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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梁 兄

[行走常山]

胡柚特色菜肴故事
——凤爪柚酱

刘爱国

樊莹为一生官清正廉明，受人敬重，
谥为清简。殊不知，他也是一位有生活
情趣的人。

明中叶以后的商业活动空前繁荣，
商品交易远达海外，消费水平提高，也扩
大了人们的眼界，明朝把宋元饮食因素
有机糅合，使其饮食文化发展到一个新
的高度，在饮食习惯方面，上至皇室贵
族，下到平民百姓，都乐于精研美食，特
别是文人雅士精究饮食成为一种时尚。
作为当朝为官多年的樊莹，自然也不排
斥美味佳肴，即使是自掏腰包，天下的美
食也可以来者不拒。他这一辈子，走过
大江南北，尝遍各地美味佳肴。自律甚
严的他，也会有囊中羞涩的时候，为了解
馋，市井里买些时新鲜菜，因对美食颇有
见解，也会指导家厨如果烧制烹饪，或煮
炒几个当地名菜小吃，又能慰藉自己的
口腹之欲，时间久了，樊莹被同僚知交戏
称为美食鉴赏家。

古稀之后，樊莹告老还乡，“公馆时
尝粗粝饭，行囊依旧木棉裘，也知富贵非
吾分，只为君恩未少酬。”虽然身为平民，
也心系国家，在乡里开办学堂，教后辈识
字断文，时而也叫人做点特色菜肴，约三
五老友，酌酒叙情。一日，樊老先生突然
想起了自己曾吃到过的传统名菜——酱
香鸡骨。可是，那时候的常山农村乡下，
哪来的这高档菜肴呢？樊莹必竟是曾经
的美食达人，见多识广的他就告诉家厨，
可老家的厨子也并未见识过这道菜，听
樊老爷对这道菜食材口感娓娓而谈，老
厨子似乎有所感悟，而此时家里正好还
有些鸡爪，觉得兴许可用得上。过去人
食鸡时对鸡爪都抱嫌弃态度，甚至说吃
了鸡爪的读书人会撕破书本，对烧煮的
鸡爪都不屑一顾，往往成了夹吃省余之
食物。当然，满腹经纶的樊老爷心知肚
明，也并不理会这些悖论，便叫老家厨子
只管烧制出来。厨子根据樊莹老先生对
这道菜的叙述，想到只把这鸡爪烧制，再
配上常山人的柚酱，将会是老爷似曾相
识又不曾吃过的味道。厨子先把鸡爪用
井水浸泡清洗，剪去趾甲，并用刀背拍打
鸡爪，将肉质拍松。食材随凉水入锅，火
烧开后，鸡爪煮沸焯烫后取出冲去浮沫，
再煮沸一锅水，加入生姜淋料酒，下八角
茴香陈皮生姜等辅料，大火煮后转小火
焖透。捞出煮好的鸡爪，趁热用温开水
浇淋沥水，清除表层的浮沫和油脂，装盘
滴入香芝麻油，再配上常山人用胡柚腌
制的酱，便可成菜上桌。这样的鸡爪脆
嫩又有嚼劲，加之胡柚酱口感香甜，这道
菜是色泽饱满，开胃又解馋。樊莹吃着
口感觉得相当不错，一问，原来这么简单
的食材，还能烧制出这么鲜美一道菜，就
对老家厨子大加赞赏，樊老也就将这道
菜取名“凤爪柚酱”。由于樊莹名声显
赫，又加上樊老爷的一再推崇，凤爪柚酱
这道菜也就成了常山的一道特色名菜。

[鲜辣常山]

上周末，县作协王主席打电话说，
开化县作协孙主席带几位作家来青石
镇砚瓦山采风交流，问我有没有时间同
行？我满口答应了下来，这是一个难得
的学习机会,怎么能错过呢。

正是春暖花开时节，我们一行5人
从常山县城出发，320国道边的田野中，
油菜花已经开放，车窗外不时飘来阵阵
清香。不出一刻钟，就到了柚乡石镇
——青石镇，然后南行驶向S221省道。
省道边的马车溪，流经该镇的砚瓦山
村、马车村和溪口集镇。整治前的马车
溪，水面上总是漂浮着厚厚的一层白
灰，沿溪两岸打磨石料产生的白色粉
末，飘散在空中，附着在河面上，导致河
里是一条活鱼也看不见。而如今经过
整治的马车溪恢复了水清、岸绿的景
貌，还有鱼儿在游动。宽敞的柏油路
边，不仅有新建的停车场，还有环保的
公厕、美丽的口袋公园等等。看路过的
行人，脸上也洋溢出幸福的笑容。

再行约5公里，我们就来到了目的
地——砚瓦山村。这个地处峡谷中的
村庄，是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青石花石
交易市场，全村有观赏石经营户近百
家，品种有常山石、花石、石笋石、假山
石、千层石、鹅卵石、太湖石、灵壁石等
十多种，产品销往全国二十多个省、市，
出口到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以
前虽然也卖石头，但是生意没有现在
好。现在村里不仅游客多了，买石头的
也多了，外商甚至还会在网上订购。”砚
瓦山村奇石馆的老板如是说。

缓缓前行，琳琅满目的赏石长廊向
我们徐徐展开砚瓦山的故事。

记得十多年前，土生土长于此的文
化人汪衍德做了我们的向导，一到村
口，他就说，这里曾经有古老的石拱桥，
名叫蓬桥。过蓬桥就是通向常山城里
的一条石彻古驿道。通过木棉岭，可以
拜谒木棉岭佛教胜地，居高远眺，一览
常山全景。村口曾有乾隆年间建造的
圣廟，为开山公塑像立殿，每年的农历
八月廿六，是圣君开山公的生日，也是

砚瓦山村民一年一度的节日。父老乡
亲们盛装打扮，高高兴兴来此叩拜三圣
公，庆贺好收成，祈祷来年风调雨顺。

据汪导介绍：眼下的柏油马路以前
是鹅卵石铺就的老街，也是常山通往江
山的古驿道；老街的南头，以前有一栋
气势宏大的牌楼；小溪东岸的埠头上还
有天灯，寓意天赐福缘，人丁兴旺，生生
不息……

我们下车漫步，走进了砚瓦山的新
区。眼前已然就是一大片石头的博览
园。座座别墅都有石头相伴，条条马路
都有石头相随。房前屋后花草树木绿意
浓浓，坪上檐下假山盆景生机勃勃。放
眼整个村庄，风景秀美，奇石林立。这里
拥有华东首家青石花石市场、赏石文化
历史街区、徐恢墓、砚瓦洞、石公石母等
景点，村中砚石文化具有千年历史，“西
砚含泪”故事流传甚广。2018年以来，当
地镇党委政府和村两委会一帮人，审时
度势，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做精做细石头
文章。得天独厚的本色资源，遇上小城
镇整治的“东风”，好消息终于传来：砚

瓦山村成功创下浙江省3A级景区村。
我们在石林中边走边看，不知不觉

来到一排青山脚下，有同行者问，前面
叫什么山？当地村民热情作答：这叫猪
肝山，明代户部尚书、被赐封为“开国元
勋”的徐恢就长眠在这山坳之中。

据县志载：徐恢（1298～1387），字
伯宏，元末登进士第，授永新尹，伪汉陈
友谅攻南昌，明太祖引兵来援，公知友
谅必败，以军粮来归，明太祖大喜，即军
中拜为都御史，约日会战鄱阳，大败友
谅兵，灭之，公与有力焉，累官户部尚
书，敕赐“开国元勋”。

同行者县诗词学会谢会长一马当
先，趟过玉米田，穿过柑桔林，就往茂林
修竹中的“徐恢墓”去寻访。

岁月如同猪肝山下的双溪（荷塘
溪、大陈溪）一样，尽管看不出它的激
流，但实际上从未停息过，而且年复一
年地向东流去。历史依旧是历史，英雄
终归是英雄，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徐
恢的精神仍然像一首不绝的长歌，在砚
瓦山的上空延唱……

凤爪柚酱 图片由刘爱国提供

登金源石船山
王土青

石船山是金源的一座山，山中有一
片石壁达几万平米，因其形状像船而得
名。山上长满各种野果树，被誉为当地
的果树山。2月17日农历正月初八，常
山登协一行45人第六次踏上石船山之
旅。

我们从山脚沿着山路拾级而上，一
条溪流蜿蜒从山上漂流而下，清澈的河
水映照着我们前行的脚步。青山绿水，
岸边芦苇随风飘扬，冬日里的萧条与初
春的生机让人感动。一些第一次来此
的新队员禁不住一遍又一遍地感叹：这
里的水怎么这么清澈水量这么浩大
呢？老队员们听到新队员感慨也直赞
这里真是人间仙境，金源真是个好地
方！水底静静躺着的石头，历经岁月洗
礼，却仍然年轻。我们轻轻的，不打扰

他们。
到了金源人说的石楼梯，这是人工

开凿的石阶，我们从心底感激祖先付出
的辛苦！再往上，山路由大石块堆砌而
成，坚实而稳固。攀过石阶，让金源人
引以自豪的寨门平台到了，这样的地势
地貌在雨水多的时候能形成一道瀑布
景观，常山登协曾于2014年6月21日
冒着特大暴雨，趟过一道道湍急的山洪
有惊无险地亲眼目睹名副其实的“常山
第一瀑”，并把这盛景拍摄下来，曾被省
里刊物采用。当天，大家欢呼着雀跃着
奔向瀑布，拍下许多飞流的镜头……

太阳高照。这是我们到石船山必
须经过的地方，树木丛生，各种野果树
长满山间。黄桃树，乌桃树，李子树，最
多的是杨梅树，起码有成百上千株！最

让人称奇的是映山红花，虽然不是漫山
遍野，却是一株一株连成一片一片，刚
过立春，雨水还没到，毕竟初春乍寒，我
们也经常在冬季见到过一二株映山红
花盛开，所以见怪不怪，但如此红艳艳
一片，真是神奇！大家由衷地赞叹：石
船山真是一座神奇的山，金源真是一个
神奇的地方！

终于到了石船山，真的就像一条
船！初来者个个感叹不已，心里除了感
叹还是感叹，大家举起相机，准备把这
石船带回家。

小憩之后，我们准备下山。下山的
路既陡又滑，人人都是小心翼翼。大家
摔的摔，滑的滑，每个人身上都沾染上了
大自然的痕迹。这样的季节，这样的时
光，真的没有比登这样的山更有趣啦！

▲砚瓦山村随处可见的观赏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