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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康 散 文 简 史
卢云龙

在上海风风火火了一阵之后，1914 年谢馨
回到了久违的故乡白河， 做一躬耕垄亩的陶渊
明，其间与地方官吏、文朋诗友、父老乡亲有过
密切的交往。 但白河乃穷乡僻壤，地瘠民贫，并
非“桃花源”，几亩薄地难以支付大家庭的基本
需求， 迫于生计， 不得不出山去给军阀们当幕
僚。 自然，此时的谢馨已非当年的谢馨，为谋生
而仰人鼻息，作为文人已走向没落，以省略号终
其一生。

谢馨的作品收在《海月楼诗文杂钞》中。 此
书由后来任安康自卫团团长并在安康和平解
放中立过功劳的鲁秦侠资助付梓并题写书名，
成书于 1933 年，署名“白石山樵谢馨”，全书 6
卷。其诗作多是五言、七言古体，但其散文接近
白话文，显然是受了新文化运动影响所致。

谢馨的散文作品有数十篇之多，在上海作
的几篇文字较严谨，也颇有些思想分量。 如一
篇 2000 字的《敬告国会议员》，全文中心明确，
结构紧凑，无懈可击 ；指陈时弊 ，一针见血 ；作
者对政治、经济、时局、民情的熟悉已远非当年
可比。在大上海耳濡目染，更新了观念，有了资
产阶级民主意识， 一介书生竟也慷慨陈词，指
东说西，并开出一剂疗救民国的药方。 这药方
是否奏效，姑且不论，谢馨敢于参政议政，无疑
是他世界观一大转变。

在《罪盐》一文中，谢馨将盐拟人化。 他人
罪之，盐自辩之，唇枪舌剑 ，你来我去 ，将因时
变革，盐政古今，世道人心 ，善恶忠奸 ，竟皆抖
搂出来。一个“盐”字竟包含如此丰富的社会内
容。此文厚实、流畅，文笔辛辣、犀利，洋洋两千
七百言，一气呵成。作此文不仅靠技巧，更要靠
学识。 不熟悉中国盐务历史的方方面面，焉能
著此奇文、妙文！谢馨疾恶如仇，对社会的丑恶
现象看得清楚，心期除恶，以净尘世。 在《讨鼠
檄》一文中，巧借讨鼠以讨人 ，历述其恶迹 ，暴
露其行状，痛快淋漓地呵斥、嘲讽、训诫。 语言
之辛辣，有此恶行者读之，必如芒刺在背。正直
的人们读此文定会快意如心，拍手叫好！

谢馨是早熟的作家，少年时代便显出惊人
的文学禀赋。 他的文学生涯历半个世纪。 总体
上看，他前期的作品多温柔敦厚之旨 ，风格自
然质朴；中期（辛亥革命前后）的作品多噍杀愤
怨之音 ，风格诙谐冷峻 ，作品更为大气 ；晚期
（在旧军队当幕僚时期）无佳作，其艺术生命已
走向衰落。究其变化原因，是人变文也变，文如
其人 ，此之谓也 。 谢馨殁于 1952 年 ，享年 82
岁。

2021 年 ， 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
《觉醒年代》火遍中国，走俏荧屏。 在剧中我们
看到与陈独秀、鲁迅 、胡适同为 “五四 ”新文化
运动的闯将沈尹默就是兴安 （今安康 ）府汉阴
县人。 沈尹默（1883—1971），字秋明，号君墨，
别号鬼谷子，祖籍浙江湖州，1883 年生于安康
市汉阴县城关镇。祖代为官，书法传家，早年留
学日本， 后任北京大学教授， 北平大学校长，
《新青年》杂志编委 ，与兄长沈士远 、弟沈兼士
合称“北大三沈”。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1991 年

版《汉阴县志》，不论是“人物卷”也好，还是“文
学”“书法 ” 作品栏中 ， 均未记载与介绍 。 而
2004 年版 《安康地区志 》“人物卷 ”中有介绍 。
安康人对沈尹默的艺术生涯知之甚少，特别是
他在汉阴的 20 年生活，更是鲜为人知，成为国
内外研究沈尹默先生的一大空白，也是陕南汉
水文化研究的一大遗憾。 好在 2001 年 9 月由
王友根 、王涛合作搜集整理的 《一代宗师沈尹
默》人物传记开始在《安康日报·周末》连载，以
纪念沈尹默先生逝世 30 周年。

沈尹默以书法闻名 ， 民国初年书坛就有
“南沈北于 ”之称 ，20 世纪 40 年代书坛有 “南
沈北吴 ”之说 ，与李志敏合称 “北大书法两巨
匠。 ”

1918 年 1 月 《新青年 》四卷一期发表第一
批白话新诗。 有几首是沈尹默的作品，其中的
《月夜》当时受到好评。 1919 年被收入《新诗年
选》，编选人康白情评价说《月夜》“在中国新诗
史上算是第一首白话散文诗”，并认为“第一首
散文诗而具新诗的美德的是沈尹默的 《月
夜》。 ”“其妙处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 ”胡适说
《月夜》：“几百年来哪有这样的好诗！ ”此散文
诗曰：“霜风呼呼地吹着， 月光明明地照着，我
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 ”诗
中出现了霜风、明月、高树和“我”四个意象，诗
人托物言志 ，以霜风 、明月和挺立的高树来烘
托与高树并立的“我”的形象，显示了独立不倚
的强大人格，展示了“五四”时期追求科学和民
主的时代潮流。

时隔半年后的 1918 年 8 月 ，在 《新青年 》
五卷第二期上 ， 沈尹默又发表了散文诗 《三
弦》，在意境和音节上更加别具一格，被传诵一
时。 他的散文诗讲究构思，表现手法含蓄而耐
人寻味。

对《月夜》颇有微词的朱自清在选编《中国
新文学大系·诗集》时强调，“像 （《三弦 》）这样
的诗，是不该遗漏的。 ”

中午时候，火一样的太阳，没法去遮拦，让
他直晒长街上。 静悄悄少人行路，只有悠悠风
来，吹动路旁杨树。

谁家破大门里 ，半兜子绿茸茸细草 ，都浮
若闪闪的金光。 旁边有一段低低土墙，挡住了
个弹三弦的人 ， 却不能隔断那三弦鼓荡的声
浪。

门外坐着一个穿破衣裳的老年人，双手抱
着头，他不声不响。

———这是完整的题名为 《三弦 》的一篇散

文诗，它与《月夜》等散文诗一起收录在 《秋吟
集》一书出版发行。

这里 ， 需要记载的还有民国三十六年
（1947）《续修平利县志·艺文》， 载有抗战胜利
纪念日祭阵亡将士文一章，悼念抗日战争中平
利县阵亡的官兵，因是安康目下见到的唯一一
篇传世祭文，值得推介，故抄录如下：

光国之形 ，绘于麟阁 ；仲毕之相 ，纪入云
台。念靖难以恤民，当酬庸以褒德。方狂寇之豕
突，资干城于兔罝。 执殳前驱，请缨击阙，旗常
生色，壁垒森严 。 列鹅鹳以成军 ，抚貔貅而振
武；秉机权而勇胜，肃号令而争先。 卒涤腥羶，
底于光复。河山缺而复整，日月幽而复明。成功
基于成仁 ，仗义竞以取义 。 大星坠壁 ，赤彗穿
营。 虎帐霜悬，寂寂冷九霄月色；胡笳夜警，凄
凄千里风声。

空屹叔子之岘碑，徒瞻傅说之箕尾。 惟遗
徽不没，懋绩长存。 播之声诗，镌于钟鼎。 际兹
纪念之日，莫罄崇拜之忱。告胜利以慰忠魂，藉
芜词而佐清酒。神其不昧，魂兮归来！（见《安康
文化》2016 年第 1 期李厚之所写 《安康艺文撷
英》文中一节）。

总之 ，民国安康文坛总体很不景气 ，纵有
少量作品问世，亦无甚反响。 就连上溯事物发
端、下限一般断至 1990 年的《安康地区志》（陕
西人民出版社 2004 版 ），在 24 篇 “文化文物 ”
第三章“文学”第三节“散文”一节中，在论及古
今安康散文发展中 ， 从清代一跃写到 “建国
后”，30 年的现代文学竟只字未提， 留下一片
空白。

第二节 游历安康作家的散文

从《简明中国文学史读本》一书中，我们知
道 20 世纪 30 年代北平的诗歌创作代表诗人
是何其芳、卞之琳和李广田，他们被称为“汉园
三诗人”。 他们都在北京大学求学， 曾朝夕相
处，切磋诗艺，共同从事文学创作活动。 1934 年
出版诗歌合集《汉园集》，收入郑振铎主编的“文
学研究会丛书”。 而李广田成绩卓著的则是他那
带有浓郁生活气息、风格独具的散文。 像《画廊
集》《银狐集》《雀蓑集》《圈外》等散文，一直为文
坛所瞩目，受到很高的评介。 其中，《圈外》所反
映的抗战时期的安康， 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安康
文化，也是非常宝贵的文献资料。

《圈外》中的散文共有 19 篇，其中有 10 篇
写安康。 这些散文分别写于 1938 年 12 月 1 日

至 31 日，1942 年 3 月由重庆国民图书馆结集出
版。 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专写安康的散文
集。2004 年版《安康地区志》在第二十七篇“艺文
卷”中编入其中一篇散文《来呀，大家一齐拉！ 》

1938 年日寇入侵山东， 济南正处于危难之
中，1906 年出生于山东省邹平县，后从北大外文
系毕业的李广田，当时正在济南一家中学任教。
为避战乱，当 12 月他随着学校从泰山脚下经河
南、鄂西、陕南，辗转南下到四川罗江。 《圈外》正
是他徒步两月的记录。 作者在序言中说，这一段
艰难的旅途，“我所以为难行的是从湖北郧阳沿
汉水而至汉中一段。 这一段完全是走在穷山荒
水之中。 贫穷，也许贫穷二字可以代表一切，而
毒害，匪患，以及政治教育，一般文化之不合理
现象，每走一步，都有令人走入‘圈外’之感。 ”正
因为这种情形，《圈外》 中的散文对这一段记载
最为详尽。

张会鉴先生在《李广田与安康“圈外文化”》
（见马建勋主编《中国汉水文化研究》一书）一文
中认为：李广田这里所说的“圈外”的“圈”，可以
理解为“文化圈”。 广义的文化，不仅包括哲学、
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而且泛指人类有意识地
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 ， ……所谓
“圈”，就是文化发展的某个阶段的基本水准。 达
到这个水准，即为“圈内”；低于这个水准的则是
“圈外”。 如果张会鉴的这种理解和表达能够成
立，那么按照李广田《圈外》对抗战期间安康文
化的深层透视， 我们就可以把当时的安康文化
称为“圈外文化”。

翻开《圈外》，扑面而来的是一种阴沉而郁
闷的空气。 看一眼目录，也令人压抑，《从黑暗走
开》《黄龙滩》《阴森森的》《忧愁夫人》，等等。 “高
山、深水、饥饿、寒冷、盗匪、疾病……成了沿那
‘面善心恶’而不能通航的汉江向前试探的路程
标”（《从黑暗中走开》）“这一路十分荒凉， 沿途
的房子十之八九都被土匪焚毁， 只留下一些断
墙颓垣， 腐土焦木向行路人诉说着一些可怕的
故事”（《先驱及其他》）“荒城啊， 旬阳县连一个
小山村都不如！ ”白河县城“荒凉之至，比郧阳更
荒凉，如同死的一样，一点生气也没有。 ”“在饥
饿线上的灵魂们， 30 岁人与 50 岁人也很难
看出多少区别，总是污秽、黛黑、肌黄、面瘦……
（《乌江渡》）。 ”“而在安康城，夜晚的灯火，人影，
调笑声、弦歌声、麻将声……各种声音像狂涛一
般从四面八方向我们的小房间围攻着， 无论如
何也不能入睡。 ”（《西行草》）诸如此类的描写在
《圈外》中随处可见。 作者以极痛苦的笔调，向我

们诉说着他对一片冰冷、苍凉、贫困、愚昧的世
界的深切感受。

读《圈外》，对于安康人来说，不是一种陶醉
后的享受。大有伤害自尊的委屈和抑郁之感。但
是，这毕竟是难以否认的历史事实。 诚如作者所
言：“我在痛苦的情绪中走过了这一段路， 结果
所得就只是这几篇苦涩的记载。 当然，假设有人
读到这本书， 恐怕也难免掩卷而叹曰：‘此诚一
令人不快之书也！ ’这倒是无可如何的事。 因为
我所见如是，所写也只能如是。 请不必责备那镜
子吧，假如你的面孔本来是丑的。 ”（见《圈外·
序》）

但也让作者感到意外的是，在这穷山恶水、
落后闭塞的秦巴山间，有一股抗日的激情。 作者
一走进白河县冷水河， 就被民众的抗日爱国激
情感动了。 他在《冷水河》中写道：“我们一路沿
着汉水，踏着双脚，前进着。 我们的歌声和着水
声， 在晴空之下彻响着……当看到在破屋断垣
上也贴下红红绿绿的抗战标语———这是在城市
中我们看厌了的， 而发现在荒山中却觉得特别
有刺激力；以及当我们从那些打柴、牧牛的孩子
们口中也听到几句‘打倒日本、打倒日本’的简
单的歌声时，我就立时像从梦中醒来似的，心里
感到振奋，脚步更觉得矫健了。 ”这是抗战时期
安康人民抗战激情的真实画卷， 是安康人民的
心声。

李广田的散文不仅是一幅长轴山水画，同
时也是琳琅满目的人物画廊。 有老人的世故，有
儿童的天真，有男人的劳苦，有女人的眼泪。 他
们都在极端困苦中做着坚韧不拔的抗争。 这些
人物的身上，无不浸透着作者深沉的爱。 《圈外》
中诸多劳苦人民的白描，虽不事雕琢，却在平淡
自然中展现出令人难忘的人情世态， 激荡着赤
子的情怀。 黄龙滩的挑水夫，鲍家店的小商人，
白河县的小学生，高鼻梁的吴老头，以及“忧愁
妇人”善良的灵魂，无不动人心弦。

1938 年 12 月 12 日下午， 李广田一行从旬
阳吕河赶到了高鼻梁。 这里“各家都是低低的茅
屋，没有所谓庭院，更没有大门，但这里也居然
有几家卖面食和酒肉之类的了。 ”当吴老头和作
者侃侃而谈的时候， 他的老伴早已端出了大盘
的炒白肉和烙油饼， 而且还提出一红陶泥瓶玉
蜀黍酒来这茅屋里。 在这艰苦的岁月领受这样
的热情和盛馔， 就大大出乎作者的期待而感到
再好不过了。 没料到饭店主人又端出了刚刚磨
出用以代茶的“淡淡的、甜甜的、非常可口”的豆
汁来。 这种粗犷深厚的生活气息，使旅人倍觉温
暖。 当作者知道这地方时常无盐可买，吴老头一
家经常吃淡食时， 便将自己随身珍藏的一包盐
送给了吴老头儿。 面对这样珍贵的馈赠，吴老头
儿“并不曾说一声谢谢，却只是连连地点头，笑
着……”这看似随意写来 ，却正是点睛的神来
之笔 ，山里人的忠厚 、质朴 ，便栩栩而跃然于
纸上，活活地立在了我们的面前 。 这篇 《江边
夜话》所勾勒出来的世风心态 ，不正是我们窥
观汉水文化之一斑吗？

（连载十七）

和笑笑一起坐车回家时她说自己每年都养蚕， 可惜
去年蚕蜕变的蛾子放在衣柜顶忘了， 今年打开时发现好
多小黑点却只剩一条活着的， 于是又在淘宝上买了一百
条。

看着她手舞足蹈兴奋的样子， 让从未养过蚕的我也
心生萌动，想着要不要试养，随口一提，没想到笑笑立马
回复“送你 10 条呗”，我却又有点胆怯了，我虽然见过蚕
但都是匆匆一面，养蚕的过程还是从母亲的文章《妈妈的
蚕儿亮了》 中了解的， 对于如何养蚕只是个半吊子理论
派，有些担心地告诉她我不太会养，害怕慢待了生命。 笑
笑坚定地说“真的可简单了，只要给它吃桑叶就好”。 我问
了句要不要给它喝水， 要不要给它洗澡。 一车人都笑开
了，开车的许哥还调侃“你应该给它再弄点肉吃，没事拉

根绳出去遛遛……”回家的路上留下我们一串串关于
蚕的欢声笑语。

第二天，笑笑果然一大早就拿来了十条蚕，我是
又激动又发愁，激动的是终于要为童年补上养蚕这一
课，发愁的是桑叶何处寻，小时候田埂上的桑树已经
成为梦中的景象， 高楼林立的城市中柳树、 梧桐、玉
兰、各种景观树随处可见，可桑树却成了稀罕物。 笑笑
告诉我，她们单位有棵桑树，她负责每周摘来送我，只
要回家放在冰箱里，喂之前要拿出来晾晾，但千万不
能吃冰的，那样蚕会拉肚子。 既然木已成舟，也只能硬
着头皮养了，晚上我还高兴的发了个朋友圈分享给大
家———我养蚕啦。

带蚕宝们回家那天是周五，恰巧周六要去户县参
加同学婚礼， 周五晚上特意和母亲视频了解养蚕步
骤，本想把它们带着一块去户县，可老爸说这气温放
车上的话小蚕宝们会被热死，没办法只能周五晚上洗
上 20 片桑叶晾着，准备给小蚕宝们支撑两天，结果操
作不当，光想着把叶子上的水汽晾干，睡前忘了收起
来，第二天早上叶子就有点蔫了，因赶时间只能让它
们将就吃了。

外出的两天时刻惦记着我的小蚕宝们， 不知道
他们还活着不， 两天了会不会已经饿死……忐忑地
回到家， 直奔放蚕宝的盒子， 但越是靠近越是不敢
看， 使劲推搡让李同学先看看， 谁知他刚过去就说
“死了死了，一动都不动了，看起来皱巴巴的应该已
经干了”。心，瞬间跌落谷底，怯生生地走过去准备倒
掉它们，随手碰了碰，没想到———它们居然动了，“没
死没死”！我兴奋地叫了出来，估计是没吃到叶子，蚕
宝们保持静止减少能量消耗呢， 但仔细看去蚕宝确
实是没有刚带回家时那么饱满。 再瞅了瞅发现这家
伙的嘴也是够挑的，这蔫了吧唧的叶子一口都没吃，
集体硬抗了两天，难怪缩水成这样！赶紧从冰箱里拿
出桑叶，迅速清洗，用卫生纸擦干 ，稍微晾晾立刻给
蚕宝们放进去，宝宝们瞬间开始疯狂啃食，看来真是
饿得不轻。

晚上一直思考上班期间到底该怎么养它们 ，如
果在家养只能每天晚上回来换一次叶子， 也就是说
他们 24 小时内只能吃一顿 ，而且叶子不新鲜 ，再加

上早晨赶着上班压根来不及喂它们。 思前想后，只能带
着它们一起上班，还是到单位再想办法吧。 周一带着蚕
宝们一起驱车前往单位，同车的苏姐告诉我她们县委院
子里有一棵桑树，要是没有桑叶的话可以去那摘，虽然
树不大但应该够养我的小蚕们，审计局的一个哥也说政
府院子里有一棵桑树……真是高兴有这么多人关心着
我的小蚕们。到单位后办公室的姐姐们说灶房拐角那有
颗小桑树，我便兴冲冲地跑去找，谁知有一辆大摩托车
彻底挡住了根本够不着桑叶，本想用我的小身板灵活地
挤进去，毕竟小时候也是能爬上樱桃树的人，但实践之
下委实有点不现实。 仔细观察发现桑树挨着一楼的窗
户，开窗就能摘到，桑叶的问题可算解决了。

每天早晚我摘来新鲜桑叶，用水洗后细细拿纸擦干，

小心翼翼地用手把小蚕一个一个捏出来放在叶子上，清
理蚕沙，更换垫纸，再放回盒子里。 每次一换上新叶子，小
蚕们总是特别激动，不停地吃吃吃，你要是仔细观察会发
现它们啃食时，会用腿抓住桑叶的边缘两侧，嘴巴就像镰
刀一样沿着桑叶边缘滑动着， 留下叶脉形状的窟窿和碎
屑。不禁想到古人常用"蚕食"来形容"逐步入侵"是一个多
么形象而生动的词汇。

我总是时不时地想看它两眼，但我的蚕宝总是大部
分时间在睡觉，不像母亲文章所写的那种一直进食的状
态，我也问了很多养过蚕的人，他们笑称我这蚕可能是
“新品种”。 它虽然一直也正常在蜕皮，进食，但总体好
像就是睡得比较多，算了，不管那么多先耐心喂着就是。

养蚕真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
发现很多蚕的特点和习性。 比如蚕的屁股后面有一个小
小的凸起，像是朝天锥。 呼吸的时候尾部有一个地方会像
人的胸脯一样轻轻地起伏，像是心脏跳动。 再比如开始它
们身上布满细细的绒毛，蜕几次皮之后绒毛就不见了，取
而代之的是白透的身体，明显的环节......

蚕长得特别快，才两周就明显大了一圈，长了很多，
有一只小蚕，这两天老是在睡觉，我把它捏起来放在手心
里，它好像突然感应到什么———昂起头，本以为它醒了，
没想到它却开始慢慢左右摇晃，俨然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特别像电视剧里坐在学堂里跟着夫子念人之初、 性本善
的小学徒们，小爪子还紧紧抓着一小片没有啃完的叶子，
没一会儿它侧躺着不动了， 把它放平它居然就那样躺着
睡了，像盖了个小被子，那模样别提有多可爱。

最让人可惜的是蚕只剩 9 条了，有一条某天早上掉
在地上不小心被我踩死了，我伤心了好久好久，那几天都
不太想再养它们， 只要看到剩下的 9 条就会想起地上的
那道绿色痕迹……久久不能释怀， 但总不能对不起剩下
的 9 条吧，虽然不知道会把它们养成什么样，但是作为我
的宠物，我一定要负责任的养好它们，让它们顺利吐丝结
茧。很多人问：“你养蚕的目的是什么？ ”“满足我不能养宠
物的心”。 我现在是真把它当宠物了，会和它说话，叫它笨
蚕，会告诉长的弱小的那四只，你们要吃快一点，不要被
欺负的吃不上，要和另外五个一样，长得白白胖胖。 会偏
心地把好叶子嫩叶子给那几个小蚕……昨天办公室的姐
姐还问我有没有给蚕起名，我说“没有，好像并不能分清
每一条”可自从回答她之后，又发现每一条都有细微的区
别，好像真的能分清它们了。

蚕是一种有趣的小动物，《中国古代神话集》中写道，
传说中的蚕，曾被人们当作天上的神虫，是王姆娘娘为了
帮助人类抵御寒冷，把蚕下放到人间。 从此，蚕按照神的
旨意，给人类创造了美丽，创造了财富。 它的一生是短暂
的，只有不到三个月的生命周期，于我而言它们可能只是
我的一个关于春天的记忆，可它们和我过了一生，过了一
辈子。 不知道喂了这么久，它们有没有记住我的样子，我
的味道，习惯我手掌的纹路，可不知是出于心理因素还是
什么，总感觉触摸它们的时候，它们并不抗拒，是不是它
们已经认定我是它们的好朋友了。

安安康康 9900 后后作作家家新新作作展展

养 蚕 记
陈旭

陈旭，1994 年出生，爱好文学，向往诗意的栖居，喜
爱摄影、旅行，喜欢在山水之间感悟人生、喜欢用足迹串
联记忆，晴时爱晴，雨时爱雨。

安康蒸面，即便是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
它是一种类似于凉皮的小吃，不知道的就容
易把它和卤面混淆。 这一经验的得出实则是
我的亲身经历 ， 不过我也是上大学时才发
现 ，对于安康土著而言平常的吃食 ，在外地
居然还是稀罕又陌生的。 一遍遍解释中，从
早期匪夷所思的惊讶 ，到现在的淡然 ，似乎
自己已默默接受了安康蒸面没走出安康的
事实。

安康蒸面当然是有别于面皮、米皮、擀面
皮的， 我其实很不喜欢听到别人说，“那不就
是个面皮么”每每此时，我这个说话轻声细语
的人都会拼命提高嗓门告诉他们，“不， 完全
不一样！ ” 这个不一样其实更多体现在汤汁
上，面皮的做法区别不大，而赐予它灵魂的就
是那炉子上一直翻滚着的醋汤， 蒸面店的师
傅都会在店里放一个炉子， 一直温着熬好的
醋汤，就像在熬一壶极好的茶。 汤里放有很多
香料，具体放些什么各家有各家的秘密配方，
这也是千百家蒸面店，千百种味的原因所在，
除了一大勺醋汤，还要在面皮上浇上蒜水、油
泼辣子、麻油、一点点芝麻酱等七八种配料，
再放上一把豆芽， 一碗能吃能喝的安康蒸面
就成了。

安康的蒸面店绝大部分早上开门， 下午
收工。 名气大些的譬如詹家蒸面、黄家蒸面、
马家蒸面仅仅到早上 10 点多就卖完了。 很多
住在江北的上班族都会特意起个大早， 驱车
跨过长长的汉江前来， 只为抢这一口美味唤
醒清晨，给自己灌满精气神儿。

安康人对蒸面是痴狂的，哪怕是书多得没
处放的高三学子， 都会在抽屉的缝隙里为饭盒
留上一席之地，这饭盒就是用来吃蒸面的。每天
放学前班上就会有一个积极分子， 统计明天早
上吃蒸面的人数、口味，然后打电话给蒸面店老
板， 第二天老板会在约定的时间把蒸面送到校
门口。 我们班主任老姚不允许大家在教室里吃
蒸面，的确，那时班里有 90 多个学生，每天七八
十人吃蒸面的话，教室里的味道确实太复杂。可
这点困难，绝难不住被美味诱惑的同学们。每天
早课前，教室外的护栏台子上人满为患，护栏不
太长，就算是一碗挨一碗每次也只能放二三十个，还得和邻班抢地盘，
有时候去迟了会发现自己的碗都被征用了。大家正抢着、挤着、闹着、笑
着、狼吞虎咽地吃着，突然，看见班主任骑个小电摩经过操场，瞬间静
音。 那一刻连咀嚼都有点胆怯了，等他呼啸而过又恢复喧闹，那时候可
真快乐啊，写到这里每个同学的脸庞似乎都在眼前浮现，那时高，时低
的笑语仍在耳旁回荡……

光阴把我们送出了安康，散落到世界各地，蒸面变成了游子们的
一缕乡愁。外地是没有蒸面的，就算有也是不正宗的。各地的同学们，
只要吃上蒸面必发朋友圈，那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回家了，或者乡愁去
找他们了。 无论哪个安康人回家了，都会有人让带蒸面，家人朋友来
西安都会提前打个电话“我给你带蒸面了”，一瞬间神清气爽，这比什
么特产都要好，为了满足游子们思乡的胃，蒸面开始出真空包装了，
但是吃过的都知道，不是那味儿了，可远在异国他乡的人是没有资格
挑剔的，真空包装的依旧是有灵魂的安康蒸面……

十几年前父母带着小小的我去连云港探访花果山， 花果山的石
头，猴子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连云港那个小巷深处的豆腐卷却永远跳
跃在我的味蕾上。就如我们每一个在外漂泊的安康人，想到蒸面思绪
都会翻山越岭回到生活的小街小巷，想到那里发生的故事，想到关于
它的那份记忆，那份温暖，那份爱。每每我休假回到安康，早上起来的
时候，父亲早已买回我最爱的詹家蒸面，不用说都是“细的、少辣、中
份、少豆芽。 ”这是我所偏爱的搭配，是我的欢乐岁月，更是我生命的
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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