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货的吝啬
周华诚

    笋的文章我先后
写过万把字了，但是
总也写不完。就像年
年挖笋，笋却总也挖
不完一样。笋是当季
的食材，过了季就变得稀少。比如我们
山里人，虽然春天总有鲜笋吃，可是到
了其他几个季节，想要吃到也并不容
易，于是只好吃笋干。春天里，再多的笋
是从来不舍得丢掉的。

其实，吃货大多是吝啬的。有一次
我翻《养小录》，读到里面一则，说的是
怎么利用腌肉的盐水———“腊月腌肉，
剩下盐水，投白矾少许，浮沫俱沉，澄去
滓，另器收藏。夏月煮鲜肉，味美堪久。”
一坛子腌肉的水，一直从冬天藏到夏
天，这不是吝啬是什么。

古人不仅腌肉，也腌雪。“腊雪贮
缸，一层雪，一层盐，盖好。入夏
取水一勺煮鲜肉，不用生水及盐
酱，肉味如暴腌，肉色红可爱，数
日不败。此水用制他馔，及和酱，
俱大妙。”这就令人称奇了。听说
腌过的雪水妙用甚多，夏天一勺，清热
解暑；若是碰到烫伤之类，也可消炎祛
毒。用腌过的雪水来腌肉、腌鱼，也有高
妙之味。

腌雪这事我没有做过，我只知道腌
雪菜。一层菜一层盐，又一层菜又一层
盐，层层地码进一只大缸，再让小孩赤
脚上去踩。这就是腌雪菜，也叫腌芥菜。
杭州稻友曹晓波，小时候爱吃菜卤豆
腐。菜卤，就是腌芥菜剩下的盐卤水。杭
州人也不舍得倒掉，放在那里，宝贝得
很。到了关键时候，拿来煮东西———听
说，这卤水拿来煮毛豆和萝卜丁，晒干，
经年不坏，味道极其鲜美。

再比如说笋，南方的妙物。我一位
友人，久居京城，看我南人常有笋吃，甚

为妒忌，以为上苍待
南方偏爱也。我们南
方人做笋干的时候，
要把笋切开，下锅中
煮，煮到笋肉熟软了

再用笊篱捞出，拿出去压榨、晾晒成笋
干。那么锅中煮笋的黄色汤汁怎么办呢？
也不舍得随便倒掉的，继续加入盐和笋
肉，继续慢慢地熬。时间久了，锅中的笋
汤就变成了黝黑滋润的深色，跟酱油一
样，这就是笋油。
这样的笋油，味道咸鲜浓郁，苏州人

是当作宝贝的。他们煮面的时候，有两样
秘密武器，一个是蕈油，一个是笋油。在
一碗汤面里，放几条笋干，再浇一匙黑黑
的笋油，便是笋油面，一筷子面吸进口
中，哎哟，鲜得掉眉毛。
笋的老篰头，常山人总是随便丢掉
的，绍兴人可不这样。他们把一些
篰头切开，晒干，夏天拿来煮菜根
汤吃。这种菜根汤，不放一滴油，
大碗的汤里只漂着几根菜干，几
片笋干，有时扔几粒河虾在里面。

这汤看着不起眼，实在也是很鲜美的，夏
天喝尤佳。汤里的笋干和菜干，有时又是
咬不动的。但是，嚼一嚼，嚼一点鲜味出
来，再把渣渣吐掉。我听说还有人把笋的
老篰头，用切药的刀一片片切下来，再磨
成粉，当成调味品来用的———那可真是
笋能享受的最高待遇了。
在真正的吃货看来，没有什么食材

是可以浪费的。世上本没有垃圾，只有放
错了地方的宝贝。有一次我到重庆去，听
一出租车司机说，他们家里吃火锅，火锅
底汤永远不舍得倒掉，只会把汤料仔细
地保存下来，冻在冰箱里。下一次吃火锅
时，再拿出来加汤加料，一轮一轮地煮下
去。听说这样的汤料，算是饮食精华，可
以作为家族财富传承给下一代。

十日谈
地底佳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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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花生 孟红娟

    立秋过后没几天，父亲对我们说，
地里的花生若不挖回来，就要被小老鼠
吃光了。这些小老鼠每天躲在花生藤
下，白天睡觉，晚上偷吃。听父亲这么
说，虽没到采摘花生的季节，但我们还
是决定抢在老鼠之前，把地里的花生给
挖回来。于是领着孩子，跟父亲去地里。

花生地在后坑的小溪旁，我们先到
小溪边歇会儿脚。溪水不深也不宽，长满
了长长的水草，随水飘摇。花生地下方是
一片绿油油的稻田，稻田里是黑油油的
泥土，肥沃的泥田被农家人打理得不留
一根杂草。走进花生地里，浓密的花生藤
淹没了我们的膝盖，几朵小黄花镶嵌在
绿藤里，风来了，掀起一波小小的绿浪，
我们的心霎时也随这片绿野飞了起来。

父亲抡起锄头，对准一株花生挖下
去，然后拔起藤茎，抖掉泥土，哇，一大
串或大或小米白色的落花生露了出来，

藤茎上的花生籽足有三四十粒，只可惜
仅有三分之一的花生是成熟的，大多数
还是半生半熟的嫩籽，都怪那些贪嘴的
小老鼠。小时候没见过花生更没吃过，
一直以为花生是长在树上且由树上的
花结出来的果子。今儿得见，才知它们
是这样的。

火辣的阳光
晒得我们的眼睛
也生疼了，孩子
们躲在一旁的玉米地里兴奋地掰玉米，
不肯出来捡花生。一株、两株……父亲
挖，我整理，沙沙沙，我将藤上的泥土抖
在地上，然后将花生连藤带籽装进畚箕
里，我们连藤带果采了两担。

回到家，父亲将藤摊在地上。我们
找来畚斗，坐在小板凳上，将挂在藤上
的落花生一颗一颗摘下来，放进畚斗。
这些落花生有的三籽有的两籽也有独

籽的，以两籽的居多。它们穿着米色的
麻衣，有的很饱满，胀鼓鼓的，壳捏上去
很硬，颜色稍深，剥开来一看，里面睡着
一对色泽鲜亮略带红色的双胞胎，这是
成熟的花生；有的稍瘦，看上去鼓鼓的，
壳捏着略显软，剥开来看，里面的籽还

是脆嫩的，那是
半熟半嫩的花
生；有的花生壳
麻衣还未长成，

捏着软软的，那必是水籽，剥开来一看，
果然，里面的籽还刚生出来，只一小点
儿，真可惜了这些嫩籽。
“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着白胖

子。”我一边摘花生一边打谜语让孩子
们猜。“花生！”孩子们一会儿就猜中了，
肥嘟嘟的脸蛋笑得像朵花。

我们低着头摘花生，一股股从未闻
过的清香散发出来，真好闻，我不停地

吸着这独特的味道，觉得这样的劳动简
直是享受。摘完果子，父亲将它们归类
后晒在太阳底下。

天还未黑，月亮出来了，洒着银色
的光辉。母亲将餐桌搬到当空的院子
里，先端上一盆冒着热气的香喷喷的落
花生，拿来几瓶井水里浸过的啤酒。许
是闻到了花生的清香，一颗颗晶亮的小
星星也从不同的角落冒了出来。一颗，
两颗，三颗，我们开始数星星。

沐浴在清朗的月光下，感受着自然
的凉风，我们一边数星星一边用新鲜的
咸滋滋的花生过啤酒吃，慢悠悠地品味
着采花生得来的意趣。

责编：杨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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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草 （设色纸本） 朱 刚

百年红色土地上的壮丽画卷
田永昌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周年之际，读青州
著名诗人孙瑞先生主编
的《青州百年新诗选》，眼
前展现的是古老青州百
年红色土地上，血与火燃
烧的斗争，人民跟着党砥
砺前行，新时期风展红旗
的壮丽画卷。

最让我泪湿双眼，感
慨万千的是青州老一辈
革命诗人用笔和血写下
的诗篇，这些战火中写在
青州大地上的诗篇，今天
读来依旧诗情如火催人
奋进。老革命诗人冯毅之
1930 年参加左联和中国
共产党，后任北平左联组
织部长。烽火连天的革命
斗争中，在与敌人舍命拼
搏中，他以亲身经历写下
了《烈火》《悼胡也频老
师》《马鞍山组诗三首》等
众多诗篇。1942年冬，侵
华日军以重兵对青州近
邻淄水上游马鞍山地区
扫荡两昼夜。冯毅之和战
友、亲人在守卫战中宁死
不屈，有的战死有的跳
崖。死难人中就有他父
亲、妹妹、爱人和三个孩
子。战后，诗人擦干眼泪，
写下《思亲泪》等诗篇。
“父亲苍颜白发，妹妹妙
龄青春/爱人忠顺温存，孩
子活泼天真/我们决不做
俘虏，粉身碎骨碧血淋。”
“民族解放史用血写成，
悲痛泪水令敌人高兴/我
回到房间合上眼睛，四处
传来报晓的鸡鸣”。诗人
面对亲人的死亡，不是用
眼泪祭扫亡灵，而是以更
勇敢的战斗迎接报晓的
黎明，这是何等坚强的革
命战士情怀。在《我的孩
子》中，读着读着，我止不

住泪流满面。面对死去的
亲生孩子，“你们渴望成长
不愿死亡/千万被杀害者
又何尝两样/也不要埋怨
送你们到山上 /战争年代
哪有安全的地方。”在日
寇铁蹄践踏的地方，没有
什么安全，只有奋勇抗击。
当年老一辈共产党人，老
一辈诗人就是这样用血和
生命战斗和写诗，这样的
诗是真诗，永远不朽。还
有如在青州出生并在青州
一中读书成长的老革命戏
剧家胡可，他的戏剧电影
作品《战斗里成长》感染几
代人，同样，收在诗集中的
诗也是青州大地血与火的
壮烈史诗。

青州是红色革命老
区，中央华东局和山东分
局曾在此坐镇指挥过解放
战争时期重大战役。革命
战争年代，送子参军上战
场，推起小车送军粮。我
小时候就见过此情此景。

李建华的《怀念陈
老总》，以乡土韵味
歌咏陈毅率领华东
野战军“运动战，显
神通，牵着敌人耍

龙灯”的战争情景，形象而
生动地展现了人民解放军
伟大的战略战术和排山倒
海般辉煌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青州
人民跟着党，砥砺前行。诗
选中用大量诗篇记录并讴
歌这一曲折而伟大的历史
进程。孙瑞的诗《十八个手
印按下之后》，记录了农村
改革的攻坚战，大气磅礴，
让人感慨万千。其他作品
如《中国印》《我在你身边
静静伫立》《南阳河之歌》
《往事》《沂蒙山》《摩天大
楼》《新居》等，都是诗人从
各自生活经历，以诗的激
情描绘了古都青州改革开
放的辉煌历程。

    杜瓜是很聪明的
植物， 像知道人们算
计着它的根， 就藏在
墙根下、瓦砾间、树根
旁，使其不易被挖掘。

郑
州
暴
雨
中
的
他
和
她

李

鑫

    7月 20日，河南郑州
暴雨，一小时内，将近 150

个西湖的水量被倾泻进
这个城市，多地暴发洪涝
灾害，整个郑州陷入危
机。在灾害发生的第一时
间，隧道股份城盾隧安河
南区域市场应急救援队
迅速投入救援，先后转战
多个事发地点，24
小时不间断地奋
战保障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在这之
中，我们看到了义
无反顾的担当，也
看到了普通人身
上闪耀着的光芒。

河南区域市
场副经理王远去
年刚刚结婚，因为
和妻子的单位离
得近，租的住处也
不远，没有任务的
时候，王远经常去
接妻子下班。

20 日下午 4

点左右，王远突然接到妻
子的电话，妻子对他说：
“外面雨好大，你能过来
接我吗？”王远抬头看看
好像漏了一样的天空，看
了看身边在暴雨里奋力
救援的队员，回答妻子
道：“我在外面救援，现场
离不开我，你先留在单位
吧，雨太大不要出去。”妻
子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

叮嘱他注
意安全。

其实，
早在前一
天晚上，王

远就已经投入到救援工
作中，先后转战了 5个救
援地点，王远和队员们在
没过膝盖深的积水中拖
着排水管、拉着水泵艰难
前行，没有过一刻停歇。
当晚 8点，在第 5个

救援地点，郑州的雨势达
到最大，救援队的车辆完

全受损，电力通信
断绝，救援工作无
法开展，队员们也
无法离开，他们被
困在了这里。在这
期间，王远多次拨
打妻子的电话，可
始终无法接通，他
只能强迫自己不
要多想，险情还在
继续，在这种情况
下，保证队员们的
生命安全是他最
应该做的。在他与
队员们努力自救
的时候，他不知道
妻子回家了没有，

也不知道妻子怎么样了。
21 日上午，电力恢

复，王远立刻组织救援工
作。中午，在险情得到初
步控制的时候，他接到了
妻子的电话，在电话中他
知道了两件事：妻子已平
安回到家中；她担心他的
安全，整整一夜没有睡
觉。22日凌晨，奋战了两
个昼夜的王远终于回到
家中，见到妻子。

王远的故事只是这
场紧急救援活动中的平
凡一例，还有更多平凡但
伟大的人在默默奋战着。

灾难凶险无情，但是
人有情！我们从未惧怕
过，内心里的信仰、骨子
里的善良、行动上的团
结，是中国人面对灾难时
最强大的力量。从 1921

年东方破晓到 1949 年庄

严宣告，从百年前的黑暗
时刻到如今的盛世繁华，
历史早已证明，无论何时，
中国力量永远值得依靠！
无论遭遇什么样的波折，
最后一定会山河平安，万
众无恙！

我们的空军大哥 潘与庆

    我们在上海的弟妹
常会牵挂在昆明的大哥，
大哥是我们敬佩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
二年，大哥潘与进在斯高
中学（后改名建设中学）
念初二。那一年，大事多
多，特别是国民党派飞机
来上海轰炸杨树浦发电
厂、自来水厂的“二 ·六”
轰炸；还有志愿军英勇抗
美援朝，都给少年的大哥
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1951 年 1 月，15 岁、
正在念初三的大哥，毅然
放下书包，穿上军装，志
愿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
军空军。6月，报上号召全
国男女老少开展捐献飞
机大炮运动。刚上一年级
的我，受军人哥哥的影
响，问妈妈要了钱，到学
校交给了老师。

大哥参军后，先是到
杭州笕桥二预总预科学
习。后来又转沈阳第八航
校飞机发动机专业本科
学习。航空发动机是飞机

的心脏，内部结构复杂精
密，这对初中没毕业的大
哥来说困难重重。但最后
大哥以 4.9分的优异成绩
毕业，先被保送到徐州空
军 22师担任了实习机械
师；后又调安徽蚌埠任空
军第 11 师师职中队机械
师，非常不容易。大哥不仅
学习认真、工作负责，还主
动将机械师的工作流程整
理成规范的条例，供整个
空军部队参考，为此荣获
集体三等功。那一年，我父
母带着弟妹专门去蚌埠看
望了我大哥。

1955年，人民解放军
实行了军衔制。我们收到
大哥的来信，信里还夹着
一张戴大盖帽、有肩章的
照片。记得我和弟弟还特
地用硬板纸和蜡光纸也做
了大盖帽和肩章，当了一
回大哥的“粉丝”。

在这段时间里，大哥
不仅自学了高中课程，还
上完了大学本科函授课
程。他被调往成都 13 航
校担任发动机课的教员，
正式成为新中国自己培
养的第一代空军教官。

1965年 3月，大哥服
从组织安排，转业到云南
公安厅下属单位工作。这
个单位主要根据边疆需
要，生产手扶拖拉机和农
用汽车。大哥积极肯干、
任劳任怨，被提拔为车间
主任。后来，大哥在云南
成了家，有了一对儿女。
1993 年被评为高级经济
师，次年被授予三级警监
警衔。大哥退休后，出于
对空军生活的留恋和难
忘，又买了许多计算机书
籍，自学电脑操作、网络
编程，在 2004 年建立了
《空军老战友》网站，让身

处祖国各地的老战友们
“有了一个新家”。

谈起大哥，三哥说父
亲去世早，当年大哥每月
把有限的津贴寄回家里，
辅助母亲把六个弟妹拉扯
长大。妹妹说我到黑龙江
屯垦戍边，是大哥写信给
学校领导请求支持，还把
自己的手表和手风琴送给
我，勉励我当个好老师。

与时俱进的大哥，把
自己献给了空军和边疆的
发展。但他也有自己的愧
疚和不安，就是对妻子儿
女关心得太少了。我们开
导大哥不要内疚：你生病
后，大嫂精心照顾你；女儿
坚持帮你做康复训练，让
你的生活基本能够自理；
服役 20 年的儿子牵着手
陪你四处走，还爬上峨眉
山金顶……同千千万万的
现役军人，复员、转业军人
一样，对祖国做过奉献的
人，人们，特别是自己的亲
人理解你们，因为你们都
是最可爱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