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天，在老家嵊州市金庭镇

大湖山的天云山庄，和几个兄弟

小聚，庄主给我们上了一盘腌小

红毛花生。我有30多年没吃过这

种花生了，马上挑一颗入口，咸咸

的，糯糯的，隐约还有点儿甜，都

是熟悉的味道，一下子激活了舌

尖上的记忆。

嵊州金庭是一方神奇的土地，

“书圣”王羲之晚年归隐于此，建书

楼，植桑果，教子弟，赋诗文，作书

画，以放鹅弋钓为娱。神奇的地

方，往往有神奇之物。小红毛花生

就是金庭一种特有的小花生，长得

小巧，头有鹰嘴，壳薄滑润，一荚二

粒，果仁饱满。这种小花生其他地

方虽然也有种植，唯独金庭出产的

风味最佳，慢慢地，这种花生也被

叫做“金庭小红毛”了。

冬春季节，家里来客人，现炒

一锅小红毛花生，是金庭人一个

很隆重的待客之道。主客坐在一

起，泡一杯茶，抓一把热乎乎的

“小红毛”，从鹰嘴剥开，挑出二粒

果仁，轻轻摸去外面红红的薄果

衣，抛入嘴里，松脆爽口，香而带

甜，甜中有鲜，油而不腻，让人百

吃不厌。

父亲曾是村里有名的泥水

匠，打灶台手艺特好。每当给人

家打好一个灶台，主家会马上点

火，开炒一大箩“小红毛”，试试新

灶的火候怎么样，更重要的是期

盼新灶能带来又红又火、又香又

甜的好生活。记得小时候，父亲

每次打完灶台回来，都会带回一

大包人家送的“小红毛”，我家三

兄妹也因此多了口福。

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

在物资匮乏的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人们干活全靠力气，每人都要

吃上几碗米饭。但由于桌上常常

不见荤菜的影子，难免有时寡淡

无味吃不下饭。聪明的金庭人，

别出新裁地创造了腌“小红毛”，

将洗净的嫩“小红毛”和盐水一起

泡入钵头中，过五六天后蒸着

吃。一旦桌上有腌“小红毛”出

现，立马成了大家的下饭“神器”，

一二颗腌“小红毛”入口，仿佛有

了刺激胃口的魔力，满口生津，二

三碗饭就落肚了，一个个下地干

活也格外有劲儿。

金庭人有很多种“小红毛”的

吃法，水煮“小红毛”是大家最喜

欢的。“小红毛”从地里刨回家，洗

净连老带嫩一起放入锅里水煮，

不加任何佐料，等它熟了，满室生

香。爱喝老酒的，这碗“小红毛”

就是下酒的绝配。“常吃小红毛，

胜过滋补品”，这是金庭流行的一

句顺口溜。走亲访友，金庭人都

喜欢将“小红毛”当作最有脸面的

礼物来馈赠亲友。

2014 年底，75 岁的岳父带岳

母从嵊州城里返回金庭养老，可

他们根本不服老，第二年一开春

就种上了一畈畈“小红毛”。一到

假日，我们也陪着他们给“小红

毛”拔草、施肥，又一起快乐地收

获。岳母还把精挑细选的“小红

毛”晒干，一小包一小包地分装

好，精心保存起来。春节时，她就

将这一包包“小红毛”回赠给远道

来看望他们的亲友，这是她心里

最珍贵最自豪的礼物。

如今，无论是煮的，还是炒

的、腌的、炸的，小小的小红毛花

生，不单纯是下饭菜、伴手礼、开

胃果了，也是金庭人勤劳的结晶，

智慧的化身，更是美味的传承，乡

愁的寄托，感情的载体。

晚上给母亲

打电话，对她说：

“娘，天冷了，您

要多注意身体。”

母亲笑着说：“现

在不用做家务，

我白天在院子里

晒太阳，晚上早

早躲进被窝里，

哪能冻到啊！倒

是你们在外面要

多注意身体。马

上 到 阳 历 新 年

了，你们也快放

假回来了，我要

提前把你们的被

子 都 拿 出 去 晒

晒。我再去‘董

集’买几只鸡，买

点大白菜，先买

一些能存放的东

西。”听了母亲的话，我知道，母亲

已开启她的新年计划了。

我想着“董集”离我们家有十

几里路，不禁有些担心，毕竟快70

岁的人了，视力大不如以前，便劝

她：“娘，去‘董集’那么远干啥？离

过年还早着呢，都放在冰箱里，到

时候也不好吃啊！”母亲说：“听说

‘董集’的鸡比咱们这集上的鸡一

斤便宜两三毛钱，到时候我和你婶

子等几个一起去，把鸡买回来，先

放在院子里养着，怎么会不好吃

呢？”我知道母亲的性格，她认准的

事，一定会去做，只好说：“娘，您在

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母亲听了

我的话，高兴得像个孩子，接着她

继续说自己的新年计划，其实她不

说我也知道，无非是置办年货，买

春联等等。

我静静地听母亲说她的新年

计划，还不时地作点补充。母亲开

心地说着、笑着，好像做了一件很

大的事。其实在母亲看来，这确实

是件大事，因为打我记事以来，每

年她都会郑重其事地忙活她的新

年计划。

尽管母亲每年的新年计划都

差不多，但她仍然一丝不苟地做

着。只是这两年她的记性越来越

差，有时候到集上，会突然给我打

电话，说她记得要买五样东西，现

在才买四样，还有一样记不起来

了。我只好把她曾跟我说过要买

的东西依次说一遍，母亲听了就很

高兴。但有时候，我也想不起来

了，她就会很着急，我只好劝她，明

天再来买。回家后，母亲突然想起

来了，又会给我打电话，嘴里还念

念有词地说，明天可不能忘了。后

来，我索性把母亲说的要买的东西

都记在手机上，当她再给我打电话

时，我便能准确地说出来，让她不

再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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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径 李昊天 摄

小红毛花生

站在新旧之交，人们总会下

意识地回看过去，展望未来。

回看过去，有风，有雨，有阳

光，有雾霾，就像一条路，有起，

有伏，就像一段人生，有得，有

失；而未来，因其未至，有许多的

不确定性，同时也伴随着更多的

可能性。

事实上，人生有些路，本就

需要自己走过才知道、才甘心。

不管前面是鸟语花香、草木繁

茂，又或是布满荆棘、坎坷难行，

经历过，方始相信。否则，纵然

你是先知，是过来人，言语再恳

切，叙说再详细，终难叫人心服

口服。

而当我们踏上新的征途之

前，对远方、对未来多半是充满

希望的。虽然这希望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格局，不同的人亦有不

同的期许。至于我，健康平安之

外，另有三愿：一愿有往事可供

回忆，二愿有理想可供追求，三

愿心爱的人可以一直相守。

不管过去的事情如何难忘，

如何不堪，过去的已然过去，我

们应该留住温暖的回忆，当我们

年老时，当我们被生活的风霜打

得遍体鳞伤时，用它来鼓舞自

己，证明自己；理想是一种美好

抱负，有时比具体的事和物更有

力量，可以指引前进的方向，也可

以给人踏平坎坷的勇气。人这一

生里，有些快乐适合“独乐乐”，而

有些快乐适合“众乐乐”。当你怀

揣梦想前行的时候，有心爱的人

见证你拼搏的样子，与你分担失

意的难堪，分享成功的喜悦，想

来，这是所有人心里所期盼的

吧。

时钟周而复始，而时间只会

一往无前。无论你想或不想，365

天之后，明年会变成今年，今年

会变成去年。所以，当新一年，

当新的征程在我们脚下延伸时，

我们应该勇敢地迈过去，像初生

牛犊一样去闯去拼，去实现自己

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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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天空 魏益君/文

迎着新春的气息

沐着新年的阳光

踏上2024年的台阶

有一种留恋

叫人回味无穷

有一种期盼

叫人热血沸腾

站在新年的台阶上

回望过往

有太多的风景记忆犹新

疫情后的明媚春光

积石山的抗震救灾

彰显了大国的风范

嫦娥系列的探月

逐梦天宫的飞行

实现着腾云驾雾的航天梦

站在新年的台阶上

我深深呼吸

用心感知那缕

崭新的气息

春风拂面的清新

夏雨洗礼的洁净

秋叶飘零的轮回

冬雪覆盖的希望

都在年的喜庆里

扑面而来

站在新年的台阶上

我拽一缕阳光

拧成一条鞭儿

以快马加鞭的姿势

追逐幸福的年景

踏上新年的台阶新一年，勇敢地出发
□生活时空 潘玉毅/文

千古通济堰走笔

七 色 土

不久前，我走进丽水市的古

堰景区，近距离接触千古一堰通

济堰时，才发现可以媲美四川都

江堰，令我惊叹不已。

通济堰地处丽水市莲都区，

从“千古一堰”牌坊进入景区，沿

着一条小街慢慢往瓯江支流松荫

溪方向走，松荫溪畔的一座阁楼

便映入眼帘，走近一瞧，阁楼上赫

然写着三个大字“通济堰”。登上

阁楼，但见拱形坝横卧于松荫溪

两岸间，松荫溪的上游来水流经

拱形坝时，由于拱形坝上下游落

差大，溪水似脱缰的野马从拱形

坝奔腾而下，浪花飞溅，那轰轰的

水声，似万马奔腾。据介绍，眼前

的这条拱形坝，是世界上最早的

拱形坝，建于南朝梁天监四年，最

初为木结构，南宋时改为石坝，现

存坝体保持着拱坝原有古老的结

构特色。千百年来，这条拱形坝

任凭汹涌的溪流撞击，仍岿然不

动横卧于此，拦截溪水，灌溉农

田，默默奉献。

从阁楼下来到松荫溪边，但

见被拱形坝拦截的部分溪水，乖

乖地流向通济堰的渠首，并由此

流向广袤的碧湖平原，灌溉着两

万余亩农田。从通济堰渠首走

向文昌阁，但见通济堰主干渠两

岸古樟参天，浓荫蔽日，树立在

干渠旁的一块指示牌告诉游客，

这里就是华东地区最为壮观、树

龄最长的古樟树群。这些古樟

历经千余年岁月沧桑，默默地捍

卫堰渠，成为通济堰历史的见证

者。主干渠北侧沿路边有许多古

民居，还有“贞节牌坊”、文昌阁，

等等，这些又为古堰景区平添几

分魅力。

离开古樟掩映的文昌阁，再往

前走，映入眼帘的就是素有“水上

立交桥”之称的石函。石函俗称

“三洞桥”，为二墩三孔石平桥，始

建于北宋政和元年，并沿用至今。

从指示牌中得知，石函的建成，破

解了当地一条叫泉坑的坑水冲刷

所带来的泥砂於塞通济堰主干渠

的难题，成功地实现了立体交叉排

水，即下层引流通济堰主干渠的渠

水，上层引走泉坑的坑水，使下层

渠水与上层坑水互不干忧，宛如当

今的立交桥。别看石函结构简单，

但简单中蕴含着玄机，充满着智

慧，它可是我国最早的立体排水工

程实例，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水

上立交桥”。

游走通济堰，触摸到了让人

肃然起敬的古代水利文明，感受

到了古代水利工程恩泽后世的景

象。赞叹通济堰，也赞叹为通济

堰贡献智慧的人们！

□屐痕留处 缪士毅/文

□乡村美食 吕永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