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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亭行吟

卧象山顶瞰乔亭，

泱泱浩浩百重厅。

古巷里弄诉岁月，

街石厚墙送星辰。

秦砖汉瓦留印迹，

双乔溪水唱古今。

蟹山将魂卫家国，

端本学堂育群英。

翰林院中留泽芳，

杏坛林里树品兰。

长河悠悠烟波远，

乡愁绵绵分外香。

乡村行吟两首

夜间落雨，早晨，踩着略微潮湿的路面一步一步地
走出小区，路边一地细碎的花瓣，是从女贞树上落下来
的。一个中年环卫女工，手执扫把撮箕认真细致地清
扫，瞬间的工夫，竟扫进半撮箕。我已经走出去好些路，
那香芬还在身后撵着，撵了好远好远。道路两侧，一侧
是合欢，另一侧是女贞，合欢花喜赤赤的粉红，女贞花
清雅雅的米白，路上一个一个走过去的行人，都禁不住
地一步三回首。

女贞花几乎席卷了整个夏季芳香了整个夏季。从
初夏到梅雨，从端午到如火如荼离了空调便汗如雨下
的日子，女贞花就那么不知疲倦地绽放着，让人闻着香
时，整个身心慢慢地安静下来熨帖下来。

想起曾经住青山街的日子。那个住过好些年的地
方，总是不经意间想起。

那些年，常去小圆门买菜。买好菜出巷时，有一左
一右两个岔口，从右边的岔口走过去，便是申元街。申
元街两侧的女贞树，一棵挨着一棵。六月里，细碎的花
儿越过枝叶，站上最惹眼的位置，云朵似的堆积着。前
阵子呈米白色，过两天再看，多半成了朱红色，远远望
去，半树碎玉，半树珊瑚，袅袅香芬，撵着人跑。女贞树
的花，从姿容到香味，温婉辽阔，没有飞扬跋扈的蛮横
霸气，与小圆门里的各色美食一样，内敛，不太张扬；是
发酵了足够时间的美酒，味厚，却又清冽；是回味甘甜
的清茶，唤醒味蕾，顺气提神。

等候班车的吉和北路上，早在七月间，先行落去花
朵的女贞树上，便急急地挂起了果，那些果与花一样，
也是层层叠叠呼啸如海，鸟儿不断地在这一排行道树
的女贞树间来来回回地忙碌穿梭。冬日里，很多树只剩
下枯枝，挂满了黑褐色果实的女贞树，更是受到了鸟们
的青睐。鸟们飞过来，必会钻进枝叶间，啄食累累果实，
边啄，边叽叽喳喳地说话，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去。在吉
和北路等候班车好些年，把一棵棵女贞树日复一日地
看了好些年。我的无数个清晨，被那些女贞树装饰了一
遍又一遍，当然，还有鸟，还有人家，还有从人家里飘扬
出来的烟火气。

那些平常简单的日子，虽不是时时挂怀，却也不能
忘怀。

女贞，生命，这样的两个字，都是真的好，让我忆起
我初生的孩子。在医院里，刚刚落地的他，稚嫩的小脚
丫被护士涂上蓝色印油，印在一本小小的纪念册上，不
鲜艳，却是无比的珍贵——于我，世上没有什么可以与
之媲美，那样的鲜活，那样的生机勃勃，充满了希望，就
要扬帆的轮船一般，就要远行的火车一般，就要离开跑
道的飞机一般。千言万语，万语千言，汇成沉甸甸的两
个简短句子——爱你，宝贝；祝福你，宝贝。

我如今居住的小区容积率相当低，眼眸触及处，多是
树木和草坪。夜晚，一个人在小区里快走，女贞花的香味在
风中飘扬，戴着耳机，所听的乐曲是《云水禅心》。这首曲
子，已听多年，每一次听时，都仿佛第一次。美好物事，经典
作品，大抵如此，常品常新，当得起我们的一万次回眸。那
旋律，平和，恬淡，清澈，悠远。月光，星光，灯光，音乐，草
木，花香，宁静的夜晚，我喜欢于这样的氛围里，在步道
上行走，不知不觉间，环绕了一圈又一圈。

舒婷写，“沿着江岸/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正煽
动新的背叛/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
痛哭一晚”。所有的开篇都有结局，所有的白日终会迎
来夜晚，所有的简洁终会走向拖泥带水，所有的浪漫开
始终会归于平淡……尽管，尽管如此，还是希望如舒婷
所说的，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
一晚；与其由生而死，不如向死而生。是谁说过，拼将一
生休，尽君一日欢。金光菊的洪流，女贞子的洪流啊，涌
进长江，滔滔不绝。我更愿意，那时候，是六月，长江之
水汹涌澎湃，女贞花开得正盛；其实，也不必太贪婪，无
论什么季节都好。江水暗流涌动，女贞伏脉千里，有生
命，于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在流淌，在律动，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女 贞

6月28日早，从市区出发，沿义乌
国贸大道—金义东线—倍鱼线，便
抵达挂纸岭（又称关支岭）古道起点蒋
坑自然村。该古道是义乌和永康的接
壤地，系南宋以来两地的主要商道，也
是当年革命武装队伍——义南红军打
击敌人的出没地。它东至永康石湖坑
村,南抵永康峡源坑村,西到义乌鱼曹
头村，北达义乌蒋坑村。

蒋坑村行古道，原有石拱桥、鹅卵石
路、乡间小路阡陌纵横，但伴随着2020
年8月的“黑格比”台风，溪滩、石拱桥相
继被洪水冲毁，古道变得人迹罕至。

关于挂纸岭古道的历史，要追溯
至南宋年间。据明正德《永康县志》载:

“挂纸岭在县西北五十里。”《义乌县
志》也记载：“挂纸岭在县南五十五里，
高九百五十丈。”南宋时该古道已是一
条重要商道，民国时期很多义乌人穿
越至永康象珠等地，将佛堂的火腿、义
亭的红糖运至此处交易，从事贸易往
来。赶赴方岩祭拜胡公的人，也熙来攘
往，行人、挑夫落脚、憩息，往来多时有
数百人。“永康都是‘坑’”，说明永康下
辖的周坑、石湖坑、后渠坑、峡源坑村
等诸路段，均算挂纸岭，这也显示挂纸
岭在当时的地理重要性。

沿古道而上，便是田埂小道，忽见
左侧有一片岩壁，高陡险峻。据传义南
红军当年曾来此攀岩，与敌周旋。微风
袭来，似闻阵阵杀敌声。

越往深处走，道愈发狭窄，也愈难
行。路面的石头经溪水浸泡，行走时像
是“滑板鞋”，煞是惊险。有山溪作伴、
青绿奇石共赏，大家陶醉其中，旅途就
顿觉有意义。走了约一公里，前边的队
伍停了下来，一问，是延伸的古道霎时

“消失”，成为断头路，于是分头寻找。
经商量，还是乘车原路折返。再从

鱼曹头往蒋坑自然村方向行走，或许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十几分钟的车程，一晃到了赤岸
镇南隅的鱼曹头村。村党支部书记朱

荣喜早已在等候。经细问，得知该村位于
义乌、永康、东阳三地交界地带，村域面
积 1.5 万亩，在册人口 800 人，海拔 500
米，一年中有200余天云雾缭绕，被誉为
义乌的“小庐山”。挂纸岭古道、横冲直冲
火山口遗址、西天坪义乌第二峰、红豆杉
古树群、红军指挥部等，风景宜人。

“午饭前，先走走古道。”出村东头，宽
敞的机耕路延伸远处，直通金坑下位村云
海岗亭。金坑下位村属永康地界，俯瞰四
周，青山环绕，蒋坑至鱼曹头的挂纸岭古
道，若隐若现。行至云海岗亭，从高处往下
看，群山连绵，林木成荫，景色很是别致。

金坑下位村由金坑、下位、里岭脚、
周坑4个自然村组成，村周围有四条古
道，通向义乌境内的就有三条，第一条：
下位——义乌蒋坑——永康金坑——下
位，路长约9公里；第二条：下位——义
乌双尖山——松瀑山——雪峰岭——下
位，路长约16公里；第三条：下位——义
乌蒋坑——鱼曹头——永康周坑——金
坑——下位，路长约 13 公里。村子距永
康、义乌、东阳城区各35公里，村里还竖
着一块“三界石”。这里风景迷人，有古道

林立、小溪穿行，又临近五指岩和石牛山
风景区，吸引着三县市的游人前来“洗
肺”。

自金坑下位村云海岗亭起步，我们
便往鱼曹头村的方向行走。古道深深，景
色更美，行走间，似听见潺潺流水声。两
边林木逐渐茂密，人行其间，绿树合抱的
山谷神秘而幽深。

时间不太长，便看见古道旁的一
间石头屋（也称凉亭）。同行的朱荣喜
说，这是当年义南红军驻扎的“司令
部”。它四周用泥墙和石头垒成，屋内
的几根石柱赫然矗立，建筑已古旧，四
壁斑驳，凉亭建筑上留下了“朱邦贵公
捐助”等字迹。而这间石头屋的下方，
有一块很大的场地，是当年红军的操
练场，老红军朱孝云、朱金则曾带领红
色武装活跃其间。

鱼曹头村是一个红色小山村，是义
乌最早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四一二”反
革命政变后，大批共产党员惨遭杀害，党
组织受到严重摧残，但该村中共党员朱
孝云仍坚持革命斗争，在该村发展党员。
1928年2月，永康县委在鱼曹头村成立
了党支部，给闭塞的山村带来了光明和
希望。

史料记载：该月，朱金则遵照永康县
委指示，在鱼曹头村组织了一支革命武装
队伍——义南红军，它由中共鱼曹头党支
部领导，朱樟山任党代表，朱金则任队长，
指挥部就设在鱼曹头村的朱氏宗祠内。此
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村党支部统一了思
想：由朱金则率鱼曹头村红军参加永康吕
思堂领导的“浙南红军”，统一领导，朱金
则负责党的政治工作。1930年7月底，红
军队伍因各种原因，受到重创，加之不久
吕思堂被杀于兰溪，朱金则率部分红军人
员回鱼曹头开展革命斗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1年2月，朱
金则重新组织了一支农民武装。由于纪律
严明，深受广大穷苦百姓的支持，队伍很
快发展成上百人。当时仅鱼曹头一个村登
记在册的红军人员就有十数人，以东田、

水竹坑、挂纸岭头凉亭为中心进行革命活
动，范围涉及义乌、东阳、永康三县相邻的
边界地区。同年12月24日夜，朱金则率部
一夜间就镇压了鱼曹头、金坑、下位等20
余名土豪劣绅、国民党走狗、叛徒等社会
余孽，广大群众拍手称快。

红军的迅速发展和不断壮大，使义
乌国民政府官员十分恐惧。于是，驻赤
岸、唐先的国民党保安团，配合省防军对
这支武装进行围剿，最终因敌我力量悬
殊，朱金则率领红军撤出东田。为保存革
命力量，1932年2月，这支武装队伍暂时
被解散。此后，朱金则加入永康工农红
军，并以补鞋修伞作掩护，在汤溪县芝肚
坑、银坑一带发展党员，建立党的联系
点。1935年4月他随刘英、粟裕率领的中
国工农红军工作；1937 年夏，任宣遂汤
工委委员，曾在汤、宣、武、遂一带工作至
1949年5月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任松阳农场场长，1953 年后在家休
养，1969年病逝。

挂纸岭古道，留下了数不清的故事，
连同先烈们用鲜血浸透的土地，成为千
古传说。

站在挂纸岭顶，极目四望，这里还像
是风声鹤唳、枪林弹雨的战场；当年的枪
声从深山远处传来，有关英雄的无数故
事与传奇让人缅怀和追溯。而脚下的青
山一重又一重，辽远无际……

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
如今的鱼曹头村在赤岸镇党委政府的领
导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下，齐心协力，以有
机更新异地安置为契机，为实现共同富
裕的目标而努力。

该村两委还大力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以红色文化传承谋划项目，以打造红
色文化旅游地。新修建文化礼堂，用丰富
的内容展示和反映当年红军的革命历
史。义南红军指挥部旧址纪念馆也于
2021年6月开门迎客。岁月湮灭，文字无
声，仍在鱼曹头村口口相传。

好山好水好人家，红色古道，红色基
因，红色革命印记……风景这边独好！

挂纸岭古道的红色记忆 ◆随行漫记 王曙光
◆汉诗节拍 王和清

◆笔走万象 子 薇

前王行吟

西去婺水村前流，
东有海螺岁月久。
铜溪环绕伏虎山，
江滩厚土载乡愁。
路巷几净院朝阳，
乡风诚朴人忠厚。
春来平畴耕作忙，
秋后晒场谷满楼。
古村自古是糖乡，
蔗甜如蜜美名留。
童鞋扇屏誉四方，
贤嫂巧手倾心绣。
如今前王更辉煌，
共富路上撸袖口。
百年大梦书新篇，
蓝图再绘巧运筹。

乐山乐山 摄摄

近一轮机构改革前，金华市旅游
局曾连续举办两届“家+私房菜”技能
大赛，100道来自民间、民宿的老味道
香飘擂台。品鉴结果，东阳瓦罐鸡、汤
溪水肉圆、磐安菜卤炖豆腐等37道特
色菜脱颖而出，分获金、银、铜奖。

有一颗鸡蛋，被人誉为“隐匿着的
地道美味”，犹如一个圆圆的句号，忝
列在没有获奖的“老味道”末尾。

这颗“不一样的鸡蛋”，以元胡炖
煮而成，是近年爆红的药膳——颜色
酱红，口感Q弹，有淡淡的药香，但技
术含量不高，仿冒者不少。

磐安餐饮，以药膳闻名，像杜仲煨
猪腰、黄精焖肘子、羊蹄甲鱼冻等等，哪
一款都比元胡鸡蛋的胜算高。要不是偷
懒敷衍，怎么会选送“元胡鸡蛋”呢？

100 道菜就有 100 个故事。随手
翻看赛后出版的《私房菜》，忽然发
现这只落败的“元胡鸡蛋”并非来自
老家磐安，那种恨铁不成钢的心绪
才得以释然。

品鉴专家也是食客，心底里都存
有一份熟悉又遥远的味觉记忆。只不
过，他们比一般人专业一点，知晓食物
的禀性无论如何都浸染着地理上的属
性和气质。

元胡是“磐五味”（白术、白芍、贝
母、玄参）之一，冬种夏收，以地下根茎
入药。商品元胡，须煮熟晒干。那锅汤
汁浓稠黑亮，药农会舀取少许，再从瓦

罐中撮出一二十只鸡蛋，洗净之后丢进
锅里，煮一煮，敲一敲，焖一焖。至于焖的
时间，还得视情而定——打个牙祭的，焖
它两三个小时。身有酸痛的，就得焖上一
宿。汲饱元胡汤汁的鸡蛋，活血化瘀，利
气止痛，是壮劳力的福利。

元胡鸡蛋是民间的时令小吃，过了
元胡收获期，就得等上一年。忽如一夜春
风来，康养药膳风生水起，历经千年沧桑
的元胡鸡蛋率先登堂入室，香飘山城。时
至今日，磐安街头的大小店家，每天都能
见着其身影。

药膳讲究配伍，磐安某农庄推出的
元胡鸡蛋，主料除却鸡蛋和干姜外，还有
白术50克、元胡5克。

白术性温，健脾益气，燥湿利水，自
古便有“南参北术”之说。意思是，南方人
进补北方人参，而北方人则进补南方白
术。鸡蛋与白术、元胡共煮一锅，白术配
伍又比元胡高出 10 倍，为何还要挂名

“元胡鸡蛋”？沽名钓誉。
“白术味甘，元胡味苦，混合烧煮，某

些药性恰好相克。叫它元胡鸡蛋，白术就
应不加或者少加。”说这话的，是磐安湖
滨酒楼的掌门人胡萍。

胡萍曾是磐安越剧团花旦，剧团因
故解散后便做起餐饮生意。她的酒楼是
自建房，规制不大，包间亦不多，省下的
租金倒可贴补年年看涨的物价。食客嘴
刁心明，吃来吃去，还是觉得胡萍这里
实惠。

胡萍擅长烹制药膳，收银台两侧墙
壁挂满大大小小奖牌。

药膳众多，元胡鸡蛋只是小件。好
多 店 家 ，都 说 自 己 煮 的 是“ 土 鸡
蛋”——一旦烧煮，谁还傻傻分得清
楚？胡萍煮的，也不是土鸡蛋——
个头小巧，外壳淡青色。要不是她
自己点破，谁也猜不透那是乌鸡
蛋。

乌鸡，俗称乌骨鸡，体型娇小，
有小小的头及短短的颈项，皮肤、肌
肉、骨头和大部分内脏都是黑色的。

除了鸡蛋的差异，还有配伍的不
同。胡萍只用元胡，另加一小撮艾叶。元
胡浸泡半小时，捞出沥干；乌鸡蛋入水，
半个钟头后以香醋和粗盐搓洗。辅料和
调料倒与别店大同小异，但焖的时间特
长，至少要24小时。配方是商业秘密，我
没问，胡萍亦没介绍。

茶煮好了，奉上的茶点是两只刚出
锅的乌鸡蛋。凑近闻闻，药香袅袅。拣起
一只，轻轻扯去外壳，塞进嘴里嚼嚼，真
的满口盈香。

忍不住问她：“5 元一只？”胡萍笑
笑，爽快地回答：“10元。每天煮100只，
预订的客户不少。”

“有病治病，无病健体。”药膳寓医于
食，偶尔吃上几回，乃食客之口福。只不
过，是药三分毒，该忌口时须忌食。比如
元胡鸡蛋，小儿和孕妇便禁止食用。即便
是健康体质的人，店家也有不成文之告

诫：一人一只，一天限食一双。
有个不是笑话的故事，去某食堂就

餐的，多为朝九晚五之人。食堂厨师东施
效颦，有天上午以0.5公斤元胡炖煮了1
公斤鸡蛋。中午开饭，蛋已上桌，有行家
听闻此事，立马让人撤去鸡蛋，才没闹出
人命关天的大事。

过了，就错了，此乃“过错”之本意，
也是至今我听到的关于“过错”最精辟的
注解。

凡事都有个度，过了这个度，哪怕是
再美好、再正确的东西，也会走向它的反
面——真理过了，就成了谬误；聪明过
了，就成了狡猾；认真过了，就成了刻板。

元胡鸡蛋 ◆吴风越俗 三 川

秀水明山秀水明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