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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长廊]

刘大伟

满庭芳·梓乡吟咏

岭染红枫，畴连黄穗，木樨蹊径扬

芳。蝶离莲沼，鸠雀啭峦冈。百卉荣枯

律转，南飞雁，五彩浓妆。家山望，离乡

赤子，念鹤发高堂。

沧桑浮脸际，尘寰渺邈，邻里缘

长。聚发小，梦随明月徜徉。佳酿欢娱

共醉，消惆怅，淑气临窗。人恬淡，蓝穹

碧水，江岸眺斜阳。

注：高堂指父母。

林华

[灯下漫笔]

趣谈常山山粉饺趣谈常山山粉饺
民以食为天，食为民之本。这是自古

以来的规律。人类经过数千年的繁衍发
展，无论是生产生活及饮食等方面的智慧
和技艺都不断得到改善，并陆续有新的发
展。新石器时代，人们对食品加工方式普
遍粗糙，日常的谷物研磨基本采用碾盘、
碾棒等工具，将谷物去壳方便入口。于是
石磨、石臼在民间渐渐普及，有的农户以
有石磨而自豪。到周代后期，饮食情况得
到较大的改良。

明正德十三年（1518），浙西常山知
县钱宪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他监市履豨，
体恤民情。提出发展农业，大胆创新；推
陈出新，标新立异，要通过努力，解决民众
温饱。在钱宪的重视和鼓励下，全县各地
农业发展迅速，精耕细作，垦荒甚广，粮食
骤增，尤其是番薯（俗称甘薯、红薯、白薯、
金薯、甜薯、番茹等）产量比以往增了数
倍。番薯是人们重要的食物之一，但不耐
低温，在寒冷的冬天若不储存在地窖里则
容易腐烂。于是，农民一边挖地窖储存番
薯，一边动脑筋将番薯做成更多的食品。
在多年的实践中，人们生产了薯片、薯条、
薯丝干等，并希冀将番薯进行深加工。也
就在这个时候，山粉饺应运而生。

山粉饺的原料是山粉为主，山粉的原
料是番薯。将番薯洗净去皮切碎，然后用
石磨磨成浆，再倒入木桶或水缸里加清水
搅拌后，再用包袱布过滤。过滤后的浑浊
水浆通过约6个时辰左右的沉淀，淀粉下
沉，清水上浮。倒掉清水，将沉淀的淀粉
撬碎晒干，山粉便加工而成。

那年初冬，常山知县钱宪下乡视察，
发现众多农户门前篾垫或笸箩里晒着洁
白的山粉。得知是番薯加工而成，他对随
行人员说：“很好，很好！多种番薯，多加
工山粉，山粉耐储存，而且用途很广，还可

加工更多的食品。”
钱宪说的话正好被一宁姓农民听了，

他心想，这位官员说得没错，山粉的用途
确实是很广的，除了大家熟知的用于蒸
肉、烧汤及烧制某些菜肴时当调料外，肯
定还可以加工成其他食品。回到家里，他
试着用山粉当面粉进行包饺子。没想到，
山粉饺竟然比面粉饺子更好吃，咬上一
口，鲜美无比，满口生津，唇齿留香的滋味
让味蕾得到充分享受。宁姓农民将山粉
饺分给左邻右舍品尝，大家直赞“鲜美、好
吃！”渐渐地，用山粉包饺子已成为时尚。
在常山农村，每年冬季都有做山粉饺的习
俗，只是在食品匮乏的年代，要逢年过节
时才包山粉饺，如今人们生活富裕了，随
时可吃到山粉饺。

正德十四年，县官钱宪又到乡下走
访，恰遇宁姓农民田间回来，他认得是这
位官员号召农民多种粮食，多种番薯。于
是上前向钱宪作揖说：“多谢大人体恤民
情，百姓不愁吃穿，安居乐业，生活与以前
天壤之别。请大人到寒舍稍坐片刻，小民
做山粉饺给大人品尝如何？”钱宪听说山
粉饺便来了兴趣。说：“承蒙邀请，我们先
到村庄走走，等会再来。”

钱宪走后，宁姓农民一边叫妻子将山
粉揉成面，一边到地里割了韭菜，并将平
时舍不得吃的咸肉用来做成韭菜咸肉馅。

县官钱宪吃了山粉饺，觉得确实非同
一般，胖乎乎的山粉饺，晶莹剔透，轻轻尝
一口，醇厚的浓汁顿时冲击了味蕾，比普
通的饺子好吃数倍。于是钱宪对宁姓农
民说：“这山粉饺可称得上是常山特色美
食，建议你可到县城开个饺子店，专门经
营山粉饺，保证顾客盈门，生意兴隆。”

后来宁姓农民按县官所言，在县城横
街择一隅之地，摆一小摊，专营常山山粉

饺。果然不出所料，随着山粉饺香气四处
飘散，顾客络绎不绝，每天销售数百碗饺
子。随着生意不断兴隆，几年后，宁姓农
民在城里购买了店面，家里新建了豪宅。

自明代以来，凡是过年或一些重要的
节日，常山当地人便制作山粉饺。山粉饺
成为一种隆重的食品，象征着热闹、喜庆、
幸福、祥和的景象。

随着时代的发展，常山山粉饺有了不
断的创新和新的内涵。据常山县餐饮协
会副会长、餐饮协会后厨委主任、常山县
民宿协会副会长宁金发介绍：“山粉饺的
制作具有多样性，山粉可掺入蒸熟掏烂的
芋艿，吃起来更有味道。山粉饺的馅也是
五花八门的，有大葱、韭菜、白萝卜、豆腐、
大白菜、冬瓜等，不管用哪种馅，肉是少不
了的，各人可根据口味而选择。”

去年一江西客商到常山吃过山粉饺
后大呼“奇怪，奇怪。”旁人问其故，这位客
商说：“我南到云贵，北到苏鲁，仅浙江也
到过诸多地方，吃过无数山粉饺，为什么
常山的山粉饺鲜美无比，唇齿留香，其味
无穷，独具风味？其实持有此种疑问的并
非少数人。若问起常山山粉饺为什么能
别具一格的原因，得从原材料的产地说
起。山粉的原材料是番薯，番薯含有钙、
铁、磷、糖等矿物质，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B1、E、纤维素、蛋白质、胡萝卜素等。
番薯生长适应性较强，但不同的土壤、气
候对番薯淀粉的质量具有不同的影响。
番薯宜生长在透气性较强，排灌性能良好
的地块；土壤PH值以5.5—6.5为宜；对温
度的要求是：土壤温度超过15℃，则植株
可以缓慢地生长；土壤温度达到20℃，则
可以在3天内生根；达到30℃，则生根速
度明显加快。若光照充足，番薯叶龄延
长，茎蔓的生长能力变强，有利于番薯对

营养的吸收，从而提高淀粉质量。常山的
土壤、气候、温度、光照以及矿物质含量等
方面最适应番薯生长，这就是常山山粉饺
与其他地方不同的原因。就像常山胡柚，
只有常山生产才是正宗的，其他地方的胡
柚管理得再好，同常山胡柚对比定然暗然
失色。

烧山粉饺虽然简单，但料汤的配置也
很重要。通常是盐、酱油、适当的耗油、山
茶油和猪油，葱、香菜、蒜末、红辣椒切细
等。山粉饺烧制与普通饺子相同，水烧开
后，放入山粉饺，然后中途加3次适量的
冷水，根据数量多少，一般烧15至20分
钟基本熟了。

常山山粉饺这一独特的美食，已经深
深地烙印在常山人的记忆里。常山山粉
饺制作技艺于2019年入选常山县第六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常山山粉饺越来越受更多人喜
爱。在酒宴上或夜宵店里，食客们大多都
喜欢山粉饺当主食。

林华

[往事钩沉]

打水稻打水稻

前些日子，有幸参加了县作家协会
组织的采风活动。我们一行20余人来到
了位于青石镇桥亭村，现任衢州市作家
协会副会长连中福的“常山连氏书院”
（又称为“常山桥亭书院”）。在书院的后
院，有一处挂有“芬芳泥土 农耕文化展示
区”的牌子，显得特别惹眼。展示区里有
一件用作打水稻的“打谷机”，一下子把
我的思绪拉回到了80年代。

80年代初，我10来岁，兄弟姐妹三
人，我最小。全家5口人住在白石镇下西
塘村。那个时候，刚刚分田到户，我们一
家根据人口数分到了三亩多的水稻田。
对于从未涉及农事的父母来说，种植水稻
是个“门外汉”。但这三亩多地，却承载了
全家的梦想。它更是铸就了我曾经懵懂
的童年和少年，让我理解了父母的伟大。

父亲是知识分子，在镇上的一所中
学教书，离家有4里多远。父亲每天除了
要做好教学之外，更多的休息时间用在
了这三亩水稻田里。从育种、育苗、插秧
到田间除虫施肥，以及最后的收割，都能
看到父母亲劳作的身影。

那时，我家中最小，可能会更得宠
些，父母亲一般不会叫我干农活。但我
的姐姐和哥哥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周
末及节假日期间，经常是“脸朝黄土背朝
天”……父母亲也经常会在毒辣的太阳
底下，对我们姐妹三人说，如果现在你们

不用功读书，今后就得过这样的苦日
子。可能这“谆谆教导”的话对于我哥来
说，确实是起作用了，他的学习成绩在学
校一直名列前茅。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水稻收割的日
子，在农村叫“双抢”。这时，我们家会早
早地同邻居打招呼，借来打谷桶。谷桶
四四方方，是个笨拙的大家伙。将这大
家伙抬到田里，那必须是“正劳力”的父
亲和哥哥来负责的。扛谷桶，不但是体
力活，更是项技术活。前后俩人，要配合
默契。后面的人被压在谷桶下方，头朝
下，几乎看不到前面，只能听从前面的指
挥，走在窄窄的田埂上就好似走在钢丝
上，小心翼翼。水稻田离家虽然只有一
里多路，但也得花上近一个小时。

第二天临晨四点许，天刚蒙蒙亮，全
家“总动员”。只有10来岁的我也是屁颠
屁颠地跟在“大部队”后面。早上是割水
稻的最佳时间，因为太阳没有出来，气温
适宜，水稻叶子割到手臂不那么疼痛，所
以，这个时间段，割水稻速度快，干劲足，
一般一家四五口人，一早上可以割倒一
亩多水田的水稻。一天之计在于晨，在
这收割水稻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那时父母和哥哥都是用大镰刀割稻
的，而我和姐姐有两把特制的小镰刀，父
母和哥哥割得快，而我割得慢，那时候稍
微天气热点了，我就干不动。有一次不

小心割稻割到了手，然后母亲就会弄点
泥土给我涂上，说农村的泥养人。现在
想来，真是神奇。

早上去干活，一般都要干到中午12
点左右，那时候太阳已很毒辣。我们全
家五个人，分工明确，割稻的割稻，打谷
的打谷，挥汗如雨。至今，它也是我脑海
中最辛勤而动人的画面。丰收土地上吆
喝声与打谷声是当时最催人奋进的交响
曲。而每当父每在打稻谷时，我和姐往
往就从割稻变成捧稻穗的，这个活要比
割稻舒服多了。当然，后面还会拾稻穗，
但不管如何，都比割稻轻松。

一年又一年，春夏轮回，在我13岁之
前，家里的田还是要种的，因为那是全家
吃饭的希望。13岁那年，除了哥以外，我
和姐及母亲都享受到了农转非的政策。
全家开心极了，因为从今往后我们也同
父亲那样，有粮票发了。哥哥也非常争
气，努力读书，跳进了“龙门”，考入了不
用自己带粮食的师范学院。那一年可谓
双喜临门。

短短的二三十年间，水稻收割的工
具从全手动的谷桶变成自动化的“大铁
牛”，这不仅仅只是工具的变迁，更是人
们生活越来越好的投影。

如今，我每每回到老家，站在田埂
上，凝望这番耕耘的土地，它总能给我无
穷的力量，再苦再累，只要努力，就有收获。

兰张旭

《水调歌头》
喜庆二十大抒怀

逐梦复兴路，挥戈奋经年。金秋寥

廓月圆，京华会群贤。治国理政首选，谱

写华章新篇。奇迹出人间！揽月冲宵汉，

探海扬利剑。

砥中流，屹东方，喜空前。世界格

局，唯有中华发言权！金瓯两岸必统，华

夏山河秀美，无处不欢颜？赤旗初心在，

万载艳阳天！

常山山粉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