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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过许多地方，也品尝过许多美食，但
能让挑剔的我念兹在兹的，却是铜城的特
色菜肴——烩鱼羹。这道菜不出天长就能
在途经饭店时轻易下单，经常被味蕾惦念，
被记忆羁绊。

都说烩鱼羹是铜城的特色菜，这一点，
我深信不疑。小镇上做鱼羹的原材料是草
鱼，不似现在的饭店，为了省时，使用没有
刺的鱼。小的时候，食物匮乏，加上烩鱼羹
的工序繁杂，耗时耗力，逢到节日才能端上
这碗让人欲罢不得的美味。

母亲是镇上的烹饪高手，拿手菜少不

得烩鱼羹。我儿时便知，母亲好客，待客必
附以烩鱼羹。可不，厨房中忙碌起来的身
影，预示着有客要来。母亲将刖好的鱼放
入油锅里煎至两面稍稍变色，加以滚水和
葱姜，挖一小勺猪油，炖好后盛出，锅中剩
下牛奶般丝滑的浓密汤汁。

剔鱼刺的活不重，心细即可。这次的
重任也不例外，非我莫属。别看我那时年
纪不大，揽这活也有些年头了，速度快，鱼
刺剔得那个干净，即便碗底朝天，也断不会
喝出半根。母亲将剔出的鱼骨用刀柄捣
碎，滤出汤汁，和之前炖好的鱼汤汇合一
处，把泡好的粉丝用刀剁碎备用。

我站在灶台旁，仿佛问鼎华山之端，迫
不及待地等母亲施展出最后的“绝学”。葱
姜末下油锅，大火煸炒出香味，倒入鱼肉快
速拨动五六下，加入鱼汤，再舀二三勺炖好

的鸡汤提鲜，翻滚后加入粉丝。复开时，锅
膛中的火须得渐渐转小，这时一边缓缓倒
入搅拌好的蛋液，一边用筷子在锅中飞速
画圈，使蛋汁均匀散开，宛若八月的妙笔掷
出的桂花雨洒入人间。然后佐以适量盐、
酱油、醋、味精等调味，出锅时撒上胡椒和
蒜花。最后用家中古朴的老式蓝边汤碗，
盛出让人心动的分量，美美来上一碗，将春
日里“无边丝雨”的独处，蓬勃出悠然自在
的逸致。

烩鱼羹于我，是高邮湖畔鱼米乡音中
的温婉桥段，是曲水流觞间的恬淡情怀，是
静好岁月里溢出的安且吉兮。那日，我来
到女儿的城市，女儿男友第一次登门，鱼羹
汤虽然在老家妇孺皆知，由于他是外地人，
所以闻所未闻。我拿出从母亲那里学到的
厨艺，一显身手，准备了这道烩鱼羹。室内

灯光柔和，家人围坐一处，且谈且饮，温馨
的画面一如所期。我望着桌面上清空的羹
碗，寻思他应该能够喝出这碗鱼羹汤的精
髓，以及那份良苦用心吧。

夏日午后，得空去仁和路上闲逛，掌灯
时分，颇感疲惫，肚子里发出抗议的嘀咕
声，我寻得一家有名的小吃部坐下，要了一
碗鱼羹汤。这七元的价格在我看来，比起
动辄二三十一杯的奶茶要“亲民”得多。看
到周围食饱餍足的匆匆过客，我不禁也深
嗅了一口，这味道虽不及母亲的手笔，但繁
华现世，能够随心之所想，得这消饥解乏的
半刻稳贴，便觉足矣。

稻可饭朝夕，鱼可煮羹汤。如今母亲
年岁渐长，或已无法复盘曾经的味道。这
一口鱼羹汤，似金秋时节的累累果实，在渐
渐熟透的记忆深处，想忘却终究不能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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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没有去山里了。
一个人时，常常想起一句话：“这短短

的一生，我们终究都会失去所有，不妨大胆
一点，爱一个人，攀一座山，追一个梦。”

我是个安静的人，但从来都不安分。
一有空就想往外跑，去哪里都好，最好是山
山水水间。

去山里，来了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采茶、制茶、喝茶，在半天的光景里，第

一次和茶近距离接触的兴奋渐渐消弭在疲
惫里。听到要去北面目光所及的山，我一
下子来了精神。

远远望去，那里与天相接，如一条黛色
波浪线。山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也不重
要，重要的是我马上就可以去山里了。

山路陡峭，盘旋而上，来到波浪线低
处，视野开阔，望向东面，翠碧的一汪塘水
静卧脚下，它有个好听的名字——明月
湖。风吹过湖面，拂过我的发丝。此刻，翡
翠一般的明月湖是寂静的，我站立的这一
方天地也是寂静的。

阳光肆无忌惮，一泻万里，照破山河，
朵朵碎米杜鹃如同绿旗袍上的粉色盘扣，
风雅无边。

这里有防火检查哨卡，几个穿迷彩服

的年轻男孩在值守，一排白色的房子，电
脑、大屏电视，各种消防灭火器具收拾得整
整齐齐。绿植茂盛，宽大的窗子正对明月
湖，阳光照在茶几上，最让人心动的是一把
吉他，一半卧在沙发上，一半躺在茶几上，
文艺的气息瞬间覆满每个角落。

这方天地和着山风，在阳光灿烂的日
子，或在雾雨蒙蒙的光影里，从晨曦微露到
暮色四合，乐声响起，或寂寞，或热烈，或低
沉，或高亢，或壮怀，或浓情，带上心爱的吉
他，人生有情饮水饱，在哪里都是快乐的。

波浪线南北绵延，向北稍稍往上，便到
了顶峰，一条小路一分为二，东西面分属两
个县。凉风阵阵，矮小的松树一蓬蓬在干
瘦贫瘠的土石间坚韧向上，岁岁年年。走
远一些，植物茂盛，植株高大浓密，应是到
了波浪线低处，遇见了传说中的野生大树
杨梅：树高大，果实小，形似枣核。

又顺着路向前走去，遇见一株，果实累
累，压得枝条颤颤。红彤彤的一匝匝，是林
中最美的妆容。摘一粒品尝，汁水不甚饱
满，核大肉少，滋味酸酸甜甜，折了几支带
回家插瓶。

路上意外发现一朵茶花，友人摘给我
一片好看的叶子。这样的一个礼物，让我

想起“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的浪漫。
回到白色的房子前，回望来时路，一望

无际之外依然是起伏的波浪线。耳边和风
声回荡着几年前看过的《远方的家·百山
百川行》纪录片里好听的男声，或许他也
说过，山河壮美，风光无限……心里突然涌
起一股热流：“这就是我的祖国，这就是我
深深爱恋的祖国。我爱你源远流长灿烂的
历史，我爱你每一寸土地上的花朵，我爱
你风光旖旎壮丽的山河，我爱你人民的性
格坚韧执着。”

在夕阳的余晖里，经过鸡鸣犬吠的村
落，静美无言的山河大地，渐渐在我们的前
行里远远后退。山河大地，在有情人眼里，
哪里都是爱的风物，哪里都生长着风花雪
月的浪漫。

友人说，他和妻子常常去山里，摘山
莓、捡菌子。他妻子还在坐月子时，不是菌
子的季节，他依然捡到一朵草帽大小的鸡
枞菌，回家煮给妻子吃。想来也是十几年
前的事了。所有的爱与幸福，浪漫与自由，
都关乎岁月。

山给予人的馈赠，四时不同。和爱的
人登上山顶，一览众山小，看云海渺渺，听
虫鸣鸟叫，观白云苍狗，朝待日出，暮送夕

阳，定有素心人，陪你数晨昏。
作家姚瑶曾说，她高考前去爬山，父亲

老姚对她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运气，我
也只能爬爬周围这些小山了，以后你肯定
还会爬更多的山，路更艰险，风景也更壮
美。”这段话很是触动我，多么智慧的爸
爸。也许每个爸爸都这样，希望自己的孩
子去爬更多的山，去看更多更美的风景。
每一次只要有不如意的事情，老姚总是带
姚瑶去爬山，智慧的爸爸总能点悟许多疑
惑。我想这也是姚瑶那么喜欢在山里旅行
的重要原因吧。

写那些文字的时候，她正在塞尔维亚
的塔拉山深处，“在小木屋里烧柴取暖，在
漆黑的夜晚趴在阁楼窗口看星星。从塞尔
维亚到黑山，700 公里路途全是曲折的山
路，一圈一圈地盘上云端，再一圈一圈地回
到人间。”很多人留言，也想去塞尔维亚，去
黑山，去爬更多的山，看更多不同的景。

也许此生，我也和老姚一样，只能爬附
近的山，但每次去路程稍远的山，我还是习
惯把那山称为远山。

人生海海，山山而川，我们需要一颗好
奇的心，去更远的远方，去看不一样的风
景。

远 山
□郑艳琼

童年的暑假，我常回农村与祖父同住。
到了傍晚时分，祖父便对我说：“你今晚再去
塘边荒草丛捉些萤火虫来养在家里，停电时
可以当成灯用。”我早就想去那里玩，便欣然
领命，带着工具出发了。

荒草丛距祖父家不远也不近。我到
达目的地时，四周已经完全暗了下来，玉
盘似的月亮高高地挂在当空。那一池碧
水，在微风中把水中的月影揉碎成缕缕银
波，反射出鱼鳞般的光泽。在皓月的银辉
下，齐腰高的野草丛中，几棵挺拔伟岸的
老树擎开了银绿色的大伞，微风吹过，树
枝摇曳，树叶“沙沙”作响，和着晚间的蝉
鸣，仿佛在出席一场交响音乐会。草丛由
于树的缘故，没能穿上月亮为其准备的银
色衣裳，只能黑着脸默默伫立，但在风中
摇曳的姿态却隐约看得出来。我打开手
电筒的弱光，走进了这一大片草丛——萤
火虫的大本营。

萤火虫是一种既可爱又敏感的小生
灵。说它可爱吧，它们成群从草丛中飞起，
点点明明暗暗的微光，好似群星下凡，在草
间嬉戏；说它敏感吧，只要受到强光或噪声
的刺激，便熄灭灯光，潜回杂草底下，再难搜
寻了。因此，我把手电筒的光调至最弱。

记得上回，我也是奉祖父之命来捉萤火
虫。那时我受“轻罗小扇扑流萤”的影响，见
有几只萤火虫从我身边飞过，便用蒲扇去
拍。有时拍空了，它们便调暗身上的光，继
续向前飞去，你若在后面挥舞着扇子穷追不
舍，稍不留神就会被脚下的草藤或树根绊
倒；有时拍中了，它们被拍到地上，自此收了

萤光，无迹可寻了。因此，我只能空手而回，
祖父便教导我，要多学学《三国演义》中的智
诸葛，不要学莽张飞。

这次，我该用什么办法逮住它们呢？我
忽然想起周瑜对刘备所施的“美人计”，不知
这招在萤火虫身上是否管用？我在书中读
到过雌雄萤火虫的区别，扒开杂草仔细地搜
寻，真的在草堆里找到两三只用腹部发光的
雌性。我把它们捉进玻璃瓶，由于雌萤不善
飞行且爬不上光滑的玻璃壁，这样一来，我
便可以放心地敞开瓶盖，让雌性用它们的灯
光，引来众多的雄性萤火虫。这招“美人计”
果然奏效，越来越多的雄性萤火虫纷至沓
来，我猛地盖上盖子，搞定！

我提着萤火虫做的“灯笼”回家，祖父正
坐在亭中纳凉。我进亭子“交差”，祖父听了
我“智擒萤火虫”的经过后，直夸我机灵。

正当得意时，祖父忽然对我说：“你知道
萤火虫有什么用吗？”

“照明呀。”
“那月亮不一样可以么？”
我一时语塞。祖父说：“这种小虫和在

天上高高挂着的月亮不同，它们是接地气、
能照亮小地方的小生物。”我若有所思。祖
父接着说：“所以，爷爷希望你将来能和萤火
虫一样，不要总想去做高高在上的大人物，
要踏踏实实做一个为大家办好实事、扎根基
层的人。”我点头答应，祖父脸上露出欣慰的
笑容。

如今，十余年过去了，村里的那片荒草
地虽然没有了，但爷爷的话时刻在我耳边回
响，激励着我前行……

夏夜捉萤记
□刘佶洋

铜城烩鱼羹
□管锦红

故乡的小河
（外一首）
□潘铜娟

春天，小河是温柔端庄的姑娘。

河水如母亲的手，温暖细腻，

波光粼粼，似她含笑的目光，

轻抚岸边的青草，唤醒沉睡的花香。

夏天，小河是热情浪漫的儿郎。

河水和父亲的脊背一样，敦厚坚实，

奔腾的水花，是他爽朗的欢笑，

承载着我们的快乐，一路飞扬。

秋天，小河是宁静澄澈的祖母。

河水似奶奶的眼眸，安稳沉静，

落叶随波，悠悠飘向远方，

那舒缓的流淌，是岁月的低吟浅唱。

冬天，小河是宽容厚实的祖父。

河水恰似爷爷高举的手臂，托举希望，

冰层下的暗流，藏着梦想的力量，

等待春风，再展欢畅的模样。

我离开故乡的那天，

小河的水涨到了堤岸。

水草疯狂生长，如我纷乱的思绪，

鱼儿、虾儿在心里乱撞。

哗哗的水声，一路跟随，

陪伴我走向未知的他乡。

那故乡的小河啊，

永远在我心中流淌。

荷塘月夜

天上挂着一轮明月，

水中卧着一轮明月，

薄纱似的清辉笼罩着一方荷塘，

空气里飘浮着若有若无的清香。

亭亭的荷花在微风中翩翩起舞，

碧绿的舞裙惊醒鱼儿的美梦。

它们睁开惺忪的睡眼，

在水面划出一道浅浅的波纹。

月儿笑弯了脸，

害羞地藏进水草间。

枝头的鸟儿蝉儿屏住了呼吸，

忽然齐声，唱响欢乐的歌谣。

歌声悠悠，湖面涟漪绵绵，

这夜的荷塘，沉醉了心弦。

蝶恋花·咏荷
三阙
□吴传训

荷影清嘉

绿袂轻摇烟水渺，粉靥娇羞，悄倚微风笑。香雾

氤氲尘梦杳，琼姿绰约仙音绕。

翻遍笺中情意表，墨韵悠悠，绘尽芳华貌。纵有

秋霜催叶老，冰心一片相思皎。

荷梦悠怀

翠影轻悠波上舞，粉面含情，脉脉香凝露。月色

溶溶烟霭渡，仙姿楚楚芳心驻。

为练新词吟味苦，墨染兰笺，字字皆倾慕。莫叹

飘零秋意妒，清魂永在情深处。

荷殇幽绪

翠叶凋零霜露苦，粉靥残妆，寂寞何人顾。香散

池塘风乱舞，孤芳独守寒烟处。

往昔繁华皆赞慕，今日伶仃，心事凭谁诉。岁月

无情催梦去，忧思难尽愁难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