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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三元”和“枕头张”是全椒县民
国末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两家老字号
的元宵作坊。“李三元”号位于南门大街
的中段，“枕头张”招牌全名叫“清真枕
头张”，位于丁字街口的北面，与“李三
元”号隔南门大街相望。这么点距离开
了两家元宵作坊，你肯定认为有一家商
号生意受到影响。其实，你想错了。俗
话说，生意各做各的，怎么把“首客”变
成“回头客”，两家各有各的招数。

“清真枕头张”号老板张三爷是本
乡本土的全椒管家坝人。父亲张寿田
早年挑着元宵担子闯县城，敲打竹梆
走街串巷。抗战前就在南门大街置了
两间草房，开了个元宵店。由于张先
生擅长把元宵做成枕头状，加上张三
爷出生地管家坝是个回民聚居地，元
宵店命名为“清真枕头张”也就顺理成
章了。张三爷排行老三，两个哥都在
管家坝务农，不过老二是忙时种田，闲
时到县城的清真寺帮助阿訇屠牛、宰
羊打打下手。张三爷头脑活络，他把

“清真枕头张”经营元宵的原料――
“糯稻”的任务交给了大哥。而张老大
没有辜负三弟，在小农经济为主体的
解放前，张老大为了弟弟，也是为了

“清真枕头张”这块招牌，他鼓捣出不
但出米率高，而且进口就软的“糯稻”
新品种――张记矮巨黄，成熟期虽然
比普通糯稻晚十天、半个月，但稻穗
大，抗倒伏，不怕虫，产量比普通糯稻
高一成多，最重要的是这种糯稻砻出
糯米舂成的糯米粉口感特好。

与别人家用石磨磨粉不同，张三爷
家的元宵面是用碓嘴敲击石臼（俗称碓
窝子）舂出来的。在将糯米捣成面粉之
前，糯米需要经过24小时的浸泡，待糯
米变酥了，才可以用石臼捣碎。舂米是
个体力活，整米舂成米粉，至少得捣几
百下，每根碓嘴足有二三十斤重，几个
小时舂下来，绝不是件轻松的事。张三
爷从十六岁那年就跟着父亲学舂米，他
家的舂米工具比他年龄大得多，单说石
臼已经有百年历史。通过击打石臼将
糯米捣成米粉，再用细筛过滤的糯米粉
才可以制作元宵。精道的制粉技术，配
以桂花，炒熟的花生仁、核桃仁、瓜子仁
和黑芝麻仁，制作的枕头型“五仁元
宵”。再加上张老二提议的用葱、姜、蒜
加入牛、羊肉做馅制成牛、羊肉馅元宵
的绝招，让“清真枕头张”号的元宵生意
一直兴隆。

作为“清真枕头张”号的同行，既是
对手又是邻居的“李三元”号老板李二
娘对“清真枕头张”号糯米粉原料和馅
的配料了如指掌。虽然李二娘是随母
嫁人从宁波来到全椒，但不要忘记，宁
波汤圆可谓是汤圆中的极品。李二娘
为了在汤圆原料上不输给“清真枕头
张”号，特意选用江苏海门的优质糯米，
浸泡出的水磨粉更柔软，糯性更足。与

“清真枕头张”号不同的是，她家的糯米
粉不是用“碓窝子”舂成的，而是水磨
的。且要反复磨上3次，确保细腻。因
而皮子薄而滑，有韧劲，用筷子夹起来，
不会断，又软又弹。黑芝麻加了干果，
口味更是锦上添花。在品种上，“李三
元”号的汤圆不但有黑芝麻加了干果
的，还有黑芝麻加板油、加鲜肉的馅，花
生加桂花馅、黑芝麻加蛋黄馅，另外还
有枣泥、豆沙等口味。这也许正是聪明
江浙人后代的与众不同之处。

黑芝麻、猪板油入馅汤圆，以细巧
甜香为特色，受到不少中老年食客的青

睐。李二娘还经常
亲自下厨, 先用小
火文炒黑芝麻，磨成
粉，再把猪板油斩碾
成茸，与上好的绵白
糖按比例混合，多次
反复地揉匀，这让食
客们赞不绝口的馅
料才算成型。精选
水磨粉使汤圆皮的
色泽亮白光滑，有时
她还当着顾客面手
工现包。经过李二
娘的巧手加工，充分
地保留了汤圆最新
鲜香糯的口感。

鲜肉汤圆和蟹
粉 汤 圆 也 是“ 李 三
元”号的特色。鲜肉
馅选择的本县屠宰
大户杨丞林的品牌
猪 肉 ，店 里 自 己 加
工，油润不柴。鲜肉
汤圆借鉴李记烧卖
的做法，膏汤先冷成
肉冻，这样汤圆出锅
才能保证肉汁饱满、
肉质鲜香；蟹粉汤圆
咬开来一包蟹油，性
价比很高。汤团煮
熟后胀得很大，芝麻
馅又黑又亮，油度十
足。这里的汤圆几
乎个个皮薄、馅多、
体大，糯而不粘。三
个汤圆便可把一个普通瓷碗撑满，故人
称“李三元”。据母亲说，1948年时任国
民党全椒县政府县长汪信生带着小老
婆和孩子曾光顾李二娘汤圆店，临走时
丢下写有《“李三元”号》的宣纸横幅，这
让李二娘的汤圆店着实火了一把。也
同样是这幅字做成的招牌，为后来的李
二娘惹来祸事。

“李三元”号和“清真枕头张”号虽
是生意上对手，但互相之间并未以邻为
壑、互相倾轧，有时还相互帮衬。1946
年长江发大水，“李三元”号靠从江苏海
门船运的优质糯米一度断货，张三爷让
大哥从管家坝用独轮车沿着山路运了
两车上等砻好的糯米送到“李三元”
号。为了回报，李二娘亲自到张三爷店
里回赠几斤晒干的桂花，填补“清真枕
头张”号馅料的不足。再后来，听说李
二娘的儿子考上国立浙江大学商学院，
并且娶了张三爷在金陵大学读书的女
儿，两家从此开了亲。

土地改革那阵子，因国民党县长汪
信生为“李三元”号题过招牌字，李二娘
被斗得死去活来，而且被定为“资本家”
成分，汤圆店关门。张三爷的日子也不
好过，被定为富农。都知道张三爷的大
哥、二哥帮助他种糯稻一生，一个定为
贫农，一个定为雇农。后来，“清真枕头
张”元宵店也歇业走人。有人说他回管
家坝老家务农了，也有的说张三爷老夫
妻俩随女儿到她的婆家宁波异地落户
生根了。

两家元宵（汤圆）作坊虽然停业多
年，但老街坊们只要一提起“李三元”和

“清真枕头张”，那色、香、味、形俱佳的
元宵（汤圆）留给人们舌尖上的享受，仍
深深地镌刻在老人们的记忆中。特别
是这两家元宵作坊和气生财的旧闻，一
直流传在坊间的街谈巷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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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滁州著名画家徐亚东向钟南

山院士寄赠画像，并接到了钟南山院士

助理苏越明打来的致谢电话。苏越明

说：您寄赠钟院士的大幅画像钟院士已

收到了，钟老说画得很好，他让我向徐

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画像装框后将

挂在钟院士的办公室。得知徐先生疫

情以来先后画了四幅钟院士的画像，钟

老再次表示感谢，说“徐先生辛苦了！”

徐亚东在随画附上的短笺上向钟

院士讲述了这样一段小故事：为了完好

无损地寄去画像，他去建材市场买了一

截聚氯乙烯管材作为画像外包，当售卖

管材的老板得知是用于寄赠画像给钟

南山时，很激动地说：钟南山是全中国

老百姓的大恩人！这一小截管材不值

几个钱，我不能收。只请老师寄画时，

代我们老百姓向老人家捎去我们的衷

心祝福。钟老的健康长寿是我们全中

国老百姓的福气！苏越明说，钟老读到

这里很是感动，说：我们只是做了一点

儿应该做的事情，老百姓却给了我们这

么高的赞誉，受之有愧啊……

据悉，徐亚东先生自疫情以来就自

发地为钟南山院士画了四幅肖像画作

品，有的还配了诗文。这些画作相继参

加了滁州市美协举办的抗疫主题网上

画展，并在多家网媒纸媒发表（转载）了

个人抗疫主题画展，产生了积极的社会

效果。 （苏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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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画家徐亚东向钟南山寄赠画像

凤阳县临淮镇历史悠久，尧舜时期
即为涂山氏国，春秋时期为钟离子国，在
此初建钟离城。自秦统一中国至明代，
钟离古城及周边相继设置过钟离县、钟
离郡、濠州、临淮县等。清同治四年
（1865年），作为官盐道，在此设关收税，
古镇始称临淮关，现在称作临淮镇，为安
徽省四大名镇之一，尤以春秋时期的钟
离结盟和濠梁观鱼而闻名于世。

追溯钟离结盟的历史，必然要追溯
春秋诸侯争霸的历史。周武王灭商后，
分封天下，一些非周王室的贵族家族也
获得封爵，如商朝贵族伯益的后代，就被
分封在钟离国，钟离国最初封地在山东
台儿庄南峄城镇，后迁至今天的凤阳县
境内，国都设在今临淮镇东三公里小卞
庄西，即现在的钟离古城遗址。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大动乱、大
转变的时代，几百个小国逐渐归并为几
个大国。当时势力比较强大的有盘踞
汉中平原的楚国、雄居江浙的吴国，中
原腹地反倒是一些势单力薄的小国各
自为政。

据《左传》和《史记》记载，公元前
623 年，在长江、汉水流域逐渐强大的
楚国，积极向东北方向发展，先后灭掉
舒、庸、萧、徐等小国，淮河流域大多被
强楚吞并。为了阻止楚国的北进，公
元前576年（鲁成公十五年）冬，在东南
逐渐强大起来的吴国与以晋国、鲁国
为代表的北方诸侯集团（晋国、齐国、
宋国、卫国、郑国、邾国）相约在钟离结
盟，谋求共同对抗楚国。自从钟离会
议上吴国与北方诸侯集团结盟，吴国
和楚国便成了公开的敌人，从此，拉开
了吴、楚争雄的序幕。

钟离结盟以后，吴国势力逐渐坐
大，也把钟离国收入囊中；楚灵王继位
后，于公元前 538 年伐吴，八月攻克钟
离，钟离开始成了楚国的领地；吴国不

甘示弱，于当年冬天举兵伐楚，楚国为
了抵御吴国的进攻，重新加固城垣，这
就是后人所称的“钟离城”。江淮之间
虽然面积不大，但比较富庶，长期成为
楚、吴的掠夺对象和交兵战场，因为朝
吴暮楚的拉锯战，江淮之间的滁州开始
有了“吴头楚尾”之称。

钟离结盟之后的几十年，楚国、吴国
和北方诸侯国集团争雄天下，形成了前
三国时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钟离结盟
实现了大国邦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
中国历史的进程。

现在的钟离古城，保存完好，正方
形，有 4 门，东西宽 360 米，南北长 380
米。城垣为黄土夯筑，基部宽18米，残
高3至4米，城四角高达5米，东边的护
城河还在。城的里面，现有一个不大的
村庄，名为古城村。城内外地表面曾出
土有楚国蚁鼻钱、战国瓦当、铜箭镞、汉
封泥“钟离丞印”及大量陶器和陶片等。

钟离古城距今已有2500多年，超过
秦长城的年龄，如今秦长城已难觅踪迹
（现存长城乃明代重修），而此城保存如
此完整，不能不说是奇迹。1981年钟离
古城被省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当之无愧。

因为濠河流经临淮古镇进入淮河，
临淮镇在古代一度易名为濠州，其西南
郊的胡府村，是《庄子·秋水篇》所载“濠
梁观鱼”典故的发生地。故事说的是庄
子有一次和他的好友惠子在濠水的河堤
上观鱼。庄子说：“看鱼在水里从容地游
来游去，这是鱼的快乐啊。”惠子问：“你
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庄子反问
道：“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
的快乐呢？”

两位大家在临淮关谈学争辩的故
事，开启了中国园林文化的先河，被后人
视为美谈，史称“濠梁观鱼”，以之象喻别
有会心，自得其乐的境地。这个故事也
是成语“从容不迫”的出处。后人还在当
地建造过观鱼台，追慕前贤。相传，临淮
镇附近曾经有过“梦蝶坊”、“惠子窑”的
地名，就是当年庄子、惠子寓居之处，亦
是庄子死后的葬身之所。

历代文人对“濠梁观鱼”多有题咏，

其中以苏轼《观鱼台》的“若信万殊归一
理，子今知我我知鱼”称最。绘画方面则
以有南宋画院盟主之称、“南宋四家之
一”的李唐所作《濠梁秋水图》为代表，较
好地描绘了这一逸景，现存天津艺术博
物馆。历代园林建筑中，观鱼台、知鱼槛
之类构筑，也都渊源于这一典故，而耐人
寻味的是素以勤政名世的康熙皇帝，也
在万机之暇，先后于京师的北海和承德
避暑山庄分别修建了“濠濮间”和“濠濮
间想”的同名景亭，反映一代明君对那种
淡泊、闲适生活的向往。

临淮镇地处淮河中游，淮河贯穿这
个千年古镇。今天的临淮镇坐落在南
岸，北岸是五河县的临北乡，但历史上
南、北两岸同属于临淮关。濠水、淮水在
临淮镇相汇，小镇一分为三，一如武汉三
镇的微缩版，是淮河上一个重要的水陆
码头。古镇辉煌时，茶楼酒肆、南北杂
货、米行肉铺，百业俱全，至清末民国初
年，已发展成为周围百里之内的经济、文
化、交通中心，号称“小南京”。

临淮的古渡口过去是淮河浮桥所
在，始建于明洪武六年，因以船作墩，串
连木跳板而成，形如蜈蚣，俗称蜈蚣
桥。由于蜈蚣惧鸡，镇上的人又在桥的
两岸各置石刻鸡一只，以镇此桥。蜈蚣
桥、石刻鸡相生相克，为“道”之本，设于
庄子游息故地，可谓适得其所。明清时
期，临淮浮桥为南北重要津梁，官差衙
役、旅人商贾，川流不息；漕运船只，鱼
火炊烟，晨启暮泊，千帆云集，不枉了

“浮桥烟锁”的美誉。
悠悠千载，经过淮上波澜的浸润，弥

漫硝烟的洗礼，临淮关俨然一位禅定的
老僧，静静地坐落在淮河岸边。今日的
临淮老街恍若隔世的旧梦，小巷蜿蜒，高
墙凋敝，人行巷中，犹如走在一条时空的
裂缝中，昔日的繁华早已烟消云散，浮现
的是百代的沧桑。古镇临淮，在市风尘
嚣的今天，多少人识得你历史的本真，在
频频造景揽客的旅游潮中，谁又会为你
梳妆洗面？

夕阳暮合，孤帆遥雁，多少前尘往
事，尽随一水东流，正所谓听雨客舟淮水
长，寂寞是濠梁！

寂寞濠梁
○骆跃泉

CHUYANG MINGXIAN

忆往
滁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