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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油条与豆浆是标配的话，那么，油条与酱油，当属高配，但在老杭州的食客中，还有一绝配，乃是腐乳佐油条……其
实，食物到了我们的胃里，皆是混搭。而混搭之食，只是提前到我们的味蕾罢了。一口之中，先混之搭之，继咀之嚼之，再回之
甘之，口腹之欲，何尝不是人生快事？

初来杭州，在单位食堂吃早餐，无
非是豆浆稀饭，烧饼油条。这本是多数
国人的经典早餐搭配，没什么奇怪，但
令人不解的是，见不少当地同事，每人
面前都放着个小碟，里面盛少许生抽。
一根长油条，蘸一蘸，吃一口，再蘸，再
吃，津津有味。

油条蘸酱油，这是什么混搭吃法？
一初识同事笑着说，这是杭州吃

法，何妨一试？
试试就试试。取碟，倒少许生

抽。油条居中掰成两段，以裂口处轻
蘸一星酱油，尚未入口，油条的香味
便与生抽的咸味和鲜味，扑鼻而至。
三味混至，鼻翼洞开。待油条入了口
中，轻轻一咬，味蕾被生抽激发，三味
同香，在舌尖游走，香津滋生，果然妙
不可言。如今居杭已20余年，每食油
条，必备小碟，以盛生抽，以供油条打
个小滚，撒个小泼。生抽之于油条，

亦如咖啡之拥伴侣也。
如果说油条与豆浆是标配的话，

那么，油条与酱油，当属高配，但在老
杭州的食客中，还有一绝配，乃是腐
乳佐油条。腐乳需是白方，以五香味
白方为最佳，油条则要炸得稍老一
点，咬一口油条，再以小勺挖一粒绿
豆大小的腐乳，同入口中，则白方腐
乳的五味与油条的香味混合在一口
之中，互融互激，叠加在一起，真是百
味俱生。最妙的尚不在其味，而是油
条之清脆与腐乳之绵软，混搭在一
起，如英雄佳人，如烈火真金，言不能
尽其曼妙。

食材的混搭，如衣之混搭，如人之
混搭，时有出其不意之效。据说金圣叹
临终之前，不失幽默地对其子说，花生
米与豆腐干同嚼，有火腿味。这是真美
食家，能在极素常的食材中，混搭出难
得的人间美味。

某日去一朋友家小聚，朋友的妻
子做了一道她的拿手菜——牛肉炖
西红柿。牛肉炖土豆，牛肉炖萝卜，
牛肉炖山药，我都听过也吃过，盖因
牛肉难熟，需久炖，而土豆、萝卜和山
药这些食材，耐得住持久的熬炖，西
红柿则嫩且易碎，如何能与老牛肉一
起入锅混炖？待牛肉炖西红柿上桌，
众人一尝，果然味极鲜美，糜烂的牛
肉中，夹带着西红柿淡淡的酸味，油
而不腻，鲜而不膻，香中微酸，酸里带
甜，真是味隽永也。讨教何以想到如
此混搭？朋友妻笑答，实属误混误
搭，一日回家做菜，冰箱中只有一坨
牛肉，没有可搭配之物，牛肉炖到一
半，忽然看见菜篮子里还剩有一颗西
红柿，便切成片，丢入炖锅之中，与牛
肉同炖。及至老公小孩回到家中，牛
肉已炖烂，西红柿早糜烂如泥。家人
尝了，无不称绝。自此成了她的一道

拿手菜。
在萧绍平原一带，有一道很特殊

的菜——蒸双臭。单听听这名字，很
多人恐怕就掩鼻而去，一臭已不可
挡，臭而成双，鼻何以堪？双臭者，臭
豆腐，臭苋菜梗耳。将腌制的苋菜梗
与臭豆腐，混合在一起清蒸，双臭合
璧，臭臭得正，臭而成香，臭而成鲜，
臭而成美食佳话。第一次吃这道菜
的外地人，须有冒死吃河豚的决心，
但一旦敢于将它送入口中，其独特的
滋味，便弥久不散，终生难忘。每有
外地朋友来杭，我必点一盘蒸双臭以
飨之，让“臭”名昭著的蒸双臭，飘得
更远一点吧。

其实，食物到了我们的胃里，皆是
混搭。而混搭之食，只是提前到我们的
味蕾罢了。一口之中，先混之搭之，继
咀之嚼之，再回之甘之，口腹之欲，何尝
不是人生快事？

背包揽胜 ■吴焕根

人有故事就精神，地有故事就精彩。位于甘肃省陇南市的宕昌县，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知道那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这次
去宕昌，我就先做功课……因为是集体行动，此次赴宕昌，没有去腊子口，有点遗憾。我想，有遗憾就有念想，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
去呢。

红色哈达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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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故事就精神，地有故事就精彩。
位于甘肃省陇南市的宕昌县，是一

个有故事的地方。
知道那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这

次去宕昌，我就先做功课：到地图上一
查，哈达铺就是宕昌县；腊子口虽然属
于迭部县，也相距不远。于是找来《中
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长征记》《红军长
征史》和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的《长征
——前所未闻的故事》，对腊子口战役
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哈达铺的有关活
动和决策经过进行了解。心想，到了那
里，得去腊子口景区、腊子口纪念馆和
红军长征哈达铺纪念馆参观一番，以不
虚此行。

这次远行是为了参加表弟家儿子
的订婚仪式。仪式上午举行，中午是喜
宴。因为姑娘父亲的老家就在哈达铺，
我们去他们老家拜访，稍事休息就立即
出发。

哈达铺原名哈塔（达）川，明代在哈
达川设铺，故称哈达铺。位于宕昌县城
西北35公里处，兰海高速和国道兰渝线
均可从县城直达。红军长征时，两度经
过这里，因此哈达铺被称为红军长征路
上的“加油站”，是“红色圣地”。在国务
院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称“哈
达铺是决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命运的
重要决策地”。

1935年9月16日，由党中央率领的
红一、红三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后，翻过
岷山。18日，先头部队占领哈达铺，主
力随后跟进，于9月21日也来到这里。

哈达铺盛产各类药材，如当归、党
参、黄芪等，特别是当归，称为“岷归”，
颇有声誉。小镇商业繁盛，杨定华（邓
发）在《从甘肃到陕西——抗日人民红
军北上长征的最后阶段》一文中说：“此
地猪、羊、鸡、鸭价格甚廉，一百斤的大
猪才卖五元大洋，二元大洋可买肥羊一
只，一元大洋可买五只鸡，一毛大洋买
十几个鸡蛋，五毛钱可买一担蔬菜。”刚
从雪山草地过来的红军指战员们，好好
地改善了一下伙食。由于红军遵纪守
礼，秋毫无犯，当地老百姓非常欢迎。
部队还主动搞好与当地人民群众的关
系：“红军为联络地方人民感情起见，总
政治部统令各个伙食单位，请驻地周围
人民会餐。”“每个伙食单位都请来一二
十个老百姓，其中有男的，有女的，有小
孩和老头儿、老太婆。会餐之际，他们
你劝我让，吃得嘻哈大笑，怪热闹的。”

先头部队进入哈达铺后，当即去了
邮局，在那里找到了一些报纸，知道了
陕北红军的情况。如7月 23日《大公
报》刊载阎锡山22日晨在绥靖公署及省
府纪念周的报告，说：“全陕北二十三县
几无一县非赤化，完全赤化者有八县，

半赤化者十余县……全陕北赤化人民
七十余万，编为赤卫军者二十万，赤军
者二万。”7月29日《大公报》说：“近月
陷城之县有六，即延长、延川、安塞、保
安、安定、靖边。”8月1日《大公报》报道
了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在陕北和
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越过秦岭进
入关中的情况。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
知道，陕北确实存在着一支共产党领导
的部队和一个苏区根据地，于是作出了
将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
策。也是在这里，根据中央政治局俄界
会议的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
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
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由于距离不远且路上车辆不多，我
们走兰渝线直接到红军长征哈达铺纪
念馆。停好汽车，进入一个高耸的牌坊
后，即是面积巨大的哈达铺红军广场。
纪念馆高大宏伟，由胡耀邦同志题写馆
名，进入序厅即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
祥、张闻天、博古等5位领导人的塑像，
周恩来手里拿着一张报纸，想必就是当
年的《大公报》。纪念馆陈列着当年红
军留下来的标语，如“共产党是无产阶
级政党”“红军是工农的军队”等。还有
当年人民群众与红军一道做馒头的场
景雕塑。里边有一个顶呈穹隆状的大
厅，顶部是蓝天白云，地上是缩小版的

关帝庙，讲解员讲解后，播放了毛泽东
在红一、红三军团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
话视频。他说：“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
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
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
的路线是正确的。”他边说边挥舞手臂，
铿锵有力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

第二年，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经过哈
达铺，迅即在这里开展扩红建政工作。
8月，红四方面军在包家族村建立了岷
县苏维埃政府，并在哈达铺、荔川、宕昌
等地建立了3个区、8个乡、35个村苏维
埃政府，动员2000多名青壮年参加红
军。馆里陈列着哈达铺区苏维埃政府
副主席牛炳山的照片和1936年8月至
10月村(街)苏维埃政府的名称和主席、
委员姓名的表格。10月初，红军撤离
后，各级苏维埃政府相继遭到破坏。

哈达铺镇上，有红军一条街和许多
红军长征旧址，如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
会址——关帝庙、毛泽东和张闻天住室
旧址——义和昌药铺、《大公报》发现地
——邮政代办所旧址、红一方面军司令
部和周恩来住室旧址——同善社等，均
保存完好。由于时近傍晚，我们没有去
参观。

因为是集体行动，此次赴宕昌，没有
去腊子口，有点遗憾。我想，有遗憾就
有念想，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去呢。

“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
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
皇。”说的是位于安徽桐城市西南一隅，
有一条六尺巷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
数百年来，被传为佳话。最近，去长兴
陈家埭村，耳濡目染新六尺巷的事迹，
非常生动，也很感人。

那是几年前的事情，美丽乡村建设
刚启动，自然村之间都在拓宽村道，实
现资源共享。恰就在这个小村，一条2
尺宽小巷，截断了与兄弟自然村的道路
来往。虽说拓宽村路疏通要塞，成为当
务之急，也属必由之路，但不是一句轻
易的话就可以解决的，它涉及12家农户
的利益与牺牲，需要12家农户放弃与谦
让，尽管村干部苦口婆心、仁至义尽做
工作，还是困难重重，阻力很大，一时
间，思想难以统一。

突然有一天早晨，涉及拓宽的12户
农家大门上，都张贴着一张纸条，上面
留着一首打油诗：“生活不便全因路，好
的资源留不住。此路不通全因墙，都让

三尺又何妨？陈旧观念占心房，发展道
路越迷茫。风物长宜放眼量，一代会比
一代强。”并要求各户同意者，按好手印
留在门上。落款为：十二家之一业主。

两天后，奇迹出现了，12家农户，齐
刷刷将按好手印的纸条塞进了村口“民
意箱”，一致同意自家动手，开展拓路工
程。原来，张贴顺口溜并提出要求的，
就是12户人家中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
他没有一贴了事，而是又一次走访各
户，谈利害得失，讲古时“六尺巷”故事，
直到把每户邻居的思想做通为止。

在后来的两个多月中，12户人家，
去篱笆、拆杂屋、退道地，齐心合力，一
条宽2米，农用拖拉机能通行的村道联
通了，实现了村庄“一车通”的愿景。为
了纪念这12户农家损私为公，牺牲小家
为大家的高风亮节，政府将此巷命名为

“陈家埭新六尺巷”。
漫步在改造后的新六尺巷，我的思

绪，跟随着巷口清风去了远方。当人们
有一种高尚境界、一种大局情怀时，还

有什么工作不能开展，有什么困难不能
克服？

在村道入口，一块印有“碧波漾荡、
秀美村庄”的大型广告牌，吸引了我的
眼球，我赶快拿出手机，拍了下来。碧
波荡漾，是一句成语，也是形容词，在
此，怎么变成“碧波漾荡”，是不是错词
了？再说，这平原之地，哪来的水源？
哪来的碧波？心中的疑惑，涌上眉头。
然而，当我们领略完高大宽畅的农居
房，穿过新六尺巷，迈出鸿信馆外时，一
湖秀水映入眼帘，在秋日阳光的照耀下
波光粼粼，给人以一种柳暗花明豁然开
朗的感觉。至于“漾荡”，就是这湖面的
地名，经过改造升级，“漾荡”已改名为
滨湖公园，水面120亩，说大不大，说小
不小，环夹于三个自然村之间，联通太
湖，得天独厚的太湖水系，永不干涸。
环湖四周民居，建有精品民宿，接待着
南来北往的游客。徜徉于湖边的健步
道，仿佛来到了杭州西湖的柳浪闻莺，
景观桥、湖心亭、观景平台，科学设计，

精心布局，令人陶醉。无论游客，还是
村民，早晨傍晚，茶余饭后，都会来湖边
散步休闲，运动锻炼，享受这里的优美
环境。

“然而，曾经的漾荡，难以想象的污
脏乱差，农户把它作为鱼塘，有的养鱼，
有的养河蚌，有的种茭白，有的养菱角，
水草漂浮，杂物破碎，污染严重。水色
呈淡红色，浑浊恶臭，村民怨声载道苦
不堪言。整治改造，又一次涉及个人利
益，又一次需要一些人在利益上的让步
与牺牲。有了新六尺巷的示范，有了礼
让与宽广的情怀，使得漾荡整治易如反
掌，顺利得多。”村干部介绍说。

“六尺巷”典故，只能在安徽桐城。
而新六尺巷的故事，不仅浙江可以有，
江苏也可以有，全国都可以有。它是一
种精神，一种风格，一种文化，它彰显中
华民族和睦相处的美德，是人们心胸开
阔恭谦礼让的象征。发扬光大“六尺
巷”精神，应成为新时代文明新风，吹遍
祖国大地。

朝花夕拾 ■陆永敢

“六尺巷”典故，只能在安徽桐城。而新六尺巷的故事，不仅浙江可以有，江苏也可以有，全国都可以有。它是一种精神，一种风格，一种文化，它
彰显中华民族和睦相处的美德，是人们心胸开阔恭谦礼让的象征。发扬广大“六尺巷”精神，应成为新时代文明新风，吹遍祖国大地。

长兴邂逅六尺巷

周
末

钱塘，自古繁华，百千年来，贤才济
济。窃闻李君诚公，生于瓯江之畔，长于
大美鹿城，李者，木也，其义通理，诚者，信
也，谓之真实。李诚者，著诚去伪，礼之经
也。五六嬉戏心智启，廿一抵达萧然地。
携三两兄弟，敢向化纤辟新天；揣四千银
币，古来商贾拼信誉。人遵乎其时，物怡
乎天幸；地尽乎其力，怀畅乎谦恭。身异
兮心并，契合也道同。

癸亥年，入商海，奋舟而行南北，敏行
乃惜终始；癸酉年，沐春光，为改革之先
行，兴创业之实体；庚辰年，转思路，避同
质之竞技，求科技之转型；甲午年，起宏
图，百转千回兮先临挂牌，深耕十年兮三
维上市。许多企业犹在解疑，人随世风；
别样贤达并蓄兼收，天纵正气。忧哉，庚
子危骞波澜耸，楚江祸起时疫急。沧海尽
显英雄，浙商负重无声。嘉福康宁，夜以
继日忧思环身心；赈灾济困，倾囊慨慷铁
肩担道义。指挥若定保民生，萤灯呼出黎
明；运筹帷幄保业绩，终年不卸锋矢。贺
兮，疫潮退，患清零。万事引奇丽而擢新
华，昂冯虚而御罡风。飏异芳而映日月，
翻新彩而播葱茏。

好学常留，五车之书；多闻须放，千里
之骧。以诚信为垒，多元自为一家；以科
技为翼，拼搏终成大器。永者，长也，谓之
为恒；盛者，繁也，谓之为旺。永盛者，进
取者也，谓之为卓。有情有爱有义，立功
立德立言。奋战卅年，终成永盛。

永盛赋

紫藤阁 ■金佳萍

湘湖诗会

捡起飘落的花瓣
春天已然来临
这春天的风啊
时而温柔暖心
时而寒冷刺骨
春风吹啊吹
静静地繁花开满湘湖
那姹紫嫣红的是春天的颜色
春风吹啊吹
静静地花落遍湘湖
那飘落一地的是粉色的清梦
春风吹啊吹
静静地新绿覆湘湖
那一层新绿
是对生命最好的准备与希望
凝望着远方
那些花肯定是去旅行了
花魂沁入了湘水之中
花瓣融入了春泥之中
花香留在了你我心中

青山碧水白云遐，诗教行黉何必夸。
红蓼汀洲春意蔼，绿杨门巷暖烟赊。
雏莺止涩尤清啭，小草繁枝更著花。
欲借东风勤耒耜，好栽桃李遍天涯。

忆昔秦皇过迳游，桃源烟雨挹风流。
空蒙飘滴笛三弄，缥缈云扶翻九楼。
带砺尖山舜湖秀，丹青黉阁浦阳秋。
流连故有诗篇咏，碧水临门可泛舟。

浦阳江畔振鸣珂，试问乡愁意若何。
秀岭梨花飘白雪，芳洲杨柳泛青波。
悠中曲调襟怀壮，忙里诗篇岁月多。
伏枥神驹须仰啸，校园今唱遏云歌。

若问华章作者谁，国刊两度咏歌之。
莺啼爽籁清筠发，蝶舞芳丛黄菊弥。
冬日霜凝聊命曲，春时草满尽宜诗。
惟怜韵色难描写，缀璧连珠卷彩旗。

■朱超范

■俞沛云

■黄美红

浦阳镇中诗教行

扶风欲结白云俦，遐步何妨雨后秋。
一叶飘零轻胜羽，千山辗转不言愁。
有心怒引追鸣雁，无意喧哗入俗流。
阵阵清霜犹烂漫，夕霞辉映待诗舟。

丛丛簇簇竞秋光，巧笑疏篱偎矮墙。
繁蕊经霜神韵逸，寒风过隙鬓云香。
雨摧不堕低垂色，露冷何悲怯惧场。
自抱芳菲萧杀后，高情结彩对斜阳。

四季巡回独喜秋，长空湛湛豁双眸。
风中落叶随烟远，林上轻霜尽日流。
薄暮黄花相载酒，清辉朗月互消愁。
登临正值山光迥，万里江天作畅游。

花的旅行

秋的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