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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是正能量，物质的善行，精
神的善行。 社会需要，家庭需要，所有
人都需要。

善行，让施助者和受助者都感到
愉悦， 受助者身处爱心包裹倍感温
暖，施助者的形象则会镀上宗教般神
圣的光芒，不少人将被照亮、被温暖，
这个世界因此而更加美好。

善行呈现出种种不同的言行举
止，可按角色分类表述其下。

善行隐士。 很多人，做了善事，但
没人知道，这是一些善行的隐士。 这
些人做完善事后， 匆匆转身离去，不
会透露关于身份的只言片语，将背影
迅速消失在茫茫人海，那一闪即逝的
美丽， 如清晨天边那一抹绚丽的彩
霞。 这是一些内心美好且精神强大的
人，他们做善事的目的不在于被赞许
被宣扬。 善良，是存在于他们心中的
一道隐秘的风景，不愿意被世俗的眼
光侵染和探窥。 这种善行，让人肃然
起敬，因为不求回报，不希望被人铭
记。 他们担心回报与铭记会对受助者

带来负累和愧疚， 会带来心理压力，
这就违背了他们的初衷———让受助
者感到轻松和快乐。 他们的善行不仅
是物质上的救助， 还有心灵上的抚
慰，慷慨无私，所以倍显珍贵。 这是施
助者自我珍藏的高贵品格，即便无人
知晓，但内心的润泽，灵魂的光华，足
以让他们眼明心亮，温暖快慰。

善行侠客。 有些人，做善事的目
的不是让别人歌功颂德，不管别人是
否言说，他们是行侠仗义的侠客。 比
如捐赠 350 亿美元的比尔·盖茨，捐
赠 70 亿的马克·扎克伯格，他们将财
富捐给慈善机构，由慈善机构捐助需
要关爱的人，他们与受助者不产生直
接联系， 他们无需受助者的感恩，但
他们同样能感受到善行的快乐，会吸
引更多的援助，带来更多的温暖。

善行先锋。 有些人是完美主义
者，他们做任何事情，都有明确的目
标，在未做之前，已有内心的预期，他
们是善行的先锋队。 无论是自己倡
导，还是由别人倡导，最终他们都会

兑现善行承诺。 这种善行最大的好处
是，会掀起爱心传播的若干波澜。 倡
导时有爱心宣扬， 行善时有爱心见
证，容易形成一种爱心接力，一波接
着一波，延续善行时效，能够发挥善
行的最大能量。 比如歌星韩红，做了
许多慈善，不少人因为她的救助而脱
离困厄，回归幸福生活。

善行牧师。 同样是一部分爱心人
士，他们有热血，有善念，有怜悯，他
们是善行的播种机和宣传队。 他们做
的善行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他们积极
进行爱心倡导， 极尽所能地推波助
澜，大张旗鼓地宣传鼓动。 比如一些
没有物质能力的爱心人士，一些在传
媒和推介方面有能力的编辑记者。 他
们利用精神善行为受助者摇旗呐喊，
同样能为受助者寻求帮助，同样能助
其解困。 精神上的善行，在某些特殊
的时候， 并不亚于具体的物质帮助。
因为，困顿，本就不单是物质上的窘
迫，还有精神上的绝望。 解救精神上
危机，更需要精神上的善行。 因为一

句话， 挽救了一个想投河自尽的人；
因为一句劝慰，拯救一段婚姻……这
些精神上的善行都功德无量。

善行预备。 一些人既不宣扬爱
心，也不实施救助。 但笔者认为，他们
或许不直接为别人带来幸福，但他们
不反对为别人带来幸福，他们是善行
的潜力股，他们是善行的预备军。 他
们远比那些讨厌别人倡导爱心，痛恨
别人做善事的冷漠自私要高尚很多。
他们是善行的观众，是还没有转化为
善行力量的中间分子，这是一拨儿迟
早可以争取到善行阵营里的人。 比如
谷歌 CEO 拉里·佩奇，他明确说不会
将数十亿财产捐给慈善组织，他会将
财产捐给像伊隆·马斯克这样试图改
变未来世界的人。 从本质意义和长远
效用来看， 拉里·佩奇也在为人类未
来的生存和幸福做着努力， 他的内
心，同样存在一种大善。 当社会上的
爱心氛围越来越浓烈，无数的佩奇说
不定就会热血沸腾地参与，一发而不
可收，成为善行中坚力量，甚至领导
力量。

无论是精神上的善意，还是物质
上的善举， 都应被广泛倡导大力讴
歌。 因为，对于这个世界而言，善行是
一种无与伦比的高贵品质， 让人欣
赏、仰望，甚至膜拜。 只要体验过善
行，进入过角色，就会明白：善行，是
人世间美妙绝伦的礼物。

“夏至三庚便数伏”， 意思是说从夏
至之日开始数起，数到第三个“庚日 ”就
进入初伏，也就是入伏的首日。 夏季酷暑
环境需要补充水分及电解质， 品茗饮茶
是补充水分的良好方式， 但酷暑时节不
宜饮用浓茶，茶叶中的茶碱利尿，会导致
脱水，饮用浓茶易导致脱水、破坏电解质
平衡，以及自律神经失调。

酷暑时节上午饮茶， 宜饮有年份的
老生茶或十年以上的古树生茶， 茶品冲
泡以低浓度为宜。 下午饮茶可以适当选
择部分年份稍轻的古树生茶茶品。 晚间
饮茶以老生茶或老熟茶为宜。

伏天是最热的时间段， 骄阳似火到
极点。 常言说，热了热大家，冷了冷自己，
谁也嫌弃。 更有甚者说，三伏天的石头都
要被毒日头晒得瘦三分。

“伏”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之外的杂节
气之一。 所谓杂节气，就是地区性较强，
并和农历密切相关。 “伏”也就是藏的意
思，表示阴气受阳气所迫藏伏地下之意。
壬寅年的初伏也称大暑， 此时节对每个
人来说，食欲不振，开始消瘦，即称为“酷
夏”。 小孩子与老年人，若不注意饮食和
睡眠，容易中暑生病。 清代李渔《闲情偶
寄》卷十五载：“一岁难过之关唯有三伏，
精神之耗，疾病之生，死亡之至，皆由于
此……使天只有三时而无夏， 则人之死
也必稀”，就敲响了警告钟。 因此，旧时多
驱鬼以求安，同时也讲究歇晌午，吃些补
食。 更重要的是，要特别注意防暑。 尽管
如此，夏天对人体的消耗也是较大的，因
为天气热，吃不好，睡不实，被炎热一直
煎熬着。

三伏天更要懂得养生规律 。 《清嘉
录》卷六记载，在江南苏州等地的 “三伏
天， 好施者于门， 普送药饵， 广结茶缘
……茶坊以金银花、菊花点汤 ，谓之 ‘双

花’”，颇为广传。这也在古代的斗茶中，体
现出了凉汤就是极好的防暑品。所以让小
孩子们要“喝七家茶”，吃“猫狗饭”就是这
个道理。

“三伏”赤热，气候闷热，让人体出汗
甚多，造成水、电解质平衡紊乱，阳气达到
极致，因此必须补充大量水分。 初伏适宜
喝陕南炒青绿茶等品类。因为绿茶性味苦
寒，清鲜爽口，富含锌硒，具有清暑解热、
生津止渴和消食利导等作用。 暑季饮用，
对健康大有好处。 同时还要多食苦味食
物，例如苦瓜、青菜宜清补。

中伏时，标志着一年中最热的时节到
来了。高温酷热，有些白领上班族们，需要
补脾健胃，在防暑降温中，可选择一些黄
茶品类。黄茶它在闷黄工艺中会产生大量
的消化酶，对脾胃最有好处，它富含茶多
酚、氨基酸等，消化不良、食欲不振、懒动
肥胖，都可饮而化之。 酷暑时节不要饮用
冷泡茶，对人体伤害较大。 此时不要因天
气炎热就缺乏运动，缺乏运动体内湿寒越
会在体内积累，会导致疾病丛生。

末伏可选择花草茶，例如黄菊和白菊
花等。 是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需劳逸
结合，保护阳气，大碗冲泡菊花加绿茶等，
对人体就有良好的效用。 因为菊花味辛、
甘、苦，性微寒，可与茶叶搭配，能散风清
热，平肝明目。 菊花、绿茶对眼睛疲劳、视
力模糊有很好的疗效，除了涂抹眼睛可消
除浮肿之外， 平常就可以泡一杯菊花茶、
绿茶来喝，能使眼睛疲劳的症状消除。 但
饮用者应注意，因菊花性凉，气虚胃寒者
慎用。

除此之外， 保健饮品还有西瓜与汁
液，梨、鲜藕、鲜芦根、鲜麦冬加工成五汁
子，姜茶、桑菊薄竹饮和金银花露等饮品，
都能发挥出防暑清凉的作用。希望大家不
妨动手调制，平安健康度过三伏天！

把青春奉献给山水的
人们———题记

大江东去，浩越万里。
镇坪县的南江河， 却从南
向北而去， 在湖北十堰韩
家洲入汉江东去。 南江河
穿越镇坪县城。城边，一条
从西向东而来的石砦河注
入南江河，一起拥抱汉江、
长江。

一次， 我看到了文友
熊寿安写的一篇文章———
怀念《南江河》，文章唤回
了诸多美好的回忆。 上个
世纪八十年代， 一伙风华
正茂的青年，从安康师范、
安康农校、安康卫校毕业，
一起分配到山清水秀的镇
坪工作， 把青春献给这里
的山水。当年，我们这些热
血的文学发烧友凑在一
起， 办起了第一个油印刊
物———《南江河 》， 从此 ，
《南江河》培养出了一批又
一批文学人，跨越秦巴，走
向全国。

镇坪山青水绿， 风光
旖旎。 记得上个世纪八十
年代的《安康日报》四开四
个版面， 很难挤上一篇文
章， 县委宣传部部长张本
胜， 既是写手， 也是摄影
家，镇坪风光的照片如《巴
山云海》《鸡心岭风光》《潺
潺溪流》 等摄影作品和新
闻作品，时不时荣登《安康
日报》显要版面，让我们年
轻人羡慕不已。 张部长是
位有心人， 对镇坪发表在
《安康日报》的文章，都要
用红笔圈上，悉心珍藏，千
方百计打探作者在哪儿工作。 一旦打听
到，就把电话打过去，表示祝贺。 拙作“豆
腐块”有幸登上《安康日报》，张部长知我
在红阳小学教书，每次下到乡政府，都要
把车停在校门口，上楼和我坐一会，嘘寒
问暖，交流切磋，鼓励我多创作。 这对我
是个莫大的关怀与鼓励。 那时候，每月的
工资 35 元，余款都订了报刊，买了书。 每
次上县城开会或者办事， 都要在县新华
书店转悠，购买喜欢书籍。 我做文学梦，
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办刊物 《南江河 》是有起因的 ，爱好
写作的熊寿安， 从安师一毕业就分配到
镇坪，他的一篇散文在《安康日报》的“香
溪”文学专栏上发表，轰动了镇坪。 一时
间，各条战线上的人们，争相阅读。 那篇
散文，把镇坪的山，写得那样深秀、俊美、
翠绿；把镇坪的水，写得那样清秀、清澈、
奔放。 “人在崖下走，水在头上流”“纵横
交错的镇坪溪流，你织过去，我织过来 ”
一幅幅美丽的画面， 是一首首唯美的赞
歌。 有了这篇动人的散文， 从那个时候
起，镇坪人就知道了熊寿安的名字，躁动
了文学梦。 相继，胡海彦的一篇散文———
《温热的乡土》也在《安康日报》发表。 我
的散文诗《山晨》、小小说《山妹阿霞 》也
相继亮相《安康日报 》，我们以文学的名
义相聚南江河畔。

一次，熊寿安、胡海彦、周长圆，我们
一起站在南江河桥上， 看绿绿的南江河
水，白浪翻滚的石砦河，缠绕一起匆匆从
桥下流过。 河中摆满大大小小的鹅卵石。
捕鱼者撒开网， 罩起密密麻麻闪着银光
的鱼。 江边的月亮岩，高高耸立，浮着棉

花团白云。 南江河窄窄的上
空，山鹰鸣叫，展翅盘旋。 我
们被这些画面惊呆了， 痴痴
地立在桥上。

突然， 熊寿安说：“咱们
办个文学刊物吧？ ”

大家说：“好！ 就把我们
奋斗的青春年华和镇坪的山
山水水，人物风情都写进来，
让大家传阅。 ”

在熊寿安的组织下 ，我
们又相聚在一起， 先给刊物
起个名字。 奔流不息的南江
河，孕育了镇坪的山、水、人，
就起名叫《南江河》，定位为
纯文学内部刊物。 那时候的
条件差，交通不便，但是，大
家办刊物的热情高， 积极撰
写稿子，来稿都是蝇头小楷，
娟秀美丽、 一笔一画誊写在
田字格稿纸上。 那时候办刊
所需的蜡纸、有光纸、油墨、
老式打字机， 都是县人武部
张思成参谋给提供的。 思成
热情好客， 总是鼓励我们好
好写文章，他大力支持，力争
把这本油印刊物办下去。

一次， 在寿安的宿舍兼
办公室里畅谈文学， 不觉天
黑， 我们一起躺在窄窄的木
板床上，继续聊文学。 他说：
“我要坚持创作，让文学稿纸
铺满小屋、装满麻袋。 ”他对
文学的执着追求的精神，让
我佩服。我们畅谈，直到月亮
的银辉从窗户射进来。 那一
夜梦中的南江河上升起一轮
明朗的月亮。

修改好的稿子， 在古老
的铅字打印机上打印， 一字
一字“哐哐当当”地敲打，许

多简单的汉字，铅字盒里是没有，得空下
来，手写体填充上去。一张蜡纸、一张蜡纸
的打字，空白的地方就请连荣臣结合文章
内容，小心翼翼地插上山啊、水啊、树啊、
云啊的画，让刊物灵动起来，然后，小心谨
慎地把蜡纸贴在油印机上，轻轻滚动滚筒
油印，一张蜡纸，顶多只能印上几十张纸，
到最后，字迹不是皱了，就是黑了。滚滚筒
的，揭纸张的，不小心手上、脸上就沾上了
油墨，惹得大家嘿嘿笑。 思成同志一直陪
伴着大家。就这样，一本散发油墨香的“小
丑鸭”刊物，在南江河畔诞生了。

拿到手上的首期 《南江河》， 爱不释
手，里面的文章，读了一遍又一遍。美女诗
人单美荣，白皙、苗条 、可人 ，她的诗 ，灵
动、活泼、隽秀、可爱。 熊寿安、胡海彦、杨
乜、陈德模的散文，像山一样厚重、深沉、
清秀、大气。大家都爱看《南江河》，里面记
录着青春的足迹和山水人情，总有好友要
争相借阅，不得不忍痛割爱，拱手相让，一
传二、二传三，三传得无踪无影，至今，我
的那几本《南江河》下落不明。

首期《南江河》得到了《安康日报》《汉
江文艺》的大力支持。 《安康日报》“香溪”
让出专版，特选发了熊寿安、胡海彦等文
章，以示鼓励。

有了《南江河》的起步和奠基，才孕育
了一代又一代执着地坚守在文学阵地的
镇坪人，他们对文学的挚爱和坚毅，使他
们走出了南江河、走出了汉江、走出更广
阔的天地。 如今的《南江河》电脑打印，激
光照排，铜版印刷，图文并茂，可读性强，
这本沉甸甸的刊物《南江河》永远是镇坪
文学爱好者的坚强后盾。

安康位于长江最长支流汉江的
上游，是长江早期文明的重要传播区
和交流通道。 在历史的演进中，与长
江文明核心区稻作、陶器、玉器、青铜
器等文化因素相互作用和影响，显示
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中南北文
化交流，以及安康自始至终参与其中
的史实。

一、稻作
长江横贯北纬 30 度，是“人类文

明的发生线”。 由于气候温润，雨量充
沛，河流、湖泊众多，非常适合水稻生
长和栽培。 迄今，在长江中游湖北孝
感、襄阳、十堰、陕西汉中等地发现十
多处史前稻作遗存。 因此，卫斯认为：

在生态环境上适合水稻的栽培，理所
当然也适合野生稻的生长；在全新世
中期，地处秦岭以南的汉江上游可能
有野生稻的分布。

由于受考古限制，目前安康仅在
汉滨区柳家河遗址仰韶文化层中发
现疑似稻壳遗迹，但邻近地区众多稻
作遗存的发现，如十堰郧阳青龙泉遗
址、大寺遗址、汉中西乡李家村遗址、
何家湾遗址、 南郑龙岗寺遗址，以及
西安蓝田新街遗址、 高陵杨官寨遗
址、宝鸡扶风案板遗址、周原遗址、渭
南华县泉护村遗址、 东阳遗址等，说
明安康是史前时期“水稻北传”的重
要通道。 通过植物考古还表明，自至

迟北方仰韶文化时期，也即约南方大
溪文化时期， 水稻便从长江中游地
区，通过汉江水道和秦巴谷道，西向
汉川地区和北向关中地区传播。 在龙
岗寺遗址炭化植物遗存浮 选 中 ，共
发现 15 粒水稻 ， 呈长圆形 ， 表面
起棱 ，另外发现 ２ 个基盘 。 根据碳
十四测年 , 距今为 4973 年至 4826
年 。 在东阳遗址水稻植硅体鉴定
中 ， 还进一步发现有来自稃壳的双
峰型植硅体、叶片的扇形植硅体和茎
秆的横排哑铃型植硅体，证明水稻不
是通过交换或贸易而得来的，而是本
地栽培的产物。

稻作农业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

自然的一项伟大发明，也是长江文明
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源泉，以及
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 在汉阴阮家
坝、紫阳马家营、石泉马岭坝、岚皋肖
家坝、 汉滨柏树岭等新石器遗址中，
出土的大量石斧、石铲、石锛等极有
可能是稻作的农耕工具，石镰、石片
（刀）等是稻谷的收割工具，石磨盘、
石磨棒是谷壳的脱粒工具，尖底瓶等
是谷类的贮酒器，陶锉表面上的窝纹
是泥坯上黏附谷壳燃烧后形成的。 安
康至今仍保留许多伏羲、神农、舜等
有关的传说和史迹，或许这些也与稻
作农业早期发展有关。

（连载之一）

炎炎夏日，又到苦瓜上市季。 买
上几根青翠欲滴的新鲜苦瓜尝尝鲜，
那稍有皲裂表皮的苦瓜，如狮子头上
九个包， 沟壑纵横若老人沧桑的皱
纹，浓缩着青春的芳华。 无论切成丝
片清炒或就着鸡蛋炒，独特的苦中微
涩鲜味和翠绿中自带的清香，沁人心
脾，犹如盛夏的一剂清新剂。 “夏日吃
苦，胜似进补”，全家都喜食苦瓜，因
为它饱含着浓浓的爱意与成长记忆。

母亲年幼的时候家境贫寒，小脚
的外婆是不能外出挣钱，一家五口的
生计全靠外公一人扛起。 生活十分艰
难， 经常一盘凉拌苦瓜一碗薄粥，几
片红薯洋芋就是一餐一饭， 度着日
子。

为了养家，外公常常不顾瘦弱的
身体，起早贪黑地忙碌。 白天在百货
公司工作，下班后就去紫阳汉江边背
沙土，周末还要背布去瓦房店卖。 外
公总是在暮霭中出发，披着满身星斗
回家，那条往返的小路不知走了多少
回，连路边的野狗都熟悉地不再冲着
外公狂吠。 每当外公拖着疲惫回到家
中，外婆看着外公肩上勒下深深的血
痕和直不起来的腰杆，连忙端上可口

的饭菜，一盘凉拌苦瓜一碗粥，外公
吃得津津有味。 为了让家里唯一的这
根顶梁柱能够吃得饱一点、喝得稠一
点，外婆偷偷地盛一碗稠一点的粥留
给外公。 外公心疼孩子，看着忍饥挨
饿嗷嗷待哺的期盼眼神，便把碗里稠
一点的粥匀出半碗来分给孩子们，他
们正在长身体呢！ 但是懂事的众姐弟
们从来不会吃父亲碗里的稠粥，推来
让去，外婆发话了：“孩子们不喝就算
了嘛！ ”外爷才慢吞吞地喝了粥，总把
苦瓜夹上几片，塞给孩子们，嚼着苦
苦的脆脆的苦瓜片孩子们满意地笑
了。

无论时光如何奔走，这种充满温
情与爱的力量，就像苦涩生活中的一
抹甜，始终萦绕心头，支撑家人相伴
相依地走过那些艰难的岁月，直至迎
来如今的美好生活。 那碗简单的稀粥
和凉拌苦瓜也成了温馨的回忆。 每次
看着家人们大快朵颐吃着苦瓜的模
样，我想或许在他们眼里，过去那些
苦瓜浸泡的生活一去不复返，而今的
苦瓜是任何美味都抵不上的珍馐佳
肴吧。

儿时的我最喜欢吃甜瓜，一个甜

瓜，三打五除二就下了肚，讨厌吃苦
瓜，一片一片的苦瓜就像一片一片的
黄连，苦的我的脸皱成疙瘩。 外婆为
了能让我吃上一口苦瓜，总是上演一
场连哄带骗，威逼利诱的大戏。 心想
有那么美味的食物， 为什么要自讨
“苦”吃呢？ 我对苦瓜的认识和改观要
从 2006 年开始。

那一年，我怀抱着梦想和憧憬开
启崭新的职场生涯，但是陌生的环境
和匆匆的快节奏常常让我无所适从。
某日应老师邀去他家吃饭，我清晰地
记得师母端上来的四盘菜， 凉拌苦
瓜、清炒苦瓜、苦瓜酿肉末和苦瓜鸡
蛋羹，四个菜都“苦”啊！ 老师笑着招
呼我们：“都尝尝，这些‘苦瓜荟萃’的
味道怎么样？ ”我们逐一品尝，异口同
声嚷道：“苦而鲜，苦而涩啊！ ”老师微
笑着说：“苦瓜与生俱来就是苦的，不
论凉拌干煸还是清炒都不会改变它
的苦涩，把切好的苦瓜用食盐或者白
糖杀水， 或放在冷水中浸泡一段时
间，就基本能把苦味除尽。 苦瓜如此，
职场一样如此，好好生活，适应当下，
时间会让一切苦尽甘来！ ”老师的一
番话启迪了我们， 笑对职场笑对生

活， 还有比苦瓜荟萃难咽的下饭菜
吗？ 师母的一桌苦瓜菜，被我们抢食
一空。

“苦瓜宴”后，我开始反思自己的
工作，在不断地摸索与调整中，我重
新明确了自己的定位并不断改进工
作方法，努力将烦琐的事务梳理得有
条理、有规律。 慢慢地，我从起初的忙
乱状态中抽离出来，有效提高了工作
效率和质量，也受到了主管领导的表
扬与肯定，成为公司的“明星员工”。
在工作的同时， 我努力提升自己，两
年时间里，我考取了中级涉外秘书从
业资格证和办公自动化 5 个模块的
证书，学习让我的目标清晰，工作游
刃有余，更活跃而有竞争力，这些都
是俨如餐桌上品尝苦瓜的 “苦味”换
来的成果，所以倍感珍惜。

苦尽甘来，苦瓜不苦。 回首过往，
一盘小小的苦瓜不但是上一代同甘
共苦血肉亲情的见证，也是我的人生
成长的见证。 在经历了痛苦、不甘和
迷茫的阵痛之后，生活真实而生动地
诠释为之奋斗的意义，“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
虹”这种苦后回甘的人生滋味，不正
是人生历练和过程吗？ 不正是暗淡之
后的光明和坦途吗？

现在吃着自己亲手做的苦瓜，不
仅是为在炎炎夏日清热解暑，更是为
了时刻提醒自己，只有面对人生中的
苦涩，才能收获人生中的甘甜。 只要
向着阳光努力地生长，就能品尝到历
经磨难之后的甘苦和甜蜜。

安康与长江早期文明
□ 市直 谭波才 何媛媛

人生有味是苦瓜
□ 市直 任雪姣

阳光下，一坛子旬阳豆酱散发的
特殊味道， 一次次飞越万水千山，在
舌尖上停留。 旬阳豆酱，那是故乡召
唤我归去的味觉密码。

春暖花开时节， 走进旬阳农村，
不时看见提着钻棍，挎着黄豆种子的
人。 旧年的麦茬也不用挖掉，只需将
钻棍锋利的尖头在麦茬边上用力点
一下，趁着钻棍拔出的时候扔两颗黄
豆进去，就算种下了。 黄豆三五天就
发了芽。 不久后，密密麻麻的黄豆秧
丰盈了整片土地。 几个月后，黄豆叶
子变黄凋落，密密麻麻的豆荚缀满枝
条间。 我们将黄豆秧子割断背回家晾
晒，用连枷打下黄豆，用风车车干净
豆壳，将分离出来的圆溜溜金灿灿的
黄豆晒干装仓。 入冬后，勤劳的女人
们用条盘滚动黄豆挑选出颗粒大的
留种或长豆芽，次一点的黄豆就可以

用来做豆腐或者做豆酱了。
做豆酱最主要的是熬制大料。 我

家做豆酱的大料主要是花椒粒和花
椒叶， 再加上茴香叶子和紫苏叶子、
八角等，全部是天然调料。 用大锅将
黄豆煮烂，加入辣椒粉、盐和大料汁
水搅拌，装进大坛子里，在大坛子上
罩上一层纱布， 放在太阳底下晾晒。
每天开晒前要搅拌，将底下没晒到太
阳的黄豆翻到面上来， 反复如此，豆
酱很好地吸收了调料汁， 越来越香，
惹得小孩子常常想掀开纱网来，挖上
一调羹，解解馋，往往会被母亲制止。
母亲说， 太阳把坛子晒热了，“动”不
得啊，“动”一下豆酱就会发酸，只要
一发酸，整坛子豆酱就会坏掉。

一到冬天，在旬阳农村，家家户
户屋檐下、院子里，靠着阳光的地方，
都放着装满豆酱的阔口坛子。

晒豆酱最怕下雨，下雨会让豆酱
发酸有馊味甚至长蛆。 幸好，旬阳的
冬天，晴天总是比较多，一晴就是几
个月，阳光不断地照晒，豆酱变得越
来越浓稠。 等大料汁和豆酱充分融
合，豆酱变干，母亲很快又熬出一大
锅大料汁水来，倒进去，再次晾晒，直
到第二次汁水完全晒干，才算大功告
成。

旬阳豆酱，除了用黄豆晒 ，还会
用作豆腐剩下的豆渣晒。 晒干程度
上，既不像豆豉那样地干硬，也不像
四川辣酱那样的多汁。 又因为旬阳人
不太善于吃辣，因此旬阳豆酱咸辣适
中，大人小孩都喜爱。

把晒好的豆酱装起来，给城里的
亲戚送上一小袋， 亲戚笑得合不拢
嘴。 给左邻右舍送点去，互相比一比，
看谁家的豆酱香。 我家的豆酱因为严

格按照程序， 中途阻止了我们的偷
嘴，在加入第二道汁水时，放了芝麻，
所以酱香味特别醇厚。

豆酱焖五花肉是婆的绝活。 家里
杀年猪那天，婆的这道菜让杀猪匠和
帮忙的人赞不绝口。

先把煮熟的五花肉切成薄薄的
大片备用， 再将豆酱放在锅里煸炒，
炒香后加适量的水，再加入切好的五
花肉去，小火焖煮，让豆酱汁水很好
地融入五花肉里， 起锅时加点葱花，
让人食欲大开。 夹一块沾满豆酱汁的
五花肉，酱香浓郁，就着米饭吃，简直
是神仙生活了。

曾经，那一坛子豆酱成了我们那
些住宿生的美味佳肴。 每到周末，挖
上几勺子豆酱，剁点青红辣椒，加点
葱段炒好， 用搪瓷缸子装了带到学
校。 吃饭时挖上几调羹放进去，再挑
食的人也忍不住多吃几碗饭。

在外漂泊许多年，每每碰到旬阳
人，总会厚着脸皮说道：“你要是回老
家，就帮我弄点豆酱来 。 ”前些年 ，
终于回了一次旬阳 ， 特意去旬阳
县城农贸市场寻找豆酱 ， 称了好
几斤带回江西 ，用瓷分装了 ，竟然
舍不得吃。

舌尖上的豆酱
□ 旬阳 宁眸

善行的角色
□ 市直 犁航

当
年
青
春
可
追
忆

□

汉
滨
张
朝
林

“三伏”酷夏话品茗
□ 韩星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