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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诗节拍

◆人生韵味 潘江涛

开学第一天
刘 琪

9月1日早上，
4岁的儿子在床上捡妈妈的头发。
妈妈问儿子：宝贝在干什么呢？
儿子说：捡妈妈的头发，放在书包里。
去幼儿园的路上，
妈妈问：在幼儿园想妈妈了怎么办？
儿子说：到书包里看妈妈的头发。
学校发了点心，有饼干和苹果，
儿子只吃了饼干，
苹果舍不得吃，放进书包，
带回来送给妈妈。

第一天去幼儿园上学，
4岁的儿子没哭，
妈妈却是偷偷抹了眼泪……

知秋是落叶
王和清

最知秋天的是落叶
从萌芽 嫩绿 渐青 转黄
一生沐风雨迎阳光
从不顾及命运如何安排
也不图虚名不计得失
每天都生活得无比灿烂
风儿吹过打打招呼
雨儿来了洗洗尘污
看见蝶儿邀它坐坐
蜜蜂来了告诉觅蜜的路途
默默地
为春天添绿
为秋天增色
为红花扶丛
为人们祝福
一生无憾无悔
淡望云卷云舒
生命终结
还把身躯留在沃土

秋风里的女人
方向明

你是金黄稻田里
一抹灵动的红飘带
飒飒秋风
呼唤着田野的成熟

你是硕果丰腴
一片飘香的果园
丰收喜悦
洋溢在黝黑的笑脸

你是深秋月夜里
一颗闪亮眨眼的星
茫茫苍穹
脉动着宇宙的心跳

你是寂静山村
一缕缕袅袅炊烟
召唤儿女
过年回家吃团圆饭

你是灶膛里
一团炽烈的火焰
为了生计
燃尽自己只剩灰烟

你是冰雪覆盖
一条结冰的大江
冰封之下
仍然潺潺砥砺向前

你是命运的注释
一生甘苦码成诗
封面书名
站在秋风里的女人

一年四季，最爱的是秋季。若问
缘由，不仅仅是挥手告别热浪蒸腾的
酷暑，迎来辽阔苍远的碧空，更在于
脾胃渐渐修复，又可以啃秋贴膘，大
快朵颐了。

春 咬 草 根 ，叫 咬 春 ；秋 啃“ 三
白”——萝卜、山药和莲藕，是为“啃
秋”。今天我们说说萝卜。

青菜萝卜，各有所爱。萝卜一年四
季皆有，农人看重的却是秋萝卜——
不仅产量高，而且水灵脆嫩。

青菜不耐放，最好日买日清；萝卜
买回家，常被丢在厨房角落，即便三二
天后想起，亦不会糠心难吃。

萝卜的吃法多得去了。洗净切片，
剜一勺熟猪油在热锅中化开，下萝卜
片炒一炒。加一勺清水，没过萝卜，猛
火烧开，文火炖煮。待汤水收紧，倒一

小勺酱油和一丁点料酒，拌匀焖一会
儿，最后放葱花点缀。

这款红烧萝卜，甜鲜软烂，下饭
过酒俱佳。倘以素油换下猪油，谓之

“素炒”——萝卜切丝，用盐浅渍，滤
去汁水。

无论红烧还是素炒，萝卜均要煮
透，难点在于炖煮时间的掌控和咸淡

的拿捏，而秘诀无非是那句老话：熟能
生巧。

萝卜宜与荤料为伍。萝卜瑶柱汤
是香港美食鉴赏家蔡澜的拿手菜。他
说：“取七八颗大瑶柱，浸水后放进炖
锅。萝卜切成大块铺在瑶柱上，再放一
小块过水的猪肉腱，炖个两三小时，做
出来的汤鲜美无比。”

瑶柱，俗称干贝，价追鲍鱼，偶尔
为之，尚能承受。要说家常，还数萝卜
炖牛腩。

萝卜的清新加上牛腩的鲜腴，光
凭想象，就已足够让人流涎。而且，
牛腩性温，萝卜性寒，两者混炖，恰
好寒热中和，多吃也不用担心身体
会难受。

“萝卜配牛腩，天生是一对。”尤
其是深秋的夜晚，丝丝寒气袭人，倘

有一双纤纤素手为你送上一碗牛腩萝
卜汤，那温心暖胃的场景，夫复何求？

李时珍颇懂萝卜，说：“可生可熟，可
菹可酱，可豉可醋，可糖可腊可饭，乃蔬中
之最有利益者。”只是，我们该如何解读这

“可”那“可”中的“可腊”？
“腊”者，“风干”也。风干的萝卜，不就

是农家常见的萝卜丝吗？萝卜洗净刨片或
丝，摊铺起来日晒夜收，燥干存储。何时想
吃，温水泡发，以猪油烀一烀，萝卜干香持
久热烈，格外黏人。家境殷实的，剁一大块
腊肉，用砂锅炖煮，“咕嘟咕嘟”的声音悦
耳动听，常常引得口水直流。

“秋吃萝卜胜良药”。据说，生饮萝卜
汁，可醒酒、清热、止咳，降血压。手足生冻
疮，可将萝卜切片在炭火上烤热擦拭患
部。这些验方是否灵验，我没试过。但我知
道，萝卜健脾、消积食，乃民间“小人参”。

萝卜 ——《秋啃“三白”》之一

蓼花草点点淡红，悄悄染上了乡
野的溪岸，衬着碧水芦花，晕染出一派
迷人的水滨秋景。用这蓼花作曲发酵
的吴店馒头，是义乌人心头的美食。

有着百年历史的吴店馒头，凭着
独特的做法以及纯正的口味，成为义
乌别具特色的地方美食。2006年，吴店
馒头被评为“义乌市十大美食”之一。
2009年，吴店馒头制作技艺列入义乌
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义乌很多地方都做馒头，可由于
吴店馒头历史久远、知名度高，成为了
义乌馒头的头号品牌。吴店馒头相比
北方馒头，发酵更极致、更加柔软。用
手一抓，整个馒头缩于手心，放开则复
原如初，入口松软有韧劲。

吴店馒头运用老式传统制作技
艺，要经过制曲、做酒、和面、揉面、成
型、预热、笼蒸、出笼、盖章等多道工
序，十分讲究。其中最关键、最神奇一
步，就在于发酵。

“酵水”，就是吴店馒头制作工序
“和面”时所用的“水”，也是吴店馒头
美味形成的独特之处。只有传统发酵
制成的馒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吴店
馒头。而“酵水”最重要的原料，就来
自蓼草。

“梧桐落，蓼花秋，秋水鹭飞红蓼

晚；数枝红蓼醉清秋，秋波红蓼水，
夕照青芜岸。”蓼草多分枝，茎秆略
带红紫色，开淡红色或白色花絮。在
过去，过年时做馒头，其第一味酵母
准备工作从夏秋季就开始了——挖
蓼草、摘荷叶、籴麦麸，为制作馒头
曲备原料。将蓼花草洗净加井水装
缸发酵，沥出发酵后的蓼水拌以麦
麸，用荷叶包裹压实发酵，再用稻草
绑好悬挂晾干才能制成金黄色馒头
曲备用。

第二味酵母一般在准备做馒头
前 20 天左右制作，做法和传统甜酒
酿做法相似。

做馒头前一天，两味酵母与糯
米饭、面粉、麦麸用温水按比例混合
再次发酵。第二天，用细纱布沥出酵
水，清水稀释后掺入面粉，和面揉
面。这样做出的馒头除了麦香，还带
有独特的蓼花曲香，由于掺入较多
糯米饭，馒头变得韧性十足。

做好的馒头坯放在蒸笼里要经
过三四次预热，缓慢发酵。馒头能
否发育完好就全看这道工序，温度
过高会烫伤酵母，温度过低不能充
分发酵，会使馒头变成硬硬的面疙
瘩或小蘑菇。

馒头出笼时，有一道工序很有

意思：需要一个身手和眼法很快的
人手拿一根竹签，冒着燎人热气飞
快地在每个馒头上扎一下放出热
气，防止热胀冷缩导致馒头萎缩成
面疙瘩。偶尔有些萎缩的馒头用手
抓起来使劲摔一下，也能重新鼓起
来，变得白胖胖的。此时馒头非常诱
人，趁热蘸一点义乌红糖，让人真正
体味到什么叫色香味俱全。

出笼的馒头，会用印章盖上红色
喜字或寿字等符号。馒头的洁白与红
印的喜庆，恰如白雪红梅。其“盖红
字”，视场合而选不同内容。办婚事，
馒头上的红印必须用“双喜”字；办丧
事，馒头上的红印必须用“福”字；造
房子上栋梁的宴席，馒头上的红印必
须用“连叶桃子”。

在义乌，生日、婚宴、竖屋(建房
上梁)以及其他风俗，馒头是必备物
品。邻里乡亲有娶媳妇了，要拎一篮
馒头做礼。而一对馒头和几个红馃，
就是喜宴的随手礼。馒头里隐含着一
个“发”字。春节期间，人们常说“过年
别的可以不吃，馒头是一定要吃了

‘发’一下的。”
馒头须蒸，蒸馒头还有蒸蒸日上

的意思。有人说，和了“酵水”的面团
即使放进一屉破蒸笼，也能发起来，

因为它要蒸（争）一口气。在那口气的作
用下，馒头发了，事业发展了，传统发扬
了，劲儿发奋了，决心激发了，发子发丁，
发家发族，国发了，家发了。热气腾腾里
的馒头，在人们的希冀和捧托里也发了。

吴店馒头，简单的馒头，被人们赋予
了丰富的意义。除了食用的功能，吴店馒
头已经是一种象征符号，是民俗的痕迹，
也是一种文化的印记。

吴店馒头蓼花香

今年是义乌市大成中学建校 80
周年，也是我到大成中学任教以来的
60 周年。时间过去整整一甲子，但回
忆在校内外的一些往事，依然历历在
目、记忆犹新、铭心励志。

1991 年 10 月，大成中学建校 50

周年，恰逢我在校的教师生涯 30 周
年，真是双喜临门。人逢喜事精神爽，
我和老伴怀着爱教爱校之心，决定制
作一套《大成中学校园塑模》，作为献
给大成中学建校 50 周年的礼物。这
既可以成为校园校舍等景观的见证，

供校友师生们观赏、回忆与感恩，也
可作为学校留存的历史资料，真是一
举两得。

想干就干，我夫妻俩利用暑假，自
力更生、精心打算，对每一幢房屋的面
积、层次、门窗，及墙面颜色、道路、花
园、操场等都实地查看记录。凭借利
刃、锯子、尺等工具，当起土木匠，将现
在的校舍及操场、大樟树等都一一地

“微缩”在乒乓球桌上。
《大成中学校园塑模》制作整整三

个月，费时费神，虽艰辛却快乐。塑模与
校园校舍等一模一样，物景相融、制作
精美，尤其是学校大门墙上，苏步青先
生题写的“大成中学”校名十分显目。看
着塑模，在校数十载的点点滴滴历历在
目。校庆前夕，我们将最后成品献给学
校，受到领导、老师和同学的赞颂。

从建校到现在，大成中学不同年
代的校舍校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1954年，大成中学的大礼堂是当时全
县中学中最大最气派的，陈望道先生
题写的“礼堂”二字就镶嵌在墙上，激
励着师生们奋进。1960年建成的两层

12 个教室的木结构教学楼，是改革开放
前唯一一幢教学楼，还是勤工俭学的成
果。改革开放后，1978年底至1991年，大
成中学先后拆建、新建的三四层楼房就有
6 幢。其中，以纪念明朝平倭英雄陈大成
的“大成楼”最具特色。既是学校50多年
来的最大楼房，也是当时佛堂镇区体量最
大的大厦，十分壮观。学校的旧貌换新颜，
也体现着历史不同时期义乌教育事业的
发展成果。

《大成中学校园塑模》将学校各年代
校貌一览无余地展示在师生们面前，深受
点赞，并成为学校永久珍藏留存的历史文
物资料。对此，我们感到荣幸自豪。可以
说，这是学校艰苦创业发展的活教材，是
校园环境今昔对照的活地图，更是对青少
年进行爱国、爱校、爱教、尊师的校情课本
教材之一。

余热未尽献，老骥不偷闲。退休后，我
用多种形式宣传学校奋进成果，努力为学
校扩大知名度作出一分贡献，表达着一位
老教师对母校教育培养的感恩之情，也表
达着对大成中学在新征程“不忘初心”和

“砥砺奋进”立新功、创新辉煌的期望之心。

大成往事

方向明方向明 摄摄

◆乡土美食 邹 鲁

◆岁月留痕 吴士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