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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游石门坑
林华

[行走常山]

胡柚菜肴故事——柚油龙虾

朴拙

常山不临海，常山人的菜谱中，
多是山珍，少有海味，早年常山人心
目中的海鲜，是海蜇头、带鱼、淡菜
甚至也包括海带。改革开放后，随
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些过去
鲜见的海味，例如大黄鱼、石斑鱼等
陆续进入了常山的高档宴席。象鼻
蚌、龙虾这类高档海味的到来，不仅
改变了常山人的饮食口味，也让烹

制他们的厨师改变了几代人相传
的烹饪习惯和手法。

90年代初，常山黄泥塘金钉
子剖面引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国内
外科学考察人员。有朋自远方
来，主人家自然少不了“烹牛宰羊
且为乐”，在中国人的传统礼仪
里，待客之“道”是必须要讲究的，
拿出本地的山珍、土菜，自然是

“道”，但也得考虑客人来自海外，
如何迎合他们的口味，这也是

“道”。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詹光

荣在常山算是烹饪大厨，但当时在
海鲜的烧制上还有点生疏，为此，他
专业到杭州进修了一个多月，靠着
自己的潜心钻研，初步掌握了生猛
海鲜的烹饪手法。

詹光荣知道龙虾可不是便宜
货，于是先在相对比较便宜的大虾
上操作，想着怎么把本地特有的食

材糅合进入，既保留龙虾的原味，又
暗藏乡土幽香，经过反复试验，詹光
荣终于想到了常山特有的珍果胡
柚。都说山珍海味，胡柚虽然不算
是山珍，却实在是常山的珍宝，胡柚
味苦中有幽幽的香甜，调制得当，正
好可以增进龙虾的鲜味。詹师傅还
想到了广东人烧制海鲜时喜爱用豉
油，在柚壳切成的丝与红椒丝、葱丝
等铺陈在龙虾上之后，浇上豉油和
响油，使柚味若即若离地融入龙虾，
从而成就了一道“山海协作”的大
菜。

据说，这道菜在招待专家的晚
宴上，最受外国专家青睐。龙虾充
满了红油，白嫩嫩的虾肉放进嘴里，
又溢出一股柚香，那口感丰富，辣味
浓郁的龙虾让所有食用者赞口不
绝，以至于那些专家不顾斯文，将这
道“柚油龙虾”一扫而光。

[鲜辣常山]

仲秋的一天，阳光明媚，秋高气
爽，早上凉风习习，中午太阳灼热。
笔者有幸随常山县老年大学诗词班
诗友们到何家乡长风村石门坑采
风。石门坑原是行政村，辖26个自
然村，2013年与文图村、长风村合
并为长风村。

从常山县城乘公交车沿205国
道往北15公里左右到了月亮湾，这
里是常山最美的景色之一。此处左
拐进入狭长的沟谷山坳，便是石门
坑。石门坑的“石门佳气”为常山古
十景之一。据清光绪《常山县志》卷
首载：“石门山巅有窍，每旦云出，东
驰则雨，西行则晴，葱葱郁郁，其间
大有佳处。”

说起石门坑的来历便有两层含
意，其一是谷口临溪（常山港）处有
石跨径如门，俗称“石门”；“坑”则是
约 6公里狭长的沟谷溪涧流水潺
潺，形成自然的一条溪涧，当地人俗
将小溪涧称为水坑，先辈们取地名
富有含意，便将此狭长的沟谷称为
石门坑。

我们一行12人一路逛一路拍
照，迎着习习秋风，听着淙淙流水，
闻着清新空气，望着满目绿色，惬意
的心情油然而生。同行的刘诗人
说：“今天是名副其实的采风，采的
是清新的风，温柔的风，惬意的风。”

我虽然以前几次到过石门坑，

可是每次都有不同的感悟，不同的
收获。当天，我们看到溪涧里水清
如镜，清澈见底，成群的小鱼在畅
游，偶有小螃蟹迈着八字步横着走，
看它们无忧无虑，逍遥自在的样子，
定然处于满满的幸福感之中。山上
树木青樾，因杉木、松木贬值，村人
无意砍伐，反倒生态环境更加优
美。此时鸟儿的鸣叫清脆动听，随
风摇曳的草木散发着秋的气息。

石门坑不但风景奇特，更有深
厚的历史渊源。石门坑里面有芭蕉
尾、木樨坞、华佗坞、宋家山、扁担坞
等众多的山坞，个个有故事，有情
趣，有令人记忆犹新的来历。芭蕉
坞因盛长芭蕉而得名，芭蕉树叶片
宽大，颜色鲜绿，花序顶生，呈下垂
状态。看到芭蕉树自然想起《西游
记》里铁扇公主的芭蕉扇，平时翠绿
的芭蕉叶，只要浸上仙气后，可随大
随小，随风如影，变化无端，铁扇公
主的芭蕉扇非同凡响，曾令孙大圣
吃尽苦头。而此地的芭蕉叶随风婆
娑，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散发
着淳朴的自然美。

木樨坞因盛长木樨而得名，此
时仅有少量木樨开花，香气已飘数
百米。未见木樨树，便闻桂花香。
若是桂花盛开之时，还不令人醉晕？

华佗坞谷中沟头部为悬崖峭
壁，产滴水珠、飞天蜈蚣、石斛、金钗

等中草药，相传汉末名医华佗曾到
此采药，故得此名。20世纪50年代
末，上级曾计划在石门坑办华佗药
厂，曾因此处场地狭窄，再加上华佗
是安徽亳州人，亳州人捷足先登，抢
抓机遇，办起了华佗国药厂。经历
七秩风雨，现在已改为国药健康亳
州药业有限公司，公司已发展为占
地面积15万平方米，拥有生产员工
1800余人的规模企业。

宋家山很早以前属宋姓人所
有，宋姓曾将此山种上成片的杉木、
毛竹，在许多年中每年初冬季节，无
数杉木、毛竹通过常山港运往兰溪、
金华等地。此山本无名，因宋姓的
山便叫宋家山，后虽几经易主，但叫
习惯的名称无须修改。

扁担坞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
很早以前有个神仙到月亮湾挑了两
大桶水，约有5000多斤，欲到风门
山去救山火，当他腾云驾雾来到石
门坑上方时，看到几个如花似玉的
姑娘在采茶，没想到神仙也有爱美
之心，当他看得发呆时，遇见铁拐李
和吕洞宾两仙正腾云驾雾到石门坑
游玩，此神仙心中发慌，不慎扁担脱
钩，两大桶水“哗”的一下全倒进山
沟里，水桶摔碎，扁担掉落，神仙羞
得满脸通红，扁担、水桶也不要了，
顾他驾云离去。从此扁担坞的名称
就自然而然诞生了。

双 尖

常山史书上记载的双尖指文峰塔尖和武当别峰，本
文说的双尖是指双峰尖，介于天马街道七里弄和青石镇
砚瓦山之间。常山人习惯把双峰尖叫做双尖。对于常
山县城的老一代人来说，双尖是一个熟悉不过的名字，
因为它是常山县城郊的最高山峰，当年常山县城农民砍
柴爬得最高的山就是双尖。双尖对于七里弄及周边几
个村而言，曾经是一座宝藏级别的山峰，它不仅高入云
端，更有取之不竭的物产，春有野笋秋有猕猴桃、野山
楂，还有常年砍挖的柴木。

2023年9月23日常山登协一行45人登双尖，这支
队伍老的老、少的少，年长的有70多岁，年龄最小的才7
岁。如此一支杂牌队伍，怎么能登上听听就让人畏惧三
分的双尖呢？父母自己不跟随而把7岁的孩子交给我
们，显然是有远见的家长——让小孩跟着我们好好训练
意志！往少说我也已经十几次登上双尖，转几道弯，爬
几个坡，可以说了然于心。出发前我与大家交代得很清
楚：登双尖难就难在两个坡——长长的“好汉坡”和陡陡
的“绝望坡”。

我们从七里弄出发，先走木棉岭。木棉岭古道是古
时候常山通往江山驿道的必经之地。走在木棉岭古道
上，年龄大点的队员总是心潮澎湃，今天仿佛要去拜访
一位久别的长者，仿佛与挑着丰富物产进城买卖的前辈
们擦肩而过，看着他们翻山越岭、挥汗如雨，但仍谈笑风
生、喜笑颜开，大家想着自己也开心地笑了出来！

走过木棉岭，我们向山上攀爬。山环路转，山高路
远，虽是羊肠小道，却总是让大家欢欣鼓舞——高耸入
云的杉树让大家目不暇接，眼前又呈现出一片又一片金
黄的野柿子，晶莹剔透，美轮美奂。野柿子还没让大家
看够，眼前又冒出一株又一株缀满“红灯笼”的野山楂，
摘一颗放进嘴里，一股酸酸甜甜的滋味，那是小时候的
味道，大人们的内心如此雀跃，更别说把孩子们乐得何
等模样！

不知不觉开始攀登好长好长的好汉坡，我鼓动大家
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山，它是人生路上的灯塔，召
唤你的前行，指引你的思想，双尖矗立在很多常山人的
梦想里，是很多人心中的伟大山峰！”当天爬山没有一个
人叫苦叫累，大家顺顺利利，稳稳妥妥，轻轻松松地爬过
了好汉坡。

好不容易喘了一口气，绝望坡又呈现在大家面前。
绝望坡路程远没有好汉坡长，但那个陡真是够呛的，坡
度大，起码在80度角以上。好多队员全程都是靠着抱
树爬上去的，全身上下都是乌漆漆的，登顶时大家尽情
地与山峰合影，一起大声的喊了出来，大家都感觉整个
人都轻松了。登山最大的好处就是心情愉悦，大家的笑
都是那么发自内心，那么开心！有队员说看到登山照片
中笑得灿烂的自己，真的好感动！

登上绝望坡，意味着今天已经登上双尖！如此一支
老少弱驴组成的队伍，没一个人拖后腿，关键是课前我
们把功课做得很足，这是团队合作的结果。有位队员
说：“以前我总是前怕狼后怕虎，今天登上双尖给了我勇
气和毅力，我突然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热爱登山，
登山可以激发出藏于体内的能量，这是积极向上的愉悦
能量。这个时代，登山让人重新品读自我，重塑自我。

“走过千山万水，仍念念不忘双尖，下次如果再组织登双
尖，我将继续去赴双尖之约！”

过了绝望坡，一路惊喜不断：除了路边红红的野山
楂，随处可以目睹到黄精和野金针。大家年年不忘到双
尖采黄精。黄精补中益气，润心肺，强筋骨，实在太吸引
人，好几位队员都挖了满满一袋。如今又不期而遇野金
针，金针花功效比较强大，营养价值很高，可以作为常用
的食疗药材。

下山途中一大片板栗树又乐坏大家，遍地是掉下来
的板栗，颗颗粒大饱满！一路的野板栗让劳累的登山人
一路惊喜着，一路开心着，吃一颗自己现捡现挠的新鲜
板栗，自豪感油然而生，这是自己的劳动果实！

秋天真是收获的季节，难怪有人说登山会上瘾，因
为登山人一年到头可以吃到山上的野果！景色再美如
果没有亲临那只是心里羡慕的美，是别人眼里的美。今
天心心念念的双尖被征服了，大家欣赏到终生难忘的双
尖的景，所有的劳累抛到了九霄云外，登山真让我们身
心合一，这大概就是登山的魅力吧！

王土青

柚油龙虾 刘爱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