎上一个，再刷上一
层桂花蜜，他吃得津津有味。

看着儿子大快朵颐的样子，猛然想起
我也有一段每天吃“父亲牌”煎糍粑的经
历。读中学时，我都是走读，学校离家远，
要翻过两座山才能到达，为了不耽误学
习，天没大亮就得起床，天黑时才能回到
家，一天两顿饭很少在大白天吃过。

我那会儿正在长身体，胃像个无底

洞，米饭根本不顶饱，没上两节课就饿
了。父亲想出一个办法，每半年舂一次糍
粑，一次舂上两三百个，每天早上给我煎
四个。糍粑用糯米打制而成，既软糯可
口，又扛饿顶饱。为了保证我的营养，父
亲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鸡笼，鸡
笼里如果有鸡蛋，茶叶蛋就是我午餐的
额外加餐，如果没有鸡蛋，那就只能挨饿
到放学。

那时，我总觉得父亲太严厉，又冷又
硬，像个凉糍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去
南方打工成了附近村镇的潮流，很多同学
中学没上完就南下了，留下来的同学大部
分对学习也都不是很上心。大家都散漫，
唯独我不能，父亲像个监工一样，阴着脸，
每天准时督促我起床、上学，回家后又默
默地坐在我身旁，监督我写作业、复习和

预习。当时觉得，除了煎糍粑时父亲保持
着温和，其他时间他都是个严厉的监工。
我觉得所有的努力，就是要远离父亲的监
控和监督，这种感觉一直维持到我考上大
学，所以当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我有
一种终于获得自由的欣喜和激动。

然而，历经三十多年的沧桑变化后，
我却不得不感谢那个曾经严如监工的父
亲，如果没有他的坚持和督促，或许我会
和当年的很多同学一样，在应该保持学习
的年龄早早踏入社会，失去锤炼提升和厚
积薄发的机会。

都说父爱如山，可我觉得，父爱有时
也像糍粑，只有经历过时间烈焰和生活的
炙烤后，才会发现，他那又冷又硬的外壳
下 ，包 裹 着 一 颗 柔 软 的 慈 父 之 心 。

（作者供职于五凌电力有限公司）

■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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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最适宜生长的时机，奋力顶
破土壤，赶趟儿似的向上挺拔
修长的身材。

春光灿烂，正是食笋的好
时节。春笋脆嫩爽口，清新鲜
美，深受食客青睐。《诗经》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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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要召集文武百官吃“笋宴”。由于当
时的长安不产竹笋，鲜笋须由快马从
南方运来，运到长安虽身价百倍，但
依然供不应求。诗人李商隐“嫩箨香
苞初出林，於陵论价重如金”的描述，
正是当时盛况的写照。

历代文人毫不吝啬对笋的赞美，杜
甫的诗句“青青竹笋迎船出，白白江鱼
入馔来”，将嫩笋与鲜鱼完美结合。白
居易不仅爱吃笋，还在《食笋》中详细
描述吃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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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李渔这
样说笋：“此蔬食中第一品也，肥羊嫩
豕，何足比肩！”郑板桥也有诗云：“江
南鲜笋趁鲥鱼，烂煮春风三月初。”意

思是趁着鱼中最美的鲥鱼上
市时，赶快与春笋一起烹食。
近代画家吴昌硕那句“客中虽
有八珍尝，哪及农家野笋香”，
更是将食笋推至极致。

现代人食用春笋的方法很
多，炒、烧、煮、煨、炖等，皆可成
佳肴。竹笋烧肉是春季里南方
人餐桌上的常客。春笋肉质甘
甜脆爽，不需过多陪衬，也不用
高超的厨艺，只需去壳切块，与
肉一起下锅，放入调料后慢火
焖一小时即可。肉味浸入笋
中，吃笋时又不觉油腻，只品到
笋嫩味鲜。江南特色菜肴“腌
笃鲜”内容颇为丰富，可以说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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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是鲜五花或小排，再放入嫩笋，配上
百叶结，小火慢炖，撒些葱花后，一锅春
鲜就能上桌了。

当然，同一个笋会因各部位的鲜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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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笋丁鲜肉包就是以此为
原料。中部以下可切片，或炒或烧都
香脆可口，根部则可以红烧或者烹
汤。其实，春笋本身就是百搭食材，普
通的一锅汤里加入一些笋片，味道立刻
就会鲜美起来。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
香。”虽然离开故乡多年，但笋的清香、
质朴、鲜美，宛如思乡的情怀，愈发醇厚
悠扬。春天又到了，乡野的青青竹林里
再次热闹起来，破土、拔节声依旧在记
忆深处回响。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黔东门户如诗黔东门户如诗画画

白云：指白云山，是广州著名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楚庭：一为广州别称，二为广州供电局实施的500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建

成华南首条50万伏城市电缆，也是全国里程最长的陆上电缆建设。
攀千仞，飞绝域，走银虹：指输电线路运维中杆塔攀登、走线验收等传统作

业和无人机巡视等新业态。
二十三载：南方电网广州供电局输电管理所成立已23年。

■黄鑫

缱绻白云外，潋滟楚庭中。暮色长街流影，千里华灯红。遥想

当年褴褛，电网平地崛起，伟业横秋空。俯仰天地阔，征程复几重。

攀千仞，飞绝域，走银虹。二十三载奋进，故土建新功。勇屹改革潮

头，奏响时代先声，笑看风浪涌。愿用一心力，万家灯火明。

（作者供职于南方电网广州供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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