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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柚菜肴故事——柚味狮子头

狮子头是一道传统菜肴。其烹饪
方式有清炖、油炸、烧煮，主料食材是五花
肉，加鸡蛋，淀粉及相应佐料配置，其味醇
厚鲜美，浓香四溢，后来各地又出现了不
同口味、不同地方特色的狮子头。

柚味狮子头是在扬州狮子头食料
配置上的变化，以常山特有的胡柚作主
要配料，烧制出受常山人广为称道的一
道菜，它具有色泽雪白，肉质鲜嫩、清香
味醇，口味独特。

柚味狮子头与南宋“中兴四大诗
人”杨万里还有过一段不解之缘。

南宋在临安（杭州）建都后，这片肥

沃的土地，成为南宋最富裕的地区，“山
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西
湖成了皇室成员等达官显贵“乐不思
蜀”的好地方；而山青水秀钱塘江源头
的常山，又是偏安一隅退隐官员和文人
墨客惬意的后花园，也是南北各式菜肴
和饮食文化的汇聚地。

杨万里，自号诚斋野客，江西吉安
人，曾任国子监博、漳州知州、吏部员外
郎秘书监等职，他从临安到老家往返
时，路过常山却从不愿惊动当地官府，
有行旅途中的《宿查濑》、一生爱杀招贤
酒的《过招贤渡》等诗为证。一次，杨万
里赴江西吉州老家探望老母，行至常山
江东北岸的渣濑湾，已是夜幕降临，腹
中更是饥肠辘辘，便找一家乡间客店入
住，并让店家来份食物充饥。当他放下
行囊，才稍息片刻，店小二便端出一份
热气蒸腾的狮子头。这狮子头菜肴，杨
万里是再熟悉不过了，作为京城官员，
他常在酒楼饭馆品食用狮子头，“却将
一脔配两蟹，世间真有扬州鹤。”还曾把
扬州狮子头比做“扬州鹤”。他职任官

场，行走四方，各地饮食，南北菜肴，尝
鲜无数，而这份四个狮子头却是清香扑
鼻，色泽鲜美，轻轻咬上一口，香留唇
齿，汤汁流油。与以往吃过的狮子头不
同，它油而不腻，清而不淡，感觉有鲜嫩
的肉糜，又有脆软橙粒，咸淡适中，还有
丝丝的甜昧。这道狮子头真让他惊叹
不已，一时神情备增，疲惫全无。经向
店家打听询问，才得知这原是常山特有
的柚味狮子头，其食材不单有精选五花
肉，新鲜土鸡蛋，肉质饱满的虾仁，更有
酸甜适度、营养丰富的常山胡柚，在配
料中通过加入常山特有的胡柚，比传统
狮子头更有口感，尝过这鲜嫩无比的狮
子头，让人欲罢不能，回味无穷。

“醇香扑鼻动食指，胡柚名菜美名
扬”，杨万里邂逅胡柚狮子头，那诱人的
美食给他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在后
来的生活中，他游迹四方，总会向知心
好友介绍起让人垂涎欲滴的柚味狮子
头，使得具有常山地方特色的柚味狮子
头更是声名远扬。

淡然客

[鲜辣常山]

游转塔山
只要不出城，只要没下雨，晨走塔

山成了我近几年的爱好。
入住县城桑园新小区后，我上塔山

大多从文峰广场的南面进入。远远看
到广场上骏马飞跃的雕塑，就感觉塔山
已经踩在了脚下。清晨的广场上，早有
绕圈的人。一会儿，广场周围陆陆续续
来了成双成对的羽毛球爱好者，还有一
帮常年坚持打太极拳的武术爱好者。

在广场上或快或慢地走上一两圈
后，我便往老年大学教学楼旁拾步而
上，眼前有新近竖起的“塔山公园”指路
牌导航。再几步，就见到藏在山坳中的
绿荫草坪，这里早先该是常山一中的篮
球场。眼下，周围一片绿荫，既有古木森
森，又有新植花草。草坪中央，五个年轻
球员争抢篮球的雕像活灵活现；半山腰
上，静静的长廊边不时传来书声琅琅。

草坪中，设置了穿插回环的小路；
周边树木上还挂起了树牌名。

往草坪的右边登山，迎面生长着站
岗似的两棵枫香树，缓缓上升的台阶就
隐秘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中。在森林氧
吧中来几次深呼吸，真的惬意。行走几
步，见是一棵饭甄般粗壮的大树，凑近
一看，树牌上写着“黄连木”，还有学名、
别名、科属的介绍。据悉，在衢州孔氏
家庙思鲁阁的神龛中，有两尊古老又神
圣的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就是用这
样的黄连木雕刻而成。再往前去，“豁
然亭”冒了出来，亭前坪地上，已有伴随
音乐起舞的年长者。

进一步行走，路旁出现了近年构筑
的口袋公园，乃一男一女雕像，坐着站
着读书的形象栩栩如生。你可以走进
雕像旁精致的木屋里去看书写字，那里
分明摆放着长凳和书桌，木墙上挂有记
忆塔山的老照片。走出木屋，一抬头，
就见到山城百姓心目中的标志——文
峰塔。

文峰塔，你是小城人的精神寄托。
“一日不见文峰塔，眼泪就要滴滴嗒”的

故事流传了上千年。
据史料记载，南宋乾道
四年（1168），福建泉州
同安人苏玭任常山知
县，时当我县文运低
落，连续多年没人考中
进士。于是，县域名流
们联名向苏县令建议
——在城中建塔以兴
一邑文运。经过一番
勘察，建塔的地点选在
县衙之东南方向的武
当别峰上，从此武当别
峰又称文笔峰。次年，常山考中进士就
达 2人。原先叫做南山的改名为“塔
山”，塔山也成为山城振兴文脉的一块
福地。

文峰塔下有林竹环抱的“常山书画
院”。

再往西面的台阶登上塔山的最高
处，是新近改建的“半闲亭”。如果你累
了，大可以在亭中的廊凳上休息。一边
品茶，一边笑谈人生，坐看云起，日出日
落，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一杯在手，可
以和朋友作半日谈”。或者站在亭外，
面对高高的文峰塔，像诗人般朗诵几
句：“文峰塔，你还年轻吗？你的身上已
经爬满了岁月的馈赠，你是一部历经沧
桑的小城发展史书；塔山园，说你苍老
了吗？你还记得过往峥嵘的岁月里，一
批又一批的莘莘学子奔向未来。”

假如你想登上“柚香园”，从山坳中
的草坪边上可以直接往西北方向挺
进。踏步上，胡柚树枝相互交错，俨然
是一道绿色深深的垂帘拱门。越往上
走，柚林越发密密匝匝。层层梯级上扬
的台阶边，错落有致地安放着四五条石
凳。你可以静心坐下来，眼观柚树长
势，耳听小鸟啁啾，鼻闻清香芬芳，或
者纯粹陪胡柚林坐一会。

待你从柚香园的圆拱门下来，原先
的“望城茶楼”已经改造成了平展的花

树公园。当你驻足留意时，你会发现，
经过围栏保护的树上挂起了树牌。有

“红梅”，有“法桐”，有“乐昌含笑”。就
像环绕整座塔山，标志性的树牌上写有

“雀梅”“雪松”“樱花”“桂花”“杜英”“广
玉兰”“罗汉松”“红叶李”“南方枳椇”
等，已然是争奇斗艳的植物王国。

回过头来，往公园的北出口下去，
这里就有一“尊”塔山的镇山之宝——
树龄300多年，树高20多米，胸围五六
米的大樟树。樟树前雕塑着一位慈祥
的古人在读一本厚厚的古书，以示“学
在常山”“书香常山”之源远流长。

峰回路转的塔山，其实有多条路线
可以上下。若从文峰塔东北面的“玄关
门”下山，当你快数到九九八十一级台
阶时，迎面也有一棵260多年树龄的香
樟树。树下有石凳可以小坐，还可以读
到身旁的诗词小筑。宋代进士俞德邻
的《赠良常山人》上写道：“三径烟云浑
是画，四时风月不论钱。忽逢野老谈庚
甲，笑指乔松不记年。”

在我看来，塔山是值得品味的。一
则因为近年的改造，赋予了它新的内
涵；二则小小的塔山拥有一百多种观赏
植物，是难得的科普教育园地；再则，你
若有朋自远方来，同游这座“城中山”不
亦乐乎？

梁兄

[行走常山] 千家排水库徒步游

千家排是我情深一往的水库。上世纪70
年代，正是全国兴修水利高潮的时候，千家排
水库就是那年代的产物。那时候，我们参加义
务劳动都自带工具、自带干粮、自带被褥“三自
带”，在球川“三十六天井”打地铺，往水库大坝
挑泥土，每挑一担发张计数牌。从太阳东升到
夜幕降临，红旗招展的工地上“比学赶帮超”，
喇叭震天响，呈现一派热火朝天的场面。虽然
我只随学校参加了两次的假期劳动，但在水库
奋战“挑土上坝”的情形一直铭记在心。

到了80年代，我又与千家排水库结缘。
那时候我在财政部门，到水库最里头的乌麦田
村调研，行程要花一整天。早上从球川出发，
沿着库区蜿蜒的山路，一会儿骑自行车，一会
儿推车徒步，到乌麦田已是中午时分，村支书
老吴很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屋，虽然中餐是粗糙
的玉米饭，但吃得那个香啊至今难忘。

2001年，我再次到千家排库区已是另一
番情景。“下山脱贫”“退耕还林”成了乡村发展
的新趋势，库区的乌麦田、塘岭几个村都外迁
到红旗岗新集镇，原来的山地成了国家保护物
种红豆杉基地。之后，千家排水库划定为一级
饮用水源，整个库区成了林木茂盛、碧绿葱笼
的“天然氧吧”。

近来，盛夏三伏，骄阳似火。那波光粼粼、
绿色生态的千家排水库，又勾起了我对它的深
深念想。为此，专程组织户外活动群一行人驱
车前往。车子在水库边缓慢行进，气温也感觉
渐渐清凉起来，到了库尾，把车停在一个叫“金
银坞”的地方，我们便沿着溪傍的山路开始徒
步。

沿途林荫下还有一些老房子，也有原来生
产队的牛栏屋，但并不见有人居住，这是已被
荒弃的深山老村。虽然老屋门斜瓦落，石阶长
满苔藓，但泥墙上“农业学大寨”的模糊字迹，
曾经的田畈菜园，荒废的渠道水碓，杂草蔓生
的晒谷坪，无不显露出村庄昔日的风貌。

时光荏苒，岁月变迁，不变的是那淙淙流
淌的溪水，仍是那么的清澈透明，引得碧水中
青蛳成群结队；乡道已变，路人已变，不变的是
路傍那疯长的芒杆和山花，还有那翩翩起舞的
蝴蝶。从金荷到乌麦田约5华里的路，越野车
能直接开进去，但我们觉得一路行走更接地
气。知了蝉呜，鸟儿掠空；枝粗叶大的芭蕉树，
散发清香的野山花；鸡爪械、青冈栎、香榧、榔
榆、槠树等，百年古树多得让人目不暇接。

走进乌麦田，又是眼前一亮：那青翠欲滴
的红豆杉便是一景。

乌麦田位于常山玉山开化三县交界，这里
群山连绵、层峦叠嶂，古时因原住民在此种荞
麦（俗称乌麦）而得名。乌麦田山高林密，树木
多得遮天盖日，高山茶喝得回味无穷。那时乌
麦田茶叶是常山人的最爱，更是馈赠亲友的佳
品。1983年我来此地买茶叶，村支书吴清和
还特意叫人帮我挑到七都（今球川村），可见山
里人的诚实。现在乌麦田人都搬迁到红旗岗，
村里只留下孤零零的三幢房子，但此时此刻，
以往的温馨一幕似乎就在眼前。

从乌麦田走过一段逶迤的山路，我们又来
到百草丰茂的塘岭。这是清康熙末年由福建
古田迁此的古村落，因聚落在盛长檀树山岭
上，故称檀岭（后演化为今名），这里有海拨
937米的杀亨坞尖，有3000多亩的松杉林，是
众多生物繁衍栖息的理想场所，这里原是个
200多人口的古村落，1998年向外搬迁后，古
村已荒芜凋废，茅封草长得路迹难辨，但这里
空气清新，幽静凉爽。如果还有屋子住，那将
是夏日避暑的好去处。走在野草封道、藤蔓缠
绕的山路上，残垣断壁，尘封往事，点点滴滴，
一直续写在心中……

千家排库区水清、岸绿、景美，这里碧水潺
潺，心韵悠悠，是古朴自然的山水怡人之地，是
夏日觅清凉的世外桃源。

刘爱国

塔山一景

柚味狮子头

本图由常山华府慢城生活酒店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