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篁岭晒秋
□林国强

秋游邻姑泉
□曲三

河南巩义品美食
□查晶芳

天高云淡，流水潺潺，入眼尽是满山

遍野的秋色，深绿、火红、金黄……五颜六

色的缤纷令人目眩，仿若身处桃源之境。

正是“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的

深秋初冬时节，我坐索道上山，进入以

“晒秋”而闻名天下的江西上饶市婺源篁

岭村。置身万亩梯田，远山、近水、黑墙、

黛瓦相映成趣。其独特的晒秋景观、粉

墙黛瓦的徽式古民居深深吸引着来自海

内外游客的目光。

篁岭，位于婺源县东北部，是著名的

“晒秋”文化起源地。每到秋季，村民就

把丰收的辣椒、南瓜、菊花等用竹匾晾晒

在窗台、屋顶等地方。凭着依山而建、高

低起伏的独特地势，展示令人惊艳的“大

地色彩”。

村内民居相邻相间，徽派古建镶嵌

点缀，近五百米的“天街”似玉带将经典古

建筑串接，横贯东西，九条巷道，延展至全

村的各个角落。徽式商铺林立，前店后

坊，茶坊、酒肆、书场、砚庄、篾铺各具特

色，古趣盎然。一些商铺在店门前还贴

心地准备了辣椒、黄豆、菊花等晒秋竹匾，

供游客拍照留念。

挂在山崖上的篁岭村，地无三尺平，

自然条件的局限激发了先民的想象和创

造力，春晒山蕨，夏晒干菜，秋晒辣椒，冬

晒果脯，一年四季延绵有序。在白墙黑

瓦中，炊烟绿树间，充盈着缤纷色彩的调

色盘层层叠叠地铺陈于村落之间。从祖

辈起，篁岭村民就用竹匾在自家窗台屋

顶，架晒红辣椒、玉米、稻谷、黄豆等农作

物，每当日头升起，房前屋后成了竹匾的

世界，饱经沧桑的徽式民居土砖外墙与

晒架上五彩缤纷的丰收成果组合，绘就

了一幅闲适、安详、恬静的古村风情画，

形成著名的“篁岭晒秋”画卷。

晒秋，是南方山区多地共有的农俗现

象，不少地方的这种习俗已慢慢淡化，唯

独被篁岭保留延续下来，如今成为当地的

靓丽明信片。村民告诉我，其实晾晒这种

农俗现象，并非秋季“专属”，一年四季都

有晾晒，只不过秋季丰收季节表现得更有

“神韵”。随着时令变化，竹匾里所晒之物

也在不断变换。对篁岭人来说，好日子是

过出来的，也是晒出来的。一如当地民歌

中唱道：“大箩小箩上晒楼，番薯包芦金粟

米，晒干了茶籽好打油。晒秋要赶好日

头，大盘小盘盖瓦沟，红椒豌豆老南瓜，晒

干了糯谷好做酒，你收秋来我晒秋。”这种

村民晾晒农作物的特殊生活方式和场景，

也成了画家、摄影家追逐创造的作品素

材，诗意般的“晒秋”呼之欲出。

沿着山坡，我拾阶而上，放眼望去，

上下左右皆风景。整个村落就是晒匾的

世界。越往上走，晒秋的景观也就变得

愈加壮美起来。登上晒秋观景台眺望，

数百栋古民居在百米落差的坡面错落有

序排布，数千亩梯田簇拥村落，红透的乌

桕树生长在田垄上，犹如童话世界。家

家凿窗采光，户户支架晒物。心灵手巧

的晒秋人家，用眺窗为画板，将支架为画

笔，晒匾为调色盘，不仅绘就出世界独一

无二的“晒秋”农俗景观，也绘制出了中

国最诗意的秋天。

篁岭晒秋，从古至今，年年如此。门前

空地，农家屋顶，灿烂耀眼，晒着的不仅是

农作物，更是收获的喜悦。晒秋，晒亮了美

丽山谷，也晒出了农家人的幸福生活。

德阳孝泉古镇，是个特别的地方。

全国各地的古镇，我也去过一些，很少

见到像孝泉这样兼具历史人文与自然

风光之美的。

始建于汉朝的千年古刹延祚寺钟

声悠悠，有孔雀悠闲漫步于元代十三层

砖塔龙护舍利宝塔下；二十四孝之“一

门三孝”发源地姜公坟芳草萋萋，茶客

们围坐在旁边谈笑风生；建于明清时期

的武圣宫古戏台好戏连台，唱腔悠扬。

与其他古镇的喧嚣繁华、商业氛围

浓厚相比，孝泉古镇犹如一位弹着琵琶

的古典美女，安静恬淡，不施粉黛，纯以

自身美好的气质引人入胜。那几眼终

年涌流的天然泉眼——邻姑泉，是与上

述几处人文景观相得益彰的绝佳自然

风光。在我看来，其景致并不亚于济南

的趵突泉。原本这儿是一处野泉，以前

唯本地人知道，有些藏在深闺人未识,

近年来通过打造，慢慢成为一处网红打

卡地，深受游客青睐。

邻姑泉历史悠久，其名字由来与“一

门三孝”密切相关。东汉大孝子姜诗一门

三孝的故事流传千古，邻姑婆婆的帮助功

不可没，其善心感动天地，天降甘泉，涌泉

跃鲤，这才有了孝泉的“72泉眼”。

到达孝泉古镇邻姑泉景区,涌泉便

如纤纤素手在拨动琴弦。走近一看，古

意盎然的石头围栏围着一个明澈如镜的

小湖，几眼泉水分布在湖水中央，正在沽

沽涌出。清澈的泉水就这样日夜不停地

喷涌，大旱之年也从不止歇，流成这片湖

泊，滋养了这方水土和善良孝顺的人们。

举目一望，湖泊中央有个小岛，一

颗高大的皂角树居于其上，浓荫遮盖了

几乎整个小岛和半个湖泊。湖底，是青

幽幽的藻荇，数尾金色的锦鲤在上面游

动，因泉水至清，鱼儿们“皆若空游无所

依”，来往嬉戏，视游客如无物，沉浸在自

己欢乐的世界中。

我在泉水边静静地伫立，凝视着这

来自地底深处、清澈的涌泉，听着悦耳

的水声，感觉它正冲洗着自己的灵魂，

慰帖着自己的身心，让我那每日被俗务

和欲望缠着的，似已蒙尘的心灵重新变

得澄澈纯粹起来。闭目深呼吸一口，深

秋的各种草木清香混合着甘甜水气扑

鼻而来，沁人肺腑，感觉身心顿时安静

下来，放松下来。

踩着银杏金黄色的落叶，沿着石头

围栏慢慢前行，但见泉水潺潺，一直向

东流去，一路上小桥流水，风景如画。

漫步在小道上的游客慵懒闲散，心情如

同天气一样爽朗。晴空之下，几只白鹭

从泉水上悠然飞过，一位老人说，它们

是从延祚古寺飞来的。举目远眺，30余

米高的龙护舍利宝塔高高耸立，成为这

流泉的背景。巍巍宝塔支撑起孝泉古

镇的骨架，而72泉眼则犹如古镇的血

管，兼有孝文化和泉文化的孝泉古镇，

是这样的幸运且独一无二。

于我而言，肉盒、油馍和烩面，这本

是三个完全陌生的词语，自河南巩义一

遇，便像初春松软的土地上刚冒出的笋

尖，霎时鲜活了。

初见肉盒与油馍，是在赵姐家。“今晚

我给你们做点面食，是我们河南特色咧！”

赵姐一口纯正的河南腔，声线清亮，语速稍

快。听音识人，觉其性子颇为爽利痛快。

先上桌的是几碗黄澄澄的小米粥和一

大盆堆得尖尖的肉菜。是大片的牛肉，还

有胡萝卜丝、辣椒丝、大蒜、葱花，喷喷香。

随后上桌的方形竹筐里盛着一摞白生生的

圆饼，旁边还有把长形小餐刀。咋还用上

刀了？正疑惑间，只见赵姐一手拈饼，一手

拿刀在饼沿上轻轻一划，饼上便出现了一

指宽的口子。她手稍稍一捏合，饼俨然成

了个皮薄肚大的面口袋，几大勺肉菜塞进

去空间还富裕着。

赵姐说这是肉盒。我迫不及待咬了

一口。面软，肉酥，蒜脆，加上萝卜丝和土

豆丝的清爽韧劲，牵绊交缠，层次丰富，再

呼噜几口软糯的小米汤，有荤有素，浓淡

相间。再配点小酒，即便是纤纤淑女，也

能吃出几分粗犷豪放呢。

不一会，一大盘香气袅袅的饼端上

了桌。我以为是烙饼，赵姐却说是油

馍。这“馍”和我们南方的馍一点不像，它

够薄，也够大。微黄的粉皮中点缀着翠

生生的葱绿，煞是好看。细瞧中间还一

圈圈的，层次分明。我小心翼翼撕了一

条，看着薄如蝉翼，入口却又脆又绵，撕成

了絮状的饼边亦温软而有嚼劲。好吃！

面的醇香与葱之清香于唇齿间萦绕，食

毕良久，犹觉香酣味浓。

我颇好奇那腹大中空的“肉盒”和层

层交缠的油馍是怎么做出来的。赵姐

说，关键是面要揉好，“醒”好。想想也是，

做面食是一种手艺，手艺靠的就是手的

艺术。必得千百次的摔打搓揉，面团才

会变得柔韧绵展；也必得经过恰到好处

的“醒”面，面食才会更蓬松又有嚼劲。而

饼之所以能中空，是待面揉好后用擀面

杖摊平，刷上一层食用油，再拍成圆饼入

锅，这样饼中间才不会粘连；待炕熟后，用

刀于沿上轻轻剔开一个口子，就成了个

大大的熟面口袋了。

油馍做起来更繁复。赵姐说，她在

杭州工作的大女儿曾信誓旦旦要跟她学

做油馍，也数次挽衣捋袖准备“大干一

场”，最终却都“丢盔弃甲”而走。——嫌

太麻烦啦！后来我在街边亲眼见人烙油

馍，委实繁琐。

那天我们从少林寺赶回巩义时，夜

色已浓，就在街边一家“烩面、馍菜汤”店

点了烩面和油馍。烩面据说是河南人的

饮食名片，自然要尝尝。我们点了两大

两小四碗。等面时，屋檐下一大姐正在

烙油馍。只见她先将早已“醒”好的面块

搓成圆圆的长条形，用刀切成一个个小

小的面剂子。拈起一个，拿起擀面杖，滚

动三两下，面剂子就成了薄薄的圆形。

用毛刷蘸油在饼上轻刷一层后，撒精盐

和葱花，将饼折叠成长条形后，将一头往

内卷，卷成层次分明的饼圈。再擀平，刷

油撒葱后又卷。反复数次。卷得越紧，

卷的次数越多，烙出的饼层次就越多。

最后，那饼薄如蝉翼，葱绿点点，入锅只一

会儿便金黄油亮，酥香四溢。轻轻一嗅，

即刻口舌生津……

而当烩面上桌时，我们都懵了。眼

前的小碗烩面，简直将“小”的概念完全

颠覆了——分明就是我们家里用的大

汤盆！大碗就更不必说了。香雾氤氲，

直扑鼻尖。乳白的汤里面条嫩白如棉，

足足有两厘米宽；大片的羊肉厚薄适中，

淡褐中泛着肉红；粉丝晶亮细滑，豆芽根

根饱满；碧绿的香菜散落四周，宛若绿云

朵朵。吸溜一口，面之软、肉之酥、粉丝

之滑嫩、豆芽之劲道，再加上用羊肉、骨

头熬制的浓郁高汤，鲜辣醇厚，诸味齐

聚，众香交汇，缠绵舌尖。恍若在口腔里

跳了一曲热热闹闹的华尔兹，既悠柔舒

徐，亦酣畅淋漓。

漫步巩义街头，打着“烩面”“肉盒”

“油馍”招牌的店铺随处可见，且都生意火

爆，尤其是晚上，不少店家把桌椅都摆到

了外面。我们那晚就是在店外吃的。身

边一众食客，皆围桌团坐，或小米粥配肉

盒，或烩面加葱香油馍，个个埋首大嚼，呼

噜有声，吃得红光满面，喝得痛快恣肆。

那热腾腾的场面，让人深感寻常烟火之

热烈，鲜活市井之可爱。

面点作为河南人的主食，算得上是河

南饮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我虽只尝到

寥寥几种，也有点感触。倘以人作比，必

是雍容大度，满腹风华，那浩浩荡荡的热

烈里浸润着的，不仅仅是温馨绵软的烟火

情长，更是朴实醇厚的元神精气。或许，

博大厚重的中原文化正可从中窥见一斑。

���������������������������
����� ��	
���������

����	��� �� ����� ����
������� !"#�$%&'()*+,�-�"#.!
-�/01��$�23456789:;<=>?%@AB

�
�
�

CDE ��	
����

FGH ������
�

�������	
� �������������
������� 	 
������ ������ �������

��� ���!"#$%&'( ��)*�%&+��,-./+012
3456789.6:;<=>?%&@ABC.67DEF �	
�G ��

H �	IJ 
	
�G �
H �IK LM6N
�������� !�"#$%&�'


	
�( ��) �	 *

� ���������	
��
�������������
� � �������������	

��
��� 
�!"#$%&'()*+

�,��-./0-.123
45�6789 ����������
�7:4� ;
�<=>��?@ABC�D
EF�GF9 � �H ��� �����
��� I7:4� ;
�JKL��H�MNO�P
N�F8I����������� 
�!QRSTUVWXYXZ
[)C�DEF�G08I1�
�������5��7:4� 
�\]^\_`abcad^
efC�DEF08I �����
�� � ��5��Gg��
�h]^ijklmnoC�
pq>r./�sI1������
���!��":4� ;
��Htuv�	
�,,
/0sI1����������5�
�7:4� 

�wQxyz{|
�,,
/0sI1������������5�
�7:4� 
�}y~�����0wQ5

�,���r./0sI1
������������5��� ;
��H�i�����
�,
����0�������
� 1��������#	�� ���5
��G����7:4� 
�wQ���y����
�
��/08I1������� �
��5����7:4� 
�wQ��{|
����
��/08I1�������� 
 5����r./08I1���
����� �5��� 
�wQ}��� ¡�¢£¤

������/089 ��
��� �����!�¥¦r./�8
I ����� �����5��� 
�§¨©ª«{|
���
/0891������������5�m
¬��/0891����������
��5��7:4� 

O P
®¯°±�²³_^n

´µ¶·¸¹º»¹¼�½¾
0�¿5N+ÀÁÂÃN; ®¯
°ÄÅÆ½¾ÇÈÉÊ±ËÌ
ÍÎÏ��; Ð
Ñ®¯°.
MÒ®¯°ÓÔÉÊÕÖ�
�7®¯°×ØÙÚrÛÜÝ;
ÞÆ:4;

QRSTUVWXY6Z
[\]^_`�ab�cd%

&�e(�%&f
��� G �� H � I

��Hßà��*+
�,
,/08I1���������5�
����/08I1������
���5����-./08I1
���������5����
���µ��f�	

�,
����/08I �������
�����5����-./08
I ��������� ��5����;
��'� ��� � �� � �� �
����F�7FI1�����
����������7�:4��;

�w"��[)��
�,
������G0�����
���1����������$%�
��5�,/0�/8�1�����
��� �5��7:4��;
�w"� !���",/
08I1��������� 5�,/
08I1��������� 5�#$
��/08I1��������
�5�#$��/08I1������
��5�#$��/08I1
����������5�Ú%&'�
/08I1��������5�(
)*-./08I1�����
���5�+�,-./08I1��
����� 5� -¬��/08
I1��������5����
�w"./01*+
�,
��������G " ���
����� ����������&�
'��
":4��
�w"23{|
�,��
��,/08�1��������
��5�67:4��;

�w"4$5|6
�,�
���/08�1����� ��
��5� -¬��/����/
08�1������� ��5�74
-./8���/ 08�1
����� ����5����
�9:^;<¹=>[?@A
BC��DEFG�H°IJ
FK�G7L� ����� ���
������M DEBCEBDE
F�G7FI1ND ���� �
��� I7:4��;
�w"^OÞPQR[)��

�,����,/08�1
�����������57:4��;

�w"$ST{|
�,8

���/08I1��������

�5��U�-./08I1��

��������5����

�w" BVWX�Y�Z 

V
�,,/�8I ���

� �����!����;

���[�5\!�*+
�

,��-¬��/�678

I1������� �7:4��

�\]^\_$]^0_-.

/0�[$18� ����  �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