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峰 电话：5665678

Email：cscmjrcs@163.com

2022年11月5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版式：汪杰3

[诗歌长廊]

郑忠信

咏东明湖

相见欢 东明湖

浮桥烟渚芳洲，访湖秋。桨槕轻挥

且共水天悠。横渡雁，高飞远，动离忧。

可有桂芬缕缕系行舟？

南丰后人

[灯下漫笔]

古道悠悠向未来古道悠悠向未来
秋分时节，天高云淡，正好是老丈人

在玉山过九十大寿的日子，我定了蛋糕
从常山出发。

出常山城，一转眼就上了320国道，
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常玉古道”。让我
耳目一新的是，经过近年改造的国道已
是宽敞的双向四车道，隔离带上的银杏
树像卫兵似的，迎候着川流不息的车辆
和行人。不一会，出了浙江最后一个关
——曹会关，眼见是火热建设中的“衢饶
示范区”，就算来到了江西的地盘。对于
这条“常玉古道”，我走过了不知多少遍。

悠悠古道上，隐约出现了明代旅行
家徐宏祖穿越的情景，他在《徐霞客游
记》中写道：“丙子十月十七日，鸡鸣起
饭，再鸣而行。五里，蒋莲铺，月色皎
甚。转而南行，山势复簇，始有村居。又
五里，白石湾，晓日甫升。又五里，白石
铺。仍转西行，又七里，草萍公馆，昔有
驿……”时间已过380多年。

从常山城至玉山县城的“常玉古道”
大约40公里，连接起了钱塘江和赣江流
域，是我国古代的重要驿道和经商道
路。这条千年古道是浙赣闽皖的交通要
道，春秋时期就有人迹往来，唐朝以后作
为官方驿路。史书记载：唐元和四年，贞
元进士李习之由东京至广州就经过这
里。南宋定都杭州后，古道链接江西福
建，再辐射到其他省份，故有“八省通衢”

（赣、闽、粤、桂、黔、滇、湘、蜀）之称。
我的老家就在“常玉古道”的中段。
我，一个山村成长的孩子，出山门到

集镇，就走在了“常玉古道”上。作为一
个通校生，每天有几次往返于古道。那
时还是沙石路面，路基并不宽，遇到车辆

通过或者雨雪天气，晴天一身灰，雨天一
身泥。我的中学四年都是从这条古道中
的白石街通行，街道东西走向，沿街多有
廊棚，供人遮阳避雨。人来人往的主街
两侧密布着大大小小幽静的弄堂。从东
往西看，打头的原是一幢老祠堂，新中国
成立后改成了小学，再之后又翻建成了
电影院，那里留下我美好的记忆。从西
往东走，开头就是一座“龙湾桥”，桥下是
钱塘江上游的一条蜿蜒小溪，桥旁点缀
着三三两两的茶室酒店，窗外或飘着

“茶”“酒”字样的旗幡。如今桥面已被柏
油路面所替代，茶肆酒楼还有商贾们也
是换了一代又一代。

1978年，我高中毕业，恰逢国家恢
复高考，需要到县城参考。高考的前一
天晚上，那晚没有月光，我和几个同村的
同学半夜就起床，从村里出发踏上古道。
夜幕中，公路就像一条白色的纽带在指明
前行方向，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十
五里的地方会同班同学一起赶考，到了县
城的西门口，东方已现鱼肚白。

在我参加生产队劳动出工出力的时
候，常常赤脚踩在公路上行走，那滚烫的
路面石子和练就的脚板在亲密接触，也
是平常不过的事情。在大呼隆生产的年
代，出现在街路上最热闹的要数成群结
队的挑公粮队伍。那时，我们村上人少
田多，人均每年上缴公粮数百斤，“双抢”
过后，村民爱国热情高涨，男女老少齐上
阵，我也夹在乡亲们巍巍壮观的队伍之
中，论斤两赚工分。只有到“余粮”卖出
后，才摸出三分硬币，到满街叫喊的流动
摊贩买一支冰棍，边解渴边赶路。

记得有一年夏天，我刚刚学会骑车，

就从邻居的刘老师家借来一辆自行车，
然后，和李同学骑车前往玉山游玩。骑
到一段长长下坡路时，路面突现厚厚的
碎石，当我发现时，心急火燎地一个紧急
刹车，人仰马翻地摔倒在路上，手上擦破
皮不说，还引得路人一阵笑声。从此，每
过这段路都心有余悸，内心巴望着：什么
时候这条公路能再平些再宽些。

史料记载，常玉公路最早修建于民
国17年。以江西广丰人俞应麓牵头，会
同常山、玉山、广丰三县乡贤，筹措银币
40万创办了“常山汽车路股份有限公
司”。利用常山至玉山原有的古道，起自
常山城西，经五路里亭、七里坳、十里山、
十五里、十八里、蒋连铺、曹会关、白石
街、小白石、中坊至草坪出境，再到太平
桥、古城至玉山。是年6月动工，11月建
成通车，成为浙赣两省的首条公路。

建国后，常玉公路第一次大改造始
于1986年4月。在省交通部门的大力支
持下，避开了人口集聚的老县城，直通十
里山与老线复合。再顺老路又避开了十
五里村庄、避开了白石街道，从后山通
过，然后截弯取直，直达草坪。

1991年常玉公路开始浇筑水泥路
面，从此，改写了这段公路尘土飞扬的历
史。

时间到了1997年，常玉线又进行了
第二次改造，采用专业化、机械化施工，
只一年零一个月就竣工，其速度之快、质
量之优，创我县交通史上的奇迹。

从老家的山路，到“常玉古道”，再到
如今流线型的320国道，我走过了几十年，
它——见证着日新月异的民富国强，也证
明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从未停止。

方水生

[往事钩沉]

爱吃面条爱吃面条

接过同事帮忙从乡下家庭工厂购来的
十斤面条，我两眼放光，又可以天天吃面条
了！

我的胃口特好，吃嘛嘛香。特别爱吃
面条，就跟陕西人似的：“一天不咥面，心里
不舒坦！”

小时候家里杂粮是主食，不是蕃薯粥
就是玉米干饭，见居民户口发粮票的邻家小
孩子天天吃米饭那可真是羡慕。每年春夏
之交粮荒期间最喜欢的，是盼望家里将生产
队分得的、存放在大队加工厂里数量不多的
小麦，换回几斤面条改善生活。印象中当时
家里烧面条，远没有现在这么讲究，一大铁
锅水烧开后，放入面条，待面条煮熟，撒入适
当的盐、倒几滴酱油，最后在面条上淋上几
滴菜油或小调更猪油化开，即用勺子将面条
连汤一起盛入大瓷碗，一人一碗，也不讲究
味道，细索细索地吃了就好。而我们兄妹几

个吃完面条后，大人还不让乱跑，生怕消耗
过快，又喊肚子饿了。

那时我所在的“东方红大队”加工厂生
产的各种面条，在四邻八乡还真出名，甚至
远如江西的上饶、广丰、玉山，福建的浦城、
南平都有很多忠实的食客。村里一台手扶
拖拉机，农闲时就是去往各地送精心制作、
日晒到位、筋道十足的面条。改革开放田地
承包，但村加工厂却没外包。村加工厂白天
解决了好多本村劳动力的就业，晚上晒面场
改作停车场，也为村集体挣了不少钱。扣除
成本外，村里用做面条挣的钱，每到年前会
给全体村民发放足够份量的面条。嗬嗬，这
也算是我们村给村民的一种福利吧。这么
多年过去，我们东方红村的这个福利还保持
着，成了我们村春节期间福利发放的“传统
节目”，只不过后来地处城区中心的加工厂
终究是被征用了，但村里给村民发面条的福
利改成了发放其他食品。当初加工厂里那
些做面条的村民师傅如“张篷贡、雅士、三毛
头、大眼睛、宝香……”都已作古，作为吃村
里制作的面条长大的孩子们，应该记住这些
老手工艺人。

长大后去了上海的部队，来自五湖四
海的战友们口味不同，北方的喜欢馒头、南
方的爱吃米饭，只有面条算共同喜好，每当
伙房抬出盛面条的大铝桶时，大家都很兴
奋，争抢着捞上一碗拌有肉丝、青菜的面
条。新兵时要求着装整齐上饭堂，为了多挟
面条，经常有水兵帽掉在铝桶里的笑话。

当兵那些年，周末从浦东光华码头去
市区出差或游玩，江湾五角场是来去必经之

地，五角场边上有家清真面店，店里的凉拌
面是一绝。夏天饥肠辘辘的中午时分，路过
五角场，进这家店里尝一碗拌有浓香芝麻糊
的凉拌面，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

新世纪初第一次去北京，趁空闲去拜
访房山区的大鹏、海平战友，行前专门叮嘱
大鹏嫂子，晚饭就给我来碗北京炸酱面。那
晚三个战友在大鹏家小院里一块喝着酒，吃
着嫂子现做的，用五花肉丁、甜面酱精心熬
制，拌上切好的黄瓜丝、胡萝卜丝而成的炸
酱面。喝一口老酒，就一口面，再咬半个新
剥的蒜头，吃的那个欢快、满足。前年冬季
又去北京，逛完故宫出来，去皇城根旁的小
店里再一次品尝了心心念念的那碗“北京炸
酱面”。出得小店，北京的夜色早已降临，天
空已然已是雪花满天。行人稀少，独自走在
京城，没觉得孤单，也没觉得寒冷，也许是那
碗炸酱面给了我足够热量的缘故吧。

后来，但凡出门在外，除了当地有名的
小吃外，最喜欢的还是品尝各种各样的面
条。西安的臊子面、杭州的片儿川、上海的
阳春面、苏州的蟹黄面、无锡的银丝面、昆山
的奥灶面、武汉的热干面、河南的脍面、重庆
小面……都曾一一品尝过，既经济又实惠，
让自己大饱口福又满足一天。

当然更喜欢品尝我们常山本地的面
条。喜欢吃那碗飘着红油、葱花香气，面如
发丝的“常山贡面”，也喜欢纯手工制作的“常
山手工面”。最喜欢的是下乡时去农家“讨”碗

“须拼”面，面早就在农家柴火厨房的陶瓷盆里
醒发，客人来家后，将面团用手工长时间揉制
后摊匀在案板上切成细条，将细条状的“须

拼”用手工拉长、搓成长条，放入滚烫的开水
锅煮熟，捞在碗中，加入用咸肉丝、笋干、紫
苏、干辣椒末、香葱炒制的“浇”头，一碗“须
拼”面让人垂涎欲滴、大块朵颐。

这些年，农贸市场里有家福建人开的
“湿面”作坊，每天凌晨二、三点钟开始用机
器制面，生意特别红火。进得“作坊”，总见
两个外地小伙子赤膊上阵，头上、脸上落满
了面粉，胡须、眉毛上也白了一片。他们一
个上午起码要做几百斤以上面条，才能应付
小摊小贩们的需求。我每天一早沿常山江
游步道晨跑完了，在早上六点之前，就会去
农贸市场那“作坊”里采购二、三块钱的湿
面，然后回家自己烧着吃当早餐。

今年夏天高温天气特别漫长，如此天
气，吸引我食欲的除了冰啤酒、绿豆汤外，便
是凉拌面。同事小华乃四川人，得知我对麻
辣不感冒，特地送了我一袋她老家寄来的

“醉川味”红花椒粉，我用这四川“汉源红花
椒”制成的花椒粉与本地干辣椒末充分拌
匀，与烧开摊凉的山茶油混合后，制成了一
瓶“花椒面”。每天早上将农贸市场购得的
面条放入开水锅煮熟后，捞起面条过水拌
开，将葱花末、生姜丝、蒜末、“花椒面”放在
拌开的面上，浇上滚热的菜油，一碗香气扑
鼻的凉拌面便已做成。嗬嗬，那麻辣辛香的
味道真的麻入骨髓、欲罢不能、无言可喻、越
吃越香。

一碗面条，是最平常的食物。对我而
言，一碗好面抵得上任何山珍海味。因为，
花开流年静，有味是清欢。

清平乐 湖中居

舟归湾浦，楼畔频飞鹭。曲拱沉箱

羁客旅，秋月春风恨渡。

幽居堪绝音尘，开轩漫夜星辰。最

是湖灯弄影，几番水殿销魂？

东明湖公园

常山贡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