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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德银 （湖北）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五年有余了，母
亲聪颖能干、治家有法、慈善包容、教子
有方……想起母亲，一幕幕陈年往事，
一段段母子深情，在我脑海不停地滚
动。

小时候常听长辈们夸赞母亲，说母
亲 心 灵 手 巧 ，15 岁 会 纺 线 ，18 岁 擅 织
布，纺线织布是她的一手绝活。母亲年
轻时，白天在生产队上工挣工分，晚上
要么坐到纺车前纺线，要么登上织布机
织布，一年四季似乎日日如此。她纺线
技术上乘，纺出的纱线纤细均匀，没有
杂质接头；她织布手艺一流，织出的布
致密美观，没有瑕疵。

我 喜 欢 盘 坐 在 母 亲 身 边 看 她 纺
线。纺线时她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
双腿并拢，右手握着纺车手把连续画
圆圈，拎着棉条的左手伴随着传动带

“ 嗡 嗡 ”声 音 ，不 断 上 下 舞 动 ，时 而 高

过 肩 头 ，时 而 低 近 絮 锭 ，从 手 指 中 间
跳 跃 出 的 洁 白 纱 线 绵 亘 不 绝 。 我 也
喜 欢 围 绕 在 母 亲 身 边 观 察 织 布 。 织
布时她两眼正视前方，双脚轮流均力
踩 踏 脚 板 ，经 线 上 下 张 合 ，在 她 左 右
手指挥下，牵引着纬线的梭子来回穿
动 ，钢 筘 有 序 压 实 经 线 纬 线 ，大 布 随
即成型。我常常好奇地问她：“妈，棉
条 为 啥 这 么 听 使 唤 ？ 梭 子 怎 么 这 么
服 帖 ？”母 亲 总 是 莞 尔 一 笑 ：“ 要 想 它
们听话，靠的是专心和坚持。专心就
是认真、不分神；坚持就是重复操作，
持续到底。做到了这两点，纺线织布
就 熟 能 生 巧 了 。”母 亲 朴 朴 实 实 的 一
番话，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启蒙
的种子，“专心、坚持”，在以后的人生
中，令我受益匪浅。

记得我念初一时，学校组织学生赴
革命老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得知消息
后，母亲高兴不已，专门为我做了一套
新衣。她早早帮我收拾好行装，反复叮

嘱我出门在外应该注意的生活细节。
我表示全都记在心里了之后，母亲拿出
针线，在我内衣上缝了个口袋，将一叠
钱装进去，然后缝住口袋。还特地准备
了备用针线，手把手教我需要花钱时怎
么取钱，余钱怎么妥善保管等等。摸着
口袋里这一叠钱，我兴奋得一夜没有睡
好，这些钱一共 10 元，是母亲攒下的积
蓄。

第二天一早，母亲送我到学校，汽
车启动时，她站立在路边，不断招手，泪
水涟涟。我望着母亲，拼命挥手，一直
到她的身影从我视野中消失……当读
到唐代诗人贾岛《游子吟》时，我感同身
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总觉得
母亲和我与诗中描写的“母亲”和“游
子”送别的母子情怀何其相似。

……
母爱是伟大的、纯洁的、无私的、柔

和的，她如同石板滩缓缓流出的涓涓细
流，让我的心田永远滋润。

母 爱 似 水

■ 聂顺荣 （云南）

清明，既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又是传
统节日。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迄今已
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作为我国的传
统节日，清明承继着许多古人的风俗习
惯，大量描写清明习俗的诗词就足以佐
证这一点。

扫 墓 是 清 明 节 最 重 要 的 活 动 内
容。自古以来，我国人民就有清明扫墓
祀祖、缅怀先辈、追悼亡灵的习俗。这

一天，人们扶老携幼来到墓地，将酒食
果品供祭先祖墓前，然后焚烧纸钱进行
祭拜。“乌啼鹊躁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
哭 。 风 吹 旷 野 纸 钱 飞 ，古 墓 垒 垒 春 草
绿 。 棠 梨 花 映 白 杨 树 ，尽 是 生 死 离 别
处 。 冥 冥 重 泉 哭 不 闻 ，萧 萧 暮 雨 人 归
去。”白居易这首著名的《寒食野望吟》
诗，写的就是清明节扫墓祭祀，缅怀先
人，追悼亡灵的悲伤情景。宋代苏轼的

《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
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
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
唯 有 泪 千 行 。 料 得 年 年 肠 断 处 ，明 月
夜，短松冈。”抒发了词人对亡妻的思念
之深，情感真挚，催人泪下，堪称清明悼
亡词中的杰作。此外，韦应物《寒食日
寄诸弟》、高菊卿《清明》、高翥《清明》、
黄庭坚《清明》等诗，都真实而生动地描
摹了古人扫墓的情景。

清明时节，春光明媚，自然界处处
呈 现 出 一 派 生 机 盎 然 的 景 象 ，到 郊 外

“踏青寻春”，是清明节的又一习俗。清
明踏青的习俗，据考证始于唐，盛于宋，
时人谓之“游春”。唐代崔护的《题都城
南庄》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

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
春风。”写的便是清明那天，诗人到都城
郊外南庄踏青。因为口渴，就向一位农
家姑娘讨水喝，姑娘给了他一碗水，并
倚在小桃树旁深情地凝视他。这情景
使诗人难以忘怀。第二年清明节，诗人
又来到这里，虽然门墙如故，景色依旧，
但姑娘却不知哪儿去了。诗人触景生
情，不胜惆怅。而北宋诗人程颢的《郊
行即事》：“芳原绿野恣行时，春入遥山
碧四围。兴逐乱红穿柳巷，困临流水坐
苔矶。莫辞盏酒十分劝，只恐风花一片
飞 。 况 是 清 明 好 天 气 ，不 妨 游 衍 莫 忘
归。”描写的是清明节郊游赏景的欢乐
场面。

“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
僧 。 昨 日 邻 家 乞 新 火 ，晓 窗 分 与 读 书
灯。”一生清苦孤寂的宋代诗人王禹偁，
在清明之日，无花可赏、没酒可喝，就连
柴火也还是昨晚从邻居那里讨来的。然
而，这天天一亮，诗人点燃了孤灯，倚在
窗前，静静地捧读诗书。这是多么高雅、
富有情趣的清明啊！这也体现了诗人王
禹偁虽贫亦安，虽苦亦乐的心境。

荡秋千是清明节古老的游乐民俗之
一，因为清明节处处荡秋千，也有人把它

叫作“秋千节”。杜甫《清明》诗云：“十年
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正道出
了清明时节民间秋千设置的普遍。刘禹
锡的：“秋千争次第，牵拽彩绳斜”，刻画
出少女们荡秋千的情形。此外，郑谷的

“村落清明近，秋千稚女夸”，王建的“少
年儿女重秋千，盘巾结带分两边”，释惠
洪的“花板润沾红杏雨，彩绳斜挂绿杨
烟 。 下 来 闲 处 从 容 立 ，疑 是 蟾 宫 谪 降
仙”。元代马臻的“院落秋千谁家女，彩
绳掷起过墙高”等诗词，都是唐宋时荡秋
千风行民间的最好明证。

清明插柳、戴柳的习俗源远流长，宋
代尤为盛行，不仅门前插柳枝，而且还在
头上戴柳条帽圈。宋伯仁《清明插柳》中
写道：“清明是处插垂杨，院宇深深绿翠
藏。”《千家诗》中云：“节候近清明，插花
穿戟户。”可见古时清明插柳之盛。古代
清明妇女常戴柳以作时令点缀，有“清明
不戴柳，红颜成皓首”之说，表现了人们
珍惜春光的良好心愿。

放风筝是清明前后人们最喜爱的雅
俗。唐代高骈的“夜静弦声响碧空，宫商
信任往来风；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移将
别调中”，生动地描写了当时风筝竞放的
情景。清代高鼎的“草长莺飞二月天，拂

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
风放纸鸢”，更是把清明放风筝的情形描
绘得栩栩如生，成为吟咏风筝之绝唱。

古人在清明还有蹴鞠、拔河、斗鸡、
斗草、扑蝶等习俗。“宿妆残粉未明天，总
立邵阳花树边。寒食内人长白打，库中
先散与金钱。”这是唐代诗人王建描写清
明蹴鞠的场面；唐代张说的“今岁好拖
钩，横街敞御楼。长绳系日往，贯索挽河
流。斗力频催鼓，争都更上筹”再现了当
时拔河之盛况，栩栩如生。“寒食清明小
殿旁，彩楼双夹斗鸡场。内人对御分明
看，先赌红罗被十床。”是唐代花蕊夫人
专咏斗鸡乐趣的；唐代白居易“弄尘复斗
草，尽日乐融融”描写了斗草游戏的场
面 ；“街 头 女 儿 双 髻 鸦 ，随 蜂 趁 蝶 学 夭
邪 。 东 风 也 作 清 明 节 ，开 遍 来 禽 一 树
花。”这是宋代诗人陈与义在《清明》中描
绘女孩子扑蝶嬉戏的场景。

清明习俗在古诗词中异彩纷呈，诗
意无限，时值清明，仔细翻阅古人遗留
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不禁让远离故土
的我仿佛又回到了久别的家乡，回到了
记忆深处的童年时代，和已故的挚爱亲
人团聚在同一屋檐下，和乐融融，幸福
万分……

古诗词里的清明习俗

■ 薛振堂 （山西）

忽然想起小时候看电影的往事。
如今进入信息时代了，人们的文化

生活丰富了，电影、电视已经全面普及
了，已不是什么稀罕之事了。 然而，在
我的童年时期，能看上一场露天电影，那
已是非常难得了。

和一般的小孩相比，我们这个村的
孩子们，看的电影是比较多的。古镇南
午芹算是河津的大村子，河津电影放映
队会定期来我们村放映电影。

那时候，南午芹完小在大街上的东
岳庙里，位于全村的中心地带，电影放映
队来了就在这里放映。放映电影不免费，
大人票价一角，小孩伍分。当天下午，一
切工作准备就绪，工作人员一边倒拷贝
片，一边播放音乐，传达放电影的信息。

看电影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战斗，
《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平原
游击队》《三进山城》《南征北战》《渡江侦
察记》等等，百看不厌。还有儿童片《鸡
毛信》、儿童动画片《红军桥》等等，也是
我们最喜爱的。

上高中的时候，看电影比较少了，但
记忆深刻的是学校组织我们观看的朝鲜
故事片《卖花姑娘》。那是我们第一次看

外国电影，是在僧楼剧院里放映的。因
为是外国电影，又是某单位组织观看的，
那天晚上观众格外地多，剧院里人山人
海，水泄不通。电影开始放映后，观众们
都屏住呼吸，鸦雀无声，全神贯注地观
看。《卖花姑娘》的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
30 年代的朝鲜。花妮一家为了还清借
地主家的两斗小米，爸爸、妈妈、哥哥、花
妮、妹妹不得不在地主家当长工。在地
主的迫害下，妹妹顺姬被烫瞎了眼睛，花
妮遭地主毒打，哥哥哲勇被送进大狱，妈
妈被迫害致死……哲勇越狱参加了革命
军，他和战友们带领村民冲进地主庄园，
打倒了地主，救出了花妮，从此过上了好
日子。

看完电影，同学们都对卖花姑娘的
遭遇产生了同情和共鸣，很多同学流出
了泪水。在很长一段的时间里，大家都
还一直传唱着《卖花姑娘》的插曲：“小小
姑娘，清早起床，提着花篮上市场。走过
大街，穿过小巷，卖花卖花声声唱……”

1974 年到 1975 年，我回到大队当通
讯员。这时，河津电影放映队分为三个
队，把放映区划为南坡，北坡、河槽三片，
巡回放映，基本上每月放映一次。我们
村又作为放映点，放映的地点仍然是大
街上的东岳庙，但由我们大队负责具体

接 待 和 安 排 。 由
于 村 干 部 工 作 都
忙，这项工作由我
承 担 。 每 次 放 映
队来，第一天要安
排放映场所，保证
供电，选派协助门
口收票的民兵，以
及 放 映 人 员 的 食
宿。放映队还特为大小队干部准备了优
待票，由我发放。当时由于农村人们文
化水平低，不管大队干部还是群众，对优
待票还是理解不了，以为优待票就是“由
带票”，那一张优待票可以带很多人看电
影。放映后的第二天，我又要派一辆小
平车，把放映队的两个大箱、喇叭和拷贝
送到下一个放映点。

这个时期，电影由黑白片开始转换
到彩色片了，片子的内容也丰富了，出现
了一些反特片和谍战片，印象最深的是
那部《保密局的枪声》，这部电影放映的
时候，东岳庙的院墙差点被挤塌了。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看《少
林寺》的情景。那时候我正在本村学校
教学。一个夏末的傍晚，大队院里第一
次放映武打片《少林寺》。看电影的乡亲
们都被影片中激烈的打斗画面所吸引，

当观众看到王仁则暴打觉远的父亲时，
有个老人忍不住骂了起来；当看到觉远
和师兄弟们用双臂提起满满一桶水时，
人群中不禁响起了一阵啧啧的赞叹声；
当《牧羊曲》响起时，观众立刻变得安静
起来，那美妙的歌声似乎把人们带到了
山花烂漫的山野中。当电影结束时，还
有一些外村人不愿离开，他们围着放映
员不停地询问，什么时候能到自己的村
子去放映这部电影。

大约在 1975 年，各公社筹集资金采
购了电影放映机，轮流在各个大队放映，
城镇电影放映队停止了巡回放映，东岳
庙里从此再没有放过电影。但老街东岳
庙里那看电影的岁月，让人难以忘记。

回忆小时候看电影的往事，它的令
人难忘之处，不在于看过多少影片，而是
关于那个时代的一种真挚的回忆。

电 影 往 事

■ 田秀明 （江苏）

诗人舒婷在其散文《春卷》里这样
说过：“春卷的普及范围是这样狭小，只
有闽南人心领神会。”其实不然，春卷各
个地方都有，只不过诗人是福建人，才
会有如此情有独钟的想法。

春卷是一种具有传统风味的迎春
小吃。“调羹汤饼佐春色，春到人间一卷
之。”清人林兰痴对春卷的描绘最为简
约，也最为形象。春卷取材简单，也极
易包卷，小镇上的人家都喜欢在春天来
临时包上一些春卷，招待亲朋，合家小
聚，美味的春卷在人们的唇齿间留下了
春天的味道。

寒冬甫过，春意勃发，母亲便开始
张罗着准备包春卷的馅料。荠菜是野
地里挑的，菠菜是自家菜园里长的，洗
净后放入沸水里焯一下，微微挤去水分
剁碎，再拌上炒熟的五花肉末，以及香
干末、剁碎的鸡蛋皮。母亲准备的春卷
馅有荠菜馅、菠菜馅，还有芝麻、豆沙馅
的，分门别类装在器皿中存入冰箱，想
吃的时候就包上一些。

包春卷的春卷皮是大街上买来的，
一到春季，小镇的大街小巷便有了不少
做春卷皮的摊位。一个小炉子，炉子上
搁置着一块厚厚的平铁板，摊主左手持
一块软塌塌的面团，不停地甩动着，待
铁板烧至微热，将面团轻轻在铁板上一
摁，顺势一提，铁板上就留下了一块圆
圆的白色面皮，面皮四周微微翘起的时
候，再轻轻一挑，一张完整的春卷皮就
做好了。摊春卷皮的功夫全在面团上，
太软了做出的春卷皮较厚，影响口感，
太稠了又容易破损。一张上好的春卷
皮，提起来是半透明状，表面光滑没有
任何结块。

买来的春卷皮，母亲常常用湿毛巾
捂起来，确保春卷皮的湿度，春卷皮干

了以后发硬发脆，包出来的春卷也是龇
牙咧嘴。包春卷是最快乐的时光，一家
人围坐在餐桌前，餐桌上摆放着春卷
皮、馅料，还有一只盛着清水的小碗。
将适量的馅儿放到春卷皮的一侧，形成
一个长条形，微用力卷到春卷皮一半大
小的时候，将两侧向中间折上，然后再
继续卷，最后蘸上点儿清水抹一下，再
卷上，在桌上用手抚平，一个完整的春
卷就形成了。蔬菜馅儿的春卷看上去
晶莹透绿，白皮绿馅，很是养眼，堆在盘
子里如一根根胖嘟嘟的玉手指。

炸春卷最好是豆油，油温至半成热
时，放入春卷，刚放入油锅的春卷吱吱
作响，需要不时翻动，不然一面已经炸
糊了，一面还是半生，待春卷炸至金黄
色时，便可以起锅了。刚出锅的春卷，
轻咬一口，春卷皮又酥又脆，馅料柔中
带鲜，油而不腻，满口生香。小的时候，
我们包的春卷总是比母亲包的春卷要
大出一圈，里面满满的都是馅料，难怪
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厦门人吃的春卷
如小枕头一般。

“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全盛
时。盘出高门行白玉，菜传纤手送青
丝。”又是一年春来到，小小的春卷里，
不仅蕴含着人们对春天的向往，更多的
是人们对亲情的渴望。

春到人间一卷之

■ 朱 睿 （山东）

如果你乐意，可以停下脚来，细细
体味这个季节的轻盈。初春时候，残雪
消融，阳光的晶莹缓缓深入，直至渗入
泥土，仿佛能聆听到抽芽的青草血液流
动的声音。春天的雨是柔和的叮咛，植
物开始拔节，江河生动起来，带来了春
天的呼吸。

春的绘画技法着色轻，尤喜点染。
田野里的荠菜蓬勃着，那伸展开的裂状

青青小叶片，仿佛
清 澈 的 小 水 晶 。
它们这儿一簇、那
儿几株，正与小草
说 着 悄 悄 话 。 庭
院 外 ，怪 石 旁 ，竹
林挺立，精神抖擞
地 吟 诵 着 古 往 今
来 赞 颂 他 们 的 诗
词。

有人说，春天柳树最先绿，秋天它
最后黄。柳树成行的地方必有活水，水
往山外流，跟着它，就会找回家。这时
的柳叶蜷缩着，如同一个微小的绿螺
壳，又好像春水涟漪中漂浮的一尾嫩绿
的小鱼苗，酝酿着一首思念的歌，轻轻
扣动了我的心弦。

春天里有忧伤，也有欢乐，是散板，
也是慢板，细腻地唤醒了对于生命无限
的憧憬。我欣喜地看到，窗台的茉莉暂
别了休眠，枝条开始窜长，更令人惊喜的

是：有的枝条居然鼓出了两三个花苞。
记得去年春初，它被突如其来的红

蜘蛛折磨得奄奄一息，可真把我急坏
了，查阅资料，发现对付红蜘蛛最有效
的办法就是少浇水，多通风。终于，春
天来了，春风将我钟爱的花治愈了。为
此，我向春天致以深深的敬意，让我能
够时时感受着它春风化雨悲天悯人的
情怀。

春日的黄昏比之前又来得稍稍迟
了些，在将暮未暮的山坡，不妨与羊群
一道踏歌而行，这时，人们与自然是相
融共通的关系。到了夜晚，星星多了起
来，倘若是宁静的乡下，你会情不自禁
抬起头来，欣赏夜幕上点缀的星钻，面
对广袤的天空，心中汹涌的梦想一定会
瞬间被点燃。

春的脚步来得轻，可它终究还是来
了。“句里春风正剪裁，溪山一片画图开”，
让我们谛听春的脚步，一起携手看无垠
的美丽春色正在希望中缓缓展开……

春 轻 青
■ 马亚伟 （河北）

我确定，这个早晨我是被一缕花香
唤醒的。

晨风飘进窗子，把阳台上的花香送
了进来。那应该是米兰的香味儿：清淡
似昨夜的浅梦，悠远像雾中的群山，飘
渺如轻柔的乐音，让人沉醉。我陶醉在
这个芬芳的清晨里，享受着生命中难得
的安静和美好，真想说一句，活着是多
么幸福的事啊！想起川端康成的《花未
眠》中说：“凌晨四点钟，发现海棠花未
眠……如果说，一朵花很美，那么我有
时会不由自语道：要活下去！”此刻我真
正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

如果花香是有形状的，我想一定是
一丝丝、一缕缕的。你有过这种感受
吗？一缕花香一点点缠绕而来，线一样
丝丝入扣地钻入你的鼻孔，渗入你的肌
肤，滑落到你的心上，瞬间你会觉得自
己整个人都是芬芳的了。

微 风 轻 轻 荡 漾 ，把 花 香 吹 成 一 丝
丝、一缕缕。花香是轻柔的，细密的，温
软的，朦胧的，像绸缎里的丝线一样，给
人无比舒适的感觉。有人说“一股”花
香，有人说“一阵”花香，我以为这种说
法不好，“一股”和“一阵”把花香说得太
豪放了，享受花香的人也太奢侈了。花
香怎么能如此不加珍惜呢？我们要一
丝丝、一缕缕地细细享受花香带来的美
好。就像我不大赞同苏东坡的“日啖荔
枝三百颗”，好东西怎可以如此夸张奢
侈地享用？一定要细细品，慢慢品，才
能品出其中真味来。

花香清浅，芬芳淡淡。宋代诗人林
逋写梅花这样说：“疏影横斜水清浅，暗

香浮动月黄昏。”这句诗妙在一个暗香
“浮动”，浮动把花的芬芳生动地写了出
来，花香成了动态的，而且这种动态就
像丝线滑动一样，让所有感官无比舒
适。那缕缕梅香清雅脱俗，就像一块光
滑的锦缎在肌肤上掠过，在眼前掠过，
在鼻翼间掠过，盘踞在你的心里，无比
妥帖。

忽然又想起唐诗中的两句：“掬水
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好一个“弄花香
满衣”，花香如缕，芬芳丝丝织入衣服的
纹理之间，与身上的衣服融为一体。不
知是花儿弄香了衣服，还是衣服让花香
有了具体的形状。弄花香满衣，就是把
花香织到衣服上啊！

大概没有人不钟情花香，于是人们
模拟花香研制出了各种香水。单是那
些香水的名字就让人鼻尖生香：玫瑰，
茉莉，栀子，丁香，薰衣草……多么诗意
芬芳！人们把香水洒到衣服上，肌肤
上，让天然的花香之味飘散开来，带来
美好的享受。好的东西，是值得我们一
点点细细享受的。

但 是 这 种 浅 浅 的 、如 丝 如 缕 的 芬
芳，却也最容易被人忽略。那次我与好
友外出，经过一座山。我惊喜地对她
说，你闻到花香了吗？这山上一定有不
少花！她表情漠然、心不在焉地说，哪
有花香，我没闻到。我看得出来，她想
着心事。如果你负累太多，就很难闻到
前行路上的芬芳。芬芳浅淡，飘然而
逝。善于捕捉，才能感悟到生活的种种
美好。被一缕花香唤醒，新的一天以美
好开端。花朵芬芳，美好永驻，岁月如
歌，愿你在往后的日子里既能够行走如
风，也能捕捉到旅途的缕缕芬芳。

被一缕花香唤醒

■ 陶 鹏 （湖南）

天鸡啼晓，晨曦初露，立于黄山之巅，静
观风起云涌，可谓奇景奇遇。下山之后来到
绩溪，走在大街小巷，遍是小吃铺子，几乎每
家店里都陈列着拓馃，可谓奇食奇味。

徽州，古称歙州，又名新安，在历史
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到了
明清时期，出现称雄世界 500 余年的著
名徽商，甚至有“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
下”之说，现在徽文化也成了中华三大地
域文化之一。今天的徽州主要包含黄山
市及宣城的绩溪县等区域，界内不仅有
举世闻名的黄山，还有广受欢迎的美食
小吃——徽州拓馃。

徽州拓馃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徽州
地区多山，古时人们出行极为不便，远行
更是艰难，所以路上必须储备充足的干
粮。徽州拓馃原料简单，制作成本很低，
同时又具有很强的饱腹感，能够很好地
解决饥饿问题，经济实惠，自然成为人们
的首选。后来，徽州拓馃不但是普通百
姓出门的必备物资，而且在军队中也得
到大力推广。相传隋末暴政，绩溪人汪
华领兵起义，但义军缺粮少饷，百姓纷纷
制作以面皮包裹咸菜后烙制的拓馃犒劳
将士，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据说清乾隆皇帝微服南巡扬州，与
徽商汪某在客栈中相遇品尝了徽州馃，
回朝后谈起徽州地方风味时，称赞此馃
为食中佳品。至今徽州民间流传着这样
一句民谣：“手捧徽州馃，急急咬一口，问
我好不好吃？哈哈，除了皇帝便是我。”
可见当地人对徽州馃是何等偏爱，也可
见徽州馃确是何等美味。难怪身为绩溪
人的胡适先生对其喜爱成痴，曾美其名
为“国馃”，并且常常用来招待朋友，临别
之时还不忘让人捎上一些。也难怪当年
对饮食极为挑剔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先
生，到了绩溪一定要去尝拓馃，而尝过之
后就对其大加赞赏，更是欣然题词：徽州

拓馃，古风古味，名不虚传。
有了胡适和梅兰芳这两位文化“巨

星”的赞赏和推荐，徽州拓馃的品牌知名
度迅速提升。无论大餐馆，还是小店铺，
都必备拓馃，且做出了各种样式、各种口
味。外地人无论是到此旅游，还是出差，
都必吃拓馃，如若要为家人或朋友捎上特
产，拓馃亦是不二之选。徽州拓馃的美名
和文化便在这一次次品尝与流通中远播。

事实上，徽州拓馃在当地却是一道
普通的民间食品，做法和北方做饼类似，
关键是馅的配制。先将黄豆炒熟磨碎，再
将纯肥肉切成肉丁熬至半油状，将豆粉倒
入锅内，加入适量精盐拌匀为馅，再用开
水泡菜油调入面粉内揉匀为止。然后取
小麦面粉、玉米粉或苞芦粉，加适量水拌
和成柔性很强的面状，将面擀皮儿成薄薄
的圆状或者椭圆状，在两面沾上少许炒熟
的芝麻以增加香味。接着将制作好的馅
置于其心，裹紧后放进锅中蒸熟，或者用
文火烤熟即可。刚出锅的拓馃色泽亮丽，
白里透着金黄，咬上一口，酥脆可口，面
粉、肉、芝麻的香味交融在一起，浓得化不
开，让人口齿生香，回味无穷。

随着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面粉、苞
芦粉、芦稷粉、乌麦、米粉等都用来制作
拓馃；关键的馅也可分为青菜类、汁菜
类、豆黄类、猪油类、豆油类和腌菜类；加
工方法也在不断改良和创新，有油炸、锅
烫、蒸、锅烫加水蒸、锅烫加火焙等类
型。不过无论哪种原料，哪种方法，做出
的拓馃都色香味俱全。

梁实秋先生曾说：“上天生人，在他
嘴里安放一条舌，舌上有无数的味蕾，教
人焉得不馋？”我们生着两条脚，自然想
游遍名山大川；生着两只眼，自然想观尽
天下奇景；生得一张口，自然想尝遍人间
美味。遇上这“除了皇帝便是我”的徽州
拓馃，教人焉得不馋？

黄山脚下品拓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