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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雁快飞
申 平

白露才过几天，一场寒潮突袭了草
原。 家住草原边缘的李进，一大早就被
他爹吼起来，让他跟着去捡牛粪。

一出门 ，18 岁的李进就冻得直哆
嗦。他背上背篓，拿起粪叉，咬牙跟爹往
草原方向走。 他今年高考失利，爹不让
他复读了，说，现在上了大学也是自己
找工作，还不如早点在家干活呢。

翻过山岗，就到了草原。 风更猛烈
了，人哈出的气立即变成了白雾，又在
唇边结成了冰粒。今年的天气也太反常
了！

天渐渐亮了，路两侧已经枯黄的草
地上，开始出现了一堆堆、一溜溜黑乎
乎的牛粪。 爷俩各自走到路的一侧，开
始捡拾那些湿的和半湿不干的牛粪，捡
满一篓，就找个高岗倒出、摊开，接着再
捡。 这活李进老早就干过，以前村里家
家户户都烧牛粪，牛粪成为人们争抢的
东西。 这些年包产到户了，庄稼的秸秆
都烧不完，已经没人捡牛粪了。 但是爹
仍然要捡，他是要留着秸秆喂家里的牛
羊呢。

捡了几筐牛粪，身上已经开始发热
了。李进忽然发现，在一处低洼的地方，
卧着一片灰白色的东西， 好像是一群
羊。走近了才看清，哪里是羊，分明是一
群大雁，一只只趴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咦，这群大雁见人来怎么不飞走呢？ 李
进走过去喊了几声， 又用粪叉去碰，雁

群依然不动。 李进忽然明白过来，这些
大雁是被突如其来的寒潮冻死了。

李进立即放下背篓， 跑上高岗，挥
手喊他爹。 他爹快步走过来，看到一地
死雁，立即高兴地叫起来：“啊呀，发财
了！ ”他过去挨个踢着大雁，然后扔下背
篓，对李进说：“你在这里看着，别让别
人抢去。 我回去赶车，咱拉回去，能卖好
多钱哩！ ”

看着爹连跑带颠地走了，李进的目
光又落在那些大雁身上。 大雁有的是两
只靠在一起，有的是单独趴着；有的脑
袋插在翅膀里，有的耷拉在地上。 他弯
下腰，用手摸着它们，小声嘀咕：“你们
怎么就冻死了呢，真是太可惜了。 ”

李进从小就喜欢大雁。 听说这鸟生
活在遥远的西伯利亚， 每到秋天来临，
就可以看见它们一群群从头顶上空飞
过。奇妙的是，它们有时会排成“一”字，
有时又排成一个“人”字。 有时候，它们
会在草原上歇歇脚，以前有猎人会乘机
猎杀它们， 但这些年提倡保护动物，已
经没人敢捕杀它们了。

他开始把大雁往一起堆。 每捡起一
只，都会仔细观察，他觉得这么大的家
伙竟然可以在天上自由飞翔，真是不可
思议。 现在即便死了，它们还是那么美
丽迷人。

一共 35 只大雁， 李进一只只地抱
到土坎下，挤挤挨挨地形成一大堆。 望

着这堆大雁，李进想，它们很快就会变
成老爸手里的钞票， 成为人类的口中
食、腹中餐，竟然有点心疼。 不过他又
想，反正它们已经死了，这也许是个机
会，可以乘着老爸高兴，和他商量一下
自己去复读的事情。

望着这群大雁，李进心中忽然想到
了自己的同学， 想到大家在操场上走
步、唱歌的场面。 一场高考下来，他们有
的展翅高飞了， 有的也遭遇了严寒，比
如自己……李进心中不由泛起一阵酸楚。

忽然，他发现一只大雁似乎动了一
下。他急忙扑过去，伸手去摸它，透过羽
毛，他感觉到它的身体还有温度；再摸
别的，好像也在回暖。 哦，大雁并没有
死，它们只是被冻僵了！ 现在它们被集
中到背风的坎下，就又缓了过来。 李进
心中一喜，但是马上又心一沉：如果大
雁跑了的话……

这时候，李进知道自己可以做一件
事，那就是上前去扭大雁的脖子，只要
抓住用力一扭———家里杀鹅、杀鸭都是
这么干的。 他提起一只大雁，比划了一
下，却下不了手。 这么美丽的鸟儿……
先不说国家提倡保护动物， 就是没提
倡，也不能随便杀害呀。想到这里，李进
把心一横，脱下身上的羽绒服，盖在了
雁群上面， 他瑟缩着身子， 跺脚大喊：
“大雁大雁，快快醒来，快快醒来！ ”

大雁真的开始一只只动起来。先醒

来的大雁看见李进， 显得惊慌失措，开
始四散奔逃，但是它们行动笨拙，一时
无法起飞。 这时不知从哪里跑来两只野
狗，扑过去追咬大雁。 李进急忙拿起粪
叉，喊叫着过去打狗，又扔石头把它们
撵得远远的。 等他回来的时候，发现大
雁已经全部苏醒了。 它们聚在一起鸣叫
着，好像在商量事情，看见他来，忽然一
起扇动着翅膀奔跑起来，接着一只只腾
空而起，越飞越高。 但是它们并没有马
上飞走， 而是在李进头顶上绕了两圈，
嘎嘎地叫着，似乎在向他表示感谢。

李进从地上捡起羽绒服，也开始在
草地上奔跑起来。 他挥舞着衣服，大声
地喊着：大雁大雁，快点飞吧，高高地飞
吧，飞到南方去吧！

跑着跑着，李进突然停住了。 他看
见他爹赶着一辆毛驴车，正站在不远处
看着他。 他立刻蔫了，什么也没说，穿上
衣服继续去捡牛粪。 他知道，今天的一
场打骂是避免不了啦，复读的事情也别
提了。 他霎时感觉心里凉透了。

奇怪的是，这天爹什么也没说。 晚
上娘告诉他：“你爹同意你去复读了。 ”
看着惊讶的李进， 娘又说：“你爹说，你
早上放飞大雁，在草地上又跑又叫的样
子挺稀罕人的。 他觉得你很有爱心，也
应该让你像大雁一样高高地飞。 ”

啊，这真是意想不到的结局。 李进
的眼泪立刻涌了出来。

春 耕 姚忠智 摄

春游八公山（外一首）
边家强

晨光一直在寻觅
从高处到低处，从山涧到河谷
那些草木，不再坚硬
眼眸，没有了警惕和冷峻

五月的花，开满山坡
尽管有些潦草，有些随意
一阵风吹来
山野就像一片旖旎的云

淝水，静静地流淌着，仰望着
多少故事，散落在山间村野
多少传说，回响在淮河两岸
一种骄傲，融进了血液

手捻长须的长者
奔波于山山水水之间
凉意中，一些思想渐渐回暖
远离繁华，眼前是另一片水秀山明

来来往往的文人墨客们
被困在自设的陷阱里
但他们坚信
瞬间的激动，足以安抚一生的沧桑

轻扣一块石，就能听到一个传说
在一部书里，你能感到无限的光芒
仿佛脚下不是路，眼前不是初夏
跳跃的文字，葳蕤的思绪
像漫山的柳絮，深醉在一场约会里

八公山，一个人的桃花园

夕阳，有着太多太深的眷恋

以至于遗忘了光阴如流水的古言
一幅泼墨，暖色从天空，到山峦
再到森林草原，江河湖海
感动，洋洋洒洒，没有边界

八公山，悠然地端坐在时空中
一树树桃花，忘情地开放着
与夕阳遥相呼应
我弯腰弓背，努力地向顶峰攀去
想独拥这粉红色的浪漫

可惜的是，没有同路人
光艳艳的桃林，燃起满山春光
此刻，我只想揣着那些传说故事
踏着楚风汉韵，独自寻找
先人的脚印，和磨得光亮的石凳

坐在桃园中，总感到无尽的荣光
花瓣随风展开，多像书页
夕阳在读，扇动翅膀的蝴蝶在读
那本书，究竟还要读多少世纪
谜团，才能一个个地被准确揭开

远离了烽火，远离了尘世
绷紧的神经放松，繁华盛放
郁郁的廉颇，长眠在郁郁的花丛
花香颂德，飞鸟歌功
精神之光闪烁，这里不再是异乡

最最不幸的当数陶渊明
如果能趟过淮河，就可莅临仙境
而他只能遗憾地
遗憾地与一场轰轰烈烈失之交臂
不像我，正迷醉在无边的花海里

云岭山水隽永恒
程晋仓

清明过后的皖南 ，一片葱笼 ，处处养眼 。
绿的滴翠 ，黄的鲜艳 ，白的耀眼 ，红的灿烂 。
天空澄澈 ，山野幽静 ，林壑深秀 ，溪水涓涓 ，
池碧河清 ，万物呈现出一脉生机勃勃的欢腾
气象 ，大自然用生花的妙笔勾勒了一幅恬静
安宁写实的山水画卷。 空谷里偶或吹来阵阵
轻风 ， 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 ，沁
心润肺 ， 由不得你张开鼻翼贪婪地狂吸几
回 。 田畴中令无数游人日思夜想的油菜花
景，历经和煦春光 ，已然褪去了怒放的笑脸 ，
更生嬗变 ， 在枝间叶底缀满了沉甸甸的果
实，等待着丰收的时刻。

过了芜湖长江大桥 ， 转道南陵之后 ，车
轮顺着铺就柏油的蜿蜒小道 ，一路穿行在高
低起伏连绵的群峦之中。 一边是头顶山崖上
疯长的茂草和各种山树新发枝叶沐风快乐
地摇曳，不时有鸟鸣啁啾 ，打破空谷的宁静 ；
一边是脚下山涧中碎石浅滩半依半偎堤岸 ，
散开了襟怀 ，任流水淙淙潺潺 ，溪面微波轻
漾 ，氤氳着水气 。 这活泼俏丽的江南日光和
优雅景致的感染与熏陶 ，心旌随着山路的延
伸而豁然舒展 ，轻松快乐与幸福的味道一股
一股涌满心田。 置身于这种环境，对比 70 多
年前日军曾用枪炮和杀戮对着中华大地的
各族儿女时的凄惨情景 ，我们越发感到当今

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午饭后稍做休憩，我们整饬好行囊，沐着

暖阳 ，载着渴盼和期冀 ，胸怀注满了景仰 、敬
重与神圣 ，沿着盘环在山间的柏油公路前往
云岭地区 ，那里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和心中
想往的圣地———新四军纪念馆和军部 、东南
局旧址 。 在茂林中穿行不久 ，伴着嘎然一声
汽车的停滞 ，一片新式的仿徽派建筑群便跃
然展现于眼前 ，这里就是新四军纪念馆 。 广
场虽算不上豪华气派 ， 却显得庄严古朴 ，里
面是两层结构的展厅 ， 有文字照片资料 ，也
有文物实物的展示 ， 兼有声光音像的介绍 ，
比时下一些纪念馆单纯的摆设要丰富了许
多 ，内容内涵也恢宏深刻了许多 。 讲解员的
讲解是比较详细的 ， 还能够与观者互动 ，探
讨些问题。 由于人多和想对一些重要的场景
和事件背景看得更仔细些 ，所以有时盯住一
处便不忍离开 ，可惜为了赶行程 ，有些地方
还是未来及瞧得更详细 ， 只能做匆匆一瞥 。

然后去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群 ，站在铁军广
场张望 ，一眼就看见一堵长长的白墙正中用
红 漆 书 就 的 新 四 军 军 长 叶 挺 将 军 题 写 的
“抗战到底 ”四个斗大的汉字 ，在其背后层迭
而上的苍茫青山和两旁屋居的映衬下 ，在艳
阳光影中分外耀眼。 那里分明是一处典型的
山间民居的聚居群 ，徽式建筑 ，却又稍具地
域特色的风格 ，马头墙是直的 ，不像歙县一
带的马头墙略微有点上翘。 环绕的溪水将白
墙黛瓦的村落围拢在一起 ，显得更加紧凑与
合适 ，这样的布局选址安排其实更有利于当
年军部的防卫与警戒。 村后的群山逶迤连绵
伸向远方 ，一片青墨色 。 村屋历经多年风吹
雨打的外墙虽已斑驳褪去些许色彩 ，但沧桑
之中更显出一种威仪肃静和刚烈的味道。 军
部旧址 、东南局旧址等等 ，踞山面水 ，沿势缓
下 ， 外围周边有今人为美化环境栽种了香
樟 、松柏、翠竹、青黄杨 、红叶石楠等 ，间或点
缀几株垂柳和一泓池水 ， 有些花团锦簇 ，却

不奢华不骄饰不张扬 ，在朴素中透出历经磨
难的厚重沉稳艰韧。 伫立在旧址门前屋庭抑
或院落厅堂之中 ， 分明地能感受到 70 多年
前的历史的悲怆和凝重 ，散发着的时代的忧
患重托与责任 ，一群为着中华民族独立自强
的英雄活跃奔走于其间的画面豁然浮现于
眼前 。 出院门时 ，望着墙边涓涓而下的山涧
溪水 ，远眺笼着淡淡薄雾的苍山翠岭 ，我由
然而生一种念想 ：中华民族的脊梁亘古以来
就一直没有松懈垮塌过 ， 不管是风吹雨打 ，
雪压冰冻 ，都始终保持了一种可以用一首经
典老歌中的唱词所表达的状态 ，那就是 “万
里长城永不倒”的精神和气节。

我不禁想， 假如时光倒流回 70 年前，再
如若这片山林中没有那些革命先辈们在国
家危难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振臂高呼 ，唤起
民众以舍身成仁 ， 决死牺牲之精神浴血抗
敌 ， 它固然可以任由时空在这里恣意驰骋 ，
固然可以有山多林茂的容颜 ，固然可以有桃
花依旧笑春风的风光 ，但还能够有今朝民族
独立的自豪 ，民生幸福的现在 ，以及成为世
人心中的一座挥之不去 、涂抹不了的精神圣
地，一抹泯灭不了的永恒记忆吗？

云岭，它注定是人间一座精神的高地、一
座精神的丰碑。

好竹连山觉笋香
管淑平

清明时节雨来佳， 门前老树吐新芽，
不止如此，就连竹林的竹笋也同样有些迫
不及待，纷纷赶着与春天会面。

在春天即将走向尾声的时候，竹笋争
先恐后地钻出了地面———还没到竹林，你
就能看见那些正冒尖儿的影子———它们
正探头探脑地打量着这个世界，小心翼翼
又蓄势迸发。湿润的竹林里弥漫着竹笋特
有的清香味道，我知道，春天的力量正暗
流涌动。

其实，在我老家的四周也种有一大片
一大片的竹子。 每至春来花开时节，那些
挺拔云霄的翠竹， 摇曳着一声声的竹风，
欢唱着春天的歌谣。竹林里夹杂着的樱桃
花与梨花也露出半边羞涩的脸庞，犹抱琵
琶半遮面。

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 就从老家的
东、西两方延伸开去。小路又将密密麻麻
的竹子分成两个片区， 有如一道银河的
天堑隔绝着牛郎织女的相会，不，应该是
隔绝着那些相依相偎、缠绵悱恻的竹子。

在农村， 可供玩乐的东西很少，因
此，逛竹林也成了我们童年的最佳童趣
天地。 那竹林，丝毫不亚于鲁迅先生笔
下充满奇妙的百草园。 我们踏上小路，
杂草上的露水很快地给了我们一个清
新的问候———鞋子、 裤脚都被打湿，一
阵阵冰冰凉凉的感觉从脚底渗透心间，
颇为灵动。 等到太阳出来时，竹林深处
会时不时地投射下来一些细碎的光影，
那画面极为迷人，竟让你怀疑阳光的线
脚究竟是如何巧妙地穿过那些竹叶密
密麻麻的缝隙的？ 但是，等竹影连同光
影 ，一同摇曳 ，一切又仿佛成了一种流
动着的画面， 我们几个小玩伴儿都是这
幅画里的点缀。

最妙的当然还是看竹林里的竹笋。那
些竹笋， 有的仅仅露出了一丁点儿尖角
来，试探性地打量这周遭的一切；有的只
是微微地冒出了一截儿， 带着几分腼腆；
还有的已经长出半人高了，而且灰褐色的
笋衣也开始脱落，能隐隐看到新竹的影子

了。在竹林，你不得不惊讶于竹笋的长势，
就短短一个礼拜，你就能实实在在地领略
到那种涌动着的破土而出的气息。

竹笋一冒尖儿，而竹象虫也毫不客气
地多了起来。它们穿着一件五彩斑斓的小
花衣，“嗡嗡嗡”地从一棵竹笋飞到另一棵
竹笋，有的已经飞到新笋上，然后用它们
尖锐的长嘴巴，一点点地向柔嫩的竹笋扎
下去，贪婪地吸食着竹笋内的汁水。 而我
们看到那些竹象虫时， 也会果断地去捉
住，因为被它们啃食过的竹笋，一般存活
期不会长久，即便是能够有幸存活下来的
竹笋，也会因此长势萎靡。 我们捉住竹象
虫一般是用一根细长的毛线将它的前腿
绑住，一手线攥在手里，一手快速地抛出
去，竹象虫便很自然地就张开翅膀飞翔起
来。这样我们就拥有了一个简单而快乐的
小玩具。

春天，是不能不吃一回竹笋的。 掰几
棵长得小巧的竹笋回家， 将笋壳一一剥
下，洁白的笋肉就露了出来，还能够闻到
一阵淡淡的竹笋清香。掺入清水，煮笋肉。
等煮到八、九分熟，这时捞出来，沥干水
分。 将笋肉用手撕成均匀的长条，不论是
炒肉还是用来制作凉菜都是不错之选。

竹笋肉质软嫩，尝在嘴里，果真是一
口一个新、鲜、香。我习惯将竹笋与肉沫一
同小炒，然后伴着一碗米饭。 这种简单的
做法是对食材的最质朴的尊重与珍惜。

“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这是苏
东坡对竹子的一种珍视。 同样，我也钟情
于竹，钟爱它一年四季都点缀着盎然的绿
意，钟爱它那笔直高挺的不屈模样。

成年的竹子，经过老师傅熟练的一番
操作， 就能够得到一些日常用到的家具，
比如竹筛、簸箕、背篓、竹篮、竹椅等；还有
一些能工巧匠更将竹子的用处发挥到了
极致，例如傣族的竹屋、竹楼，想想居住其
间，一定能够闻着淡雅竹香酣畅而眠。

春日已深深，且看竹笋、且听竹声，在
暖阳清风下，收获一片雅俗共赏的人间清
欢。

白堤一千年
陈富强

进白堤，通常有两个入口，一个是从断桥进入，另一个
是从西泠桥，绕孤山，过放鹤亭、文澜阁与平湖秋月。 白堤不
长，顶多一千米，但集中了西湖的人文精华。

断桥上的许仙与白娘子，我就不多讲，再说一千年，也
是荡气回肠。 但来桥上寻找爱情故事的人，却摩肩接踵。 断
桥的四季，写满了西湖的沧桑与柔情。 单一个断桥残雪，就
引来无穷的遐想，但凡冬天，杭州一飘雪，断桥上永远人头
攒动，想象中的断桥残雪似乎总难寻觅，是太多的脚步远道
而至，踩得断桥不堪重负。

白堤之名，盖因白居易而生，事实上，在白居易出任杭
州刺史之前，白堤就早已存在，那时的白堤，叫白沙堤，白居
易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是一个证明。 不
过，白居易在杭州主政三年，留传后世的，和苏轼一样，除了
诗，就是堤。 只不过，白居易主持修筑的堤，不是现在我们看
到的白堤，而是在钱塘门外。 据传，白居易就任杭州刺史后
发现，一遇雨季，西湖就闹水灾 ，遇旱则农田干涸，粮食歉
收，有时甚至颗粒无收。

于是，白居易微服私访，到钱塘、仁和、盐官一带查访。
终于弄明白当地各县连年干旱的原因，除了雨水少以外，主
要原因还是湖堤失修，蓄水量小，加上管理不当，又放任豪
强占湖为田，或者盗取湖水，纵有千顷良田，却得不到有效
灌溉。 摸清这些情况后，白居易决定在钱塘门外，修筑一条
护湖堤，以积蓄西湖之水。 这项水利工程在白居易任职杭州
的第三年，终于动工了。 完工以后的大堤，从钱塘门石函起，
余杭止。 这条大堤把西湖一分为二，堤的西边为上湖，也就
是今天的西湖，东边为下湖，现在已成为市区的一部分。 而
湖水尽量贮蓄在上湖， 以保证杭州以东及以北千顷良田的
灌溉。

堤筑好后两个月， 白居易离任。 他为此专门写了一篇
《钱塘湖石记》，详细记载了堤的功用，以及蓄水、放水和保
堤岸的方法。 千年之后，在杭州圣塘路口的水坝亭子，还立
着这篇《钱塘湖石记》。 可以说，这篇重要的西湖水利文件，
和白居易写杭州的诗章一样千古流芳。

白居易晚年定居洛阳，67 岁那年，他写下千古名篇《忆
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
头。 何日更重游？

白居易终于没有重返杭州，但杭州百姓却记得他。 虽然
钱塘门外的那条大堤已被日月吞噬，但湖中的白沙堤，却历
经风霜依旧，人们称它为白公堤，久而久之，简称白堤。

白堤的每一株柳树，每一树桃花，都是春天西湖最美的
诗行。 如果从北山街眺望，烟柳画桥中的白堤，仿佛一条玉
带在湖上飘逸，一头连着城区，另一头，则系着孤山。

孤山的文澜阁，在白堤的尽头，称得上是杭州文化的重
要地标，阁内所藏《四库全书》，则更是镇馆之宝。 《四库全
书》 是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 成书于清乾隆时
期，总共七套，分别存放在“南北七阁”，杭州文澜阁就是其
中之一。 清末太平军北上，南方三阁中镇江文宗阁、扬州文
汇阁，均阁毁书亡，文澜阁亦倒塌，书本散落民间。 后经杭州
藏书家丁申丁丙两兄弟抢救、整理和补抄，才得以存世。

事实上，丁丙除了是一位出色的藏书家，还是一位优秀
的实业家。 他与湖州儒商庞元济在杭州城北创办杭州世经
缫丝厂，并于 1896 年 8 月 15 日正式开始生产“西泠桥”牌
丝绸。 由于工厂首用自备发电机，为工厂提供动力和照明，
这一天，也成为浙江电力工业的创始日。 120 年以后的一个
黄昏，我来到当年世经缫丝厂旧址，一个叫做如意里的弄堂
里寻找浙江电力工业的历史碎片， 只看到一座黑色的碑和
一盏昏暗的灯，碑上的文字与灯光，照耀着 1896 年的那个
夏天的夜晚，无边的黑暗中，杭州城的上空，突然有了光的
映衬，显得格外好看。

白居易一生诗作浩瀚， 与杭州有关的诗， 就有两百多
首。 在他离开杭州十年时，诗人在洛阳城里，写下“官历二十
政，宦游三十秋。江山与风月，最忆是杭州。 ”这首五言诗，与
他后来写下的《忆江南》，情感上互有关联，都是千古绝唱。
而丁丙，与白居易生在不同时代，为杭州留下的文化记忆，
已成白纸黑字，映照在《四库全书》里，刻进城市的一砖一
瓦，一草一木。 从唐朝到晚清，他们历经的时光，绵延一千
年，他们是诗人，是藏书家，做得都是圣贤之举，都可在青史
留下一名，既镌入杭州正史，也写进西湖民间故事，为世代
传颂。

一道水豆腐汤
章小兵

在青阳，五十岁以上的人，约朋友相聚，爱到
县招待所吃饭，几荤几素上完了，如果没有上一道
任师傅亲手做的水豆腐汤， 就像听一段故事没有
结尾，看一场戏没有熨帖肺腑的结局。

任师傅做水豆腐汤快 40 年了。 水豆腐的那种
嫩、滑、软、绵，像慢镜头那样，会逐一呈现。 这门手
艺，他掌握得炉火纯青。

他是下了真功夫的。 首先，他选择的水豆腐一
定要石磨磨就的。其次，水豆腐买回来后，要养。任
师傅养水豆腐，一定要用井水。 他说，井水属阴，河
水属阳。 女人要滋阴，水豆腐就得像女人那样以礼
待之。

水豆腐养好之后，还要漂，就是不停地将水豆
腐浮上来的杂质，用扁平的勺子撇出来，不要小瞧这
个漂，水豆腐经过井水一漂，那豆腥气便荡然无存。

最后，在水豆腐未下锅煮开前，任师傅要备足

如下的作料：把熬得脆黄的猪油渣子切细、切碎；
选上好的涪陵榨菜切成细丝；选少许黑胡椒粉；选
新鲜的切碎的葱花； 再选新鲜的熬制的猪板油少
许。 待水豆腐下锅后，他需要严格掌握火候，火略
微大了，水豆腐便烧过了头，其阴柔的本性没有彻
底生发出来，就少了鲜美滑嫩的本味。

经过这样的工序之后， 任师傅的水豆腐汤便
出锅了。 水豆腐汤价格低、味道好，当时，许多到青
阳来出差、 来做生意的外地单身汉， 事业刚刚起
步，经济拮据，往往要了米饭，就要一大碗水豆腐
汤。 片刻，一碗饭便在水豆腐汤的滋润之下，风卷
残云地消灭了。

但凡品尝过任师傅手艺的人，多少年后，走遍
千山万水， 都念念不忘青阳县政府招待所的那道
水豆腐汤，因为，那是他们的青春记忆，是年轻时
走南闯北、不畏艰险留下的甘美滋味。

□小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