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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秋时节，故园糖藕，以
绵甜、软糯、桂花香气浓郁而
备受人们喜爱。糖藕，作为一
款老少皆宜的小食，小孩嗜其
甜润，大人醉其清爽，老人好
其恬淡。

秋风渐凉，此时的嫩藕，
脆 嫩 亦 美 白 。 生 吃 ，味 道 甘
甜，有雪梨之滋润，荔枝之清
润 ；和 糯 米 、蜂 蜜 、红 枣 一 起
煮，粉红透明，软糯爽润。

东坡云，“腻玉圆搓素颈，
藕丝嫩、新织仙裳。”莲在水里
如清新少女，藕进了厨房也宜
风雅。将薄薄藕片撒上糖，糖
渐融未消似着纱衣，晶莹剔透
光泽闪动，用蓝花白底瓷盘盛
出，美食配美器，让人感叹岁
月静好、尘世温柔。

水乡鲜藕有七孔藕和九
孔藕之分。七孔藕绵软酥烂，
九孔藕脆甜汁多。做糖藕以
七孔藕为宜。取藕茁壮挺直
的中段一节，里外洗净，先斜
切一节作为帽盖，而后将淘净
晾干的糯米灌入藕孔，边灌边
拍藕段，尽量使糯米在藕孔中

灌得满当，并用圆芯筷杵实，再把先前切下的藕节
头复位，用牙签固定，以防糯米从藕孔中漏出。

糖桂花，是做糖藕绝不可少的点睛之笔。星
星点点地撒上些许，如碎金铺在琥珀上，藕原有的
清芬，此时又增添了桂花的幽香。在干净的瓶罐
里，铺上一层白糖，铺上一层桂花，再一层白糖，一
层桂花，循环往复，最后用调羹压紧，密封，放在避
光阴凉处。眼见着桂花颜色愈发深沉，白糖慢慢
溶在桂花的香浓蜜色里，至融为一体，就是大功告
成了。

藕放入冷水中，大火煮开后加冰糖改小火慢
焐，焐上两三个钟头后，投糖桂花、赤砂糖大火收
汁，最后就看到了色泽酱红、汁水如蜜、入口清香
甜糯的桂花焐熟藕。将黏黏糊糊、嘀嘀嗒嗒的藕
段夹出，轻轻撕去自然翘起的表皮，半冷半热时
用快刀快切，浇上焐藕的甜卤。叠放盘中。伴着
那一根根缠绕开的藕丝，有种难以拒绝的香。浇
上锅中浓稠细腻的甜汁，那已成肉红的藕片，瞬
时便愈发滋润晶亮了起来。糯米的糯，莲藕的面
滑，再撒上点蜂蜜，夹起一块糯米藕。糯米和藕
都会拉起长长的细丝，让你的味蕾立时陷入鲜美
的沼泽中。

糖藕的甜是慢慢煮进去的。这种甜，于有意
无意之间，既不让人腻味，又不会掩盖藕本来的清
素。而在平实甜味之外，另有一股桂花的馨香。
夹一片入口，轻轻咀嚼，随着“吱吱吱”粘连的断裂
声，酥糯甘美的藕与缠绵缱绻的糯米，有如一对丝
连心契的璧人，让味蕾颇有些一腔春色关不住的
韵致。

“冷化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沉疴痊”。此时
天气干燥，吃藕菜喝藕汤，有养阴清热、安心益神
作用。在江南老家，有“秋喝莲藕汤，来年不生疮”
之说。

水中所产和土地所酿融合成的糖藕，兼具着
藕和桂花两种植物的精华，占尽了故园水乡的韵
致。看似轻描淡写、不甚着力，实则素雅悠长。清
秋时节，咂一口糯软甘甜的桂花藕，最是暖心熨
帖。慢慢感觉心静了，喧嚣尘事远了，清浅流年，
这温润的糖藕便是简单的幸福。

清
秋
糖
藕
香

□
沈
顺
英

丝瓜是人们吃得最多的一
种蔬菜。

宋 代 杜 北 山 有《咏 丝 瓜》
诗：“寂寥篱户入泉声，不见山
容亦自清。数日雨晴秋草长，
丝瓜沿上瓦墙生。” 丝瓜易种
易活，生命力十分顽强，给它们
一点阳光、一点雨露，它们就会
随遇而安，蓬勃生长。在乡下
的瓦砾内、墙角边、苇篱的旮旯
处，随地都能见到它生长的身
影。绳索、墙壁、大树是它施展
的平台，用它细细的藤蔓编织
绿色的“网”，这张“网”撒在院
墙上，院墙变绿；“网”搭在院棚
上 ，棚 下 摇 晃 着 一 块 块 绿 荫 ；

“网”爬在树上，树渐渐变成绿
色的宝塔。

记忆之中，母亲在菜园苇
篱的一个旮旯处，用小铲锹翻
挖面盆口大小的地块，四周用
砖块围好撒几粒丝瓜种，浇上
水，再用芦苇围好，用带子把芦
苇扎成把，倚在苇篱上，隔三岔
五地浇浇水，不久它们就争先恐后地钻出地面，害
羞似的绿脑袋上总顶着一个黑帽帽。丝瓜苗出土
后，不断地分蘖长叶，伸枝放藤。杆分枝，枝分藤，
藤分蔓，一撮丝瓜要不多时就把苇篱染成了绿色，
远看就像给这片长长的苇篱披上了一张绿色的网。

丝瓜成熟了，在菜园的苇篱上，爬满了丝瓜，
密密匝匝。在茂盛叶片上，缀着一朵朵清雅的黄
花，透露出一种神韵，像一个个金色的小铃铛，当
金铃铛不再摇曳芬芳音乐时，一条条嫩绿嫩绿的
丝瓜就悄悄地生长，慢慢地变长变大，垂挂下来
时，有的直直粗粗的，有的弯弯曲曲的，绿莹莹的，
清新可人。

丝瓜不仅翠绿鲜嫩、清香脆甜，且采摘方便。
那时，母亲从地里收工回来，急急忙忙去苇篱上，摘
几条丝瓜回来，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再用刀划开，
剥去外皮，丝瓜瓤做汤，丝瓜皮做菜，一席工夫，母
亲就把午饭做好了。炒丝瓜皮是我们最喜欢吃的，
母亲将丝瓜皮切成一小长条，放上一些青椒，用自
家小油坊榨的菜油，放在锅里炒，再放上自家酿制
的酱油，实在是一道可口的好菜，喷香油润，嚼在嘴
里酥酥的，味道鲜、下饭。即使几十年后的今天，这
鲜美的味道还停留在舌尖上。

丝瓜浑身都是宝。秋天，丝瓜藤蔓逐渐枯萎，
绿叶变黄，随风飘落。父亲将枯干的丝瓜藤连根
拔起，堆放在灶屋里做柴火，用来煮饭烧水。母亲
将老丝瓜里的籽粒取出来，存放好，来年当种子。
干枯的老丝瓜里面的网状纤维称丝瓜络，可供药
用，是较好的中药材，丝瓜还具有凉血解热毒，活
血脉，通经络，祛风化痰，除热利肠和下乳汁等妙
用。丝瓜络也可拿来刷锅洗碗，或者用来擦背洗
澡，有时母亲将丝瓜络送一些给城里的亲友，他们
很是喜欢。

母亲菜园苇篱上那片蓬勃的丝瓜，将会是我一
生中最美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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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都区西南有个百年古镇——秦南。明清年
间，官府在此设“积谷粮仓”，故得名“秦南仓”。
关陈村，就是古镇中的一颗新星。

说起关陈村，我熟悉。1958 年 5 月，我从盐城
农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陇北乡农业中学任教。关
陈村便是当年陇北乡政府的所在地，以三间茅草
屋为校舍的陇北农业中学就在乡政府的一旁。我
在这里任教一年不到，但这个村的贫穷落后却给
我留下深刻印象。30 多年以后，来到阔别已久的
关陈村，眼前的景象让我无论如何辨别不出当年
的模样。这个昔日名不见经传的穷村，今朝竟然
跨入盐城市“小康示范村”行列。

为此，我重点采写了一个人：曹文萍。
曹文萍，自高中毕业后就搞起了电器修理。

上世纪 80 年代初，他到盐城承包起了一片电器修
理 门 市 ，因 手 艺 出 众 ，又 会 管 理 ，生 意 越 做 越 兴
旺，他本人的年收入就在万元以上。那时的万元

户别说在关陈村，就在偌大的盐城也为数不多。
而当关陈村老书记找他谈话以后，他毅然放弃了
收入丰厚的电器修理门市管理经营工作，怀着报
效家乡、振兴村办企业的豪情，回村担任村电器厂
厂长。这是 1983 年的 2 月，当年他 26 岁。

初上任，他有好几天没睡过一个整觉。如何
使这个风雨飘摇的小厂焕发生机，是守住摊子？
还是另辟蹊径，重新创业？他选择了后者。为了
拓展业务，第一次出差，他先到上海，接着又闯到
浙江衢州，一口气拿下了 5 万元的电热圈销售订
单。因为随身带的盘缠实在少得可怜，在一家小
旅社住下以后，身上还剩下三角钱，不得已只好借
钱打长途电话回村要钱。20 来岁的壮小伙子就靠
三角钱熬过了三天三夜。当他第四天收到村里汇
来的 200 元时，一连吃了两碗面条，转头又踏上了
新的征程，终于又谈成了 4 万元的业务……首战
告捷，小厂当年创下利润 2.2 万元，第二年小厂利

润翻番。然而这点成绩，还不能满足曹文萍的胃口。
厂里没有“拳头”产品，难以在市场立足！这个问题成
了曹文萍的一块“心病”。1985年，他瞄准燕舞集团时，
就干脆做起了生产配套变压器的文章。为了研制电源
变压器，他干脆吃住在厂里，一连几个月不回家，经过
106天的艰苦奋战，终于按照燕舞集团的设计要求，成
功制作了电源变压器，并很快投入了批量生产，从而攀
上了燕舞集团这门“高亲”。

之后，电器配件厂、新型建材厂、水泥制品厂以及
打桩队等九家企业相继问世，这些村办企业以电器厂
为龙头，以滚动方式向前发展。1995年村办企业产值
和利税分别达到2000万元和210万元。关陈村在那时
就实现了工兴村的初步目标。

采写关陈村的过往，让我看到了村党支部带领干
群致富奔小康的战斗堡垒作用，而这个曹文萍能够紧
跟时代节拍，审时度势，以身作则，一步一个脚印引领
大家同心干，其发挥的“领头羊”作用至关重要！

那年采写关陈村
□ 刘克强

那一年，我意外地考上了民师班，从一名代
课教师可以一跃成为公办教师，心里自然是兴奋
不已。

我们民师班所在的师范学校在离盐城不远的
射阳，在初秋的一天，我离开了自己的家乡，离开了
从未远离的双亲，只身一人来到了这个海滨县城。
每天夜晚枕着射阳河单调的流水声睡去，一开始的
激动终于被空虚和孤独的情绪代替，好多时候，望
着阴郁的天，心里感到无比的落寞。

一个周末的夜晚，我被雨声惊醒。窗外的秋
雨在远处的灯光下闪烁着光亮，那一刻，我的心头
忽然涌起了思念，这样的感觉刻骨铭心。在秋雨
里，我仿佛看到了母亲在村口焦急的眼神，看到了
父亲忙碌的身影，那一刻，作为他们的儿子，我感到
有许多言语涌在喉咙里。

上高中的时候，我才十四岁，因为离家远，成

了住校生。那个时候，每到周三的时候，就想家想
得要命，巴望着星期六早点来到。而母亲几乎每周
六黄昏的时候，都要到村口迎接我。意外的是有一
次周六下雨天，我全身都淋湿了，并且在路途中摔
了一跤，那天母亲没有出现在村口。此时竟觉得自
己有多么的委屈，泪水禁不住地流下来。后来才知
道，母亲听了天气预报，为了趁雨前摘下白云般的
棉花，一大早就来到棉田里，露水打湿了她的全身，
炎热的中午她还没有舍得离开，饭都没有吃一口，
等棉花摘完了，天下起了雨，母亲才记起自己的儿
子，从田里匆匆地往村口赶，可由于劳累，母亲摔倒
在路旁……等我站在母亲的床前，不懂事的我还在
生着她的闷气。母亲摸着我的头，歉意地笑着，那
笑还有许多苦涩。扶着母亲回家的邻居告诉了我
事情的经过，我读懂了母亲的笑，伏在母亲的胸前
大哭起来。

每个星期日我会跟着父亲来到田地里，像薅
草这样简单的农活都让我腰酸背痛。其实父亲
就是要我站在旁边，看着他怎样劳作，让我不要
忘了自己是农民的儿子。绵绵秋雨里，我很少看
到父亲的身影，我总以为父亲躲在哪里打牌了。
但有一天父亲右手捂着左手，鲜血淋漓地往家赶
时，我才知道父亲背着我们去赶工了。下雨天，
父 亲 怕 自 己 闲 着 ，也 怕 我 上 学 缺 了 学 费 和 零 花
钱 ，就 找 了 帮 人 拉 锯 的 力 气 活 ，挣 得 几 个 小 钱 。
望着父亲疼得皱起的眉，我握住父亲的手，一个
劲地问着，很疼吧？很疼吧？爸爸佯笑着，不疼
不疼，你做好作业！

秋雨闪亮一幕幕往事，秋雨绵绵，怎么也比不
上父母的情意深长。记得那个夜晚，我只想天早点
亮起，我要趁着秋雨往家赶去，看一眼栖身于乡村
的双亲……

秋雨记忆
□ 戴永瑞

秋天的硕果 李昊天 摄

临近秋分的时候，市区湿地博物园里的万寿菊
开花了。

花不是那种球状的，而是瓣状的。每朵花有
十几个花瓣，有序地圈排在一起，画出一张张太阳
样的笑脸。花的颜色是那种极正极正的黄，浓浓
的，好像两个指头一挤，就能流出黄黄的汁液。绿
色的叶和茎作为依衬，黄花俏立枝头，随着微风轻
轻摇动。

虽然这块万寿菊的面积不大，但是此时园子里
已经没有其他的花在开，因此这片艳丽的黄就格外
吸引人的眼球。循黄而至，面花而立，想起宋朝连文
凤《菊》中诗句：“行行无长物，粲粲只黄花。”粲粲，
源自诗经《小雅·大东》：“西人之子，粲粲衣服。”朱
熹集传：“粲粲，鲜盛貌。”用粲粲一词来形容此时的
菊花，真是恰如其分。

万寿菊，不仅花好看，名字更为吉祥。万年长
寿，这是多美好的愿望。老人过生日，送上一捧万寿
菊，主人该是多么的高兴。其实，万寿菊有很多的名

字，最初的名字叫瓣臭菊。被叫成万寿菊，还有一个
有趣的传说。

16 世纪中叶，这种植物传到我国华南，当时人
们不知其名，由于它的花是瓣状的，叶又有一股臭
味，人们便称之为“瓣臭菊”。据说有个县太爷 60 寿
辰，管家为了增添气氛，在大门口摆上两列盆花，县
太爷见后大喜，忙问：“这是什么花？”管家回答：“瓣
臭菊”。不知县太爷是真的听错了，还是有意为之，
笑着说：“啊，是万寿菊，万寿菊，好呀，好呀!”，管家
连忙恭维道：“对，对，是万寿菊，祝老爷万寿无疆。”
从此，万寿菊之名便不胫而走。现在，万寿菊的花语
定格为健康长寿。

湿地博物园有几百种植物，但菊很少见，不知
是不是园艺师对万寿菊的偏好，就只种植了这一种
菊。因此，在这个季节，每天到园子里晨跑时，都能
与粲粲黄菊见上一面。记得去年的约会一直坚持到
深冬，直到下了一场鹅毛大雪。白雪的纯净，黄花的
亮眼，相衬相映，更加的靓丽夺目。

这个季节，离湿地博物园二十公里外，鹤乡菊
海里的菊花也要盛开了。鹤乡就是丹顶鹤从北方
飞来越冬的地方，菊海就是菊花的海洋。那里的
菊，全不像湿地博物园小小的一片，而是铺天盖地，
有上万亩之多，一眼望不到边际。那里有各种品种
的菊，有各种颜色的菊，有各种形态的菊。赤橙黄
蓝的花，粲粲的让人陶醉。在园艺师的精心设计，
各种菊在大地上组合了活泼可爱的图画，吸引着远
近的游客来享受自然之美和天工之妙。鹤乡菊海
的菊不仅奉献美丽，更可作为茶叶和药材，给花农
们带来丰厚的收益。

秋天的家乡，有桂，有菊。但，桂只有香，而
菊有味，有色，更有粲粲之美，还可入药，还可作
茶。“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秋天适
宜赏菊。

粲粲只黄花
□ 陈卫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