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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源自古人“雨生百谷”之说。谷雨是二十四
节气的第六个节气，也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每年
4 月 19 日至 21 日时，太阳到达黄经 30 时为谷雨，中国
古代将谷雨分为“三候”：“第一候萍始生；第二候鸣鸠
拂其羽；第三候为戴胜降于桑。”是说谷雨后降雨量增
多，浮萍开始生长，接着布谷鸟便开始提醒人们播种
了，然后是桑树上开始见到戴胜鸟。此时，桃花、杏花
竞相开放、柳絮四处飞扬，杜鹃夜啼，牡丹吐蕊，樱桃
红熟，自然景物告示人们：时至暮春了。正如宋代诗
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里所描述：“谷雨如丝复
似尘，煮瓶浮蜡正尝新。牡丹破萼樱桃熟，未许飞花
减却春。”

“谷雨”节气的来历，据传与仓颉造字有关系。仓
颉造字，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之一，出自《淮南子本经
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仓颉，复姓
侯刚，号史皇氏，曾把流传于先民中的文字加以搜集、
整理、规范和使用，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黄帝
于春末夏初发布诏令，宣布仓颉造字成功，并号召天
下的臣民共习之。由于仓颉造字功德感天，玉皇大帝
便赐给人间一场谷子雨，以慰劳圣功，这就是现在“谷
雨”节气的来历。仓颉因此被后人尊为“造字圣人”，

至今全国有多处纪念仓颉的遗迹，如仓颉造字台、仓
颉陵、仓颉庙等。河南省洛南县在县城南边馒头山上
重建仓颉园，于红花绿草中点缀无数文化石，篆刻仓
颉造字，成一大景观，让各地游客流连忘返，拍照留
念，获益匪浅。

由于春天是万物复苏季节，同时又是耕耘播种季
节，雨水是不可或缺的，俗说“春雨贵如油”。人们在
耕耘播种时节最盼雨水滋润，所以农村中流传着“清
明要明，谷雨要雨”的说法。有人认为，谷雨无雨则为
不吉，乃为荒年之兆。用农家话说，叫作“谷雨无雨农
家苦，田下禾苗难破土”。在“谷雨”节气里，各地也有
不少习俗：如禁杀五毒。谷雨以后气温升高，病虫害
进入高繁衍期，为了减轻病虫害对作物及人的伤害，
农家一边进田灭虫，一边张贴谷雨贴，进行驱凶纳吉
的祈祷。谷雨时节正是春海水暖之时，百鱼行至浅海
地带，是下海捕鱼的好日子。俗话说“骑着谷雨上网
场”。为了能够出海平安、满载而归，谷雨这天渔民要
举行海祭，祈祷海神保佑。喝谷雨茶，传说谷雨这天
的茶喝了会清火、辟邪、明目等。

“谷雨到便仓看牡丹花啊！”这是盐城人谷雨节气
里的重要活动，也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枯枝牡丹因

奇、特、怪、灵而驰名中外，古典小说《镜花缘》及明、清
《盐城县志》均有描述和记载。原来每年谷雨前后三
日内开花，现在由于气温升高，开花有所提前。此时，
满园花开，姹紫嫣红，犹如胭脂凝成，美艳润泽，芬芳
馥郁;衬托着花朵的叶片，繁茂厚实，青翠欲滴，主干
却似饱经风霜、憔悴欲朽，如干柴一般。正常年份每
朵花多为十二瓣，闰年每朵花多为十三瓣。花分紫
红、粉红两种，花蕊金黄。据传，新中国举行开国大
典、我国在联合国恢复席位等大喜日子里，枯枝牡丹
竟在秋天二度开出大红花，人们赞其为“神花”。“海水
三千丈，牡丹七百年。”是张爱萍将军为重建便仓枯枝
牡丹园的题联，形象地概括了枯枝牡丹的变迁。现园
中牡丹已有 400 多株，70 多个品种，每年谷雨前后，这
里繁花似锦，游人如织。

“ 谷 雨 前 后 ，种 瓜 点 豆 ”“ 谷 雨 种 棉 家 家 忙 ”
“清明麻，谷雨花，立夏栽稻点芝麻”“清明早，小满
迟，谷雨立夏正相宜”……这些有关谷雨的谚语告
诉人们，谷雨节气后,雨量增多，气温升高，是春耕
生产的好时节。放眼广阔的田野，农民们抢抓农
时，紧张的春耕春种如火如荼，到处呈现出一派繁
忙的景象。

雨生百谷抓农时
□ 任崇海

我的家乡有句俗语：雨前香椿嫩如丝，雨后香椿
如木质。意思是说谷雨前的香椿最鲜嫩，谷雨后的香
椿就老得没法吃了。的确如此，谷雨前的香椿吃起来
味道鲜美，是春日里不可多得的美味。

祖母家的院子里有一棵香椿树，我每年春天回
乡，都要摘一些香椿，尝一尝这种味道别致的春鲜。
为什么说香椿的味道别致呢？因为香椿的味道不是
谁都能享用的。它像一个有个性的人似的，有人喜欢
它的味道，爱它如命；有人却讨厌它的味道，避之不
及。我是极喜欢香椿的味道的，从小就喜欢，这大概
也是一种缘分。人与食物之间，有时真是靠缘分才会
衍生出诸多故事。我觉得有香椿相伴的春天，才真正
有春天的味道。

春天的香椿树上冒出了点点新芽，那些小芽芽娇
娇弱弱的，点缀在沧桑的老香椿树上。新生的芽与苍
老的树两相对比，更显出新芽的娇嫩。香椿芽颜色暗
红，远远望去还以为是树上开出的花。待你走近了仔
细观察，才知道那是叶子。我印象中叶与花的区别在
于，叶质朴而有内涵，花招摇而流于肤浅，所以叶更贴
心。我们吃的是香椿的嫩叶，而且是谷雨前的嫩叶。

错过时节，香椿叶就只能当树叶看了。
香椿的味道有点生涩，里面确实有种古怪的味道，

但正是这种味道能让人上瘾。每年若是不吃上一次香
椿，就觉得整个春天都被辜负了。我小时候，母亲最常
做的是香椿炒鸡蛋。这道菜简单到没有丝毫技术含
量，把鸡蛋打入碗中，里面撒入切碎的香椿，放少许盐，
拌匀后倒入热油中即可。香椿鸡蛋被热油一激，浓香

的味道就出来了。那种香里有鸡蛋的香，还有香椿的
香。这道菜无论谁做都是一个味儿，我一向以为好的
食材是不挑厨师的，食材本身的味道就是最美的。

香椿还可以凉拌。凉拌香椿跟别的凉拌菜做法相
似，把香椿择好，洗净，焯水。这道菜的精髓在于调料
的搭配，油盐酱醋都要放得恰到好处。我母亲做的凉

拌香椿特别好吃，她把调料放好后，再用一根筷子在香
油瓶里蘸一下，然后把香油滴到香椿上。香油起到了
画龙点睛的作用，凉拌香椿的香味被催化出来，溢得满
屋子都是，惹得人直流口水。这道菜每个人做出的味
道不同，究竟放多少调料合适，其实完全凭经验和感
觉。母亲做的凉拌香椿，一直是我舌尖上的惦念。所
谓“妈妈的味道”，就是这种味蕾上的深刻记忆。

如今我吃香椿，喜欢原汁原味的味道。我把香椿
焯水之后，任何调料都不放，也不用任何烹饪方法，直
接就吃。香椿保留着最新鲜的味道，吃起来稍稍有点
青涩，又有点清香。纯天然的味道经过咀嚼之后，好
像激活了味蕾深层次的体验，一种类似回甘的味道绵
绵而来。我觉得那样吃香椿真是一种享受，尽管家人
对我的吃法嗤之以鼻。我觉得味道关键在于自己的
体验，我吃的是味道，也是记忆和情怀。

岁月匆匆，故乡的香椿树在时光的流逝中老得更
有味道了，而我们也在这人世间长大、变老。社会发
展迅速，如今的美食极大丰富。可我仍然愿意回到故
乡的老香椿树下，尝一尝春天的味道，数一数历经的
岁月……

雨前品椿芽
□ 马亚伟

盐都美食（三）

提到秦南镇，不少人首先想到的就是秦

南水牛肉。秦南水牛肉采用上乘的水牛肉，

运用传统工艺和独特配方煮制而成，具有新

鲜、肉嫩、味香、纯正、口感极佳等特点，是深

受人们喜爱的一道地方特色美食。

秦南特产水牛肉迄今已有 100 多年历史。

相传清朝光绪年间，哈氏回民移居到秦南，从

事水牛肉宰杀加工，其加工工艺逐渐在当地传

开。目前，秦南镇共有水牛肉加工户 20 多户，

年宰杀加工水牛万余头，产品畅销上海、广州、

苏州等大中城市。2004 年通过国家“无公害农

产品”认证，2010 年被认定为盐都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

秦南水牛肉受欢迎的原因还在于当地政

府部门积极指导加工户成立行业协会，从信

息、技术等方面加强交流与共享，助力行业规

范发展、抱团发展，保证产品品质，进一步打响

秦南水牛肉品牌。同时，从粗加工向精深加

工、方便熟食、休闲零食的方向进行不断探索，

发展以牛肉产品为特色的餐饮，延伸产业链

条，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竞争力，推动产业做

大做强。据了解，目前，全镇年宰杀加工水牛

4000 头左右，产品畅销广州、上海、苏州等大中

城市。

美味做法：准备熟牛肉 250g，青菜两到三

棵，准备辣椒酱、葱姜蒜、生抽、老抽、盐、糖、味

精适量。起锅，倒少许油，放入切好的葱姜蒜

爆香，放入辣椒酱翻炒，倒入牛肉，加生抽、老

抽翻炒后加入清水，盖上锅盖，等水沸腾之后

加入青菜、糖，出锅前加入盐、味精调味。

秦南水牛肉

□ 吴 轶

传统古村落承载着地方历史与民俗文化。
近闻，盐都现有学富镇蒋河村、楼王镇丁马港

村、龙冈镇张本村等三个中国传统村落，大纵湖镇三
官村、尚庄镇古殿堡村、学富镇周伙村等 11 个村江
苏省传统古村落。一个个传统古村落，似明珠般地
镶嵌在盐都大地上。

传统古村落张本村所在地，原为马鞍形湖荡，遍

生芦苇蒲草，故称鞍湖。当年，
先人们迁徙而至，开挖河塘，构
筑高地，建造住所，种植庄稼。
留意间，就会发现西乡古村落边
常常会有一汪大大的河塘，可能
是建筑古村落时取土而形成
的。古村落，风霜与尘埃数百
年，历过世世代代人。多少年
来，乡间的土路，系着古村落，拴
住村子上的人。这条泥巴路上，
生命就像路旁的田禾，绿了一春
又一春，熟了一茬又一茬。惟见

那古老村落上的人们，春种夏管，秋收冬藏。
传统古村落大纵湖镇三官村，保留着明清时代

里下河古村落的风貌，成为江苏省四星级乡村旅游
目的地。村庄以环境生态景观布局，以水为魂，水绿
相间，传统与现代兼容，提升了古村落的品位。古村
的民居、楼阁，龙文化展示馆，民俗文化馆，龙舞、荡
湖船、挑花篮，带给人们以穿越时空的体验。农家乐

园、开心农场，古朴与现代元素并存，引来八方的游
客。 传统古村落，保留与开发并重，散发出浓烈的
传统文化气息。一部家谱，一座家祠，记载着古村的
前世今生。漫步古村落，“贤学巷”“私塾”“书斋”，读
书学人，耕读传家，志存高远，弘扬中华文化，和那博
厚悠远、仁爱通和的精神。

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无数英雄抗击敌人
的足迹，遍布古老的村庄。看似一座普通的村落，却
深深地隐藏着英烈们的道道足印，保存了水乡人民
顽强奋斗的历程。传统古村落胥仇村，抗战时期，先
后有马德标、王尔琴、王万福、夏云等七位英雄壮烈
牺牲。传统古村落张本村，百年银杏树前，蟒蛇河水
岸，70 多年前，日本鬼子曾在这里修筑碉堡，如今早
已不见了踪影。

山河依旧，古村落里，一簇簇红色、白色的野
花盛开着，摇曳晚风，散发出幽香。穿越岁月风尘，
传统古村落似沉静的哲人、禅定的大师，立于大地
上。时代变迁，传统古村落上好风光，一展盐都水
乡风情。

古村落上好风光
□ 邹凤岭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西 乡 人 称 理 发 师 傅 为 剪
头匠。

用一个“匠”字，西乡
人把剪头匠划入了手艺人
这 一 类 ，等 同 于 木 匠 、瓦
匠、铁匠、篾匠等，是靠手
艺营生，靠剪刀、推子、刮
刀等过日子。

那时理发师、美发师
还没流行到西乡，一村一
两位剪头匠，剪头的生意
就够忙活了，往往剪头匠
都是男性，都是家传手艺。

剪头匠很敬重自己的
这门手艺，常在剪、刮、掏
上下功夫，除了给来客剪
头，一有空闲剪头匠不是
磨剪刀、刮刀，就是给推子
抹油，日子过得不紧不慢。

剪头匠往往是一个村
庄的新闻代言人，在乡人
剪头的当儿，剪头匠问过
剪得短一点还是留得稍长
点后，便开始跟被剪头人
拉开了话茬。那时候人们
没有什么发型的要求，只
有头发长短之分，男人统

一的平顶头或光头，女人剪头的很少，或许是为
了省钱，都留着长发编成辫子。乡人对发型审美
的缺乏，也阻碍了剪头匠发型创新的动力，守着
老本行，墨守成规。

九十年代中后期年轻的女理发师带着城里
流行的发型在西乡的村庄开店，很快赢得不少年
轻人的喜爱。剪头匠看在眼里不急也不躁，那些
喜欢刮脸掏耳朵的大爷大叔还是不请自来。来
客简单剪过头后，剪头匠把剪头椅子放倒，来客
顺势躺下，只见剪头匠不怕烫似的拧起沸水毛巾
把子，左右手交替几下一边打开毛巾把子轻轻敷
在剪头客的脸上，一边轻声地问，烫不烫？剪头
客刚经一剪，再一躺，现一热敷，只觉得自己神仙
般快活，哼一声，刚刚好！便瞌睡开来。

剪头客发出轻微的鼾声，剪头匠轻轻掀去
毛巾的一角便刮起面部茸毛来；胡子要热敷得
长的时间，软化了，刮起来更彻底，被刮人毫无
知觉……面部刮干净了，剪头客小觉初醒，连人
带 椅 被 扶 正 ，开 始 享 受 掏 耳 带 来 的 身 心 愉 悦 。
剪头匠掏耳的手脚很细很轻，虽说耳朵中偶尔

“轰隆”一声，但毫无疼痛感，那是大耳屎被剪头
匠用镊子夹破发出的声响。一块两块耳屎被掏
出，剪头客舒服惬意的神态从他眯眼二次瞌睡
便可见端倪……发剪了，胡子和茸毛刮了，耳朵
掏了，睡了两小觉的剪头客起来照镜子，像不认
识自己似的，容光焕发，精气神十足，丢下钱，赞
不绝口，手艺真不赖！手艺真不赖！生姜还是
老的辣！剪头匠不为剪头客的夸奖而喜，不为
年轻人去了理发师店里而悲，有客登门继续保
持着他的传统三步骤，剪、刮、掏，收费也是多年
一个价……

我们庄上的洪来剪头匠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的剪头手艺得自他父亲的真传，且到老还保
留着祖上的剪头风格……虽说晚年的洪来早已
不再靠剪头营生，但跟随他的剪头工具还是被
他保养得崭新发亮，只要谁家老人归天需剪头
或为吊唁客人剪“七头”，他随叫随到，还拒收主
家的答谢钱……

不收钱理发！是洪来剪头匠到老还对剪头
手艺的一种依恋？还是他遵循西乡人原始的“乡
里乡亲帮个忙谈什么钱”的朴素情怀？依我想，
两者兼而有之吧！

西
乡
剪
头
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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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山

鸿雁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