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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摄影 赵有良

题图摄影 刘琰珺

我在小镇快30年了，我熟悉它如同
熟悉我的老家一样。每一个月我在老家
待8天，其余的22天都在小镇。

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就在小镇，那
时候父亲在镇上开着一家农资小店，父
亲是一个温厚的人，他干了近40年的农
技推广工作，适逢国家鼓励兴办实体，技
物配套，父亲发挥业务优势办起了以经
营农药、化肥、种子为主的农资门市部。
父亲很忙，既要下乡从事技术推广，又要
经营实体，那时候我因病辍学在家，我看
父亲忙，就来到镇上给父亲帮忙。

慢慢地，我结识了街上的许多人，也
慢慢熟悉了小镇。

认识小镇从镇上一家小诊所开始，
当时这个诊所被街上的人称作五星药
铺，小小的药铺，每到逢集那一天，深山
川道身体欠佳的人慕名而来，诊所被挤
得水泄不通。诊所有两位老中医大夫，
一位是陈永昌老先生，身材瘦削、清癯，
颇有些仙风道骨，长时间的临床实践，他
积累了一整套的经验。尤其擅长儿科和

治疗胃病，他给小孩看病，把脉时，三个
手指轻轻地按住小儿的手脖子，正在哭
闹的孩子突然安静下来，脸上还是泪痕，
抬头看着面目慈祥的陈老先生，小小诊
所也安静下来，来看病的患者都在看陈
老先生号脉，陈先生目光炯炯，仿佛能看
见小孩的五脏六腑。过了好大一会，他
淡淡一笑说：“小毛病嘛，娃是肠胃有些
问题，我给娃捻几味中药就行啦！”说着
走到药房，拉开中药兜子，三指一捏，捻
了几味草药，然后叮嘱孩子的父母说，这
药有些苦，主要是清理娃肠道里面的火，
喝的时候，捏住娃的脉槽，用小勺子给娃
喂几勺就行啦。也就是简简单单几味草
药，孩子回家没几天竟然彻底好了。另
一位是贾庭诚老大夫，贾老先生和陈大
夫不同的是，他不像陈大夫从小出身中
医世家，他自小家庭贫苦，为糊口他在中
药房待了十多年，年少聪慧的他，在给病
人抓药过程中，摸索出各种中药的属性，
同时也熟练掌握了中药汤头。我依然记
得他给我诊断时说，我行医这么多年，主
要是六味地黄丸汤头加减，贾老先生也
是极其简单几味中药，仍然治好了各类
病人。小小诊所因为陈贾两位老先生坐
诊而声名远扬，当时五星药铺的名气盖
过了镇上的地段医院。

小镇是一个千年古镇，街上每天早
晨卖的九泉豆腐也是名声在外，九泉是
偎依蟒岭的一个小山村，相传巍然高耸
的九泉山下有九个泉眼，一年四季水流

汩汩，飞珠溅玉，水好豆腐就好，九泉
豆腐光、嫩、细、滑，煎煮炒烩皆可，夹
一块豆腐，颤颤的，不会断裂，一入口，
那真是神仙的享受，吃得人齿颊留香，
回味悠长。

每年一过农历六月六，小镇羊肉泡
馍开锅，小镇羊肉泡以电影院对面的老
杨家最为正宗。老杨家煮的羊肉汤和街
道另外几家不一样，别的几家泡馍馆煮
的汤是上清下淀，老杨家的羊肉汤上下
浑然，卖了一辈子羊肉泡馍的老杨师傅
说，吃食这东西，你哄不过人的嘴，也没
有啥诀窍，煮羊肉，只要火大，肉烂自然
香，汤也就好。老杨的儿子儿媳现在西
安工作生活，他们不想让老杨干了，但老
杨不习惯城里的生活，还是和老伴在小
镇经营着几代人传下来的手艺。这几年
小镇开发，街道路边的老百姓泡馍馆也
悄然开张，80后小伙子田园人小手艺高，
他做的烩泡馍也吸引着各路食客，他做
的羊肉汤味鲜汤浓，一大碗泡馍吃得人
浑身舒坦，甚至有一种豪迈的感觉。小
镇因了这两家泡馍馆让外地人把小镇一
说再说。

小镇还生活着一群文化人。杨浦欣
先生的兰竹画，秉承了其父杨运昌老先
生的神韵，他画兰生空谷，径幽香远，兰
花盛开，叶片舒展，一缕清灵之气扑面而
来。他笔下的竹子，寥寥几笔，几竿竹
子，叶片翻动，迎风飒飒，让人顿生挺拔
豪放之感。文化站的李群山先生，也是

一位水墨丹青高手，他笔下的蟒岭山水
画，更是绘出了山高水长，画出了他对这
片山水的深沉挚爱。小镇中医贾庭诚老
先生的后人贾玉惠，潜心作画，他作画题
材广泛，花鸟虫鱼，山水人物，他画的百
蝶图，一百只蝴蝶翩然起舞，各尽其致，
好不热闹。我看过他笔下的猫，看着看
着好像那只猫要从画上走下来。小镇中
学的荆长绳老师一笔小楷更是为人称
赞，他给我写的《滕王阁序》，朋友见了都
说这样的小楷，真的不是一般书法家能
写出来的。作家景波先生笔耕不辍，他
的文字飞出了蟒岭山水，诗意地盛开在
各类报纸杂志上。

日子在变，小镇也在悄然发生着变
化，原来是低矮的街房，原来脚下是烟尘
斗乱，原来小镇的夜晚是漆黑一片，如今
岁月烟云过，小镇换新颜，商铺林立，各
种商品琳琅满目。武汉的、温州的老板
在小镇开起了两家大型服装超市，当地
年轻人也不甘示弱，连续办起了4家购物
中心，小镇每天人来车往，人声鼎沸。一
到夜晚，街灯明亮，超市里面不断地播放
着缠绵沸腾的歌曲，霓虹灯不停地闪烁
旋转，让人恍然来到了大都市。

有一次，我到老百姓泡馍馆吃饭。
刚落座，一辆奔驰车突然停下，车上下
来了三五个河南口音的人，一进泡馍
馆，那个口音很重的女人说，你看看，你
看看，这哪里是街道么，这分明是美国
西部小镇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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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茶闻名遐迩，小时候就知道，因
此到紫阳不去茶园品一品正宗的紫阳茶
势必后悔。出紫阳县城，车子在山道上
穿梭，坡岭上一片葱郁，是绿意盎然的小
树林和逶迤连绵的茶园。随意上到一面
坡顶，见路边竖一木牌，上书：木鱼包富
硒茶园。只见云雾缭绕，茶树青青，对面
坡上点缀着几处白墙灰瓦的屋舍，一派
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茶园旁边密匝匝
的树林里，鸟儿叽叽喳喳，好像是正在热
烈地欢迎我们的到来。

茶园主人见来了客人，老远出来迎
接，引进茶室后先敬烟让座，寒暄一番，
然后烧水，主人一边弯腰煮茶，一边絮絮
叨叨介绍他的富硒茶叶，富硒茶的珍品
为紫阳毛尖系列，分翠峰、银针、翠芽，特
点如何如何。介绍完毕，主人笑盈盈地
说，尝尝我们的新茶，润润喉，歇歇脚，买
不买无所谓，生意不成仁义在。主人一
席话，惹得一壶水“咕嘟嘟”笑出了声，我
们坐着闲聊，看茶叶在茶壶中慢慢舒展，
看茶水慢慢变得嫩绿。一时间，茶室香
气氤氲，我们纷纷端起茶杯。茶水入口，
先是小口啜饮，后是大口品咂，只觉茶水
绵软醇甘，唇齿间透出一股清香，淡淡萦
绕鼻尖、喉间，回味无穷。

我们知道，喝茶是一个品的过程，就
像我们的生活，也需要慢慢地品味，慢慢地感悟。喝几杯茶，留下来的
是挥之不去的时光流动的味道。想想品茗也如读书，要静下心来，才能
回味三分。朋友们饮了几杯茶，慢慢地品出了味，纷纷起身论价，争相
采购。一时间，茶室的气氛活跃了起来。

我趁大家选茶的间歇，独自溜出来到茶园赏风景。茶园中间修建
了一条漂亮的木栈道，木栈道在一片云雾中沉醉，走在上面有点滑腻的
感觉，那是露水在作祟。站在木栈道上向远处眺望，飘忽在茶园山间的
云雾，环绕着青翠的峰峦，空气里湿漉漉的，弥漫着一团水汽。厚厚的
一团云雾笼罩在坡梁上，给坡梁上增添了一分神秘莫测的气息，那如棉
絮一般的云海缓缓移动着，衬托着山的高峻。忽然就想起“水浅能映
月，山高不碍云”这句话，慢慢品味这句话蕴含的哲学意味，就像品咂那
几杯绵软醇甘的紫阳茶。茶园向上向下向左向右绵延不绝一望无际，
宛若仙境，美不胜收！想茶树在这儿吸纳天地日月精华，茶叶的品质岂
能不好？看了这片茶园，我明白了氤氲在茶杯里的紫阳茶香为什么那
么醇香宜人，我也明白了紫阳是“硒谷之乡”和“贡茶之乡”的缘由了。

小心翼翼踩着木栈道，在茶园中缓步而行，欣赏茶园美景，心情愉
悦，忽然有了想引吭高歌的冲动，又怕打扰了茶园的宁静。想象在茶园
里采茶的男女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或者萌动的爱情，就要抒发一下，哼
几段歌谣，譬如上午在紫阳公园见到的《紫阳竹枝词十二首》，随便拎出
一首就是一首好歌词。茶农们从这面坡向对面坡上喊话、对歌，喊着唱
着，曳起了长调，形成了含蓄的陕南民歌，也为紫阳赢得了“民歌之乡”
的美誉。

紫阳茶园空气清新，适宜人健康生活，茶园更适宜绿植蓬勃生长，
不管茶树还是花草都郁郁葱葱生机盎然。紫阳人的茶叶子如今变成了
金叶子，也成了紫阳最靓丽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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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期间，孩子们吵着要我做糖花
生，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小时候围在灶台
边，看妈妈熬煮麦芽糖做糖花生的情景。

做麦芽糖花生前，有一项重要工作
先是熬煮麦芽糖，一般都在每年腊月进
行，妈妈称熬糖。熬糖之前先要长麦芽，
类似长豆芽。找一个干净的菜篮子，将泡
了一夜的小麦粒平铺进篮子后，每天早晚
淘水一次，冬季用温水淘，再覆盖干净纱
布。半月左右，麦芽会长到7厘米—8厘

米高，嫩黄嫩黄的。长麦芽的过程一定
要避光，否则长成了墨绿色，会消耗麦芽
里面的酶。

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把新玉米先
磨成大糁子，清水浸泡一晚，第二日晨起
磨浆并煮熟，晾温后，拌入提前磨好的麦
芽浆，静置两小时左右，再用纱布包袱拧
汁滤渣，滤出来的汁水盛入锅中煮糖。
这时候要控制好火候，火大了糖会煮焦，
火小了糖会变酸。

经过六七个小时的熬煮与搅拌，直
到最初的汁液变成了黄澄澄的糖油，成
功的麦芽糖即将起锅，爸妈脸上露出甜
馨的笑容，这是他们共同劳作共同收获
的黄灿灿的成果。用筷头蘸一下，送到
嘴边，触上舌头的刹那，舌尖上的甜蜜瞬
间传到了身体的各个器官。熬煮成功的
麦芽糖，色泽金黄光润，富黏性、软滑，味
道甘甜，有健脾养胃、润肺止咳的功效，

备受大人孩子的青睐。
不得不惊叹自然界的神奇，麦芽、玉

米、时间，三者的巧妙糅合，起了化学反
应，竟嬗变为最美的人间甘甜。身为小
孩儿的我们，可是早都等不及了，待晾半
小时后，就迫不及待地用小勺子舀一小
团麦芽糖，美美地送入嘴里，那绵甜爽滑
的味道里，似乎混合了青青麦苗的田野
清香与金色玉米的丰收气息，令人沉
迷。顷刻，屋子里的雾气、香甜、笑语、欢
声，一起从格子窗袅袅溢出，在深冬清冷
的乡村夜间，久久回旋。

糖熬妥了，便可随时着手做麦芽糖
花生了。先炒花生，炒热后倒在簸箕
里，剥落花生皮后再倒入锅里小火炒
制，人不离锅台，不停翻炒，否则炒煳了
影响口感。

另一口锅里，清水和麦芽糖同时下
锅，小火熬制糖浆，要时时搅拌，防止糖

粘锅底，煮煳了会苦。只见锅内大气泡
密集、锅铲提起能挂住糖浆的时候，该关
火了，之后再倒入炒好的花生搅拌，待花
生表面挂匀糖霜，即可出锅盘条，完全冷
却之前切块，入口香甜酥脆。那时候，我
和弟弟时常把麦芽糖花生块装在衣兜里
当小零食。

如今，孩子们提出要吃糖花生，但我
手头没有手工熬制的麦芽糖，只能选用
白糖了。孩子们说，明年，一定要打电
话，请外婆提前多熬一些麦芽糖。

我回忆着当年妈妈的制作程序，备
好了白糖、核桃、花生便开工。一如当年
的场景，我的孩子们就像当时的我和弟
弟一样，挤在厨房，时而捣乱，时而帮忙，
有时越帮越忙，但是糖花生的缕缕香甜
和幸福，就是这样从充满欢声笑语的厨
房里，传到了一间间屋子，传进一只只耳
朵，浸到了每个人的心田里。

麦麦 芽 糖芽 糖
聂光玲

响当河发源于秦岭南麓深山之中
的黄龙洞，地处丹凤与山阳交界的一条
深沟里。

相传，黄龙洞深不可测，民国时期，
曾有兄弟二人背了半捆火把进洞探险，
只见洞内石笋、钟乳石犬牙交错，琳琅满
目，还五光十色，疑是进了龙宫。兄弟二
人将半捆火把都快燃尽了，还没有探到
底。走到洞中的一条河边，只见一位满
头银发、慈眉善目的老妪对两人说：“孩
子，快回转吧，这洞还深得很呢。”然后，
老婆婆给了两人一截蜡烛，兄弟二人急
忙返身往回走，等走到洞口，漫天一派落
日的余晖。

何为响当河？因其河在山峡中流速
湍急，常发出叮叮当当、咚咚锵锵的钟鼓
之音而得名。响当河全长30多里，峡口
逼仄，只一股涧水在峡谷中奔窜跳跃，进
峡二里有余，人烟稠密，两岸山坡上尽是
梯田，再向上走三五里路，便是一个大
村。河两岸土地平坦，到处都是人家。
二十年前，沟里尽是草屋、瓦房，现在则
很难看到土墙瓦舍了。村民除了种庄
稼，还在坡地上种油菜以及苍术、柴胡、
天麻等中药材。

初春，沟内地气上升，万物萌动，山
巅上时有黄羊、草鹿的身影出没，沿河两
岸的树丛中，百鸟翔集，好鸟相鸣。河里

时有鱼儿跃出水面，有善钓者，在响当河
沟垴的深潭中，一个小时能钓 20 多条。
响当河水流清澈见底，而潭水深碧。河
两岸的土地里，村民则三五成群正在点
播土豆，一派春耕的繁忙景象。大哥回
乡后，因年轻，脑子活，除了领着家人在
山坡地上广泛种植中药材外，还经常思
考怎样带领全村村民发展产业。通过民
主选举，大哥当上了响当河村副主任，他
更加忙碌了，经常自掏腰包，天南海北地
考察学习，总想着在响当河这片天地里
干出一番事业，为村民找出一条奔向共
同富裕的道路。初春父亲过寿，我回家
发现大哥头上不知何时添了几绺白发，

心中一阵心疼。
响当河村又称孙家湾村，因村中大

多数人姓孙。全村 200 多户人家，3000
多名村民，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皆有，堪
称人丁兴旺。村中田野坡林到处皆是，
沿河边通村公路向沟里行走，沿途风光
如画，堪称美丽乡村。

响当河，我故乡的河流。响当河村，
生我养我的地方。它只是秦岭山中的一
条小小的褶皱，但当我倾听了大哥对村
里远景的一番描述后，对这条河，这个村
充满了希望。

响当河的春天来了。门前的樱桃树
和桃树，长出了一个个花蕾。

响 当 河 之 春
孙晓艳

今天，妈妈带我在西安游览了陕西自然
博物馆。我在这里找到了春天。

在贝林馆通往自然馆的路上，我看到了
道路两旁的迎春花，在阳光的照耀下灿烂地
开放，像一个个穿金色裙子的小姑娘，那是春
天的孩子吧。

我听到了小朋友们清脆的欢笑声，那是
春天美妙的歌声吧。

我在自然馆里买了个小兔子形状的棉花
糖，边走边吃。棉花糖软软的，那是春天蓬松的云朵吧。

一路上春风拂面，那是春天呼出的气息吧。暖暖的，柔柔的。
在昆虫王国展馆里，我和妈妈参加了一场亲子活动，绘制了一幅栩

栩如生的春光图。工作人员为我和妈妈拍了一张合影，为我们的自然
博物馆之旅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小朋友们，你找到春天了吗？

找 春 天
商洛市小学二年级学生 王沅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