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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苦瓜挂满架
!

施正荣

苦瓜以味得名，有书

记载：又名凉瓜、锦荔枝、

癞葡萄，是葫芦科植物，

为一年生攀缘草本。苦瓜

是人们喜爱的一种蔬菜，

近几年我喜爱上了种苦瓜，每年春季在房屋旁

空地上种上十几株苦瓜，待到生长出瓜藤的时

候，用一些竹竿搭上架子，让藤儿弯弯曲曲往

上爬，苦瓜藤往上爬的时候陆陆续续开出许多

黄色小花，黄色小花朵长在青藤绿叶之中显得

美丽极了。黄花凋谢后结出了细嫩的小苦瓜

芽，渐渐地青苦瓜白苦瓜黄苦瓜挂满了藤上。

有条件的人家家前屋后或是在花坛上种上一

些苦瓜，苦瓜的花叶、青藤果实交织在一起，远

看近看都是一幅迷人的风景。栽上苦瓜既是蔬

菜又给家前屋后增添了美丽的自然景色。

苦瓜是清热解毒的最佳蔬菜，夏天的餐桌

上如果加入苦瓜做的菜，那是清脆爽口，鲜嫩

无比。苦瓜通体清苦，不管同什么菜炒、煮、烧、

凉拌等都是苦自己，其它的配菜不会沾一点苦

味，所以又叫君子菜。

苦瓜的吃法很多，如酿蒸苦瓜、生蘸苦瓜、

干煸苦瓜、苦瓜炒鸡蛋、苦瓜炒肉丝等。另外，

青椒炒苦瓜、酱烧苦瓜、苦瓜烧肉、泡酸苦瓜、

苦瓜炖牛肉、苦瓜炖黄鱼等都属名菜，色彩协

调，清淡适口，别有生趣。

吃苦瓜能刺激味蕾，使人胃口大开。人的

味觉会因味苦而感到清香，而后回甘。人生的

苦尽甘来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在口腔中完成，怎

不令人喜出望外，都想尝一尝苦瓜的味道。

苦瓜由青变白再变黄，这是一个成熟的过

程。达到黄熟的果实，顶部极易开裂，露出血红

色的瓜瓤，吃上瓜瓤感到清香纯正的甜。青的

苦瓜通体清苦，血红色的瓜瓤尤如蜜甜。

有时候吃苦瓜或饮苦瓜茶时，也联想到人

的命运有时也似苦瓜的命运。苦瓜通体清苦，

人也要一生清苦。人要能吃苦，人生有着音乐

一样的旋律，吃苦则是这

一旋律的前奏和序曲。人

生不要只贪图眼前的享

乐，要甘于吃苦，要有苦

瓜的本质，先让你尝尝什

么是苦的滋味，然后给你甘甜，没有苦哪有甜，

吃苦往往接着是成功的归宿。精彩的人生正是

因为有了吃苦精神，才会产生永不言败的斗

志，才有战胜困难的品格。人生伴随着苦难，成

功浸透着泪水，爱拼才会赢。

苦瓜是菜中君子，只苦自己，人也要做人

中君子，宁愿苦自己，不要苦别人。苦瓜是一生

等候，终于苦尽甘来。人要一生付出，终能幸福

美满。有一句话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这也许是人生的自然法则。

苦瓜既是人们可口的蔬菜，又有药用价

值，受到我国历代医家的重视和关注，在众多

的医籍中均有论述。“苦瓜性寒味苦、无毒，具

有清热祛暑、明目解毒、降压降糖、利尿凉血、解

劳清心、益肾利尿、益气壮阳之功效。”“苦瓜中

含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含有清脂、减肥的特

效成分，可以加速排毒。它还具有良好的降血

糖、美容、抗病毒和防癌功效。”“长期食用，能保

持精力旺盛，对治疗青春痘有很大益处。”这些

功效我们且不必去探讨，近年来有不少介绍苦

瓜有降糖、降压、降脂功效的文章，有的还说得

神乎其神，事实上苦瓜可能对某种疾病起到一

种补助食疗作用，而并非能够治疗某种疾病。

我每年夏天将自产的苦瓜切成薄片晒干

储存泡茶饮，还将做菜废弃的苦瓜瓤、苦瓜籽

晒干泡茶，用这些泡茶饮有一种绿色的清香饱

满、厚重、回甘。

苦瓜清苦而淡然，我欣

赏苦瓜藤那奋发向上、蕴藏

无限生命力的精神，更欣赏

苦瓜那漫长的等候，苦尽甘

来的品性。

夜捉黄鳝
!

朱禄山

又是一年夏忙季节来到了，

看到田里刚栽下的一行行碧绿嫩

秧苗，不由使我想起上世纪七十

年代初夏忙之夜秧田找“长鱼”

（黄鳝）的趣事来。

那还是物质条件比较贫泛的岁月，当时的我

十六七岁，虽然身材矮小，但在生产队基本上是样

样农活都干，更不要说“打夜工”了（夜晚突击干农

活）。记得那是夏栽后的一天傍晚，生产队长安排

我和同龄小伙子一起“看水”（用抽水机为秧田灌

水，一是管住田埂缺口不让水流失，二是防止抽水

机出故障）。夏栽后成片的秧田都要灌水，抽水机

功率小，往往一抽就是一整夜。虽然我们是年轻

人，但责任心还是比较强，不敢有丝毫大意，几乎

是整夜巡查。毕竟是年轻人，上半夜好过，下半夜

难挨，总要找点事打发枯燥长夜。不知是谁提议找

长鱼吧，于是我们就舀了一小罐柴油，用粗铅丝扎

上棉花，沾上柴油，点燃后当火把，带上长鱼夹子，

一种特制的形似火钳的竹夹子，夹子上有锯齿。再

找一个装化肥的黑色塑料袋，那时还没有编织袋。

于是就一边巡查抽水情况，一边找长鱼。当时我们

这里是水网地区，老沤田一年只种一季水稻，冬、

春两季田里蓄水养着，因此鱼虾丰富。夜深人静，

蛙声一片，我们沿着水田埂，深一脚浅一脚前行

着，当我们走到哪里，那里的蛙声就会戛然而止。

田里的秧苗刚栽下不久，还没有分蘖封行，在火把

的照耀下，水中的各种生物看得一清二楚。这时的

长鱼最活跃，因为田埂上有蚯蚓在爬行，是长鱼的

最爱食品，长鱼只有游到埂边才能食到蚯蚓，我们

只要沿着田埂寻找就行了。长鱼也很机灵，我们的

火把一照，长鱼一动不动，这正好为我们提供了最

好捕捉机会，我们赶紧用夹子一

夹，虽然长鱼尽力扭动身子想摆

脱夹子逃生，但都是徒劳。就这样

我们用了一两个小时吧，就捉到

了四五斤长鱼。

这时夜深了，我们肚子也饿了，我们自己动手

烧夜餐煮米饭。生产队打夜工是管夜餐的，也就是

每人发半斤米，事后到会计处开领条，经队长批

准，到保管员那里就称到米了，现在这米要先垫一

下，菜就是我们找来的长鱼。我们这一带长鱼的吃

法主要是长鱼丝炒韭菜，首先要把长鱼划成条。正

常情况划长鱼前，把长鱼和冷水同时放入锅里烧，

等水一开，把长鱼捞出放入冷水中过一下就可以

划条了。但我们竟别出心裁，先把水烧开，然后一

人拿住锅盖，一人将长鱼直接倒入开水中，赶紧盖

上锅盖，结果大出意外，长鱼全部蹿出锅外，人的

动作根本赶不上长鱼的逃命速度，弄得满地都是

长鱼在游动。我们只好重新把地上已经烫伤的长

鱼捡起来，清洗一下，伴着冷水重新下锅，多花费

了一倍的时间和燃料才开始划长鱼。划长鱼对我

们这些农村孩子来说是手到擒拿的活儿。先把长

鱼放在一块平板上，让长鱼脊朝上，肚朝下，左手

固定住长鱼头，右手持刀在长鱼头部下刀，刀子不

能垂直，略倾斜一点，要沿着长鱼体内三角形鱼卡

侧面下刀，就能把长鱼卡完整地剔出，把长鱼肉切

成丝，再到自家菜垛（小块菜地）割几刀韭菜，清洗

一下，分期下锅，用猛火爆炒几下，两大碗长鱼丝

炒韭菜就烧好了。夜餐就是一样菜，汤都没有，但

在那个年代，我们吃得津津有味，鲜美无比。直到

现在回味起来，依然感觉是那么快乐、那么鲜美、

那么有味。

怀念老树
!

杨甫东

盛夏时节，万物

勃发。一路走来，放

眼村庄，沟塘路边，

除了杨树，还是杨

树。自上世纪八十年

代引进意杨以来，由于受利益的驱

动，农村原有的树种已渐渐地被单一

的杨树品种所取代，那些体现乡野情

趣的树种已难觅踪影。

怀旧是人的天性。童年的记忆

里，家前屋后的老树便是那烙印最深

的一部分。

榆树是记忆中数量最多的一个

树种，每家都要栽上几十甚或上百

棵。因为它的木质坚硬，用途很广。砌

房造屋时的梁、柱、椽，桌椅板凳等家

具的用料，它是首选。春天，郁郁葱

葱的树冠上，长满密密麻麻的淡绿色

榆钱，那也是人们一道香甜的美味。

成熟了的榆钱泛着金黄，在微风下像

雪一样纷纷扬扬落下来，堆满了林

间、路边，再随风流向远方。此刻，若

是你打着赤脚，踩着哗啦啦的榆钱儿

漫步，飘飘然有入仙境之感。炎炎夏

日，骄阳似火，但当它从一棵棵榆树

的枝枝杈杈间筛下来时，已斑斑驳驳

地在地面上搭起了一笼荫凉。铺上

一块塑料皮，躺上去，暑意全消。

野榆树的质地更加坚硬，高邮人

形象地称之为骨头榆。它曾经是木

匠们做刨子最合适的材料，现在木匠

都用电刨，没几个人在意它了。有时

会在城市园林的盆景里见到它瘦削

的身影。

桑树的质地坚硬而又有韧性，且

耐水的侵蚀，是农具用料的不二选

择。水车、犁、木船、锹把、叉把、扁担

等等都离不开它。桑树的果子先青

后红，继而变成紫黑色，酸酸甜甜的

味道自然成了孩子们争抢的美食。

一番享用之后，小小的嘴唇上都留下

了紫色的印记，看上去十分可爱而又

显得滑稽。那些成熟

后自然脱落的地上

的果子，人踩上去，

汁液四溅，仿佛地面

上开出了一朵朵紫

色的花。

楝树的枝叶有股中药的味道，故

有苦楝之称。把它的叶子晒干混放在

粮食里，可以预防虫蛀。用它的板材

做成箱子，盛放衣服和被褥亦有驱虫

的效果。记得中学时代，每当冬季来

临，学校食堂里燃料奇缺。老师便动

员我们回家采摘楝树果子，用它和大

米到食堂兑换饭票。原来这干枯的果

子经过春夏秋的物质积累，在炉膛里

燃烧时释放的热量大得很呢！

楮树，高邮人称构树。它的生命

力极强，是不需人工栽植的。鸟儿吃

了它鲜若草莓般的果实，四处播种。

每年春天，墙头缝隙中、屋面草垛上

都能见到它幼小的生命，但真正能够

长成大树的却是在陡峭的河坡和一

些边角地上。虽然楮树的名字不太响

亮，但却全身是宝。叶子的两面毛茸

茸的，是生猪最爱吃的青饲料，厨房

里，再油腻的碗碟，经它一抹便光洁

如新了。楮树浑身充满了白色的浆

液，小时候，若皮肤上有癣块，母亲会

用刀砍在树干上，刀口中立马会分泌

出浆液，涂在患处，火辣辣的刺痛以

后便有一种清凉的舒服感。如此不几

日，癣斑就会消褪了。楮树的木质纤

维绵软，弹性好，用它做成的扁担省

力耐用，它的皮还是制造宣纸的上等

原料呢！只是现在已很难见到它高大

的身影了。

儿时的记忆里，每个自然村庄就

好像一个浓缩的森林，低矮的茅草屋

掩没在树的海洋里。在这个小小的森

林里，槐树花的芬芳沁人心脾；桃树、

杏树、枣树的果实鲜美无比，让你垂

涎欲滴；还有水旱柳、竹子、银杏、香

椿……如今这些老树几乎都成为

濒危的物种。保护和善待它们，为

它们留下一席之地，给它们必要的

生存空间，既保证了生物的多样性

和生态平衡，也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财富。

上梁撒糕馒
!

秦一义

前几天，本组人家砌房，上梁时挨家挨

户散糕馒。当见到人家送来的一套糕馒和

糖果时，我触景生情，回想起小时候赶早儿

到砌房造屋人家，上梁时抢糕馒的情景。

所谓上梁，是种仪式，即按照事先择定

的日期，届时将堂屋的中梁“上”上去。上梁之前要做许多工

作，如，新房堂屋中央放一只磨盘，磨盘上放一盆万年青，预

示着该家基业巩固，人丁、家业永远兴旺发达；要上的中梁正

中要贴“福”字，梁的两端要系红、绿绸带（一般人家用红、绿

被面代替）；梁两端的柱子上要贴对子：“竖柱适逢黄道日，上

梁巧遇紫微星。”意思是，砌房、上梁择的都是极好的日子，大

吉大利，吉星高照；主家同时准备好香烛、鞭炮、糕馒等。

上梁的时辰到了，木匠作头、瓦匠作头分别代表瓦木匠

及家人将中梁“请”上去。他们爬上高高的脚手架，木匠作头

在上首（东西向的房屋，东为上首，西为下手），瓦匠作头在

下首，上首木匠先拎起红带子，下首瓦匠也开始拎起绿带

子，中梁缓缓而上，到达顶点位置，两位工

匠手执斧柄，将梁和柱对上榫，敲钉牢固，

边敲边说“四句”（吉利话），同时，主家点燃

香烛，燃放鞭炮，其时，庄上的许多人都来

凑热闹，准备争抢糕馒，为主家助兴。

抢糕馒是上梁的高潮戏。点燃了香烛、鞭炮，主家将装

好的糕馒送上脚手架，让两位师傅向下抛撒。下面几十、上

百的人，就看上面的动静。上面的人说：“抢糕馒来———！”手

里的糕馒开始抛向人群。大家风生水起，笑着疯抢。上面的

糕馒抛向哪里，人群就蜂拥到哪里。下面还有许多人张开双

臂，朝上高喊：“这里！这里———！”上面的人有时也做个人

情，将手里的糕馒抛给他（她），当他（她）举着双手迎接时，

不提防，被别人眼疾手快，接去了。大家嘻嘻哈哈，忍俊不

禁。落空的人也不惭愧，挤进人堆里，继续争抢……

主家和大家要的就是这个气氛，人来得越多，主家越高

兴；抢的人越多，场面越热闹，主家越开心。

兴隆当典
!

史德元

临泽镇古街区范围内，有一座古色古

香、别具一格、享有盛誉的兴隆当典。

相传兴隆当典始建于清代中期，距今

有近200年历史。主体建筑风格为清代乾

嘉时期的古建筑群，是清代高邮州临泽、

界首、三垛三大古镇规模较大的当典。

《临泽四大角》歌谣传说：“前面到了街心头，香炉脚三

个当典头靠头。德源当典住西头，鼎泰当典在南头。兴隆当

典有个旧衣店，自当自取买卖自由……”又据《高邮州志》

记载，清同治年间，临泽有三家当典，由上述情况可见当时

临泽镇商业之繁荣，相传当时兴隆当典生意十分兴隆红

火。据临泽还健在的一些老人回忆，兴隆当典的西南第一

进解放前后曾开过绸布庄，听说之前是开旧衣店的。兴隆

当典于同治后关闭，但兴隆当典为何人所开，又为何关闭，

还是个谜。

兴隆当典关闭后，房屋分别卖给陈家（东前四进）、贾

家（西前两进）、郑家（西后两进）、何家（走马楼）等，这几家

都是为避太平天国战乱，从镇江过来的。

解放后，兴隆当典房屋被公改掉。大部分归临泽房管

所集体所有，另有一小部分归何家、陈氏兄弟、胡家等集镇

居民居住。坐落在临泽镇古街区范围内。

兴隆当典坐北朝南，位于古镇前河、后河偏前方位，占

地面积1256平方米，原有房屋50余间，其中后两进走马

楼上下两层24间，前四进东部位置有12

间，西部位置四进，目前留有痕迹的有两

进计6间，其中柜房3间，客房4间，号房

5间，厨房、生活用房6间。

兴隆当典的整体建筑基本上呈南北

六进，其精华部分，后两进也就是位于当典北部一栋平面

呈“回”字形的二层楼房，为上下两层结构的走马楼即存宝

楼，东西长为23.4米，南北宽15.4米，建筑面积360.4平

方米，每进为上下6间，两进共24间，主要用于存放首饰

等贵重物品。其中最后一进西边两间上下为私房，其余均

为公房。

至今保存较好的为走马楼即存宝房，由前后两进厅

房和东西厢房组成。中央是南北向呈长方形的天井，天井

内有一口保存完好的水井，天井外设廊，前后厅正中设大

门，东西留有宽大的巷道和两边房屋隔开，远看像一座长

方形城堡。整个楼房典雅精致、古色古香、浑然一体，步入

其中，令人叹为观止、肃然起敬，给人以森严神秘之感。此

建筑结构有很强的防火防盗功能，是当典共有的特色和

格调。

临泽镇兴隆当典，尤其是走马楼（存宝房），是我省目

前在古镇级别发现的保存较好、规模较大的古代当典遗

存。它的发现为研究我省古代的典当制度和典当文化以及

苏北地区民居建筑，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见证。

我和老爸读诗词
!

金慧

我老爸喜爱文学，特别喜欢学习诗

词、朗诵诗词。他先后到新华书店购买了

《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

百首》、《绝句三百首》、《毛泽东诗词鉴

赏》、《毛泽东诗传》等优秀诗词读物。茶

余饭后，他常常情不自禁地读起唐诗宋词和毛泽东诗词。

老爸喜欢朗诵诗词，但他的普通话不是十分标准。而

我在大学学的是中文专业，对普通话要求比较高，遇到非

常喜欢的诗词，他总是让我先用标准的普通话读给他听，

然后让我做他的第一听众，普通话读得不准的地方，随时

替他纠正。老爸朗诵诗词很富有激情，能够很快地进入意

境，在每年当地举办的职工大舞台上，他都以自己独特的

方式表演诗朗诵，在去年当地举办的文化艺术节上，他将

解读、演唱和朗诵三种形式串联在

一起，尽情演绎了毛泽东的《沁园

春·雪》，受到了现场观众的一致好

评，获得了优秀表演奖。我也常常被

老爸朗诵的气氛感染，跟着他的节

奏朗诵起来，无比高兴。

老爸退休后，业余爱好很少，朗诵诗词是他的最爱。诗

词朗诵充实了老爸的退休生活，让他尽情领略了中华古诗

词作品的艺术魅力，思想境界不断得到升华。他在愉悦自

己的同时，也让朋友们得到一份精神享受。他多次出席同

事朋友的婚礼和生日宴会，最喜欢现场朗诵毛泽东的《卜

算子·咏梅》，当朗诵到“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时，

总是赢来与会嘉宾如潮般的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