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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文苑
同护蓝天绿地碧水 共创卫生健康家园

小时候，我每次跟婆奶到车桥镇
上赶集，婆奶总是想方设法给我弄上
一碗车桥馄饨。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
代，若能吃到一碗车桥馄饨，真是满满
的幸福感顿时流遍全身，车桥馄饨那
流连唇齿间的清香和婆奶的“良苦用
心”，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车桥馄饨始于何时？我不知道，
只知道从我记事起，就知道车桥馄饨
是古镇车桥的“名吃”。如今在淮安城
内的东南西北门大街上，只要你走上
几步，就会发现挂有“车桥馄饨”小吃
店。这些小店一般不大，一两间门面，
几张条桌，小店的煤气灶上有两口锅，
一口锅是开水，煮馄饨，另一口锅是熬
骨头汤。大碗小碗摆好，猪油、麻油、
酱油、味精、盐，冲入骨头汤，撒上葱
花，端上桌的就是一碗活色生香的车
桥馄饨。一碗清爽淡雅的车桥馄饨，
定会叫你胃口大开，赞不绝口。

我家对门就有一个车桥馄饨店，
女老板周永红是个做车桥馄饨老手。
你看她手中的小竹片在肉馅上一粘一
转，往皮子上一抹，就包好一个馄饨。
包好的车桥馄饨放入沸水的大锅中，
开锅时，一阵阵热气夹杂着馄饨的香
气扑鼻而来。周永红用漏勺捞出，倒
入配好调料的高汤中，撒上一点葱花，
香菜点缀，一碗清香扑鼻的车桥混钝
就端到你的面前。这样的馄饨，不油
不腻，微微一抿，可以吃出细细的颗粒
肉感，醇厚的味道顺着舌尖直达心
田。你一口咬下去，那柔韧、爽口的味
儿，溢满口腔，令人陶醉，叫你回味无
穷。

车桥馄饨既不用纯粹的精瘦肉，

也不是用单纯的肥肉白，而是选用质
地柔嫩新鲜的肥肉加瘦肉、按比例混
合而成。故而肉质细腻，嚼劲十足，口
味独特，香而不腻，吃在嘴里，厚实嫩
滑，鲜美无比，是一种极具特色的传统
风味小吃。周永红说：车桥馄饨注重
食材的自然新鲜和调味料的独特搭
配，追求清淡口感，充分利用葱、姜两
宝，做到口味与营养完美结合。车桥
馄饨必须皮、馅和汤达到完美契合，方
能色香味俱全。皮要薄且有韧劲，包
出的馄饨像一个个小蝌蚪漂浮汤中；
馅不一定要多，但要有味，要能吃出肉
的感觉；汤最好是骨头汤。调和也是
一个重要性因素，猪油的香，葱花的
鲜，会最大限度地呈现出车桥馄饨的
鲜美。

车桥馄饨能够热行淮安，物美价
廉是第一要素，快捷也是不容忽视
的。大碗10元、小碗8元。只要你花
上10元钱，不要你等十分钟，就给你
来上一碗车桥馄饨，这就是又好又快
的车桥馄饨带给你的最大乐意。

车桥馄饨从民间传统小吃到特色
美食，凡是吃过车桥混饨的人都说，车
桥混饨特别清淡，特别爽口。我想，这
份清淡，这份爽口，不就是一代又一代
的车桥人勤奋劳作和不懈追求的硕果
吗？勤劳善良的车桥人从车桥馄饨的
一晕一素，一咸一淡中，练就出一道独
有风采的车桥馄饨。据说车桥人走到
哪里，车桥馄饨就发展到哪里，如今，
一批又一批走出车桥的车桥人，奔走
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知他们是不
是也把车桥馄饨“热乎”在那里？

我与筱卉相识多年，他由教师岗位
选调到淮安市政府办公室之时我就认
识他。筱卉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儒雅、谦
和、低调、睿智。

他在淮安市政府办公室工作多年，
从普通工作人员到副处长、处长，再到
办公室副主任、副秘书长。虽然我们直
接打交道的机会不多，但是我对他还是
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

筱卉爱好较广，而于书画用功尤
多。就书画而言，其书法长于绘画，故
画名为书名所掩。

读筱卉的书法作品一如读其人，充
满儒雅之气。所谓儒雅之气，就是书卷
气及其所蕴含的平和中庸之气。书卷
气从何而来？从“学而时习之”而来，从
博学多闻而来，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而来。筱卉在市政府工作，不
仅要接触多方面的知识，还要经常撰写
涉及多方面知识的文稿。为了做好工
作、写好文稿，也为了充实和提高自己，
他认真学习各种知识，从而成为博识多
通的经世致用者。由于爱好中国书画
艺术，因此他也爱好古典文学、古文字
学等，从而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熏
陶。所有这些，使其书法作品具有儒雅
之气和书卷气。

筱卉在继承传统方面是下了大功
夫的。他不但出入碑帖、广临博采，而

且直溯源头，于钟鼎、篆籀、汉
简亦多有研习。他尽得钟鼎、
汉简之神髓，而临写索靖、米
芾之字则几可乱真。继承是
为了创新，只有很好地继承，
才能真正创新。筱卉书擅众
体，尤长于章草。读他的章
草，常常有一种“似是而非”的
感觉。他的章草中有索靖的
圆融清妙，同时又有北碑的拙
趣，他的行草、行书、楷书也都
给人以类似的感觉。如果你读过并熟
悉筱卉的书法作品，那么不论其作品在
哪里展出，你都能一眼认出是他的字。
也就是说，筱卉的字已经“个性化”了，
已经形成了“自我”面貌。我想，这应该
就是我们常说的“艺术创新”吧。

筱卉的书法作品从结体到章法，不
追求奇险，不张牙舞爪，雍容而平和，适
度而中正，充满了平和中庸之气，富有

内涵，更耐琢磨，可见他是深谙哲理的，
是非常睿智的。

筱卉也创作国画作品，有山水，有
花鸟虫鱼，基本上是写意作品，笔墨比
较大胆畅快，显示出很好的基本功。这
是他深刻理解笔墨后的成果，如果假以
时日，其画名可能与书名并驰。

在点线中抒发襟怀
——姜筱卉书画作品浅析

荀德麟

前不久，去位于古城中心的中国漕运博物
馆参观了淮安古代文房用品文物展，众多的实
物和文字介绍令我大开眼界，收益匪浅，也引
起了我对探究毛笔身世的兴趣。

毛笔，是我国古代“文房四宝”（笔墨纸砚）
之一，是我国传统的书法、绘画的主要工具。
它比古埃及的芦管笔、欧洲的羽毛笔的历史悠
久，是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用品。

毛笔是怎么来的呢？过去，人们传说是秦
朝大将蒙恬发明的，说蒙恬被秦始皇派去收复
河南，他打了几个胜仗，便用一把短兵器上的
红缨蘸着颜色写了一道捷报，这红缨是毛笔的
鼻祖。晋人张华的《博物志》上就有“蒙恬造
笔”的记载，南朝周兴嗣《千字文》中也有“恬笔
伦纸”之说，都把蒙恬作为制造毛笔的始祖。
其实，这说法是不可信的，因为1975年在湖北
秦墓（葬于秦始皇三十年）出土的三支竹笔来
看，已很象现代毛笔了。另外，国内有些学者
推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器皿，上面的图案
画得精细，没有毛笔是绘制不出来的。因此，
新石器时代的人就可能懂得制造毛笔了。到
了晋、隋、唐代，中国书法艺术发展达到高峰，
促使毛笔得到很大改进，毛毫也多种多样。元
代，笔毫改进更大，出现了硬毫、软毫、兼毫，按
笔毛长短又有长锋、中锋、短锋，品种众多，各
有特色。当然，公认的好笔，应具备“尖、齐、
圆、健”特点，即所谓的毛笔“四德”。2006年
在长春展出的一支清代贵族家传的特大号景
泰蓝马尾毛笔，1米长的大笔杆全部用景泰蓝
制作，上面还有12条彩龙，工艺之精，世人惊
叹。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毛笔
的好差对书法、绘画有着重要的作用，被推崇
为“书圣”的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题卫夫人《笔
阵图》后曰：“夫纸者，阵也；笔者，刀槊也。”把
毛笔比做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的刀和矛。正因
如此，书法家对毛笔制作都是很讲究的。通
常，毛笔制作按选料分为羊毫、鸡毫、狼毫、紫
毫、兼毫五大类，总称“五毫”。羊毫、鸡毫（用
鸡绒制的笔）属软毫，毫性柔软圆糯。狼毫、紫
毫（山兔毫）属硬毫，毫性硬而有弹性。兼毫
（用羊、兔、狼三毫合制）则兼有软毫、硬毫的特
性。除“五毫”外，还有人别出心裁的用其他毛发甚至野草做毛笔的。相
传“书圣”王羲之的笔是鼠须做的，其《兰亭序》便是用鼠须笔写成，这种以
貂鼠毛为心，辅以兔毛，柔中有刚，举落挥洒尽如人意。后来，又有人用狸
毛、胎毛为笔，宜书肥字。更有人用马毛、牛耳毛、狐毛、獭毛、猪毛、鹿毛、
麝毛甚至人须等为笔毫。还有人追求奇趣，用虎爪间的毛和猩猩的毛及
鸭毛、雉毛、雀毛五色相间为笔的。上世纪90年代，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有
一家鲜为人知的“中国草笔厂”，该厂生产的毛笔竟是北方高寒地区稀有
的古朴天然的铁秆草和茅翎草，用前者制笔杆，后者做笔毫，书法家使用
草笔后评价是“刚柔适度”，夸其“草笔神韵”。

唐代，安徽宣州是全国的制笔中心。如今，我国毛笔产地很多，依产
地和制作工艺不同，大致分为“湖笔”和“湘笔”两个流派。浙、苏、沪、皖以
至北京所产均属“湖笔”系列；江西以南大体上属“湘笔”系列。尤其是诞
生在元代的浙江湖州的湖笔有着“湖颖之技甲天下”的盛誉，成为全国最
著名的毛笔品种。从2002年起，湖州每年还举办“中国湖州·国际湖笔文
化节”，更促进了湖笔品质的不断提升。

1984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文房四宝”展览的一次特别展览会上，66
岁的书法家杨轩亭使用了一支2.9米长、40公斤重的时称世界最大的毛
笔，在铺在地上的纸上写了一个2米宽、6米长的“山”字，让人大饱眼福。
2002年春节期间，江苏书法家罗汉文用红木和紫木作笔杆，用白马鬃和
植物混合作笔头，制成一支长4.4米、笔斗径粗50厘米、重达75.5公斤的
巨型毛笔，并在常州东坡公园内当众书写了三个100平方米的巨字“苏、
东、坡”，让市民叹为观止，这支笔也因此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笔
中之“最”。

毛笔虽然是实用工具，但由于制作工艺的不断改进和完善，也逐渐成
为收藏、鉴赏珍玩的古物。如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唐秉钧在《笔说》
中说：“汉制笔，雕以黄金，饰以和璧，缀以隋珠，文以翡翠。管非文犀，必
以象牙，极为华丽矣。”这些笔是鉴赏的稀物，很有收藏价值。

1997年11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座“笔冢”在天津市郊杨村
小世界御碑林园内建成，新中国第一笔冢里埋存了国内80多位书法家用
过的秃笔1000余支。“笔冢”石质结构，长4米，宽3米，占地16平方米，顶
部竖一石碑“笔冢”。据史书记载，我国书画文人兴修笔冢之举始于隋唐
之前，例如，隋朝有个智永和尚，他住在山阴（绍兴）永欣寺的一个阁楼里，
关门练字三十年，写坏的笔足足有五大筐，后来，他把这些秃笔埋入土里
做了坟，称“退笔冢”。据称，修建笔冢是对书画家劳动的认可和尊重。

北宋宰相、著名词人晏殊故里南昌市进贤县文港镇，制作毛笔已有
1600多年的历史，被誉为当今中国“华夏笔都”。这里有一座我国第一家
以毛笔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毛笔文化博物馆。该博物馆分为文
化陈列馆、毛笔实物陈列馆、书画艺术陈列馆、图片艺术陈列馆和毛笔工
艺制作作坊五个陈列馆。馆内收集了元、明、清、民国及当代的毛笔实物，
以及与毛笔生产、销售相关的物品。实在是一部实物呈现的毛笔发展
史。如去参观，不仅可以看到很多古老的毛笔、宫廷御用笔和鲁迅、郭沫
若、任继愈等名人用过的毛笔，而且能让人全面了解毛笔的前身今世，更
能知道小小的毛笔为创造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改变我脑海中鸬鹚温顺且极度依
赖主人的形象的，是春节之后的江苏
盐城丹顶鹤湿地公园之行。导游小姐
兼任司机，一边开车一边为我们介绍
路边、天空景物。

车行不远，我突然发现湖边滩地
上，有一片林子不知何故，竟完全变成
白色，在阳光照射下，树干枝条犹如银
铸蜡雕，白亮得晃眼。这一景象让我
惊呆了，连忙询问导游，那是什么树
林，怎么长成这样？导游见问，微笑了
一下，俏皮地告诉我：“那是一片旱柳
林，变成白色是鸬鹚的‘杰作’！”见我
发懵，导游随手指了一下白树林近旁
的水面，对我说：“你看，那边几乎被黑
色的水鸟落满了，其实那都是鸬鹚，正
在洗澡呢。它们刚从海堤东面的黄海
里吃饱了鱼飞回来，海水泡在身上不
舒服，就先用淡水冲下澡，再到旁边的
树上休息。成千上万的鸬鹚在树林里
栖息，粪便拉在树上，时间一长，林子
就全白了。在丹顶鹤湿地保护区，每
到鸬鹚归巢，那万鸟归巢的景象极为
壮观，现已成为我们丹顶鹤保护区的
一大自然景观了。”

导游的话，让我想起在盐城工作
的女儿，曾给我发来一条万鸟归巢的
视频。记得当时的手机屏幕上，天空
被夕阳浸染成金黄色，远处海天相接
的天际线，移动过来一抹由蠕动的小
黑点组成的云带。靠近了，只见无数
的黑色小精灵，密密麻麻地在天空中

旋转、聚集……当时我看到这段视频
时，就感觉景象十分壮观震撼，却没来
得及细想那是一种什么鸟。现在听导
游这样说，我猛然意识到这可能就是
鸬鹚。导游告诉我：“鸬鹚这种鸟，你
别看它长相不咋样，但它们却是公认
的美满姻缘的象征，到了繁殖期，结成
伴侣的两只鸬鹚，从营巢孵卵到哺育
幼雏，都是相互体贴、和睦相处、共同
完成。《诗经》中的第一首诗想必大家
都很熟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
个‘睢鸠’，我们这里多数人认定它就
是鸬鹚。”

导游的解说，为我增添了不少知
识，也一下子颠覆了我头脑中对鸬鹚
的固有印象。我这才明白，早年我所
认知的鸬鹚，那么乖巧依人、从不展翅
天空，那都是捕鱼人长期驯养的结
果。小小的鸬鹚，它们放弃自由自在
翱翔天空的生活，来到人类身旁，默默
地帮助人们捕鱼；它们还被众多文人
写成诗歌，摄入画册，为人们带来无尽
的美学感受。想到这里，我不禁对鸬
鹚充满爱意，但还是有点担心，我询问
导游：“鸬鹚如此强势，会不会挤占丹
顶鹤的生存空间？”导游小姐开心地笑
了：“这可真没有，鸬鹚很‘懂事’，保护
区里鱼不够吃就去海里捕鱼吃，栖息
的林子，被粪便沾染白了影响生长，它
们还会换片林子憩息呢。”

多叫人疼爱的鸬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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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凤朝

杂

说

毛

笔

张
士
旺

姜筱卉书古诗二首

姜筱卉《墨竹》

车桥馄饨热淮安
赵立义

改革开放之初，我的父亲还是一个意气风发
的帅小伙，46年风雨兼程，我的家庭在改革开放的
助推下，一步步迎来了幸福的小康生活，这其实也
是改革开放46年的成果缩影。

小时候，由于母亲在乡镇朱桥工作的缘故，我
们全家搬到了母亲单位所在的镇上，每天上学都
要走5里路，这对一个7岁的孩童来说，可是很远
的。不过好在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汽车，路上更
多人骑的是二八大杠自行车。每到周末，父亲就
会骑着他的二八大杠带着我跟弟弟一起出门。夏
天，嘴巴馋的时候，父亲也会给我们买红豆冰棍
吃，但他自己从来舍不得吃。父亲的鞋子都是穿
了又穿，袜子都是破了补一补，继续穿。

家里有我和弟弟两个孩子，因为是双胞胎的
缘故，兄弟俩一同到了上学的年龄，镇上的上学条
件差，校舍简陋而紧张，为了我们上学方便，父母
商量后，决定将我们转学到县城老家下关小学去
读书。虽说与母亲分开了，但在自己的家乡，与更
多的兄弟姐妹在一起玩耍也是很开心的事情。暑
假，约上小伙伴一起去家门口附近的小河里游泳，
站在桥墩上，一个猛子扎下去，许久才从另一侧岸

边浮出水面，黝黑的脸上露出两排大白牙，夏天的
酷热顿时消散了。欢笑声在河面上跑着、跳着，那
欢乐仿佛被感染似的，连河里的鱼儿也游得更加
起劲了。后来因为拆迁改造，当地一座座高楼大
厦拔地而起，取代了原来的小村庄青瓦房，唯有当
年的那条小河今天依旧不停地流。曾经有段时
间，因为地方发展经济的缘故，这条童年记忆里仅
剩的小河，有段时间变得浑浊，好在现如今，在政
府的统筹治理下，河水又恢复了往日的澄澈。两
岸新栽了绿柳，增设了音响、椅凳，成为市民游玩
与游客打卡的亮丽风景。

在河边是玩得痛快了，但运动完总要有零食
打打牙祭才好，毕竟嘴馋是每个孩子的“毛病”，特
别是在九十年代初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看着小
卖部里白象方便面、可口可乐等琳琅满目的零食，
我们兄弟二人也会不依不饶地向大人要些零花
钱，有时碰到父亲“悄悄”给我们五毛钱的“巨款”，
内心的兴奋不言而喻。

当然，最让我们解馋的还是父亲做的淮安特
色地方菜“小龙虾”。周末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补习
班，我们有时间接触大自然，父亲熟练地带上几只
小桶和我们兄弟俩一起去小河沟里捉龙虾。徒手
在河沟两头用泥巴打个简易泥坝，用小桶将坝内
的水拎出去。在我们父子三人的团结协作下，不
到一个时辰的工夫，小水沟就迅速见底了，下面就

是进场捉虾的高光时刻。拎着满满一铁桶的龙虾
回家第一时间交给母亲，一边帮母亲在土灶里添
柴火，一边看着母亲在灶台上忙碌的身影很是幸
福。

傍晚夕阳西下，家家户户升起袅袅炊烟。母
亲将清洗处理好的龙虾放在灶台上的大铁锅里烧
着，虽然迟迟没出锅，香气却早就飘满了我家那破
旧的三间青瓦房。这道美味特别解我们“好吃”的
毛病。现如今，随着生活条件慢慢改善，“小龙虾”
在餐桌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蒜泥的、麻辣的、
十三香的……口味更是越来越多，但我好像再也
没有吃过小时候那么香的小龙虾了。

如今，我大学毕业已经10多年了，在老家有了
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父母老了很多，体力也
大不如从前。现如今，我也每天扮演着称职的奶
爸角色，现在的他们都已经退休，要当爷爷奶奶，
自然很高兴，更高兴地是国家对于退休人员的后
续保障政策做得很完善。母亲说过，现在生活条
件越来越好了，她赶上了好时代。

46年的变化太大，母亲从女儿变成了婆婆，从
艰苦走向了幸福。46年的收获也太多，父母真正
享受到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也看到了孩子们学
有所成，住有所居。

我家这40余年
高 劲

高山仰止 尹石 作

暴雨狂风宵夜竟，
海啸山呼林不静。
寅时身起坐床前，
晨已冷，
人初醒。
诗品放翁茶味永。

渐晓微明林显影，
隐树鸠啼声似哽。
奔飙凋叶晚秋深，
风雨猛，
华灯耿。
但愿“康妮”擦过境。

天仙子·台风
吴绍釚

奋进强国路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阔步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