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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诗就到石门坑
白石虎

[行走常山]

胡柚菜肴故事——胡柚炒饭
赵军

相传古时候，县城东面的一个小村
庄，有一位叫胡牛的农民触犯了官府，
被抓到县衙里去坐牢。古代，坐牢的人
要家里给送饭，否则会饿死身亡。胡牛
的家里很穷，妻子小花一日三餐只能用
盐炒饭，小花把饭炒得香喷喷，送到大

牢里给丈夫吃。牢卒们闻到这香喷喷
的味道，见到油亮亮的大米饭馋得口水
直流，小花送去的炒饭都被牢卒扣除，
吃到自己的肚子里，只有所剩无几才给
胡牛吃。

到了夏天，牢房的环境十分恶劣，
牢房里臭气冲天，马桶里蛆虫满地爬，
苍蝇、蚊子、跳蚤、虱到处都是，加上夏
天温度高，又没有澡洗，胡牛满身长满
了痱子和疖。有一日探监，小花隔着牢
窗看着皮包骨头、满身痱子和疖的丈
夫，泪珠涟涟，无计可施。回到家里，小
花痛哭了一场之后，想起了村里人说胡
柚具有清凉祛火、解毒、养颜益寿等诸
多药理功效，是老少皆宜的集营养、美
容、延年益寿于一体的纯天然保健食
品。小花想送些胡柚丈夫吃，又怕牢卒
扣下吃掉，想来想去终于想到了一个办
法。天微微亮，小花煮了一小锅饭，找

了几个胡柚，它再把胡柚切碎，用胡柚
炒饭，饭变成了淡黄色的，味道有点酸
酸。送到牢里，牢卒们一见都以为是馊
饭，叫小花自己直接送给丈夫。

小花把饭端到胡牛面前，胡牛看到
这“胡柚炒饭”，亦感到莫名其妙，待妻
子把“胡柚炒饭”的来由告诉他后，胡牛
迫不急待地接过“胡柚炒饭”吃了起来，
觉得蛮好吃，既有胡柚的一点点酸味，
有又炒饭的香味，十分可口，于是三下五
除二一下子就吃完了，不久就恢复了体
魄，痱子和疖也很快的好了。后来，胡牛
被释放回家。胡牛在牢里吃“胡柚炒
饭”，治好了痱子和疖的事被当地的老百
姓广泛流传。所以，一到有胡柚上市的
时候，人们就会小心地把胡柚储藏起来，
到了夏天，常常用胡柚炒饭吃，以祛火、
解毒，特别是做给小孩吃，让小孩夏天
不长痱子不长疖，清清爽爽度过夏天。

[鲜辣常山]

国庆期间，天高云淡，双节同至，相
宜出行。经何家乡宣传委员的牵线，县
老年大学诗词班组织了一次“石门坑寻
诗”活动，我也愉快地加入了行列。

石门坑是常山港源头的一个村庄，
这里有着古时候就叫得响的常山十大名
胜之一——石门佳气，这里也属于常山
国家地质公园的一部分，这里更有数公
里长的狭长沟谷，靠山临溪新近浇筑起
了平展的柏油马路，十分适宜步行采风。

上午九时许，诗词班一行12人，在
赵木兰老师率领下，终于落脚在了石门
坑路口。

一路漫步前行，左探右访，沿溪而
建的民房红瓦白墙美观大气，房前屋后
的“一米菜园”郁郁葱葱。据村干部介
绍，这个拥有万亩山林而不足700人的
村庄，竟然分为20多个自然村，大多以
地形环境和生长植被来命名，有形似黄
牛的叫黄牛坞；历史上盛产酸枣的叫酸
枣坞；还有植物长势茂盛的扁担坞、木
樨坞、葡萄坞等等，形象精致。

班长打头阵，照应着前前后后的队
伍；沈姐握相机，留下了一张又一幅的
美景。但见福初同学在溪边的一株桂
花树下端详，顷刻，他的一首“桂花”诗
在“诗友群”中诞生——不惧寒霜胜百
芳，秋光旖旎赖君忙。和风轻拂莹窗
下，吹得诗书页页香。

虽说秋高气爽，然而，那天的气温
仍有30℃以上，你看，岳明同学踩着小
路往溪边走去，原以为他是去寻凉，却
不知道，一首诗已在他的心中成型“癸
卯八月十四游石门坑——八月秋高天
气爽，石门坑畔景妖娆。风光十里环溪
路，一半修篁一半蕉。”再一会，德高望
重的老王同学，也在手机里打出了一首
诗“游长风石门坑——石门佳气越长
风，山色溪光添彩虹。身处人文仙境
地，诗情画意韵无穷。”又步行一会儿，
待我往手机上一看，仕强同学的一首

“石门印象”诗已经上传了“一路诗痴步
履辛，小桥流水画中人。溪边蕉叶绿成
韵，深谷书斋不见尘。”……

越往山中进发，山里的小气候越来
越明显。山风习习，溪水叮咚，只要在
树荫下一站，燥热的天气一下子阴凉下
来，汗湿的衬衫也干爽了许多。“石门有
佳气，横亘如长霓。朝为白云出，暮作
清风归……”这也许就是县志卷中所描
述的“石门佳气”的光临。

石门坑沟谷纵横，山多洞孔，地势
复杂，当东风吹来与坳谷中冷湿空气交
织，就会出现阴雨天气；当刮北风寒冷
气流时又会把坳谷中水气散尽，形成晴
朗的天空。这就是“东驰则雨，西行则
晴”独特自然景观——“石门佳气”，这
也是当今可见古县志上的描述。

跨过一湾石板桥，眼前出现了一幢
三层楼房，在绿树成荫的山坳中甚是醒
目，原来是石门坑惟一的农家乐到了。
这个被冠名“小桥流水”的农家山庄，祖
孙三代躬耕山林其乐融融。听说我们
在此用餐，庄主老宋连忙泡茶让坐，宋
大婶也在灶台切切炒炒。老宋谈起深
处大山显得自豪满满，他说，这个自然
村名叫华佗坞，是为纪念汉代名医华佗
而取名，也是方圆百里出了名的“百草
园”。传说，华佗当年不远千里来此深

山悬崖峭壁采药，山中盛产石斛、金钗、
滴水珠、飞天蜈蚣、金线钓葫芦等药材，
深得华佗赞赏。

趁午饭时间未到，我们又往山谷里
走进一段。眼前出现了高大壮观“芭蕉
园”牌楼，原来是芭蕉尾自然村到了。
在这个四面环山的小天地里，放眼大山
尽是葱郁的杉木、毛竹和芭蕉，气候煞
是宜人。芭蕉尾果然名不虚传，溪滩山
岩生长着一簇簇芭蕉树，叶片硕大，高
大粗犷，而碧绿的蕉叶轻柔舒展，犹如
春秋的西施在水中浣纱，也似当代的杨
丽萍在翩翩起舞。此时，真想天空飘下
沥沥好雨，听雨打芭蕉的清音，再吟唱
南唐后主李煜的“长相思·云一緺”——
云一緺，玉一梭，澹澹衫儿薄薄罗。轻
颦双黛螺。秋风多，雨相和，帘外芭蕉
三两窠。夜长人奈何……

绿意深深的石门坑沟谷我们未能
一一涉足，高山悬崖上的名贵中草药我
们无意惊动，神奇变幻的石门佳气却代
代相传。我们毕竟是匆匆的过客，我们
为原生态的石门坑喝彩，我们也为其行
政村长风刚刚荣获“第二批文艺赋美·
浙江省美育村”而由衷地击掌欢呼。

龙潭悠然行

龙潭，位于常山县城南十多公里处。从浦
塘口往赤山坞、铜山方向驶入，两傍群山环绕，
树木葱茏，到处漫溢着清新的气息。翻过火烧
岭，进入龙潭地界，更是满目树影摇曳，翠竹盈
盈，整个村落都被浓荫的绿色所覆盖，仿佛这
是被大自然庇护和眷顾的一片天地，宁静悠
然，景色宜人。

但过去这里因土地贫瘠，环境险恶，村民
生活艰难，有时靠砍柴守猎谋生。相传，这一
带从前非常缺水，经常遭受干旱困扰。有一年
更是连续几个月的曝晒，大片庄稼枯萎，村民
过着煎熬日子，搞得民不聊生。东海龙王的二
太子获悉此事后，动了恻隐之心，就专门前来
施法布云，为解救民生普降神雨。但此事违背
了他父王的旨意，结果被罚“去龙甲龙须，面壁
思过”，龙王二太子后因抑郁寡欢，化为一帘瀑
布永沉潭底，从此，这地方就风调雨顺，世代安
居乐业。人们为了纪念龙王二太子，将这条溪
称作龙潭溪，这个小村也取名龙潭村。

进入龙潭山谷，沿着小溪逶迤而上，越走
河谷越深。溪滩上水潭很多，形状不一，大小
不同，我们根据村干部的事先提示，在陡峭的
山坡下寻找到一处很深的水潭，因周边疯长着
茂密的杂草，我们无法走下去，只能在高处观
望。听说古时候这潭深不可测，用两根绑接的
毛竹都触碰不到水底，“龙潭”之名也由此而传
开。再往前行三百多米，河床上留有一处神奇
的龙爪印，这里取名叫“至脚底”，而前方那神
龙吐雾的瀑布位置，又取名叫“至上”，这可能
是根据古老传说的意境而取的地名吧？

从白菊棚到瀑布所在的“至上”这一段，约
有3公里多路程，弯弯曲曲的小溪，像一条龙
在山谷里蜿蜒前行。这条路小汽车也能驶入，
但未曾铺上水泥的路基，更适合户外爱好者运
动徒步。我们提前把车辆停放好，之后沿着溪
沟一路往水源深处徒步。

群山滋养的龙潭物产丰富，山上的草霉、
蘑菇、葛根、野果随处可见，那2万多亩的山林
毛竹，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资源。
在烧饭炊饮用柴火的年代，挑到城里卖柴火、
木炭的多是龙潭人，即使八十年代到处是荒山
的时候，这里山林保护得还很好，并时有野猪
出没。一路上，我们时而看到有放置有蜂桶，
又有黄泥土坯老屋掩映在绿荫处，但紧闭的大
门显然是无人居住，原来，前些年为消除地质
灾害，落实下山脱贫，这里人都搬到太子岭下
的铜岭新村居住地，因而，现在整条山谷比较
冷清，但更显得清秀幽静。

沿途树茂草盛，郁郁葱葱，板栗、桃子、枇
杷等果树随处可见，还有那许许多多叫不出名
的野花毛草，到处弥漫着清新的芬芳；山谷涧
溪清澈，水流淙淙，那美妙的溪流声使人心静
安然。

龙潭瀑布就在与江山市地域的交界处，这
是一个叫“止上”的地方。怀玉山余脉双尖山
南麓那绵延的山峦，丰富的植被蕴藏着不竭的
源泉，源源不断从密林丛中流淌出来。龙潭瀑
布落差有20米左右，宽7米多，山体河床就像
是巨大的太子椅，型状奇特唯美。春夏雨量丰
沛时，溪流从这里倾泻而下，很是壮观。飞瀑
喷溅的水雾弥漫下面水潭及桥洞四周，雾气氤
氲的情景，极像是一幅飘逸的淡淡的水墨画。

虽说龙潭村处在县城南郊（村庄扩并后改
名天马村），但它却远离城区的喧嚣，这里山
高，林密，空气清新甜润，到这里让人陡然感到
心旷神怡。走进龙潭，就仿佛走进了一座天然
的大氧吧。龙潭的水负氧离子很丰富，又含有
多种矿物质，用龙潭水搓手洗面，皮肤能光润
细嫩，掬起一把清水喝下，滋味甘甜，沁入肺
腑。据悉，多年前已堪察认证过的龙潭水库项
目，定于今年底开工建设，这座以防洪、供水为
主，结合灌溉、发电等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库建
成，将为常山城乡居民提供更多的优质饮用水
源，龙潭也将以另一种风姿出现，到时，又会是
一处让人惊叹的胜景……

刘爱国

旅途一景

胡柚炒饭 刘爱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