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说，她姓高，名英，蒲公英的英。 我笑，也是英雄的英，雄
鹰的音。 她再次声明，此高英非彼高英。 我说，知道，平利有两
个高英，一个做茶叶，一个做魔芋，一个比一个能干，都是展志
高飞的巾帼英雄。 她笑了，笑得很客气，谦虚而又坚定地说，我
要向她多学习！

她问，从哪儿讲起？ 我说，从记忆最深的。
记忆最深？ 记忆最深的，就是……我第一次戴红领巾！
真没想到她说这个，而且说这话时，眼睛闭着陶醉般做了

个夸张的喷涌而出手势。 瞬间，她眼睛湿润了，声音哽咽了。 我
心想，不至于吧？ 她全然没注意我的诧异，继续沉浸在激动回
忆中。

“你知道吗？ 我三十多岁了才第一次戴红领巾！ 那次是长
安商会组织会员和镇小学共庆儿童节， 宣读完我们捐赠物品
清单后，学生代表双手托着鲜艳的红领巾，伴着鼓乐队节奏，
迈着整齐的步伐，齐刷刷地走到我们前排。 当孩子们转身面向
我们时，我赶紧站起，面前的小女孩化了妆，红脸蛋，粉扑扑
的，小嘴唇，红彤彤的，额头还点了个圆圆的红点点，超级可
爱。 她胸前的红领巾格外耀眼，小女孩向我敬礼，我想还礼，可
只知握手，真不知怎样敬少先队礼。 我连忙弯下腰，等小女孩
给我系红领巾，开始是配合，是等待，当孩子给我系结时，我已
经是恭敬、是享受了，我起身抬头的一瞬间，眼泪夺眶而出。 我
突然觉得面前的小女孩就是我，她多幸福呀，可我……”这次，
她哭出了声，不是哽咽。 我知道，今昔对比，她想到了自己酸楚
委屈的童年。

“其实那次我只捐了两千块，唉！ 心有余而力不足。 类似这
种捐赠活动，我参加的多，最多的一次捐了五万。 关键这次戴
的是红领巾，除了学生鼓乐队，现场还传来我们是共产主义接
班人的少先队队歌，我一下子热血沸腾，感到责任重大。 我卖
过彩票，开过打印部，办过火锅店，经营过热水器，也曾南下闯
荡过，最大手笔是与人合伙承办全国性的民间体育赛事，当然
这也是我最五味杂陈的一次磨砺，由于经验不足，一年下来，

全国各地跑了个遍， 赛事倒是完成了， 但风餐露宿， 血本无
归！ ”

二十余年的风风雨雨，她最终选择了她熟悉的魔芋。 她的
魔芋基地，在长安镇一个偏僻的山沟里，我们弃车走了很远，爬
了几面坡才到。 因为时令还早，在绿油油的玉米地里，只看到
了破土而出的芋苗。有的像竹笋一样冒出一点芽尖，有的壮实。

她的公司叫平利县女娲硒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厂房坐落
于长安镇梁家桥村四组村民安置房后一块空地上， 一侧是水
田、茶山，闹中有静，弥散着泥土的芬芳和茶香，厂房一层是库
房，小院石山景观瀑布前是一个带笑脸的魔芋模型，憨厚敦实；
二层有两个直播间，她线上线下都销售，洽谈区和产品展示在
一个较大的房间，我最感兴趣的自然是她的展览馆了，这儿是
魔芋百科大全，图文并茂。

我们是鱼贯而入，出门时才看到立于门口的魔芋花。 它是真
花复原，和我们一般高，不能说亭亭玉立，只能讲傲然挺立，花儿
紫得耀眼。 花的颈干系红绸，因为没有风的吹拂，静静垂立。

魔芋花被誉为“生命之花”，魔芋全身都是宝，魔芋花以其
清雅的花姿和独特的药用价值也备受关注。 她自始至终跟着
我们，不失时机地恰当解说。

谈起魔芋，她如数家珍。 我说，你知道的真多。 她说，哪儿
哟，都是在网上查的，外出考察学的。 我把我第一次戴的红领
巾，开始是珍藏起来的，后来觉得可惜，思前想后，把它取出来
小心地系到了魔芋花上，哦，那不是红绸，是红领巾！

在依依惜别中，我们上了车，透过玻璃望着她渐远的身影，
我突然觉得，立在庭院向我们挥手道别的她，好似系红领巾的
魔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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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到过安康的明星，没有不赞美
汉江的。 ”筹办龙舟节的“老人手”们，都是
这个结论。

龙舟节筹委会的组织者明白：虽然我
们办的节目是宣传安康的生态资源、旅游
文化，是体现民俗文化的“大众娱乐”，但
适当邀请明星助力， 既能满足中外游人、
客商和本地群众需求，又能为山水安康增
光添彩。

这一创意，是从第三届开始的。 前两
届，名叫“安康龙舟节”，第三届经省委、省
政府批准， 更名为 “中国安康汉江龙舟
节”，升格为“省部联办”、卫视直播，且有
数十家海外媒体、企业、团体光临，为了办
好开幕式文艺活动，筹委会决定适量邀请
明星，提升观赏效果。 然而，当明星们走进
印象中的“穷山恶水”，看到如此漂亮的汉
江，我们收获的，绝对是超值的宣传效果。

姜昆：主动加戏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时为中国
广播说唱团团长， 中华曲艺学会会长，稳
稳坐于业内的“头把交椅”。他于 2002 年 5
月 1 日携戴志诚、全维润来安康，是为参
加 2 号上午的第三届中国安康汉江龙舟
节开幕式，表演新编相声《欢迎您到安康
来》。

当天他们从北京飞抵西安，再用汽车
接到安康，已是晚上九点多，考虑到旅途
劳顿，就没到现场彩排、走场，只在餐桌上
与音响、串词撰稿人、主持人做了交流，饭
后到宾馆会议室由总导演、解说组长给做
了“座排”。

次日一到主会场的演员休息区，姜昆
就闹着要下汉江。 那时的主会场在江北，
他刚才乘车过汉江一桥时就惊奇地发现：

“绿水青山，看！ 安康的山是青的，汉江的
水是绿的！ ”因此，他下车之后不到演员休
息棚，而是闹着要下江去，看水，玩水，喝
水。

工作人员担心安全及观众骚动，暗示
武警战士将其挡了回来。

刚端上热茶，他就给导演说：“我要加
戏，要夸夸咱这绿油油的汉江水！ ”

身兼该相声编剧的全维润急问：“你
加什么，怎么个加法？ ”

姜昆手指汉江， 大声讲道：“汉江水，
是中国少有的绿水！ ”然后，他指着全维润
说：“喝了这么高级的绿水，你不仅会绿了
胃，绿了肺，长成绿色动物，还会变成穿着
绿衣服、戴着绿帽子的绿色环保人！ ”

大家哈哈大笑间， 他已掏出剧本，喊
拢戴志诚、全维润，一本正经地推敲开加
戏的说词儿。

阎维文：探知水味

作为当时正走红的“一线歌星”，阎维
文此行， 是来演唱筹委会特请党永庵作
词、赵季平作曲的《中国安康汉江龙舟节
节歌》。

当日下午一到，简单吃了便饭，没有顾
上休息，就被拉到江北主会场去走场。

按照总导演的前期设计，阎维文要乘
快艇跨越汉江“唱遍一江两岸”，且有两岸
方阵在副歌部位合唱。

他一上快艇，音乐开起，主持人就开
始介绍他。 但他却呆望着清澈见底的汉
江，静静地看着游动的鱼，飘飞的水草。 当
主持人宣布“掌声有请阎维文！ "的声音从
空中飘入耳际，他才猛然扬起头来，抖擞
精神，亮开歌喉。

一曲终了，已在舞台中央。 但在挥手

致意后， 他却意犹未尽地申请 “再来一
遍”。

这次，一上快艇，他就蹲下身子，伸出
双手在水中洗了下，又用左手中指蘸了点
水，送到唇边，伸开舌头舔了舔，面露喜色
地说：“清爽，甘甜！ ”上岸之后，他像小孩
子般天真地向其他演是炫耀：“我终于尝
到了汉江水的味道了！ ”

当女演员卢秀梅回应：“这就是南水
北调进北京的水，回头我在自家的水龙头
上尝！ ”阎维文把头一偏，自豪地说：“先尝
为快！ ”

幺红：品尝汉江鱼

阎维文“亲口品尝汉江水”的举动，一
下子引发了不少演员的内心震动。 爱说爱
笑、活蹦乱跳的女高音歌唱家幺红不甘示
弱，大声询问与她合唱《幸福安康》的男高
音歌唱家黄越峰：“知道汉江里有什么好
吃的吗？ ”

黄越峰答了一声“鱼”，便无下文。
解说组长上前补充 ：“陕西有 96 种

鱼，安康除了两种高原冷水鱼外，其它都
有。

幺红睁大双眼，看一下汉江，十分夸
张地张开大口：“我要一口吃尽！ ”

众人大笑， 她却正儿八经地说：“蒸
的、煮的，刚才已经吃过了；现在我真想知
道，把这么鲜嫩的汉江鱼烤黄了、烤脆了、
烤辣了是个什么样的美味？ ”

谢幕后，幺红说她已打听好了，东关
有烤鱼、煎鱼、麻辣鱼，她要去品尝。 大家
害怕发胖，没人响应。 她才不管呢，说声
“我越胖，越有劲头高声歌唱”，就走向提
前已经向工作人员约好的小汽车。

蔡国庆：汉水抚人心

第九届龙舟节 ， 本应 2008 年端午
节举办 ，但因受 “5.12 汶川地震 ”影响 ，
临时停办 。 到了 2009 年续办时 ，为了添
点喜气 ，就增加了明星演唱 ，安康人便
有幸看到了孙悦 、蔡国庆两大 “青年歌
星 ”。

蔡国庆本来话少 ，不善交际 ，接风
时便显得不够热情 。 加之长途赶来 ，身
心疲惫的情况下 ， 有人不停地合影 ，还
反复把外边的人放进来照相 、 签名 ，让
他既不太乐意 ，又很尴尬 。 后来 ，有人竟
然邀请他当场唱歌 ， 他实在受不了 ，就
站起身来 ，说想透透气 ，就站到了酒店
的窗口 。

这一下，他看到了水中倒映的汉江一
桥，以及五彩斑斓的灯光；看到了大桥上
游的主会场，以及趁夜训练、激情飞扬的
学生方阵；看到了江中的一艘客船，以及
船上听民歌、品香茗、赏夜景的游人……
蔡国庆沉静其中，哼起歌来。

当晚的走场排练，因导演听说蔡国庆
很累，就没到现场，安排在酒店西北角的
四楼会议室。 一进去，见其和主会场的直
线距离只有上千米， 蔡国庆非常高兴，一
个垫脚碎步，就跑到窗边，坐在了西北角
这个最好的观景位置上， 当仁不让地说：
“谁也别跟我争！ ”

导演打趣：“没人有胆， 您是师级军
官，在此是最高长官！ ”

众人哈哈大笑， 他却爬在窗台上，眼
望汉江，一脸痴迷，似乎所有的说笑都与
他无关。

看了一会， 他猛然起身， 对导演说：
“咱们还是到汉江边去吧， 那个延伸到水
中的大舞台，多么诱人呀！ ”

龙舟往事
李焕龙

五月的风，裹挟着桑田独有的清甜，将我再
次带到石泉县池河镇。

站在沧海桑田“天空之镜”观景台上，万亩
桑田如绿色海洋，向天际铺展。 巴掌大的桑叶，
在阳光下泛着油亮光泽。紫红桑葚宛如繁星，缀
满枝头。

这是我第三次驻足于此。每次，都能看到它
在时光中，生长出的新样子。

与池河镇的缘分，始于 2019 年春末。 那次，
因采访踏入这片桑园。桑葚尚青涩，如青豆般挂
满枝头。 明星村党支部书记刘家满抚摸着粗糙
桑枝，眼里满是期待：“等到五月，桑葚能把枝条
压弯到泥里。 ”

那时的桑园，还是纯粹的田园图景。 清晨，
露水顺着桑叶的纹路滑落，打湿农人的胶鞋。蚕
房里，蚕宝啃食桑叶的沙沙声，像细雨落在瓦片
上。村里老人说，桑园的每棵树都有灵性，春生，
夏长，秋收，冬藏，四季轮转里藏着庄稼人的活
法。 这活法，也是千年前丝路文明的延续。

三年后的 2022 年五一，我带着女儿故地重
游。 桑园已换了新颜。 扫码入园的闸机旁，村民
身着蓝色马甲，热情地介绍特色活动。

阳光下，树梢的桑葚，红的似朱砂痣，紫的
若淤青的云，青的还带着春寒气息。不等我说如
何采摘， 女儿就举着塑料小篮， 雀跃着冲进园
子，惊飞了路旁的蝴蝶。

桑园里热闹得如同集市。 男人们踮起脚，伸长手臂，努力够着高
处最饱满的果实；女人们在桑树旁拍照，各色防晒服与紫红桑葚相映
成趣；孩子们嬉戏打闹，脸上沾着桑葚汁，像个花猫。又或熟透的桑葚
掉在地上，引来蚂蚁排成长队，搬运这份甜蜜。

此时的桑园，已从单纯的种植园，转变为集观光、体验、加工于一
体的现代产业园区。 桑果被制成果酱、酿成美酒，蚕丝产品通过电商
销往全国，曾经的丝路起点，又以新的姿态连接世界。

今年五一，受邀参加第四届桑葚采摘季，第三次来到这里。 开幕
式上，镇党委书记的话意味深长：“我们要让桑园开口讲故事。 ”站在
改造后的桑园里，我更深刻感受到了这句话的分量。

农科院专家带来的改良品种，使桑葚产量大幅提升。村民通过培
训，掌握了直播带货技能。 政府投资建设智慧化立体种养项目，引入
智能机器人。 传统农舍改造的精品民宿， 融合了现代设计与乡土风
情。

桑园故事，在新旧交替中不断丰盈。 刘家满介绍，过去，1.1 万亩
桑田是 8000 张蚕种的粮仓。 如今，蚕丝不再局限于粗布，村集体企业
生产的蚕丝被、真丝围巾，带着池河桑蚕的标识走向全国。 曾被忽视
的桑果，摇身一变成了富含花青素的“网红水果”，价格翻了数倍。 桑
园突破传统，变成景区，敞开怀抱迎接八方来客。

离开时，微风拂过桑园，送来熟悉的甜香。不远处，有老人正耐心
地教孩子辨认桑叶：“这是湖桑，叶子大，蚕最爱吃；这是鲁桑，枝条
硬，适合做桑杈。 ”这些代代相传的乡土智慧，在现代旅游的浪潮中依
然鲜活。 如同一条无形丝线，串联起过去、现在与未来。

此刻，突然读懂了桑葚节的深意。 这片桑园，是土地写给时光的
辩证诗。每一行都藏着，变与不变的永恒命题。智能机器人，在厂房里
精准作业。老屋民宿的灯光，点亮夜幕。直播间的叫卖声，回荡在桑园
上空。 这是时代赋予桑园的新面貌。

但园中的老桑树，依遵循千年不变的节律。 冬藏春生，用紫红的
果实，回应着岁月的呼唤。 孩童在桑树间追逐的身影，老人传授技艺
的场景，仍温暖如初。

桑园见证着时代的变迁，也守护着不变的根脉。变的是生产方式
与经营模式，不变的是土地的馈赠、农人的坚守，以及桑园承载的文
化、记忆。

站在桑园里，看着眼前的勃勃生机，不禁思考：在快速发展时代，
该如何对待传统与创新？ 桑园给出了答案。 它告诉我们，传承不是固
守旧有，创新也不是抛弃传统。真正的发展，是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
融入新的元素，让古老的事物焕发新活力。

桑园的时光叙事，仍在继续。每一根桑枝，每一片桑叶，每一颗桑
葚，都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故事。 它们见证了农人的辛勤劳作，见证
了产业的转型升级，见证了乡村的发展变迁。 这些故事，不仅属于池
河镇，也是无数乡村，在时代浪潮中前行的
样子。

在未来，桑园还会有更多新变化。 但它
所承载的记忆与希望， 将永远留在人们心
中，成为永恒的乡愁，与向往。

再
见
桑
园

于
延
琴

来宁陕县新庄村之前，我是不曾见过板栗球的。
记得母亲最爱吃板栗，小时候每年秋天板栗成熟的季节，父亲总

会从集市上买上几斤炒板栗，让母亲尝尝鲜，于是我也有了口福，一
颗炒熟的板栗放入口中，满口软糯香甜，那是记忆中的味道。 幼时天
真的我以为板栗就像花生一样是从地里挖出来的， 因为它跟花生一
样表面有一层壳，或者是像苹果和梨一样结在树上，这时母亲就会告
诉我，板栗确实是结在树上，但是它的外面却是包裹着一层坚硬的板
栗球，球的表面还长满了刺，就像刺猬一样，这一下激发了我的好奇
心，我也想看看板栗球到底长得什么样，但是我们当地可能气候不适
合，很少有人种板栗，这便成了我心中的一个念想。

直到我来到新庄村，才有缘得见板栗球的真面目。
新庄村地处秦岭南麓，盛产板栗，在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板

栗林，少则十几亩，多则几十亩甚至上百亩。村里的老杨告诉我，要想
看到板栗球，要等到夏天，每年四到六月是板栗开花的时节。 板栗花
并不起眼，呈淡淡的黄色，有颜色深一点的，也有浅一点的，小小的簇
拥成串，点缀在层层绿叶中，一阵清风吹过，独特的花香袭面而来，一
串串花枝轻轻摇曳着，引来无数蜜蜂徜徉其间。板栗花正是秦岭山里
蜂蜜的蜜源植物之一，用板栗花酿出的蜂蜜有一股独特的果香味，光
泽更加晶莹剔透，口感也更加香甜细腻。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板栗结果的时节，一颗颗拳头大的板栗球挂
在树枝间，在阳光下泛着淡淡的金黄色，板栗球是一层球形的壳，表
面长满了尖刺，将板栗的果实紧紧地包裹其中，看起来的确像一个个
小刺猬。 起初板栗球是青绿色的，大概有鸡蛋那么大，质地也没有那
么坚硬，随着果实的成熟，板栗球慢慢变大，外壳和尖刺也变得愈加
坚硬，最终板栗球会裂开一个小口，露出里面的果实，这时板栗基本
就成熟了，一阵风吹过，板栗球纷纷脱落，掉在地上，有的已经脱掉了
“外衣”，只剩下褐色的板栗果，有的依然被外壳包裹着，需要手工去
掉外壳。

每年的这个时节，也是新庄最繁忙的时候，一大清早，人们三三
两两，有的开着三轮车，有的背着背篓，便往自家的板栗林赶去，山里
晚上风比较大，成熟的板栗经过一夜的风吹纷纷“坠落”，因此早上也
正是捡板栗最好的时间。 捡板栗是要十分小心的，最好戴上手套，因
为很多板栗球还未脱落，一不小心便会被它表面的刺扎到。

板栗可以生吃，生板栗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一口咬下去，清
脆爽口，淡淡的甜味和清香顿时填满口腔，人们最常见的吃法是糖炒
板栗。 将板栗洗净，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糖和沙子，用小火慢慢翻
炒，随着温度的升高，板栗逐渐变得金黄，散发出诱人的香气，那香气
弥漫在整个屋子里，让人垂涎欲滴。咬上一口，香甜软糯，仿佛整个秋
天的美好都凝聚在这一颗小小的板栗中。除了糖炒板栗，板栗还可以
用来炖汤、煮粥、做糕点等，板栗炖鸡，更是一道经典的美食。 将鸡肉
切成块，焯水去腥，锅中倒入热油，加入大葱、生姜、辣椒、当归等佐
料，然后鸡肉下锅，一小汤匙生抽和老抽进行调味调色，翻炒至表面
微黄，加水没过鸡肉，放入剥好的板栗，小火炖上半小时，一道美味香
甜的板栗炖鸡就做好了。

不知不觉又到了板栗开花的时节，恍惚间，又似板栗球挂满枝头。

新庄的栗
师英伟

魔芋花
王健春

老家有一口老
水井，究竟有多老，
几代人都说不清 ，
祖 祖 辈 辈 都 叫 它
“水井坎”。

这口老井是村
里的骄傲， 老爸评
价它的神奇： 天再
干， 这口水井不得
干。 老妈尤其喜爱
这口井， 感叹洗了
一辈子的衣服 ，冬
天只有用这口井的
水，手上不炸裂子。

老家在汉滨区
北部的牛山， 村民
口口相传山上有黄
龙泉、白龙泉、黑龙
泉， 泉水常年不涸
不溢 。 经地质勘
查， 牛山平均海拔
在 1200 米左右，属
喀斯特地貌， 是由
火山喷发形成的山
体，以石灰岩居多，
水质弱碱性。 老家
这口井距离牛山的

三眼泉大约五公里，老井水质好，与牛山泉相
关。

老水井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 我家离老
井是最近的，每天天刚蒙蒙亮，村民去老井挑
水的脚步声便络绎不绝，村民挑水的脚步声，
是我家的闹铃，听到脚步声，爸爸妈妈也就早
早地起来，爸爸打扫庭院，老妈喂猪喂鸡，美
好的一天从黎明前的脚步声开始了。 清晨来
挑水的人不在少数，勤快的就多挑几担水，供
家里老人孩子起来刷牙洗脸， 家里主妇们准
备淘菜洗菜，煮饭用。 懒惰的挑一担也够用，
反正井水常年不绝，从不担心没水吃。每天都
有远近几个组的妇女提着一大笼衣服来井边
洗， 迟了就得等， 所以从天色微亮到暮色苍
苍，水井坎总是嘻嘻哈哈笑语不断。直到今天
两位老人还是保持了一生的好习惯，早起、扫
院坝、洗衣、做饭，传统的乡村小日子惬意自
然，这口老井像暮鼓晨钟，这也许是老井带给
我家的意外之喜吧。

老井的水格外甘甜。 夏天，劳作归来的村
民，总会在井边停下脚步，舀起一瓢清凉的井
水，仰头一饮而尽，那沁人心脾的凉意，从喉
咙直抵心田， 满身的燥热与疲惫瞬间得到缓
解。 到了冬天，井口一层水雾朦胧，把手伸进
水里，带着丝丝暖意。 老爸每次进城，给他烧
水泡茶，他都唠叨城里的自来水泡茶不香，其
实老爸不知道，我们也早已用上了净化水，但
是依然赶不上老井水的天然纯净。

记得一次周末回老家， 看到院坝里摆放
着一排排水桶， 村里的老弱妇孺都坐在我家
屋檐下歇凉，一问才知，村里的青壮年都外出
打工了， 那段时间干旱， 老井水位下降了很
多，老人和妇女挑水不方便，我爸便掏钱买了
一台抽水机， 从井里抽水供村民吃。 感动之
余，我把当时的场景拍照发了一条朋友圈，没
承想，竟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随后在我的多
方奔走争取下，没多久，一口水窖建在了老水
井的下边，村民们不用再等着挑水，井水源源
不断地流进了各家各户。时至今日，老水井还
在哺育着村里人。

今年又遭遇几十年不遇的干旱，不少村子
等着政府用水车送水吃， 让我更加怀念起老家
的这口水井。上周末回老家，看到老爸正在用水
浇地，他感慨地说：还是咱们的水井好，吃水不
愁，要不是这口井，园子的菜都长不出来。

这口老井，就像一位慈祥的老人，给后人
源源不断的滋养，一代又一代的村民老了，这
口井依然水涌不断。 人常说：小满即是圆满，
老爸一辈子勤勤恳恳，给村民提供便利，这亦
是人生小满。

一
口
老
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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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河小镇 李谢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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