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豆角
! 郁建民

夏天到了，满目青翠，
大量的蔬菜瓜果开始成
熟，豆角也到了上市季节。
豆角，又叫豇豆。嫩绿的豆
角，鲜翠欲滴，一把一把地
连着，碧绿生青，成为炎炎
夏日里一道诱人的时蔬。

豆角营养丰富，口感脆嫩，可干
煸、可酱焖、可白煮、可腌制，长期食
用有调和脏腑、安养精神、益气健
脾、消暑化湿和利水消肿的功效。

豆角的做法很多，可以凉拌，可
以干炒，还可以掺上茄子，再配两个
红辣椒，豆角段、茄子丁、辣椒丝炒
在一起，山河逶迤，红男绿女，有一
份家常的温馨。豆角炒肉片也挺不
错，把洗净的豆角侧着切，切成薄片
和猪肉片一起爆炒，粉色的肉片被
翠绿的豆角片拥抱着，像绿色的叶
子中盛开的一朵朵粉色花朵，色香
味俱佳。

下乡插队时，自留地里的豆角
攀附在玉米秆上，多得摘不完，任凭
独自老去，回头剥豆角米，放粥里
煮，很好吃。嫩豆角也可煮粥来吃，
略放油盐，无需炒菜，也是美美一
餐。简单的做法还有素烧豆角。把豆
角尖掐掉扯下老筋，洗净折成一小
节一小节。锅里放油，有细细的烟顺

着锅边冒出时，把豆角放
进锅里，随着“刺啦”一声，
白色的油烟腾空而起。锅
铲子“叮叮当当”声中，锅
里的油冒着泡泡，豆角也
不再张扬，颜色变淡变焦

软了下去。捞出豆角，盛出多余的油
（当然锅底要留些油），然后放入葱
花、姜丝、生抽，炒出香味，再放入煸
好的豆角，放些许白糖味道更鲜，翻
炒。起锅前，撒几粒蒜片，白碧相间
格外脱俗，外酥里嫩香而不腻，格外
下饭。

夏天里吃不完的豆角，用烧开的
水焯一下，晒成豆角干。豆角干扣肉
也是餐桌一绝，格调比梅干菜扣肉来
得高。但我最爱吃的还是豆角干焖
面。把豆角干在沸水中焯过，要软一
些，用笊篱捞出放在一旁。把长长的
面条备在一旁。铁锅中，倒入素油；热
后，放入肉片或肉丝煸炒。待变色后，
放入葱姜等调料煸炒；之后，把焯过
的豆角干放入锅中翻炒后，加少量酱
油，而后放入少量水，盖上锅盖。稍
后，放入面条，盖上锅盖焖之。最后放
蒜。很快一锅热腾腾、香喷喷的豆角
干焖面就出锅了。每当我吃了满满一
大碗豆角干焖面，心里便感到十分满
足，很开心，很快乐。

鸡蛋蒜
! 刘艳萍

“兄弟七八个，围着柱子坐，只要一
分家，衣服就扯破。”还没认字，我就会
这个谜语了。不是因为博学，而是因为
贫瘠。啥啥都没有的乡村，身边有的葱
蒜，不光用来吃，还用来进行精神生活。
和我一样的乡下孩子差不多都这样。

我还会一个谜语，“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个白胖
子。”这个说的是花生。在童年的记忆里，花生比大蒜好
吃多了。所以，那会儿的我，更喜欢住在“麻屋子红帐
子”里的白胖子。

这会儿的我，早已远离了童年，大蒜和花生，都爱
了，物物各自异，美在差别中。

这几天，嘴里实在淡，吃饭不挑的我，难得特别想
吃一样东西，就是鸡蛋蒜。这份想吃，竟然和妊娠时期
的嘴馋相仿佛了。这样的馋，不是纸上谈兵能解决的，
必须，立刻，马上，行动。

蒜是新起的，紫皮蒜。紫皮蒜在南方不多见。紫皮
蒜比白皮蒜更辣些。剥开潮润润的紫皮，颗颗大蒜籽似
有晶莹之态，干净得很，纯洁得很，洗也不用洗，丢进蒜
臼子，加盐，捣碎。

如果是在多年前的乡下，到鸡窝里摸两三个还带

着母鸡体温的鸡蛋，煮了，熟后用凉水
拔一拔，一来不烫手二来好剥皮。鸡蛋
白的晶莹色泽和那刚剥出来的大蒜，差
不多。剥好的鸡蛋，也放蒜臼子里，捣
碎，和匀了。鸡蛋的香、大蒜的辣，伙在

一起，相互成就。再加上一两滴麻油的香，味道，简直
了！

多年前的乡下，每到麦收时节，大人忙收麦，
虾兵虾将的小孩子们负责做饭。烧稀饭、蒸大馍，
还负责做好了送到地里。在我还没有学会炒菜的
那些年的麦收时节，出场的就是这款鸡蛋蒜。一
年，我端着稀饭、大馍夹鸡蛋蒜，送到北场去给我
爸妈。我只顾着手里的稀饭、馒头、鸡蛋蒜，小小的
脚丫子一下子踩进村西三角坑边的石桥板缝里，
到膝盖处，拔也拔不出、下也下不去，疼得我大哭。
大哭的我，看见稀饭撒了，夹着鸡蛋蒜的馒头滚了
一地，就更加大哭不止。

多少年过去了，我的膝盖一侧，还有一块那时
留下的疤痕。

这疤痕不疼不痒，却时时提醒我的味蕾，想吃
鸡蛋蒜。

杨梅酒
! 朱燕华

每年初夏，总要泡点杨梅酒。
杨梅刚上市的时候很贵，就像初

上市的白沙枇杷一样，一般我只是十
指尖尖地拎起来看一下又放回去。啧
啧！这么贵！但总有那么几天，家里杨
梅突然多到吃不完：自己买了点，朋友给了点，邻居
赶巧又送了些，杨梅吃多了牙酸，便开始泡酒。

家里有 3斤装的紫砂大酒坛，这样的酒坛有几
个，每次用完我都舍不得扔。鞋架上放了一个，里面
养几条绿萝，门口也就青碧碧地活泛起来。泡杨梅酒
我就用这样的坛子，洗好的杨梅一颗颗被我“咕咚”
“咕咚”塞到坛子里。口小，只能一颗两颗地放，还要
用手护着，否则酒花乱蹦，蹦出来的香味直往鼻孔
钻，忍不住舔一口蹦到手掌心的酒。

也曾想过用普通的大麦烧去泡，
可想想这都是自己喝的呀，不能委
屈，于是偷偷把家里最好的白酒翻出
来倒进去。酒虽然很烈，可是一层一
层加了冰糖以后烈被中和了，甜得像

冬天晒过的棉被，绵绵软软长长。
除了紫砂的酒坛，还要泡一个玻璃罐的，瓶盖上

有一个小口，喝酒时掀开上面的盖子，不用扭，就能
从那个小口倒出红艳艳的酒来。后来，坛里的酒被我
一点点添到玻璃罐里，只有透过玻璃才能欣赏到杨
梅酒最动人的本质：红艳，清透，冷洌，含而不露。正
是这原始红艳的本质，使我一次次忍不住倒出一点
点品尝，咂着舌头品味那股甜，含蓄又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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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珠戏龙
! 卞学泗

三垛小镇的居民，世代生活在
前河的两岸。

晨起和煦的阳光喷薄在前河
的东头嘴，把小镇染成了金黄色。
据说东头嘴盛产小银鱼，味道极鲜
美，因此人们也叫它“银鱼滩”。

日头见高，买菜的，喝茶的，大
都汇聚到了沿河畔，一天充满生机
的生活拉开了大幕。

傍晚的夕阳泼洒在前河的西
头湾。西头湾是有名的“蚬子滩”，
这里的蚬子鲜嫩肥满，是小镇居民
必尝的河鲜。

东西两颗明珠，中间前河，有
人将此美景戏称为“二珠戏龙”。

相传小镇已有千年以上的历
史，小镇上的人们说的都是以吴语
方言为基础，夹带浓浓的北方语音
的三垛话，方言的味道既有别于南
方的侬侬细语，与北方的侃侃而谈

亦相差甚远。有些乡绅干脆戏称为
“北方的扬州话”。

小镇上辈有人出，秦少游、卞
五太爷、吴三桂（未考证）据说都出
自该镇，近代的姜恩柱、秦怡、秦华
孙等肯定是该镇的居民后代。文革
后一批学者、官员涌现，常为小镇
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

如今的小镇向北、向东扩展了
不少，处处显露出现代农村集镇的
气息，唯一遗憾的是老前河已经基
本毁损，二桥口早已不复存在，缺
少了“龙气”。若在老二街复古工程
后，老前河恢复疏通，届时“二珠戏
龙”的情景定会让人驻足流连。

养蚕
! 姜善海

“六一”前几天，
一位来自北乡的老
农，在实小门前卖二
眠大小的春蚕，一元
四条，卖得很火，小朋
友们人头上接钱、接蚕、接一把桑
叶———又是一年养蚕时啦！

农谚说“麦熟蚕老一宿时”，
是说日晒风吹太阳蒸，昼夜之间
便见蚕老麦熟。蚕老麦熟又是栽
小麦田秧，小时跟二姐养蚕，尝过
割麦栽秧、采桑养蚕的忙与苦。

蚕，写为“天虫”，相传养蚕缫
丝织绸，始于螺祖，她使华夏神州
成为古丝绸之路遥远的东方起
点。

春夏秋天，来在苏南、浙江的
乡村，你可见到成片成片的桑园，
那里的民居，建得高大宽敞，是为
养蚕之需。建国不久，政府引导，
苏北地区也发展起了栽胡桑养
蚕。开始，作为家庭副业，多为农
户散养。养蚕回报多，效益好。蚕
屎（人称“蚕沙”）多，肥效高；蚕沙
晒干装枕头能明目清火；蚕蛹营
养丰富，炒、炸咸宜；蚕茧价格高，
那时，半张纸的蚕茧可卖到五六
十块钱，还有化肥票、粮票、布票
奖励，农户养蚕的积极性很高。

蚕卵散在纸上，养蚕多少，以
一张、半张、一角纸计。我们最多
只养过一两回半张纸。从蚕茧站
买回蚕种，折叠放在贴身内衣袋
中，三两天便有黑如小蚂蚁的幼
蚕在纸上爬。用一根有硬管的鸡
毛将幼蚕扫进一个小匾，撒上切

碎的嫩桑叶，一两天
内，蚕卵出尽。

蚕至“上山”作
茧，三四十天，要经过
三眠。“眠”，是蚕不

吃、不动好似睡眠，其实是在蜕皮
长大。三眠（又称老眠）后不几天，
蚕逐渐通体透亮，爬向蚕架边缘，
就要捉蚕“上山”。“山”，是用双股

“草要子”和铡成 30公分长短的
小麦秆绞成的草龙，放在捉走老
蚕渐次腾出的蚕架上。“蚕架”，蚕
在长大中，身体变大、占地渐多，
在室内从房梁上吊下绳子，搭出
的一层层铺上芦席的架子，才能
放养开来。蚕在“山”上做茧，要防
老鼠偷吃。

蚕子好养桑难采。集体养蚕，
有胡桑田，有专人、专房。农户在
住家散养，采的是野生桑，家有桑
树不多，要外出跑很远很远采桑
叶，非亲非故，还要给些钱。采桑
用具，一把长柄的铁丝钩子，两只
用竹篾环崩开袋口、带一把钩子
的布袋。上树时将布袋钩在裤带
上带上树，采满后用长绳吊下地
来。遇到雨天，采桑难，喂蚕费
事———要揩干叶上的水。二眠后，
蚕食量日增，蚕吃桑，如听下雨之
声，“雨”声一小，就要添桑，夜里
要添两三回。

一年之中可养春蚕、夏蚕、秋
蚕三季。春、秋二季蚕好养，产茧
量高。夏蚕个体小，期限短，吃桑
少，产茧量低；天气炎热，易生病，
较为难养。

供销社、粮站，还有……
! 曹坚

农村的老人对人民公
社印象最深刻不过了，他们
从 1958年全国实现公社
化，直到改革开放后撤社建
乡，一直以公社社员称号为
荣。他们每天出工，在生产队长安排下参加集体劳动，
记工分，年终搞分配。大队支书是他们常见的干部，在
大队部办事不脱产。公社书记可是公社最大的脱产干
部了，当时在干部社员心目中都是威望高、资格老、工
作能力强的好领导。公社所在地因公社而兴，公社是
政社合一的权力机关，公社大院里除了办公室、会议
室，还有食堂、招待所。那时风清气正，没有公款招待，
食堂凭票就餐，出差办事凭单位介绍信住招待所。文
化站和广播站是公社的宣传阵地和喉舌，公社开大会
都在大会堂开，当然大会堂也放电影，也演戏，高邮人
喜爱看扬剧。

公社所在地除了公社机关，最引人注目的是供销
社，它都设在主街道上，而且占地规模都很大。披上水
泥的空心斗子的围墙，门垛两扇钢管焊接的大门，院
内有办公室，供销社的主任们、会计们在这里办公。还
建有仓库，储存商品。也建有食堂和宿舍，供外地职工
食宿。门市部临街而建，都是当时最流行的钢筋屋架
水泥梁、红砖大瓦木门窗的砖瓦结构建筑，水泥地面
大通梢，铁条窗档玻璃窗。玻璃柜台卖的是百货五金
日用品等，砖砌的柜台是卖布的专柜，货架子上陈列
着一卷卷布匹，卖布的营业员都是内行老手，量布撕
布技术都很熟练。每笔业务营业员都要开发票收下钱
夹在票夹上，各个专柜上方都横列着铅丝拉成的收款
索道，将票夹打向收款台上，收款员坐在高台上专门
收款找零收核证劵，票夹子在空中滑来滑去，极具当
年的时代特色。有规模的供销社还将糖烟酒盐单设门
市部。生产资料门市部很专业，必须有专门的化肥农
药及农机配件等仓库，还有柴油罐，安全很重要。要有
可停靠手扶拖拉机的场地，一切为社员着想嘛！还有
废品收购站、炕坊，有的公社还有蚕茧收购站或棉花
收购站，也会选择不同地点布点的，这一布局成了公
社所在地最繁华、人气最旺的商业一条街。供销社还
管理着当地的合作商店、饮食店、浴室及理发、蔬菜等
合作小组。

粮站也是公社所在地占地面积最大的单位之一。
它的位置一般选择靠河靠路交通便捷的地块。粮站主
要收购本公社的粮食———小麦和水稻。办公室也有主
任室、会计室，粮站职工都有自己的宿舍，白天坚守岗
位夜晚值班巡逻。粮管所专门负责定量户口的米油供
应和饮食业的粮油供应以及返销粮的供应。粮站都有
很大面积的水泥晒场和一幢幢高大的粮库，粮食收购
旺季后还会有一个个高耸的露天粮囤。看样员很吃
香，粮食的水分杂质全在他们掌控之下。那时群众有
句流行语，说，“三生修个供销社，五世修个粮管所。”
但当时各行各业的职工都以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头脑，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真
不敢太瞎来。还有保管员看
仓测温倒仓、定期药物熏
蒸、打包过磅调运，也责任
重大。一开始社员卖粮要将

过秤后的粮从高跳板或挑或扛倒到窝积圈成的囤子
里，粮站杂工不断地围放窝积，那个苦许多人都吃过。
后来有了输送带，磅秤换成了地磅，手扶拖拉机斗也
能自卸了，再后来企业改制了，粮食统购统销的粮站
变成了市场化运作的粮油经营公司了。

那个年代，高邮食品公司在生猪重点产区的公社
设了十多个食品收购站，这些食品站更是选址在公社
所在地较偏僻的地方。生猪实行派购，定量户口猪肉
定量供应，社员卖猪有返还肉奖励。猪圈猪粪有生产
队专门派社员以工换肥包打扫包挑运，还有季节性的
鸡鹅鸭收购。水禽要放养，噪声气味多少有点扰民，但
好像并没有环境污染的投诉。

当然公社所在地还设置有不同隶属关系的各单
位，如派出所是管治安户口的。那个年代阶级斗争长
抓不懈，刑事案件发案率低，民事纠纷也少见打架斗
殴的，交通事故更少见。那时只有手扶子，有的单位有
卡车，公路上就那么几班客车。公社逢集时，自由市场
上社员赶集人很多，自由市场由工商所管理收费。当
然还有税务所，主要是单位按月缴税。有邮电所，那时
寄信汇款捺电报打电话还是很忙的。有营业所，就是
后来的农行，业务都是各单位发生的多，还有信用社
主要是为公社大队服务的。另外还有农技站负责农业
技术推广，水利站管水利灌溉，农电站管供电，兽医站
负责生猪家禽防疫治病，建筑站负责建筑，搬运站管
搬运，航运站管水运等。公社后来有工办室，公社的社
办企业总有农具厂、五金厂、轮窑厂、水泥制品厂等，
并由此产生一支懂采购、善推销的采购员队伍。公社
所在地文教卫生方面有小学、初中、卫生院。公社设计
生办，负责人与大队妇女主任一道主抓计划生育，抓
超生罚款，抓人工流产，抓得很严。公社还设有知青
办，管下放知青和下放干部这个特殊群体。这就是人
们常说的“七站八所”初期概况，这些机关、单位、部
门、工厂、学校连同当地居民住宅一道不断发展扩大，
绘就了各公社所在地那方热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蓝图和愿景。高邮三十多个公社就像三十多颗璀璨明
珠闪耀在高邮广袤的农村大地上，带动着那一片片行
政区域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教普及、交通改善。

这种公社所在地的行政格局长期地影响着生长、
生活、工作于农村的那一代代人，成了值得怀旧的历
史记忆。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年代的到来，农村乡镇的
变化更加日新月异，天翻地覆。许多原公社所在地撤
乡并镇成为社区不如过去风光，但得力于基础设施优
越完备的先决条件优于周边地区，还是块宜居兴业的
乡间乐园。而那些建制镇的规划建设则更上一层楼，
完全一片现代化小城镇的新面貌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