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夏时节的一天，云雾弥漫的罗霄山脉，貌
似93年前的那个夏日。

伴随着飘来的一场细雨，我们将脚步轻轻踩
踏在通往黄洋界哨口的小道上，心情异常激动。

与当年红军官兵走过时相比，这条小路极有
可能已经拓宽了许多。脚印叠着脚印，来往的行
人中，已有人情不自禁地吟诵着毛泽东的《西江
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
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
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随同人们在前后向上攀登时，我们触摸历史
的心境更加急迫。跨越 93载岁月，今天能登上
黄洋界，追寻那穿越时空的隆隆炮声，又该是怎样
的一种震撼。

黄洋界，海拔1343米。茂密的树林丛中掩映着
一排灰瓦平房，淡黄色墙体上方，“黄洋界哨口营房”
的红色牌匾分外醒目。踏入营房，踩在黄泥地上，雨
天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我试图寻找一些当年红军
战斗的痕迹，四下打量，只找到墙壁上十几张黑白
照片，无声地诉说着那段难忘的硝烟岁月。

1928 年 8 月 30 日清晨，黄洋界保卫战打响
了。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国民党湘军和赣军共5
个团，来势汹汹；黄洋界上，只有红三十一团团长朱
云卿、党代表何挺颖和营长陈毅安率领的两个连。

山下，源头村弥漫着大战前夕的紧张气息。国
民党反动派军队的指挥员没想到，这次看似必胜的

“围剿”，几分钟后会因红军一门刚刚修好的迫击炮
而引发溃败。山上，红军将士从茨坪修械厂搬来了
刚修好的迫击炮。三发炮弹，前两发因受潮均未打
响。第三发炮弹终于脱膛而出。顷刻，源头村腰子
坑的敌军指挥所沙石飞溅，一片狼藉。

93年过去，在营房外不远处的山坡上，我们看
到了那门迫击炮的复制品。历经风雨侵袭，这门
结构极为简单的火炮如今锈迹斑斑。但它的炮管
始终对着天空，宛如93年前战场上那群年轻战士，
保持着昂扬向上的革命意志和战斗精神。

不觉间，我们已来到为了纪念黄洋界保卫战
的伟大胜利，江西省人民政府修建的座西朝东，高
12米、底座长4米、宽2.8米，正面镶刻有朱德同志

“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的亲笔题字，背面是
毛泽东同志的手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纪念
碑，与主碑相对应的是一座高 7米、底长 11米、宽
2.6米的横碑，其正面镶刻着毛泽东同志手书的烫
金“西江月·井冈山”诗词全文，背面为朱德同志手
书的三个烫金大字“黄洋界”。

抚碑追昔，又怎能不让人发出“云间遥指黄洋
界，风过犹闻战鼓声”的感慨。

从黄洋界哨口到山下大陇，往返超过 60 公
里。最陡峭的一段小路长约4.8公里。

在云雾茫茫的大山里，沿着铺满鹅卵石的狭
窄山径前行，一块很显眼的“挑粮小道”木质路牌

映入眼帘。90多年前，毛泽东穿着破旧的草鞋、
朱德挑着写有自己名字的扁担，和红军战士们一
起走在这条崎岖的小路上，挑粮上山。

当时，井冈山上的红军缺粮少弹，平均每人只
有两三发子弹，晚上只能盖茅草御寒。如今，石块
铺就的挑粮小道已被青苔覆盖。黄洋界上，红军
当年构筑的战壕里，满是新绿，满山遍野的翠竹展
示着旺盛的生命力。

“这些竹子和黄洋界保卫战有着特殊的联
系。”游人中，一位中年人在向同行者感慨万分地
讲述着那段历史。

那一战，敌我兵力悬殊。红军发动群众就地
取材，用竹子构筑了“竹钉阵”和篱笆障碍，迟滞了
敌军的前进速度。“以竹为钉”“滚木礌石”“鞭炮齐
鸣”这些能充分体现当年井冈山军民智慧的诸多
战斗细节，以现在年轻人的眼光来看，从一个侧面
反映出当时红军兵力和武器装备所处的劣势。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我们看到了一门特殊的
大炮：三个铁圈紧紧地箍着一个中空的木头，上面有
几道裂纹，尾端一个小孔放置引线。“这是黄洋界保卫

战时红军使用的自制武器松树炮。”讲解员讲述说，
“这种简易的防御性武器，一般用几次就会裂开。”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黄洋界保卫战往前推数
十年，德国制造的克虏伯大炮就已在中国近代的
多次重要战争中得到广泛应用。与有效射程超过
万米的克虏伯大炮相比，眼前的这门松树炮存在
着严重的“代差”，简直不在一个“重量级”。

沉思良久，我在想，红军将士当时的装备如此
简陋，而那炮声又“隆”在哪里?

山鸣谷应。置身峰峦幽谷的旧战场，我已渐
渐领悟到，黄洋界上的炮声，传递、放大的是人民
军队必胜的信心和力量。只要战略战术得当，就
可以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紧紧团结群众、依靠群
众，就能汇聚起无穷的力量。

草木无声，却有记忆。竹林掩映下，黄洋界保
卫战胜利纪念碑高高矗立。站在碑前，那段历史
仿佛变成一段影片在我的脑海中反复播放，提醒
着那胜利背后的历史逻辑，那颠扑不破的真理：一
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细雨中，我站在山顶远望黄洋界，追溯那段历
史，寻找那场战斗的意义。

直到偶遇一群学生模样的参观者那一刻，一
句话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革命薪火，代代相传。这句话的背景音，不正是黄
洋界上的隆隆炮响吗！

在中国革命的版图中，井冈山如同一把火炬。
登上井冈山，站在黄洋界，看到全中国、全世界，这是
共产党人的情怀，更是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境界。

回头看，我们自信坚定；向前看，我们自信从
容。因为心中有信念，我们的目光无畏雾霭与雨幕。

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江山将会更加明媚。

朝花夕拾

♣ 游 磊

风过犹闻战鼓声
知味

栗子羹
♣ 张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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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架

♣ 沈 西

《珠峰海螺》：黄怒波磨砺十年致敬珠峰新高度

书人书话

♣ 黄文娟

文学是光

周百义老师是我前辈加同乡，《岁月
绵长》不仅是他近年的创作结集，也是他
回顾六十多年人生际遇的感慨与心得。
这位从大别山区走出来的少年，在刚刚完
成小学学业的时候，恰逢风云动荡，因出
身不好，他下乡当过农民，做过小油匠、挑
夫、挖过药、插过秧；做过代课老师，一边
教书一边自学参加高考，师范毕业后在工
作之余笔耕不辍。在而立之年，他凭借自
己的一支笔考入武汉大学，最终进入自己
钟爱的文化行业。这种人生轨迹，怕是连
当下的励志爽文也要叹服三分的。

在那个年月里，尽管我只有十几岁，
但生产队的一应活儿，我全都参加。有一
次，十分疲劳的我坐在田埂上轻轻地叹息
了一声，队里的会计恰恰听见了，他问我：
变泥鳅还怕泥巴糊了眼睛？那些日子里，
我足足是一条泥鳅。

“足足是一条泥鳅”，是蛰伏谷底之人
的自嘲与不甘，少年心气与力量也都在这
里了。山地生活苦多甜少，把苦都化作戏
谑和动力，是作者彼时习得的智慧，也是
此后人生的基底。

虽然乡下劳作辛苦，但是少年时洒在
大别山区的汗水，印刻于河边山顶的思
索，却有着月明风清的朝气。周百义描写
山村风物的文字，更是清新怡人：

小河尽管石头裸露，但由于河水的冲
刷，有些特殊地段，如有巨石裸露，水激沙
移，便会出现一些或大或小的水潭……潭
阔约丈余，水深可及人。如天气晴朗，日
光直射，潭底悉数可见：大大小小的鹅卵
石，闪闪烁烁的石英砂子，五彩斑斓的鱼
儿。这鱼儿时在其间穿梭往来，优哉游
哉，一派绅士风度；时而仿若空中蜻蜓，翕
然不动，似在参禅顿悟。

随手拈出一段文字，就能见出周百义
作为作家、编辑的底气。细腻的文笔，摇
曳生姿的描写，初看有鲁迅写童年的意
趣，细读之下，柳宗元的风范和神韵亦包
孕其中。文学是光，使一切困窘出尘。

除了这些珠玉般的小文，全书最长的
一篇怀想，满含对托尔斯泰虔敬之心的《一
个匍匐在大地上的人——在托尔斯泰墓前
的随想》，更是让这个散文家充分施展了拳
脚。一段对托尔斯泰生活场景的想象，完
全流溢着作者对所敬仰之人的拳拳爱心：

他写作《战争与和平》时，新婚不久的

妻子索菲娅就睡在这张熊皮上，紧紧地挨
着他的脚。当他在书桌上奋笔疾书，拿破
仑冒着严寒进攻他心爱的祖国，库图佐夫
元帅率领着军队展开殊死的抵抗，而他的
脚下，却是18岁的小妻子舒缓如音乐般的
鼾声。这时，托尔斯泰的笔下仿佛灌注了
灵感的魔力。

除了虚构的动人场景，还有周百义面
对先贤时的思索与总结：“如果说托尔斯
泰有什么教义，那就是他反复强调的，不
以暴力抗恶，道德的自我完善、宽恕和博
爱。”更有反观自身时切肤而实际的灵魂
考问：“作为中国的作家和媒体人，我们怎
么办？今天，我们还应当向托尔斯泰学习
什么？面对丛林中与泥土长眠了 108 年
的托尔斯泰，其实，我们不用再问他应当

‘怎么办’了。”
对这种灵魂考问，出版家周百义自然

有自己的答案。在这部散文集中，周百义
回忆了自己与莫言、雷达、贾平凹、汪曾
祺、冯骥才、周大新等文学大家的合作，尽
数了深具影响力的那些书如《雍正皇帝》
《张居正》《狼图腾》、刘震云作品系列、阎
连科作品系列、“九头鸟”长篇小说系列等
是如何从毫末成长为高木的。除了这些
大家，周百义对文学史上的遗珠的打捞，
也是不遗余力的，比如《朱英诞文集》。对
于这个“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的作品的出
版，周百义并不是猎奇或是一时心血来
潮，而是有着明确的目的和历史使命感
的：“朱英诞的诗歌能否与孟浩然的田园
诗一样成为经典传之后世，文本很重要，
但是，出版者、读者、研究者在其中发挥的
作用同样重要。中外作家的许多作品经
过各方努力成为经典传之后世，已经证明
了这个‘经典化’理论的正确。”

出版是经典化的重要环节，这个意识，
在如今这个内容创作越来越多元化、平台
化、娱乐化的时代，无疑是一个应该一遍又
一遍被铭记、一次又一次去实践的卓见，也
是作为出版人足以引为自豪的根本所在。

周百义已退休好几年了，但是中国的
文化行业，他始终“在场”。那个曾自比为

“泥鳅”的大别山少年，如果能穿越时空看
到站到托尔斯泰墓前的自己，看到在他手
边诞生的一本本影响深远的著作，看到这
本开阔的、光彩照人的文集，应该也是快
慰的，幸福的。

洛阳何处见奇葩洛阳何处见奇葩（（国画国画）） 王学俊王学俊

磨砺十年，黄怒波为世界最高峰献上了自己的新
作——《珠峰海螺》。这是一部融会极峰探险、商海浮
沉、情感纠葛等多元素的力作。紧凑的情节之中，各
色人物轮番登场，纠缠、博弈，演绎了一场惊心动魄的
奋斗传奇。

早在2012年，黄怒波就开始构思写作这部小说，
并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脚印沟通、确立了选题，经
过十年的书写和反复修改打磨，《珠峰海螺》终于面
世。这部沉甸甸的作品，浓缩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图景，而贯穿于其中的气脉，是勇攀高峰的拼搏精神
——无论是世界的“最高海拔”，还是社会生活的“精
神高地”，书中对于登山、商战、环境、当下社会的思
考，均体现出了不断创新、永不服输的精神气质。

作品以登山、商战两条线索展开，通过百余位
人物的刻画，描写了主人公英甫在珠峰峰顶惊心动
魄的三天。主人公英甫的“东方梦都”，既是一个地
产项目的名称，也蕴含了他对每个普通人过上美好
生活的期许。作为一部“商战”“登山”双主题的小
说，它拥有悬疑而紧张的故事情节，受困于珠峰万
仞壁上与被各方势力角逐的商业项目共同构成了
生死绝境。

紧凑的情节之中，各色人物轮番登场，忠诚与背
叛、爱与恨、生与死、坚强与懦弱、正义与邪恶这些古
老的命题在广阔的时空中纠缠、博弈，得到了全新意
义的阐释。最终，爱和希望战胜死神，正义的力量得
以彰显。

曾经有那么几年时间，我被
二姨抱养过。那时父亲还活着，
不知道什么原因，那年夏天我得
了痢疾，长达一个多月治不好。
家里也确实困难，拿不出更多的
钱给我看病，再加上当时农村的
医疗条件有限，几片包治百病的
小药片，却怎么也治不了我的
病。拉了几十天，开始还会跑厕
所靠墙根，慢慢地裤子都提不上
了。医生束手无策，父母更是一
筹莫展，到最后也就不再抱着我
去医院了。父亲也想了很多办
法，给我弄来一些草药，一样一样
地熬了给我喝。我喝进去多少吐
出来多少，终是没有用处。后来
他干脆天天躲出去，不敢面对我，
害怕看见我那难受的样子。母亲
也不知道听谁说了，狗翻肠子人
拉稀，这病没得治，就直接把我扔
到灶火后边草灰堆里，随便拉去，
反正也不用洗。她后来从不提这
事儿。要说也没啥大惊小怪的，
乡下小孩子命糙，哪个病了不是
拖拖就好了？要是好不了，那也
没办法，拖好了是病，拖不好了是
命。说白了，其实是等我自生自
灭。这样拖着拖着我真的就气息

奄奄了。我不吃饭，也不再说
话。我妈便在我们家西屋地上铺
了一张席子，把我放在上面，就等
着我咽气了。

不知道我二姨怎么听说了
这件事儿，那天天还未亮，她就
拉着二姨夫来到我们家。一看
见蜷成一团的我瘦得没了人形，
二姨抱着我大哭道：“我的孩儿，
你妈这是让你等死啊！”也许她
是菩萨派来救我的，我已经两天
没睁眼了。她的眼泪滴在我脸
上，我奇迹般地睁开了眼睛，眼
巴巴地看着她。二姨是个从不
会说重话的人，那天和我妈呛呛
了半晌：“就是个猫狗也不能看
着她死吧？”我妈说：“你说得轻
简，这都多少时候了？药也没少
吃，钱也花干了。换你伺候她一
个多月试试看！她自己不吃不
喝，谁有本事救活她？”

二姨闻听此言，抱着我蹲在
地上放声大哭。二姨夫把我从
二姨怀里接过来，解开他的衣服
把我贴身揣在怀里，抱着我头也
不回地就回了他们家。他们没
有闺女，只有一个儿子，就是上
面提到的我这个表哥。我到了

他们家，二姨天天没日没夜地把
我搂在怀里不松手，熬一锅小米
汤放在跟前，喂了吐，吐了再喂，
愣是把我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

我的病奇迹般地慢慢好转
了。待能吃点其他东西，我二姨
夫就用一垛麦秸换了一只奶羊，
一天一大碗鲜羊奶。家里养了
两只母鸡，鸡下蛋的时候，二姨
就让我蹲在鸡窝旁等着。带着
体温的鸡蛋热乎乎地握在我的
小手心里，让我快乐得眩晕。我
奔过去交给二姨，全家人都舍不
得吃，全都给我攒着。

我二姨不知道从哪儿得了
个偏方，说鸡蛋囫囵着隔水干
蒸，治痢疾。我吃的时候，表哥
就在旁边看着。我让他，他就说
不爱吃鸡蛋，可我分明听到他吞
咽唾沫的声音。一个秋天过去，
我吃胖了也长高了，最重要的
是，我脸上有了笑颜。可能就是
那些有爱的日子，奠定了我此后
人生的信念，大爱能够挽救一
切。我每天几乎是贪婪地窝在
二姨的怀里，这是我梦想中母亲
的暖。而我自己的亲娘，自从我
记事起就没有抱过我，还整天说

我是块木头。我夜晚做梦都能
梦见我母亲用一根指头戳着我
的头说：“无情无义，整天木个
脸，好像谁都欠她二斗米钱！”

在二姨家的几年，是我过得
最幸福的时光，后来我也一直把
那里当成自己的家。我还学会
了撒娇，晚上躺在二姨的怀里，

我娇羞地说：“我会听二姨二姨
夫的话，好好念书。等我长大有
本事了，买好多好多鸡蛋，给你
们吃。”我第一次说出这样矫情
的话，不敢看二姨的眼睛，我知
道二姨会笑得嘴都合不拢。可
是她的眼泪哗哗地淌，把我的头
发都弄湿了一大片。

“我苦命的孩儿！”二姨用指
头梳着我的头发，心疼地叹息道。

我把二姨夫抱我回去的那
一天当成是我的新生。农历七
月二十六。我母亲第一次晕倒
也是在那一天。我一直有点奇
怪，为什么母亲正赶上那一天生
病？莫非冥冥之中真有什么神
奇的力量吗？

表哥和我大姐是同班同学，
在学校里两个人非常好，谁若有
点儿稀罕的东西，都偷偷带给对
方。但当着别人的面，两个人从
不说话，一开口就脸红。这事儿
被同学看出端倪，开始起哄，喊
他俩两口子。二人也算是青梅
竹马，情投意合。这事不知怎的
传到我母亲耳朵里了，她跑到我
二姨家大闹了一场。我妈不喜
欢二姨的儿子，说他没有汉子

气，太懦弱。她连带着把二姨二
姨夫数落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
进去，她跳着脚说，你们得管好
自家儿子，他再招惹大妞，我闹
得让他上不了学！

二姨小声回嘴道：“骂过来
骂过去，那不是你的外甥啊？”

“我不认这个外甥！从小就
瘪犊子一样！”母亲瞟了一眼二
姨夫道。

其实二姨也不喜欢我大姐，
她觉得我大姐太能了，也太自
私，大的不睬小的不让，吃屎都
得占个尖儿。所以二姨索性借
着这个事儿，先托人给我表哥定
了一门亲，好歹将这事平息了。

还是我大姐先结的婚。男
方家庭条件不错，爹是乡邮电所
的一个小头目，算是有头脸人家
的孩子。我母亲最看好的就是
男孩的汉子气，高大威猛，坐像
一座钟，走路一阵风，把我母亲
高兴得合不拢嘴说：“敢作敢当，
一看就带种！”

但结了婚不久，俩人就开始
打闹。我姐脾气逞强惯了，处处
要压人家一头。那个男的也是个
火暴脾气。结婚没几天就开始

斗，男人索性不进家，在外头整夜
玩。不回来就不回来，我姐丝毫
也不会示弱。男人从外面打一夜
的牌回来，看看锅里没个热乎
饭。鞋上一脚泥，直接要进里屋
睡觉。我姐拦着劈头盖脸地吵
道：“邋遢死算了！我刚刚拖完
地，你就不会爱惜点儿？”他夜里
输了钱，满肚子都是火，闻听此
言，穿着鞋跳到婚床上，边蹦边用
被子褥子蹭他的鞋子。“我看你是
皮痒欠揍，你算个鸟毛，这还是不
是俺家？”我姐气得当下就扔下手
里的活儿，回了娘家。

日子还得过，儿子不争气父
母遭难，我姐一次次跑，他爸妈一
次次带着他去我家把我姐接回
去。这还不算什么，过些日子，我
姐发现他不只是打牌，他还嗜赌
成性。于是屡屡阻拦他，把他惹
急了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暴打。我
大姐挺着大肚子，青紫着半拉脸
哭着回娘家，说，妈，这就是你相
中的男子汉，真带种！我妈说：

“他爹娘不管吗？”我大姐哭着说：
“谁敢管他？说轻了，摔
盆子打碗；说重了，电视
机随手就砸了。” 20

连连 载载

走近你
该用什么样的字眼
来描述你的奔腾与旷远
跋山涉水、千里万里
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
从巴颜喀拉山、贺兰山
亘古不变
一路浩荡、一路蜿蜒

黄河之水天上来
润泽大半个中国
哺育整个中原
我在壶口、花园口
我在黄河岸边
看惊涛拍岸
咆哮飞扬的浪花
那是历史的狂澜
那是岁月的行板
那是华夏跌宕起伏的
命运
那是中国波澜壮阔的
画卷

黄河，黄河
辽阔的母亲河啊
乘风破浪
一路高歌一路向前
没有什么能阻挡你
奔流不息入大海
没有什么能阻挡你
拥抱明天，走向深蓝

我是黄河的女儿
我爱你源远流长的执念
我爱你激流勇进的果敢
如果，能为你写一千首
诗篇
我愿不舍昼夜
写尽你一路999首
雨雪、风寒
剩下最后一首
我要匍匐在你的脚下
用最崇高的敬意
为你写下永久的礼赞

诗路放歌

♣ 李鸿雁

黄河 黄河

医家称栗子为“肾之果”，生食可治腰
脚不遂。苏辙依秘方食用板栗，治好了自
己的腰膝酸软。“老去自添腰脚病，山翁服
栗旧传方。客来为说晨兴晚，三咽徐收白
玉浆。”白玉浆，是生栗汁的美称。每日晨
昏，咀嚼新鲜的栗子，满口白浆，慢慢吞
咽，可以舒筋活络，治疗腰腿酸痛。吟诗
而诵，传递秘方，倒也妙趣横生！

新摘的生栗子，不好去壳，但脆嫩、浆
水足、好吃，一嚼，微甜滑溜，满嘴碎粒。
如果风干几天，肉微起皱纹，稍软，细腻有
韧性，也甜了许多，成了“风栗子”。葛绍
体诗云，“上柏山前擘翠红，半筐沿壁挂秋
风。轻黄肉皱紫皮脱，细入微酣咀嚼中”，
趣味全在如痴如醉的细细咀嚼之中。在
我的印象里，食用栗子大多水煮、烹炒，很
少生吃。不想，进入老年，阳气渐衰，老眼
昏花、腰膝酸软、牙齿脱落，这是肾气不足
惹的祸。听人指点，取风栗子，每晨吃十
多粒，配食猪肾煮粥，是补肾良方，人称

“干果之王”“人参果”。
明代诗人吴宽喜欢用栗子和米一起

煮粥，他在《煮栗粥》中写道，“腰痛人言食
栗强，齿牙谁信栗尤妨。慢熬细切和新
米，即是前人栗粥方”。名声在外的栗子
粥，主料为稻米和香栗子。取上好的鲜栗
子，加水烧开后取出，剥去外壳，栗子肉切
成丁块，大米淘净，入锅，旺火烧开，小火
煮至软烂，粥汤稠浓，加糖即好。这粥，可
补肾，益腰脚。

还有一味桂花栗子粥，取糯米或大
米、栗子、糖桂花或白糖适量，栗子洗净煮
熟，去皮后用破壁机打成粉末。糯米放入
清水里泡涨，与适量清水煮开后，转小火
焖煮半小时。加入栗子粉，米烂粥稠时，
撒上糖桂花或是白糖调味即可。

桂花栗子羹，贵在舍得花时间用材
料。栗子煮熟，去壳去皮，捣烂成块，另取
山楂糕切成细丁，下锅小火熬煮。板栗粒
拿捏得很微妙，不能硬邦邦的，也不能粉
过头，吃两口就噎；更不能软塌塌的，一点
嚼头都没有。半化时勾芡，撒入桂花。这
羹，粉香绵软，柔腻顺滑；这香，自然妙美，
醇厚馥郁。更为绝妙的，这羹，柔软细腻
中，颗粒感十足，吮一口，嚼一嚼，层次分
明，好似脱胎换骨。栗子的橙黄，山楂糕
的绯红，勾兑出琥珀色，金黄的桂花相缀
其间，柔美的爱意，一下子铺散开来。烦
嚣中，丝丝平静在舌尖沁透，一种安闲的
享受油然而生。

杭州有一处名胜满觉垄，是秋季赏桂
的好地方。这里桂花飘落如雨，金沙铺
地，踩在上面，软绵绵的。虽心有不忍，却
总会不由自主地走上一遭。此处的桂花，
做成桂花栗子羹，新熟的栗子软软的，和
上西湖白莲藕粉一起煮，再撒上几朵桂
花，雅淡清香。当年徐志摩在这里赏桂，
桂花雨中落，本已凄凄憔悴，雨中人极像

“羽毛浸瘪的鸟”，更是凝重深沉，野趣雅
致里，最终仍要直面酷烈的现实。只可
惜，徐先生没有品上一碗桂花栗子羹，又
怎能用甜美来取代风雨作阻的惆怅？

如果栗子羹放凉结块，像果冻一样，
感觉就会更胜一筹。日本的镰仓时代，这
种吃法传到寺庙，僧侣们不吃肉食，便以
红豆、葛粉、栗粉、面粉做成羊肝形状，就
成了羊羹。这道日式甜点，光滑、致密、半
透明，像山楂糕，是地道的糕点。其实，在
中国，羊羹本是羊肉熬成的浓汤热食，久
熬的羊羹，饱和脂肪酸含量很高，羹汤冷
却时，会凝成固体，方便携带，广为流传。
日本的栗子羊羹，有羊羹的香甜鲜美，更
是中国栗子糕的翻版，却缺少了栗子糕的
精美：以栗子泥夹金糕片和澄沙馅，分五
层，上中下为黄色栗子泥，中间夹红、褐两
色的金糕、澄沙，色泽艳丽，松软细腻，香
甜适口。

周作人先生感叹：“有一件东西，是本
国出产的，被运往外国经过四五百年之久，
又运了回来，却换了别一个面貌了。”说的
就是羊羹。这东西，巧借人家的名气，弄个
不伦不类的名字，真不知道怎么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