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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荏苒，斗转星移，那夜空中的点点繁星，
究竟璀璨了几许，暗淡了几分？

夏日的夜晚，华灯初上城市的街头，一切喧
嚣同往常一样。忙碌一天的我，随口哼起舒缓轻
柔的摇篮曲：宝宝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星星
呀星星多美丽……不知怎的却毫无睡意，也许因
为童年往事都和夏夜有关，夏夜繁星总带给人们
最多的幻想。岁月飞逝，照亮我儿时的星星不知
今夜去向何方？于是，推开阳台的纱窗，遥望浩
瀚深邃的天空，寻找眨着眼睛的星儿，光耀尘封
已久的记忆。

夜的对岸，是一片情思如水的漫延，打湿眉
间。赶赴一场星光之约，儿时的记忆就这样被照
得透亮，定格在故乡的夏夜。

旷远的夜空，繁星点点，池塘的荷花散着淡
淡清香。晚饭过后，大人们抬了竹床在晒场上聊
天、纳凉。村里的孩子们，房前屋后，田埂小道，
光着脚丫，捉了成群的萤火虫，把它们放在瓶子
里让萤光带路，嬉笑奔跑着，时而投块石头，听一
池的蛙虫欢唱。天上闪烁的星星温柔地俯瞰我
们，照亮了我们纯真的笑脸，同样也照亮大人追
随我们的目光。捉迷藏的伙伴们，实在跑累了，
才暂时静下来，仍不肯睡去，就躺在大人怀里，呆
呆地仰望着星星，末了，还缠着大人们讲故事。
这时，当老师的妈妈，总会讲好多好多故事，还教
我认识哪颗是北斗星。奶奶告诉我，“宇宙浩瀚，
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每当这时，我便会问
奶奶，哪颗星儿是我的，是不是比别的都亮。然
后，做个美丽的梦，整夜的梦里梦外，缀满星辰，

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颗最亮最大的星星，和它
一起聊天，一起玩耍直到天亮。

那年的夏天，我跟随母亲告别奶奶，告别乡
下的小伙伴，也告别了梦中萦绕的繁星来到了一
个陌生的城市，来到了父亲身边。再长大些，辗
转于城市的冷暖之间，忙于上学，直到毕业找到
工作，不知不觉地淡忘了故乡夏夜的星光。在都
市蛰居久了，心也变得半冷半暖，没了芬芳泥土
的亲近，也没了萤火虫带路，更少了儿时故乡的
星光做伴，只有城市五彩的霓虹拉长着白天，月
亮孤单地守望着高耸的楼群。流星划破夜空，把
城市与故乡隔成两个世界，城市里的孩子早早睡
了，而乡下的孩子们玩得正欢，眼睛里闪烁着流
光。

繁嚣的城市，车水马龙，人们在高楼大厦林
立的夹缝中，来来往往，没有人在意有没有星光，
而我惟有在朱自清先生《荷塘月色》的文字间尽
情地遐想，品味那些纯真的童年往事。成长的轨
迹中，我珍藏着那些童年的纪念物，稚气天真的
想法，年少飞扬的梦想，在它们还没有全部陈旧
褪色时，让今晚的星光照亮后更加绚丽多彩！

起风了，一阵凉意掠过，索性关了窗，收好所
有的回忆，猛然间想起《飞鸟集》中泰戈尔的诗
句：“如果错过太阳时你流了泪，那么你也将错过
群星了”。走出家门，夜色正浓，繁星依旧。人生
就是这样：即使错过太阳，依然有闪烁的群星，不
要为过往的遗憾而后悔，不要让泪水模糊了视
线，否则会错过许多生活中的美好。

在郫都区安靖街道的河滨绿道两旁,
笔直高大的水杉树随风轻转慢摇，伴着清
如溅玉的古琴曲，一位身着旗袍的姑娘正
飞针走线，洁白的绣布上潋滟开一遍姹紫
嫣红。

见我走近，姑娘浅浅一笑再度低眉
捻线，丝丝彩线随针尖舞蹈成生动的图
案。我啧啧赞叹着，趁姑娘歇息之际连
忙搭讪。就这样，我认识了安靖绣娘
——素娟。

得知我对蜀绣倾慕已久，素娟立即放下
手中的针线，领我走进旁边的七彩绣坊。十
多台绣架前，绣娘们以针为笔，以线作色，将
安靖绣品精湛细腻的技法和明丽清秀的色
彩尽显。

绣坊里，观赏性与实用性兼备的艺
术品美不胜收。最后，我的目光停留在
几个“阿婆手工包”上。那些六角形的香
包由不同颜色的面料精心缝制，上面绣
饰着多种憨态可掬的小动物。曾经，无
数的阿婆飞舞着针线，把美好祝愿缝进
孩子们的香囊，以刺绣语言含蓄地表达
出慈爱与温馨。而一个个长大远行的孩
子只要一想起这物件，就会泛起挥之不
去的乡愁。

看我拿着香包出神，素娟说这些都是她
阿婆的作品。在贫困清寒的岁月，阿婆用银
针将日子绣成亮色，靠刺绣把孩子们拉扯成
人。如今，阿婆苦尽甘来，刺绣成了她安度
晚年的生活乐趣。只要一有空，阿婆就爱来
绣坊坐坐，给后辈们讲讲刺绣，倾心传授毕
生手艺。

说到安靖蜀绣，素娟满脸沉醉，她一边
在绣布上示范，一边向我介绍：“作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蜀绣已有三千多年历史，单针法
就有12大类128种。”

“这是晕针，能使图案更自然真实。”
“这是柘木针，多用于绣花卉翎毛。”
“扣针，可显绣物凸凹形状。藏针，适宜

绣人物头面，体现肌肉纹理。”
“我们安靖刺绣为蜀绣精品，挑花别有

风格……”
素娟那变化丰富，生动严谨的针法；那

时粗时细、时虚时实、时阴时阳、时远时近的
表现形式让我应接不暇。这小小绣针承载
着博大精深的蜀绣文化，蕴藏着历史和艺术
浑然天成的密码，牵引着根根丝线行走于古
今。

说话间，素娟的母亲带着几幅刚完成的
绣品进来。素娟妈有一手好绣功，但在蜀绣
不景气的年代，为了生计，被迫放弃钟爱的
刺绣。后来，随着国家改革开放，蜀绣迎来
重现异彩的际遇，素娟妈又开始重拾绣技。
她凭一双妙手，不仅多次在蜀绣技能大赛中
出彩，还激情满怀地奔赴蜀绣技艺讲习所、
蜀绣学院等地传经送宝，将刺绣由养家糊口
的生存手段升华为了传承与发扬非遗文化
的使命与担当。

从大学工艺美术专业毕业后，素娟也加
入刺绣行业，致力于传统蜀绣与现代时尚的
融合。2019年8月10日，在《王者荣耀》世界
冠军杯总决赛中，由素娟等200多人参与绣
制，花了近三个月时间才完成的冠军战袍惊
艳亮相。象征着华夏民族进取创新、和谐包
容等精神内涵的矫龙与凤凰将蜀绣传统手
工艺和电竞文化完美融合，向世界传递出中
国文化的自信与勃勃生机，激发了更多年轻
人对传统工艺的热爱和参与。

从素娟到绚丽锦绣，时光流转中，一代
代绣娘将年华付出，把传统工艺坚守，又赋
予蜀绣时代内涵，使之亘古弥新。

“任尔春风能写意，何如妙手绣毫端”。
最美的蜀锦应当敬献给无数默默无闻的绣
娘！

位于宜宾市翠屏区的李庄镇，是全国著名的古
镇之一。世有“东部有周庄，西部有李庄″之说。

李庄镇的“三白”（白肉、白酒、白糕）最有名，
尤其是白肉令人称奇叫绝。“奇″在刀功工艺，

“绝″在味美独特。其制作流程是，将煮熟的大
块皮薄肉嫩的“二刀肉”，经手艺高超的厨师，用
专用刀具先从猪皮开始进刀，然后动作娴熟地片
出的肉片厚薄均匀，每片长可达20至30公分，宽
15 至 20 公分，厚仅 1 至 2 毫米，肉片薄可透出人
影。这白肉片得越薄越好，越薄越能蘸料入味，
但也十分考手艺。据说，几年前，中央电视台到
李庄镇录制饮食文化节目，当地一位厨师展示才
艺，片出的白肉形如一张透明的薄纸，可看见背
后手写的文字。

待白肉片制好后，有的肉片跟巴掌大，有的
比脸大，可平铺装在盘中，可搭挂在桌面小木架
上，亦可每片肉卷成筒状装盘，使李庄白肉在菜

“形”上达到最佳，给人以美感。吃李庄白肉，最
关键的是蘸白肉的调料。李庄白肉全名为“李庄
刀口蒜泥白肉”，因此调料中必突出蒜香为特
点。具体做法是用干的七星辣椒、花椒、大蒜一
同舂成糊状，名“糍粑椒”后，加进酱油和适量味
精、白糖、麻油调制而成。麻辣味可根据各自喜
爱加减。制成的调料必须达到色鲜、浓香、亮油，
特别要突出蒜香、味鲜的效果。懂得吃李庄白肉
的食客，会用筷子夹起一片肉片，轻轻甩动，将肉
片紧紧裹在筷上，再蘸上满满的佐料，最后来“感
情深，一口闷”，将白肉一口吞下。入口便是肉香
满口、鲜香麻辣、肥而不腻、咀嚼化渣，食后回味
无穷，久久不忘。

李庄白肉当地老百姓喜爱吃，外地来的人更
爱吃。李庄白肉的得名成名，与抗战时期文化机
构迁徙李庄息息相关。据说，李庄白肉初名不

雅，民间取其形似，最初叫“蒜泥裹脚肉”。据《李
庄镇志》记载，抗战时期，同济大学、国立中央研
究院等文化机构内迁李庄，留芬饭馆最受知识分
子欢迎。某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
陶孟和博士（“五四”运动时北京大学教务长，解
放以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慕名来到留芬，吃
到招牌菜蒜泥裹脚肉时，为之倾倒，赞不绝口。
然而，当听到留芬饭馆温老板对“蒜泥裹脚肉”的
传说介绍后，遗憾此美味佳肴名字欠雅，于是将
之改名为“李庄蒜泥刀工白肉”。

好一个蒜泥刀工白肉！雅俗共赏，直截了
当，的确能体现李庄白肉刀工绝、蒜味浓的两大
特点，温老板一听，禁不住击掌叫绝，随即为此菜
改名。

从此李庄蒜泥刀工白肉便誉满川南，成为蜀
中名菜。由于李庄白肉味道鲜美，太好吃了。我
每次到李庄来都少不了要吃上一顿。当我在南
溪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期间，县里民间组织搞活
动或亲朋好友聚会到李庄来，中午吃饭，每次餐
桌上都有李庄白肉。记得有一次，接待几个外地
朋友到李庄来玩，中午在一家有名的饭馆用餐。
六人用餐，先后上了四大盘白肉，喝了三瓶白
酒。大家兴高采烈，对李庄白肉和白酒，赞不绝
口。临走之时，朋友不但买了许多盒装白糕，而
且还预约下次再来这里。由于李庄白肉深受广
大食客喜爱，随之普及流传，现在宜宾城里及所
辖区县，李庄白肉餐馆比比皆是。

李庄镇是正宗李庄白肉的发源地，是李庄镇
传世的一块“金字招牌”，是一道靓丽的“迎宾
菜”。到李庄不吃白肉，等于没到李庄。去过李
庄的人回味起李庄，脑中浮现的必是那轻薄如
纸，裹着浓郁蒜香蘸料，送入口中便能幻化出肥
美柔和、清香适口、爽滑柔韧的极品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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