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JIANG DAILY 美丽乡村·城乡通道
2014年12月9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许雅文 版式：吴雄伟 联系电话：0571-85312023 19

浙江日报美丽乡
村周刊官方微信平台

“老家”，扫一扫，更多
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通讯员 徐潘依如

城市里，有看不尽的繁华，有触
手可及的便利，却独独无法复制家
乡的味道。

金灿灿的厚实表层怀抱着豆腐
干加咸菜，散发着灶火烤制特有的
香气，一口咬下去，立马溢出丝丝的
热油，玉米粉的松软酥脆掺着农家
小菜的咸淡有序开始在舌苔上“大
闹天空”⋯⋯这是外婆最拿手的“苞
罗馃”。

其实每每嚷嚷想家时，除了家
乡那些熟悉的面庞和风景，必不可
少的是家乡的味道。

家乡开化，有不少我在外寻觅
无踪的美食，其中之一，便是“汽
糕”。北方多面粉擀制的特色面点，
而南方小镇自有米粉蒸出的玲珑

“汽糕”。儿时的我最爱的便是看着
老一辈们围着蒸笼忙活做“汽糕”
了，圆形的蒸屉被蒙上一层粗布，上
面浇上厚厚一层米粉糊糊，然后撒
上香干丝、肉丁、青红辣椒等辅料点
缀，送入蒸笼，不用多时，氤氲着米
粉香的“汽糕”便千娇百媚地登场
了。“汽糕”出笼后一般会被“大卸八
块”，看上去倒是跟西式的“披萨”有
共通之处。米粉松软，不似馒头一
般瓷实干硬，也不是披萨的焦脆黏
惹，“汽糕”的每一个毛孔都盛着水
的精魂，一种“水乳交融”的感觉在
舌头齿间游走漫步。

除了小吃，家家户户的桌上也
自然少不了最重要的——菜。中国
人讲究吃饭，实则是在吃菜，从炒制
烹调到拼盘上桌无一不体现着地方
特色。家乡的“青蛳”不久前曾亮相

《舌尖上的中国》，赢得了全国各地
观众的追捧，但我却总想为其余众
多不曾抛头露面的家乡菜申一回
冤。

青蛳固然鲜美，但我却依旧最
爱“何田清水鱼”。何田乡有“清水
鱼之乡”的美誉，据说那儿各家各户
自古便门前有塘，清水养鱼；钟灵毓
秀，家乡的一弯山水不仅孕育了可
爱的人们，还熬炖出了一锅鲜美的
清水鱼。记得上次回家，专门求着
爸爸领我去何田尝一回地道的清水
鱼，熬煮鱼肉的浓汤乳白凝稠，嘬吸
时唇齿留香，鱼肉软绵细腻，一筷子
便能剔骨去刺，迫不及待送入口中
时，温润即化⋯⋯

家乡的每一口味道都在回忆里
萦绕，历久弥香。在科技交通便利
的时代，网络可以淘尽天下各色美
食，但总有一些味道是不可复制不
能迁徙的。

离了那方水土，长途跋涉精致
包装下的只是另一副面孔另一种味
道。

看着千里与共的婵娟，想着家
乡月下桌上那一道道风味，是否也
垂涎三尺？

家乡味道
无法迁徙

通讯员 吴深荣

“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
四州”的金华，水源充足。几百年来
金华人一直有湖塘种藕的习惯，过
去有个顺口溜：“辣椒咽谷酒，穷苦
人挖藕。别人在烤火，我往塘里
走。”可见当时挖藕人是多么辛苦。

初冬，正是莲藕的丰收时节。
在义乌市东河六一村泥塘里，有一
群挖藕人。今年 56 岁的吴文斌，挖
藕已有 20 多个年头，他挖的种藕，
不断节。

吴文斌说，挖藕虽然是个力气
活，但还是有点学问。藕在泥里，水
面又高，要想挖得又多又好，靠的是
多年的技术和经验。“如果把藕挖
断，挖破皮或者灌泥，品相差，很难
卖出好价钱。”

多年的实践，让吴文斌摸到了
藕的生长规律。他说：“荷杆叶背带
点淡红色，说明这个藕已经成熟
了。这时只要顺着两根粗荷杆的中
间挖，就能将藕拎起来，当然，挖藕
中还要凭手感，把握挖的力度和出
泥的角度，力用猛了，藕节会被拉
断。”到底用多大的力气合适，吴文
斌说就好比厨师所说的火候。

现在通行的是承包荷塘挖藕，
虽然收入比论公斤挖藕要高一点，
但风险也大。因为先要与莲塘主人
谈好价钱，并且要估出一亩荷塘能
挖多少公斤藕。

吴文斌只要站在荷塘旁，仔细
地把荷杆数一数，看一看粗荷杆有
多少，细荷杆有多少，一亩荷塘的产
量就能大致估出来。

年底是吃莲藕的最佳季节，也
是挖藕人最忙的时候。即便下雨、
下雪天也不歇息，他们泡在水中，踩
在淤泥里，手脚经常被莲杆、石子划
破。吴文斌说，现在下荷塘或湖里
挖藕的都是 45 岁以上的人，青年人
大多都不愿干。

义乌：
塘里挖藕人

影像

吴文斌为挖出有头有尾的喜莲
而开心。 吴深荣 摄

吴文斌为挖出有头有尾的喜莲
而开心。 吴深荣 摄

通讯员 张建成

11 月 26 日，武义民间斗牛庆丰
收大赛在白姆乡后树白鹤殿举行。
37 头彪悍善斗的黄牯牛在催人的
喇叭和鼓声中轮番上场比拼，让广
大游客和本地市民大饱眼福。

武义斗牛，起源于两汉（三国），
兴盛于北宋，距今已有 1000 多年历
史。斗牛场地，多选择一丘广阔平
坦而四周环有浅山的水田。斗牛开
始之前，须将水田犁平，再灌入适量
的水，以增加观赏效果。自古以来，
每年秋冬农闲季节，武义多个地方
都有举行斗牛大赛的传统民俗，代
代相承，长盛不衰。解放后，武义斗
牛这项传统民俗活动曾一度停了
40余年。

1993 年，武义县白姆乡率先恢
复后树白鹤殿斗牛盛会，邀请武义
本县及金华各县市最勇猛的斗牛

“选手”参加每年农历十月初六、初
七举行的斗牛大赛，迄今已连续举
办22年。

武义斗牛是牛与牛斗，不同于
西班牙的人与牛斗，被誉为“东方文
明斗牛”。斗牛一般都是为庆祝农
业丰收或遇庙宇开光助兴。

武义：
斗牛庆丰收
武义：
斗牛庆丰收

两头黄牯牛在水田里搏斗。
张建成 摄

竹林深处，一弯民心路

“这里曾经是条羊肠小道，通往那高山顶上，一望无际的竹山，是山区农民的希望。过去手拉肩扛，付出的
不仅仅是血汗，还有那羞涩的钱囊，更有那望山兴叹。如今改革成果共享，双创的春风吹拂山乡，修路兴山的号
角吹响。条条山路通向四方，竹农的笑脸像花儿一样绽放⋯⋯” ——摘自《余山村村歌》

村民们拉着毛竹下山村民们拉着毛竹下山。。

 63 岁的管根金和 70 岁的张水根从
修路开始就自愿当起施工监督员。

开化青蛳。

本报见习记者 李文芳
区委报道组 朱立奇
通讯员 邓德华

初冬时节，万木萧瑟。然
而，湖州吴兴区埭溪镇余山村的
大山里，万顷毛竹依旧苍翠。午
后暖阳，风过青竹，“哗哗声”让
原本静谧的深山更添一丝惬意。

有竹山，就要有路。从跌跌
撞撞的小路，到平整宽广的大
路，竹子下山，村民也从大山迈
向都市。一条路连接村庄和城
市，一条路改变村庄与村民。在
余山，山路通了，心路也通了。

石路蜿蜒
村里的金山

拨开那根根青竹，绕过时间
的河流，徜徉在 1500 亩的青山
间，探访被余山老人称为金山的
那座山，称为金路的那条路。

这个山坳里的小村庄，世代
遵循着靠山吃山，靠竹吃竹的思
想。张水根，农家出身的他，幼
年时坐在屋前的房檐下天天看
着爷爷拿着砍刀，沿着通向山顶
的那条石头路上山下山。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

“那时候，村里通向山外，只
有一条石头路。爷爷每天都要
从山上拖下好几担的毛竹，然后
穿着草鞋一路走到 12 里开外的
青山集镇上把毛竹卖给水乡
人。”已是古稀之年的张水根摸
着路边的毛竹回忆道，“那时的
石头路不仅窄还难走。要是碰
到雨天，石头路还很滑，更别说
拉着上百斤的毛竹在这样湿滑
的路上走了。”

“我们那一代，余山村完全
靠这条石头路，把毛竹运出去过
活”，站在一旁的村民管根金说
道，“卖点毛竹就能带点米油回
来，我们全靠着毛竹山呢。”

一把砍刀、一条石头路，余
山的男人们硬是把一山又一山
的毛竹运出了山，积累了最初的
财富。

余山村的男人们，每天背上
十余担的毛竹，上千斤的重量压

在肩膀的皮肉之上，日积月累全
是厚厚的老茧。

“都说余山的男人肩膀最
厚，这都是常年运毛竹留下的。”
张水根咧着嘴说：“每天我都要
用热毛巾敷肩头的。”他用右手
摸了摸自己的肩膀。

那时的余山女人，心灵手
巧，男人们顺着羊肠小道将毛竹
搬下山，女人们接过毛竹，霹雳
拍啦，三下两下，一个竹匾，一个
簸箕就出来了。

“除了自用外，多余的我们
还拿出去卖，多少能贴补点家
用。”村民管汉玉说。

顺着原先石路上山，两侧毛
竹林内，根根毛竹上写满名字，
名字上还点上几点。

看出了我们的疑惑，张水根
解释说：“毛竹上写名字是为了
知晓这片毛竹是谁家的，也是为
了防偷盗。竹身上的几点是表
明这根竹子已经长了多少个年
头了，到了年份的毛竹才能卖出
好价钱。”

张水根向我们介绍，在当地
土话里，“四大砍一大”就是 8 年
生的毛竹，而“三大砍一大”就是
6年生的毛竹。

那时候，从这条石头路上运
下山的毛竹都是“四大砍一大”
的优质毛竹，余山毛竹也因其品
质而远近闻名。

石头路是余山的守护，见证
了余山村的夏去冬至，也见证了
张水根等山民的一生。

公路接续
矗立起洋楼

“你们到村里来的那条路就
是青五公路，这条公路的修建是
余山村的一大跨越。”村民管汉
玉指着家门口的那条路说道。

如同一个历史时代的起落
一样，与青五公路同龄的管汉玉
见证了石头路的衰落。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到新中
国后，余山的那条石头路已然满
足不了毛竹的大量“下山”。于
是村民们想着什么时候能修条
结实的砂石路。

“1958 年，当时的吴兴全力
修建了这条青五路。”管汉玉说，
管汉玉的父亲参与了青五路的

修建，“我母亲说我小的时候，她
每天都是抱着我给工地上的父
亲送饭去。”

百来号人，叮叮当当了好一
段时间，一条宽阔笔直的砂石路
替代了老旧湿滑的石头路。

因为这条路，农用车、拖拉
机开始进出余山村。回想当年
这条路的辉煌，管汉玉兴奋地
说：“我那时都可以用双轮车一
次运上千斤的毛竹出山了。”

青五公路修成，余山村人出
山方便了，毛竹卖得多了，村里
的茅草棚越来越少，小洋楼越来
越多了。“2004 年起，村里还通
上了公交车，现在去趟城里几十
分钟就够了，不像以前出趟门都
要摸着黑回家。”管汉玉感慨。

56 年来，管汉玉的生活在
变化，眼前的这条青五公路也在
变：往昔的砂石路经过翻修，一
条修长的乡道一头连接着 104
国道，一头连接着余山人走出大
山的希望。

山巅之路
让心境变宽

从石头路到砂石路，从砂石
路到水泥路，村民们的愿望在一
步步实现，但是几十年来，最终
的愿望还未曾触及。

这样一个深山坳里的小山
村，如何让山上的“金条条”滚出
山坳坳才是村民们最为期盼
的。山陡路难修，青竹难出山。
余山人几代人也都是被这山给
挡住了去路。

“要想富，先修路。”现任的
余山村书记茅土江始终是这么
认为的。这条通山顶的路怎么
修、修在哪里、修多长⋯⋯一系
列的问题难住了茅土江。

一个人想不好，全村人难道
还想不好！今年 5 月，茅土江召
集全村村民坐在村委大院里跟
大家“白话”开了。

“路一定要修，既是为了个
人也是为了我们整个村的利
益。”特意从外地赶回来的管金
根当时第一个站起来表态。

“要修就要修到山顶去，修
到村民们毛竹林最集中的山上
去。如果大家不放心，我愿当道
路施工监督员。”紧随其后，张水

根也站起来说道。
⋯⋯
村民们你一句，我一言，最

终决定，要修就要大修，要修就
要修好。

“通往水堂坞、木家坞、暂
坞、高山四条山路，就在一人一
票中确定了。”茅土江说道。

说修山路容易，但是真正修
起来却是困难重重。“余山村平
均海拔300米，最高海拔450米，
虽说海拔不算很高，但山路弯曲
坡陡，走山路都觉得喘，更别说
要开出条山路来。”茅土江说。

5 米宽，4 条山路，10 里长，
单是挖掘机开挖土石方就达到
2 万多方了。五六月的江南梅
雨季节，让这条路，修得更为艰
难。

“那段时间雨后山上的水直
往下冲，有时候我们的大型机械
都上不去。”茅土江说。

村民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
出力。在村民大会上承诺过要
当施工监督员的张水根也没有
食言。

“从 6 月 11 日到现在我天
天在工地上，自己看着放心。”
张水根就这么一直站着监督着
施工，“往里一公尺可能就是别
人家的山地，村里哪块地是谁
家的我最清楚，我看着村民们
也放心。”

包括张水根在内，村里还专
门组建了由老干部和村民代表
共 12 人组成的监督小组，兵分
四路，进驻现场，对道路施工质
量进行监督。

为修山路村里一下子拿出
80 万元。这也是近年来村里最
大的一笔支出。但是茅土江给
我们算了一笔账，这 80 万元花
得值。

““没有修山路前没有修山路前，，每担毛竹每担毛竹
运下山的人工费就需要运下山的人工费就需要 1515 至至 2020
元元，，路修好后运输车就可以直接路修好后运输车就可以直接
开到山顶了开到山顶了，，人工费可以省下三人工费可以省下三
分之二分之二。”。”茅土江比划着茅土江比划着，，接着接着
说说，“，“村里现在有村里现在有 15001500 亩毛竹亩毛竹
林林，，每亩毛竹林每年产出每亩毛竹林每年产出 15001500
斤斤，，人工费上一年就省下人工费上一年就省下 2222 万万
元元，，44 年就可以收回成本了年就可以收回成本了。。
山路修好山路修好，，不仅方便毛竹外运不仅方便毛竹外运，，
山坳里的土特产也能走出去山坳里的土特产也能走出去，，卖卖
上好价钱上好价钱。”。”

味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