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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为百味之王，更是人类生活与生存的必需
品。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天工开物》中说：“口之于
味也，辛酸甘苦经年绝一无恙，独食盐。”许慎《说
文解字》释“盐”：“卤也，天生曰卤，人生曰盐。”是
说卤和盐同属一种物质，两者的区别在于，卤是自
然形成的，而“盐”则经过人的加工而成。食盐的种
类很多，有海盐、池盐、井盐、岩盐等。早期的人工
盐，主要有海盐和井盐两大类，而资源丰富、易于开
采的是海盐。

煮海为盐，始出夙（宿）沙传说。相传，夙沙燃
火煮海水，忽见跑来一只野猪，其追之。待回来时，
鬲中水已煮干，见白晶，味咸而鲜。此而传开，人们
效仿，煮海为盐。左树珍著《中国盐政史》载：“世界
盐业，莫先中国，中国盐业，发源最古。在昔神农时
代，夙沙初作，煮海为盐，号称盐宗，此海盐所由
起。煎盐之法，盖始于此。”在我国，史籍中散见夙
沙煮海为盐，“夙沙”或是一个人、一个氏族，抑或是
一个部落。

黄海之滨的盐城，煮海为盐，先秦有之。这里
煮海为盐规模而作，起于汉代初期。汉班固《汉
书·晁错传》曰：“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
豪杰，白头举事，岂发乎？”鲁迅文集《汉文学史纲
要》中《第七篇 贾谊与晁错》上说，晁错，颍川人。
景帝即位，以为内史，迁为御史大夫。晁错削吴
云：“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
故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
城，兄子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
吴王前有太子之隙，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
帝不忍，因赐几杖，德至厚也。不改过自新，乃益
骄恣，公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

逆。”说汉朝立，高祖刘邦封其侄子刘濞（前 216－
前 154）为吴王，统辖东南三郡五十三城。“东有海
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 、五湖之利。”（汉·司马
迁）这里是海盐的绝佳产地，吴王刘濞“招致天下
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收益归吴国，具备了

“国用富饶”的经济实力。
汉景帝前元二年（前 155），御史大夫晁错上疏

《削藩策》，建议朝廷削弱诸侯王势力，以加强中央集
权。汉景帝前元三年（前 154)，吴王刘濞起兵广陵
（今扬州），纠集六位诸侯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
名联兵叛乱，后得以平定。煮海为盐，此时的盐城，
盐业兴盛。

因盐而兴，因盐而得名。汉武帝元狩四年（前
119），朝廷将古射阳县东部，靠黄海的地方划出，始
建盐渎县（渎，运盐之河），后盐渎更名为盐城县。
这里秦汉时“煮海兴利，穿渠通运。”唐时淮南盐场

“甲东南之富，边饷半出于兹。”（《史记》）盐渎之
地，有盐亭一百二十三所之多。至唐高祖武德年
间，盐城的盐业生产已具相当规模，年产盐约在 45
万石左右。盐业兴，盐城兴。《新唐书》对盐城的等
级评价标为“上”，地方志则称之为“剧邑”。

“盐城，本汉盐渎县，州长百六十里，在海中。”
（唐《元和郡县志）》临海的盐城，煮海为盐，成为国之
出海的重要门户。唐代薛仁贵东征，在盐城留有“铁
柱潮声”的遗址。大将尉迟恭在西溪海边建起了海
春轩塔，以便了望海疆。煮海为盐，奠定了古代国家
经济命脉和地位。唐代始，历朝在盐城设有盐池
（井）监。宋代西溪盐仓监，本为一个小官位，却走出
了人才通达的奇观。《宋史》曰：“今日财赋，鬻海之利
居其半”。“国家鬻海之利，以三分为率，淮东居其

二。”晏殊、吕夷简、范仲淹，三任盐官坐镇“天下第一
盐仓”，三个西溪盐仓监，后都成为了北宋的重臣。

“谁道西溪小，西溪出大才。参知两丞相，曾向此间
来。”范仲淹一首《至西溪感赋》五言诗，说的是前任
晏殊和吕夷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为官一方，造福百姓。宋乾兴元年（1022），范仲
淹（989—1052）西溪盐仓治水，率众修筑了范公堤，
抵御海水倒灌，保卫了百姓生命财产安全，也保住了
近海的盐场。范仲淹的学识与伟绩，助其后也做到
了朝廷参知政事。

“ 有 盐 同 咸 ，无 盐 同 淡 ”，为 民 立 命 ，一 脉 相
承。东汉建安七子之陈琳、宋丞相陆秀夫、明代著
名书法家宋曹的故里在盐城。厚重博深的人文资
源，爱国与深明大义，典定红色文化的根基。新四
军重建军部在盐城，唤起蕴藏在民众之中抗战的
伟力，铁军精神放光彩。抗击日寇，民族解放，这
里共有 248 个红色遗址，有 128 个以烈士命名的乡
镇和村居。“永不脱离群众，与群众有福同享、有难
同当，有盐同咸、无盐同淡。”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
心使命。

今日的盐城，仍然是全国重要盐产地。煮海为
盐，盐城至今保留有场、仓、灶、垛、亭、团等与煮海为
盐相关的地名 700 余处。古镇“东淘”（意为向海淘
盐），曾拥有九坝十三巷七十二座半庙千家店铺，现
今保存 25 万多平米的明清古建筑群，是苏北保存最
完好的两淮古盐场遗址。

海盐文化与红色文化与精神，深深地植根盐城
这片热土上。煮海为盐。盐城，汉朝赐姓为“盐”。
它传递着从古至今博大精深的文化与文明，见证了
华夏最优秀基因的传承。

煮海为盐，此城汉朝赐姓为“盐”
□ 邹凤岭

上周到麦德龙闲逛，发现
蔬菜区上了一排“春菜”，有

“香椿头”“红菜苔”“草头”“荠
菜”“马兰头”等等，让人眼前
一亮。这些“春菜”不仅新鲜，
而且还被洗的干干净净，外包
装上还设计了一张带有“国
潮”意味的春菜海报，不仅有

“春菜”二字，更有具体的菜
名 ，还 附 上 了“ 昼 夜 均 寒 暑
平”的节气语。这些对于身处
季节转换的我们来说，由冬始
春，无疑是一种诱惑，这种诱
惑不仅是饱腹之欲，更是对

“新鲜”“希望”“热爱”等等愿
望的一种表达与满足。

春日里，万物生发。每个
从沉寂冬日走出来的人，都急
切的想去感受这春天的新鲜
劲。在早春的暖阳里，在破土
而出的小草地上用脚尖轻触，

在拂堤杨柳醉春烟中深呼吸，那种人与自然心心
相应的感觉使人浑身舒畅，于是在春日里，“踏青”

“春游”“春跑”等等生活方式每每被推崇倡导，但
“食春”，这种把春天吃进肚子里的方式，对身处人
间烟火气的百姓来说，感受最为直接，最为养生，
食用时令蔬菜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让人与自然的
契合度变得高了起来。

苏轼在词中写到：“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
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可见“食春”这种生
活方式由来已久。那曾经在乡间田野中，报春知
春的春野菜们，到了今天早已变成了商品经济的
一种，对于远离乡村生活的我们来说，没有了随吃
随摘的田园日子，没有了对日月星辰细致入微的
体察，整日生活在这车水马龙的城市中，竟对时令
时节的变化变得迟钝起来，有时候只能在商业文
化构成的现代生活中去寻找变化的“新意”，就比
如我在超市中，偶然发现的“春菜”经济，如果没有
这些商家们的“善意”提醒，我或许都忘了“食春”
这样老祖宗传下来生活智慧，不过你要是接受了
来自商家的这份“善意”，价格也是不菲，不过为了
体验这“舌尖上的春天”，满满的吃上一口“春鲜”，
也不算贵了，毕竟这香椿炒鸡蛋的滋味确实是让
人垂涎三尺的啊！

回到家中，将香椿洗净、焯水、切碎，再与鸡
蛋液混合起来，撒上食用盐，在的热油的“兹拉”声
中，香椿和鸡蛋立马被激发出独特香味，十来分钟
而已，一盘香椿炒鸡蛋就做好了，浅浅尝上一口，
麻木的味蕾也被激活起来，嗯！这确实就是春天
的味道啊！

感悟春天的食春大幕拉开了，然而吃香椿也
只是个开头而已。

食
春
小
感

□
魏
萌

大约在十年前的春天，我居住的家属区，新搬
来一户邻居。户主姓孙，排行老五，大伙都叫他孙
五。50 来岁光景，瘦瘦的，黑黑的，穿着一身蓝布
工作服。原在一家区属工厂上班，下岗了。家中
有妻子、一个正在读高中的女儿，还有一个年逾九
旬的老母。日子过的恐怕并不怎样。哪晓得，这
些年，孙五家的生活像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可
谓变化多多，幸福满满。

先说房子。孙五早年丧父，靠做清洁工的母
亲将他们兄弟五个养大，各自成家立业。原居住
的“棚户”平房，阴暗潮湿。亏得城市改造，凭政府
发的老屋拆迁款，孙五在我们家属区买了这套 75
平米的二手楼房。虽不宽敞，但干净明亮，寝室、
厨房、客厅、浴池，“五脏齐全”。“更上层楼”合家
欢。还偷着乐的，就在他这居所的上一层人家，好
邻居“处”了年把，房子要卖。孙五捷足先登，将它
买下了。说不日给孩子，如此一家人楼上楼下，岂
不快哉。后来又传好消息，孙五在老城区，政府返
还给他的“拆迁房”钥匙又到手了。平民百姓，忽
地有了三套房。可高兴啦！“自家用不上的，先出
租，也好！”

再说车子。下岗后的老孙，自谋职业，到一家
商场当上了送菜工。开始骑的是一辆绑着大筐小

篓的电瓶车，很快，又买了一辆电动小三轮。晨起
出发，屋里妻问：“今天开什么车呀？”老孙高声答
道：“货多，开大车！”或者：“小车行了！”过路人听
了笑问他：“是小轿车么？”他嘴角一扬：“别急，奶
酪总会有的！”果不其然，没多久，他资助女儿女婿
把一辆“广汽丰田”开到了家里。

至于“孩子”“日子”，那份乐在更不用说了。
孙五夫妇唯一的女儿生的特别水灵秀气，完

全可嫁个大户人家。可这一家老小“观点”出奇的
一致：还是“门当户对”好。女儿自由恋爱，找了个
四川来盐打工的小青年。这小子既能干又孝顺。
工作、处事呱呱叫。对妻子疼爱有加，视丈人丈母
胜亲爹娘，老人四季的衣服他老早就给买好送来
了。如今老孙姑娘养的姑娘已 7 岁，活泼可爱，整
天围着爷爷奶奶老太转。他们就住在近在咫尺的
楼上，互相关照，方便极了。提到这一点，孙五两
口子即为自己的这明智之举洋洋得意，五妈还由
不得哼起了小曲儿。

孙五上午送菜，下午基本就没事了。内外家务
大都被贤惠勤劳的妻子五妈包了。五妈敬老爱小，
勤俭持家，萝卜干子雪里蕻、香肠腊肉，都适时自
制，味美又省钱。她还做得一手好菜。每天中晚，
鲜有大鱼大肉，但都能弄几道色香味俱全的小菜，

让老孙弄两杯（酒）。老孙也没消停，带孙女，陪老
母，忙的不亦乐乎。孙老太的孩子，个个都是大孝
子。吃的穿的用的玩的，处处关怀备至。孙五一家
更重担在肩。他们帮老人起居，陪老人说笑。衣被
常洗常晒，饭菜常换常新。庭院里，街道上，人们经
常看到，孙五用小车推着老人，逛市场，晒太阳。时
不时地还给老人捏捏背、修修脚。母子俩那头靠头
有说有笑的亲热劲，看了让人眼馋：“60 岁的人了，
还有个百岁老母陪伴着，多幸福啊！”

有些人家，尽管有权有钱，对比孙五，总觉得
缺少了许多。

有道是：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孙五的父母
兄嫂，为家庭生活打根基，一生辛劳，可想而知。
孙五上班送菜，一般半夜就得起床。忙起来，妻子
也“参战”其中。娇惯的女儿，工作亦毫不逊色。
六 口 之 家 ，除 了 孙 女 ，个 个 挣 钱 ，老 太 也 有 养 老
金。 对幸 福 的 指数 ，他 们有 自 己的标尺 ：实事 求
是，知足感恩。有耕耘，就有收获。这不仅只是物
质方面，更有精神层面。试想，没有尊老敬老的好
品德好家风、没有精心的照料和持之以恒的坚守，
家中老人怎能过到百岁还健在！

孙五总结的好：一切的一切，都得感谢党的好
领导，是新时代为我们创造了美满幸福的新生活。

孙五的幸福
□ 王洪武

吃着母亲捎来的美味春笋，
一股熟悉的醇香在舌尖舞动，荡
涤心胸、回味无穷，好似又回到
故乡那片长满春笋的竹林。

春雨潇潇，万物滋润，山林
里的竹笋纷纷破土而出，又到了
春笋尝鲜的最好时节。剥开外
壳的笋肉，清香纯净，鲜嫩水灵，
让人垂涎欲滴。

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
中写道：“春笋不但细嫩清脆，而
且样子也漂亮。细细长长的，洁
白光润，没有一点瑕疵。春雨之
后，竹笋骤发，水分充足，纤维特
细。古人形容妇女手指之美常
曰春笋。‘秋波浅浅银灯下，春笋
纤纤玉镜前。’这比喻不算夸张，
你若是没见过春笋一般的手指，
那是你所见不广。春笋怎样做
都好，煎炒煨炖，无不佳妙。”看
来，先生对春笋的清新鲜美也是
情有独钟的。

“尝鲜无不道春笋”。春笋是山中的珍品，是流
传千年的中华美食，以肉质脆嫩、味道鲜香、营养丰
富备受人们喜爱。据说唐太宗很喜欢吃笋，每逢春
笋上市，总要召集群臣一起大品笋宴，并以笋来象征
国事昌盛，比喻大唐天下人才辈出，犹如“雨后春笋”
一样蓬勃生发。大诗人杜甫诗云：“青青竹笋迎船
出，日日江鱼入馔来”，道出他对竹笋风味的喜爱。
苏东坡更是偏爱竹笋，他初到黄州时，发现绕山皆
竹，马上吟出“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之
句，后来又在诗中写道：“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后来有人戏言：“若要不瘦又不俗，每日笋烧肉。”
我老家的屋后有一大片毛竹林，每到春天，漫山

遍野的竹笋都争先恐后地钻出了地面，沐浴着春风
春雨一个劲儿地疯长，此时正是采挖春笋的最佳时
候。我们沿着曲曲折折的山间小路钻进竹林，满眼
都是清新绿色，低头寻寻觅觅，拔草找笋，只见刚探
头的竹笋萌出尖尖角，性急的已长成初生牛犊的角
一般，映衬着泥土上面湿漉漉的青苔，颇有几分“新
绿苞初解，嫩气笋犹香”的韵味。

刚采挖回来的春笋青翠似玉，一层层地剥去外
面的笋壳，露出白嫩如宝塔般的鲜笋，无论是凉拌、
煎炒还是煲汤，味道都极为清鲜柔嫩。吃着它们，能
感受到春天最美妙的滋味。

春笋炒腊肉，芳香扑鼻，风味独特，是我们家乡
的风味名菜。春笋、腊肉分别切成薄片，然后分别汆
水，前者是为了去涩，后者是让味道不要过咸。用大
火姜蒜和辣椒爆香，下入腊肉炒至片刻，随即放春笋
一起煸炒，火要用得猛，保持笋的嫩和鲜，再加豆豉、
料酒和适量清水改用中火焖，至汤快收干时即可。
清脆的春笋渗入了腊肉的香味，更浓郁可口。这是
我最欢喜的一道菜，吃了三十几年母亲做的这道菜，
从没吃厌过。它不仅入口生香，脆鲜馋人，而且开胃
下饭，是农家餐桌上招待客人的美味佳肴。

如果把春笋切成小圈炒鸡蛋，金黄中透着清新
的玉白，那诱人的香气准能把你肚子里的馋虫给勾
出来，让人满口生津。母亲做的油焖春笋也是让人
食欲大开的一道好菜。先将春笋去壳洗净、对剖，用
刀拍松，切成小段；油锅烧热，放入些许姜末和辣椒
爆香；倒入春笋煸炒，再加入适量酱油、白糖和适量
清水，大火烧开，烧至汤收汁放入味精，再淋上麻油
即可。除了鲜笋，制成的笋干也是我家餐桌上一年
四季常见的佳肴，笋干炖排骨、笋干烧河鱼，总让我
们“顿顿食笋莫食肉”。

前几天，母亲突然打来电话，说有老家的人进城
来，托带给我一袋春笋食用。吃着母亲捎来的美味
春笋，一股熟悉的醇香在舌尖舞动，荡涤心胸、回味
无穷，好似又回到故乡那片长满春笋的竹林。我的
心也因母亲的惦念和关爱变得温暖湿润。

雨
后
春
笋

□
钟
芳

花漾盐都 葛念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