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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絮
季节柳

似雾似盐还似纱，
春心萌柳柳飞花。
情丝缕缕向天涯。
玉蝶飘扬浮绿水，
东风拂过漫篱笆。
小桥流水是人家。

花 影
方 华

窗台上的一朵花
以仰望的角度
绽放它的色彩与青春

阳光从一角铺展开来
像一把金币撒落
敲得窗户叮咚作响
与心中的快乐
一起蹦跳

星火燎原的地方
方向明

你是一盏明灯
照亮黑暗中探索者的眼睛
你是一道曙光
划破乌云笼罩的黎明

你是一束火把
点燃了黑暗的夜空
你是一名先驱
引人们踏入了党的队伍之中

方元永 方城顺
你们的伟绩
后辈人会永远地铭记
你们的精神
后辈人会世世代代地传承

在党的红色基因里跳动
在义乌这块热土中孕育
了解了两位先贤的英勇事迹
顿觉心中的热血在沸腾

我明白了
什么是坚定的信仰
我懂得了
什么是坚守和使命

崇敬的目光中
映入了新时代的春色
血色的丰碑上
篆刻着老一辈革命者的英名

劳动赞歌
胡巨勇

是犁耙水响的弹奏声
平仄这布谷婉转的啼唱
在诗情的田野上
把季节的心事拔节

是三尺讲台洗礼心灵的抒情声
呼应着粉笔激情的节拍
在一双双求知的瞳孔里
把园丁的情怀抬高

是流水线上青春绽放的吟哦
伴和着汗水挥洒的旋律
在打卡钟的见证下
把时代火红的愿景拉长

这支歌厚重绵长
有着脚手架上高升的希望
有着炼钢炉里沸腾的梦想
韵律是阳光拂过心源的无私

这支歌高亢豪迈
穿透岁月无言的沧桑
用奉献填词 用勤劳谱曲
把五月的主题唱响

一

“红色食谱”是革命者的生活密
码，离不了井冈山蜿蜒陡峭的“挑粮小
道”，亦少不了毛委员与红军战士同喝
野菜汤的动人故事。至于那首欢快、风
趣的民歌，更是对井冈山艰苦生活的
艺术化赞美：“红米饭，南瓜汤，秋茄
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干稻草，
软又黄，金丝被，盖身上，暖暖和和入
梦乡……”

清夜扪心，乐观的革命队伍有人
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即便食粮不济，尚
且有红薯、洋芋、南瓜、野菜充饥度荒。
但要是缺少食盐，别说嘴巴“淡出鸟
儿”，就连说话都无力张嘴。

此话并非危言耸听。因为盐不仅
是“味”之首，更是“力”之源。

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古往今来，战争虽
说手段不同，但皆为“利”谋。如果说
石油是现代战争的重要诱因，那么，
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争战就是为
了“盐”——哪国控制了盐田、盐井、
盐矿等盐源，哪国便抢得了国兴民
富之先机。据《汉书》记载：“吴煮东
海之水为盐，以致富，国用饶足。”齐
国管仲还设盐官专煮盐，以渔盐之利
而兴国。

盐为国之命脉。为掌控盐源，从
盐诞生之日起，王室便立有盐法，设

“盐人”官职，“掌盐之政令，共百事之
盐”。汉武帝还实行官盐专卖，禁止私
产私营。到了晋代，私煮盐者百姓判
四年刑，官吏判两年。平日，百姓用盐
又有严格规定：“凡食盐之数，一月丈
夫五升少半，女人三升少半，婴儿二
升少半。”尽管官府颁有严刑峻法，但
盐之利润实在诱人，私制私贩还是屡
禁不绝，终于造就“陶朱、猗顿之富”
的神话。

猗顿是中国首个盐商，但因为年
代久远，知之者不多。倒是陶朱（范

蠡），因为关联西施，又兼具智勇双全，在
辅助勾践打败吴国后功成名就，家喻户
晓。而且，范大人有先见之明，知晓越王
能共患难而不可同富贵的脾性，便潜逃
山东，以贩卖私盐为生，富可敌国。

二

人类最早何时“食”盐，迄今尚无确
切的史料记载。但不难想象，如同火的使
用一样，盐的发现和食用，同样经历了极
其漫长的岁月。

咸，盐味也（《韵会》）。又苦也（《尔
雅·释言》）。人造曰盐，天生曰卤（《广
韵》）。可见，无论是“咸”，还是“卤”，都因
为有了“盐”。据记载，我国食用盐的历史
可上溯至夏。及至周，人们已经把咸味作
为“五味”（酸、苦、辛、咸、甘）之一，并用
于医治疾病。《吕氏春秋》也有“调和之
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
微，皆有自起”“咸而不减”的论述。汉代
王莽则称盐为“食肴之将”，更突出了盐
在饮食烹饪中的地位。

盐有食盐、戎盐、光明盐之别。食盐，
就是普通的食用盐，“上供国课，下济民
用”；戎盐，有青赤二色，“医方但青盐而
不用红盐”；光明盐，就是石盐，得清明之
气，为“盐之至精者也”。

公元 13 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
历经千难万险，终于踏上中国这块古老
而神奇的土地。他激动地在自己的游记
里描述：“在城市和海岸的中间地带，有
许多盐场，生产大量的盐。”

一日三餐，柴米油盐。食盐置放厨房
一隅，虽不起眼，却是性命交关的宝贵食
材。缺盐的日子真难挨——《白毛女》“喜
儿”穴居深山数年，因为没有食盐，满头
乌发变“白霜”。《闪闪红星》中的潘冬子
为了逃避白匪对食盐的封锁，穿着浸透
盐水的棉衣冒险进山……倘若食之无
盐，红军便失去力量之源，走不动路，也
拿不稳枪。

曾以为，这些都不过是虚构的故事，
但真要了解了盐之于烹饪乃至生命之必

需，又显得何其真实可信！因而，在艰难
困苦岁月里，彭老总倡导的“有盐同咸，
无盐同淡”（《彭德怀的故事》）之情怀，既
是革命者的责任，更是共产党人的境界！

三

“晨烧暮烁堆积高，才得波涛变成
雪。”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在舟山群岛当过
盐官，写下了流传至今的《煮海歌》。

岱山是我国的主要盐场，有1200多
年的盐业史。2005 年，岱山县建起了中
国盐业博物馆，详细展陈了岱山盐民的
革命斗争史——新中国成立前，盐税作
为官府的主要经济来源，与之相伴的盐
法酷刑，再加上盐商的盘剥无度，导致盐
民被逼无奈，奋起反抗。据记载，自清以
降，岱山盐民反抗压迫斗争的活动就达
10余次。

1936 年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岱山岛万余盐、渔民联合大暴动，迫使盐
务当局取消多项苛酷盐政。江苏作家圣
旦以此为素材撰写的报告文学《岱山的
渔盐民》，是与夏衍《包身工》齐名的重磅
作品，入选多种现代文学作品集。1942
年2月，岱山成立了第一个中共盐民支
部。（林上军·《咸雪》）

斗转星移。昔日你争我夺的食盐，如
今已是寻常之物。但一旦出现盐荒，这个
世界还是非乱不可。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福岛核
电泄漏事件，某网民在网上谣传东海出
产的食盐已受污染，竟然引发全国性的
食盐抢购风潮。

谣言止于智者。一经权威部门信息
发布，谣言便不攻自破。因为日本方面虽
然恶意排放废水，也确实造成东海海水
污染，但国人食用之盐，沿海多为海盐，
西北多用池盐，西南多用井盐。

四

盐是“味”的艺术。“有味者使之出，
无味者使之入。”盐的掺和不仅催开了饮
食艺术之花，而且充分满足了人们如何

让食物不腐的贮存需求。于是，腌菜、咸
肉、咸鲞等腌货便应运而生。

“南甜北咸，富淡穷咸”“越穷的腌菜
缸越咸”，坊间俗语是现实生活的写照。
还有，我们从菜肴的咸淡、色泽，大致就
能推出一户人家的出身、教养——别看
他们吃的是山珍海味，只要口重色浓，那
么其出身便不轻松。

盐是穷人的福分。只要有盐，即使家
里再穷，日子也能将就苦熬——猪油炒
盐，拿根筷子蘸蘸下饭，俗称“掇盐巴”。
比掇盐巴稍好的是盐炒辣椒，再好一点
便是咸菜、土酱、霉干菜或腌萝卜。有了
此类腌货，再拿黄豆上街兑块豆腐，咸淡
同煮，相得益彰，每顿都很下饭，日子也
就觉得滋润好过。

口味的咸淡和地域有关。四川人嗜
辛，宁波人多咸，都是风俗习惯使然。“食
无定味，适口者珍。”（《山家清供》宋·林
洪）周作人说他的家乡整年吃咸极了的
咸菜和咸极了的咸鱼。近代著名出版家
王云五也说：“就口味而言，我生平嗜咸
而不好甜。少年时视糖如苦口之药，强而
不肯尝试；然对于盐则不患其多。在他人
以为口味已够咸的，我往往认为太淡。”
（《七十年与五味》）

不过，盐犹如钱，宿命。按中医观点，
五味各有所伤——咸多则伤心，酸多则
伤脾，苦多则伤肺，辛多则伤肝，甘多则
伤肾。而五味中，尤以咸味凝血滞气，伤
人更甚。因而，人食五谷，需要五味适中
调和，不可偏食。

一般而言，城里人口味淡，而乡下人
口味重——咸菜、菜卤、霉干菜之类的腌
制品长年不断，这恐怕与农村“咸食壮
力”有关。如果人体缺少盐分，便会引起
肌肉酸痛乏力。而从事体力劳动的农人，
出汗多，盐分流失也快，饮食偏咸不但无
害，反而有助于体力恢复。

食盐，晶莹透亮，一尘不染，咸而鲜
涩。咸咸淡淡一撮盐。小康社会，幸福生
活，“盐”何尝不是一种社会隐喻呢？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咸咸淡淡一撮盐
◆人生况味 潘江涛

◆汉诗节拍

嘀嗒……嘀嗒……雨滴在伞上奏
着欢快的交响曲。雪峰路上车来车往，
川流不息，人行道上铺着一片片雨滴
带下来的樟树叶。

“偷得浮生半日闲”，沐着绵绵春
雨，我漫步来到雪峰路和环城西路
交叉口的陆港电商小镇。这是一座
新兴的电子商务城，也算是望道信
仰线起点。

小镇所处的位置，“襟北苑而带稠
江，控城西而引上溪”。它的西边，是建
设中的横塘公园，将于今年七月对外
开放。北侧，是新设立的义乌综合保税
区。小镇整合了电商全产业，集聚了大
批互联网+骨干企业，是义乌市规模
最大的电子商务产业园。

作为一个在市场上摸爬滚打了三
十多年的“老战士”，我亲身经历了义乌
市场的发展。从新马路市场到国际商贸
城再到如今电商小镇的变迁；从原始的
款货两清交易到如今网上下单电子结
算的跨越；从最初的“莫名其妙”“无中
生有”到如今的“点石成金”……经过三
十年多年的风雨考验，义乌人民用勤耕
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精神培育
并壮大了市场，最终成为国内外知名的
小商品之都。眼前这个“新产业、新模
式、新技术、新机制”的经济示范区，将
在完善义西市场群的同时带动义乌经
济再上一个新台阶。

于 2013 年开业的义乌国际生产
资料市场，呈“冈峦之体势”伫立在小
镇的东侧。整个建筑群规模宏大，像一
艘的巨型货轮，满载着中国制造的商
品破浪前行；各区块楼顶的弧状造型
像一瓣瓣盛开的莲花，显示这是一方
和谐祥瑞的创业宝地。

我迂回来到市场B8号门，雨水冲刷
了脚印，却勾起了回忆。我清晰记得，脚
下所处的位置，十年前还是一个叫下连
树的村庄，与北面的上连树村和于宅口
村相邻。20世纪80年代前，这三个村都
是以农业为主，周围都是水田，连片的水
田中间，零星点缀着一些大大小小的用
来灌溉的池塘。小时候，也是下雨天，我
曾戴着斗笠，披着蓑衣，卷起裤腿，光着
脚丫跟四叔来这边的池塘里抓鱼;春夏
之交的夜晚，则跟伙伴们点着柴油火把，
来这边的水田里抓黄鳝……儿时的情景
依然历历在目。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四十多年时
间眨眼就过去了，当年的水田里长出了
连片的高楼，池塘中的水流成了宽敞的
道路，低矮破旧的农房变成了一座现代
化市场。对照当年的情景，唯叹“隙中驹，
石中火，梦中身”。

回到雪峰路，挺拔俊秀的雪松，指挥
着整齐的榉树队伍在烟雨中操练；郁郁
葱葱的皂树下一片紫杜鹃在细雨中沉
思；茂密的石楠花含着泪给绿枝披上了
洁白的婚纱；鸡爪槭伸开一只只手掌向
我问好；盛开的月季不时朝我挤眉弄眼，
极尽妖娆；微风把樟树细碎的花蕊洒在
伞顶，透出一股沁入心脾的幽香……

路边的绿化带上，七八个园林工人
正弯着腰，捋着袖子冒雨栽种一株株花
草。蒙蒙细雨虽然模糊了他们的身影，但
他们抢抓时机“捋起袖子加油干”这个画
面却清晰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他们种
下的不仅仅是花草，而是一种信仰，更是
一种力量！

回家路上，微风和细雨亲吻着我的
脸，几滴水珠顺着脸颊流进嘴唇，我一舔，
竟然有点甜！细思，这应该是信仰的味道！

望道信仰线起点的雨

◆笔走万象 缪文中

静斋静斋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