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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东大街上，草巷口头的东风浴室玻
璃灯箱亮了，人们大老远一看就晓得，澡堂子
开着呢。

浴室原来叫草巷口浴室，破“四旧”，名
字改成了东风浴室。

浴室两扇木头大门朝西，进大门过了通道，推开二
门，迎面是卖澡筹子的木头柜台。澡筹子分大暖房、小
暖房、堂口三种。堂口没有跑堂的，澡资五分。洗堂口
的多数是住在巷子里头拖板车的，他们靠力气吃饭，每
天一身汗，天天要洗澡。

洗澡是有讲究的，不能空肚子洗。拖了一天板车，
肚子早饿了，一收工，三三两两的先到草巷口头茂大杂
货店对面的熏烧摊上，吃点熏烧垫一垫。

熏烧摊上有蒲包肉、猪耳朵、猪尾巴、猪头肉等好多
种卤味。摊子外面围了一圈的人，一只小花狗在摊子底
下咯吱咯吱地啃骨头。拖板车的二侉子褂子敞着，肩上
搭条毛巾，他要了二两猪头肉。卖熏烧的顺手切了一块

“大肥”，过秤，切片包好。二侉子付了钱，手一抓，边走
边吃，走到草巷口对面的烟酒小店门口，猪头肉吃光了，
一脚跨进店堂。

烟酒小店木头柜台后面的徐二妈闲不住，有空就用
抹布擦柜台，抹货架，柜台上几个盛糖果的广口玻璃瓶
子擦得雪亮。见有人进店堂了，她眯起眼睛一看，是二
侉子，便低头从柜台底下随手拿了一个空酒瓶，瓶口放
上漏斗，从柜台后面靠墙的酒坛子里面，用二两的竹端
子吊了满满一端子本地产的粮食白酒，倒在酒瓶里，摆
放到柜台上。二侉子拿过酒瓶，一仰头，白酒下肚了，空

瓶朝柜台上一放，用手把嘴一抹，转身走出
店堂，朝对面巷子走去，上澡堂子洗澡。

二侉子一走，徐二妈拿出柜台抽屉里的
一个小本子，用圆珠笔在二侉子名字下面的

“正”字上添了一笔。正好是三个“正”字，已
经赊了十五次酒了。

巷子里头人来人往，二侉子满嘴酒气进了浴室，澡
堂子气味扑面而来。里面闹哄哄的，大暖房小暖房人很
多，有坐椅子上喝茶聊天的，有睡椅子上休息的，有躺椅
子上修脚的。晚市正在上客，跑堂的跑来跑去，倒茶水，
叉衣服，拿木头拖子，打毛巾把子，忙得不得了。收了澡
筹子，凑到灯下看看，澡筹子竹片上面毛笔写的是一角
二分还是一角，一角二分是大暖房的，一角是小暖房的，
不要弄错了。

堂口人也多，条椅上挨挨挤挤的摆满了衣服。二侉
子把条椅上别的浴客衣服往两边一推，放下自己衣服，
下到池子里。池子烧的是地塘锅，气圆，雾气大得对面
见不着人。二侉子朝头池子边上条石上一躺，不一会儿
便呼呼大睡，进入梦乡。一脚蹬空，梦惊醒了。这时他
大汗淋漓，浑身轻松。

二侉子在池子里面闷足了，到头池子里面烫了脚，
又到大池子里面泡了澡，不擦背，不修脚，出了浴池，咕
咚咕咚喝了一茶壶水，穿好衣服，回家了。

时间不早了，跑堂的把挂在巷口头的“东风浴室”玻
璃灯箱用叉棍叉了下来，取出马灯，熄了。澡堂子打烊
了。皎洁的月光洒满了巷子，浴室墙头上的狗尾巴草晃
来晃去，喧闹了一天的巷子静了下来。

东风浴室
□ 张福勤

近日在家整理母亲
遗物时，意外地从一册旧
书中散落下几页40多年
前母亲“上会”的账单，顿
时勾起我对那个年代人
们“上会”借钱往事的回忆。

“上会”这种借钱方式在我们
小时候很流行。因那年头老百姓
生活水平很低，谁家遇上需用钱
的大事，如娶媳妇、砌房、看病等，
在单凭自家经济能力无法解决而
陷入困境时，首先想到的办法就
是牵头“上会”借钱。

有一年，邻居老王儿子男大
当婚，在家人倾其所有，备好婚房
及各种家当后，婚宴10桌喜酒所
需200元钱实在拿不出来了，一家
人急得团团转。老王老婆想，何
不叫老头子当一次“会头”，请人

“上会”借钱？于是老王走亲串
友，组织到连同自己共 20 人的

“会”，约定每人每月出10元钱。
“会头”老王按惯例首先得200元
“会钱”，解决了儿子婚宴的燃眉
之急。其余人通过抽签排出今后
每月领取会钱的次序，大家只领
会钱而无利息。这种叫“干会”，
是纯民间自愿参加的零时互助组
织，它起到既能帮助急需用钱人
解决一时困境，又可将大家平日
省下的散钱做成“零存整取”的聚
钱效果，以便今后应急之备，此乃
帮人又利己。

还 有 一 种 叫“ 标
会”，与“干会”不同之处
在于有利息。邻居李氏
当过“会头”，对这种有
利息的“标会”有经验和

人脉。有一次她家因建房急需借
500元钱。李氏再次自任“会头”，
邀请几户家境稍好点的朋友以及
做生意的熟人共25人，商定每人
每月交20元会钱。李氏首先得到
500元会钱用于建房，其他24人
需每月在规定的时间来李氏家进
行投“暗标”，以每次出标金最高
者首先领取会钱。如甲近期需用
钱办事，此次甲出 1.5 元暗标领
先，其余23人本月只要交18.5元，
少交的1.5元即为本月所得利息，
甲可领得465.5元。“会头”李氏与
甲及以后领过会钱者，都应交全
额20元钱。最后一人亦领全额
500元会金，因已无人与其竞标。

那些年人们的经济状况都不
佳，对“上会”却广为接受。主要
是“上会”的运作过程公平公正，
而且那时候没有人担心会有人见
利忘义，卷走会钱逃跑，或不交会
钱而出现“资金链断裂”。

如今民众生活水平日益提
高，“上会”在我们本地已成为历
史，但在过去那个年代，人们互帮
互信，组织“上会”借钱，度过一个
又一个生活难关，这种情境至今
令我难以忘怀。

“上会”
□ 方爱建

豆芽菜是“素食鲜味三霸”之一。宋时，人
们便开始大规模食用。其吃法多种多样。

凉拌。此种吃法，可能是人类食用豆芽菜
的最初吃法。宋人林洪编撰的《山家清供》曰：

“（豆芽）洗（净），焯以油、盐、苦酒（醋）、香料，
可为茹（蔬菜的总称）。”需要指出的是，焯水时间要短；
长了豆芽变软，那就不好吃了。拌者，油以麻油为好，盐
以精盐为好，醋以香醋为好。建议焯水时，放一点青椒
丝和红椒丝。焯好装盘，红白黄绿参杂，煞是养眼。此
菜，椒香混合芽香，辣味拌和鲜味。一筷进嘴，欲罢不
能。

热炝。豆芽菜先焯水盛盘。再油煸葱花、青椒丝、
红椒丝；放适量水、盐、酱油、糖、醋，将其烧开成为卤
子。最后把滚烫的卤子倒进盛豆芽菜的盘子里，上桌拌
起。热炝与凉拌，大同小异。热炝，香更浓、味更重。一
般冬天热炝，夏日凉拌，各得其所。

爆炒。油盐酱醋糖，自不可缺。可光炒，加青椒丝
和红椒丝配色调味。亦可在其基础上，与豆腐干或韭菜
同炒。豆芽菜炒木耳亦不错，黑白分明，惹人爱。炒豆
芽菜，一般不与价格太贵者为伍。人们食之，就图价廉
而物美。亦有例外，少数人就特讲究，如清代的袁枚。

他在《随园食单》中写道：“豆芽柔脆，余颇爱
之。炒须熟烂，作料之味才能融洽。可配燕
窝，以柔配柔，以白配白故也。”袁氏之吃法，过
分奢侈，一般人吃不起，亦无此必要！但其“以
柔配柔，以白配白”之主张，实

在值得借鉴。我就经常用柔而白的金针
菇来替代燕窝，做成豆芽菜炒金针菇。
豆芽菜炒金针菇非常好吃，它味鲜无比，
因为菇也是“素食鲜味三霸”之一。鲜上
加鲜，则更鲜。

豆芽菜作为配菜，常放在荤汤和各
种小吃里。荤汤有它，则减油腻而增色
彩，食之胃口大开。汤里豆芽，须用黄豆
芽。黄豆芽耐煮，时间稍微煮长一点也
无妨，其质仍脆嫰。

豆芽菜的药用价值，明代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中这样写道：“豆芽白美独
异，食之清火益神，利泄减脂……”——
嘿，女同胞请注意了，吃豆芽菜还能减
脂！那就发劲吃吧，吃个苗条的身段多
好！

豆芽菜
□ 朱桂明

上世纪中后期，乡亲
们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也
开始注重饮食。那时候，
家家户户办大小事，都要
准备四冷四热八大碗。四
冷：卞蛋、香肠、花生米、安豆头等。四热：
炒肉丝、炒猪肝、炒长鱼、炒大肠等。八大
碗：汪豆腐、汪细粉、红烧肉、烧杂素、白水
肉、萝卜肺片汤、青菜烧百叶、红烧肉圆等。

如今，百姓生活进入到小康时代，餐桌
上的菜肴从品种、数量、制作工艺都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由传统的四冷四热八大碗变
成十冷十热二炒为主要菜品。十冷：鸭腿、
鸡翅、萝卜头、盐水鹅、鸡爪、香菇、咸菜毛
豆米、炝芹菜、河虾、油炸小鱼、醉河虾、醉
螃蟹、水晶肴肉等。十热：杂烩、剁椒大鱼
头、沙拉锅巴、清炖蟹粉狮子头、大煮干丝、
三套鸭、清蒸鳜鱼、梁溪脆鳝、煮鲫鱼、烧块
鱼等。二炒：炒长鱼、炒猪肝等。

在这些菜品中，可以根据不同季节，利

用当地特产进行微调，有名
的当属：

清蒸季花鱼：学名清蒸
鳜鱼。清蒸出炉，加盐、味
精、洋葱丝，点上醋，美味可

口。
软兜黄鳝：就是炒长鱼。这是淮扬菜

中的一道特色名菜。除了长鱼肉做菜外，
长鱼骨头放在汤锅里沸煮，汆些韭菜，加点
盐，撒点黑胡椒粉，一道鲜美的长鱼汤就制
成了。

红烧狮子头：又叫红烧肉圆。油而不
腻，松而不散，香润爽口，百吃不厌。

蚂蚁上树：就是汪细粉。它是由地道
的山芋粉制作而成，在烹制好的粉条上面
浇上一层刚出锅的茨菇和肉丁，口感特佳。

青菜烧百叶：这道菜再普通不过，却是
酒席上必不可少的。酒席快近尾声，将青菜
从开水锅里一走，放入百叶片，加佐料在热
锅内爆炒三两下，清口去油腻，人人爱吃。

家乡的味道
□ 金大中

在滔滔长江中，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小
岛屿——开沙岛，它是南通的江中名珠。
岛上有座寺庙，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名曰
江心寺。

导游在大巴车上介绍江心寺时，对于
寺庙来由、修建功德、建筑风格、佛教类型
提及不多，而是滔滔不绝地向我们介绍寺
庙里的方丈，大意是说这个方丈比较年轻，
能吃苦耐劳、有专业技能，周游各地比较繁
忙。或许江心寺就是一个普通的寺庙而
已，不多讲寺庙而大谈方丈，无非是增添我
们的好奇心罢了。由于连日来的长途奔
波，大家都比较疲倦，多数游客在闭目养
神，此起彼伏的呼噜声盖过了导游扩音器
的音响。导游自顾介绍方丈，非常地投入，
全然不问游客们是否感兴趣。快要到寺庙
门口，她直接给方丈打电话，听说方丈今天
在寺里并且愿意和游客见面，她的脸上露
出了灿烂的笑容，提高嗓门对大家说，“你
们真有缘分呀！”看得出来，这位导游对方
丈甚是崇拜。

车到江心寺，一位身披袈裟的年轻和
尚迎接我们，导游介绍说，他就是方丈。仔
细打量这位年轻方丈，中等个头，面目清
秀，如果不是他那身打扮，双手合十，轻轻
道声“阿弥陀佛”，我真以为他是一位文质
彬彬的学者。

年轻方丈很是尽地主之谊。他带着我
们逐一参观牌楼、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

楼、钟楼、鼓楼、观音殿、地藏殿等主体建
筑，以及客堂、斋堂等附属建筑设施。期
间，他不断给我们讲解佛教文化，通过形象
的比喻，把深奥的佛学演变为传记、故事，
吸引大家主动跟随他的步调，凝神静听。
这座看似普通的寺院还蕴含着信息化元
素，在藏经楼附近的一处厅堂内，年轻方丈
参与开发了一套供奉菩萨的计算机操作模
块，充分运用互联网＋，满足香客拜见室内
任何一尊菩萨的心愿，不愧为传统佛教与
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此举据说在全国各
地寺院首屈一指。

参观完主体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年轻
方丈把我们领进一处果园，这是他亲手创
建的。苹果、桔子等满园的果实，着实让人
眼馋。他还准备开发利用空闲地方，扩大
再生产，待到果实成熟，凡是香客可以随时
摘取，不收任何费用。他对发展寺院副业
十分乐观和自信。

参观结束，年轻方丈一直将我们送出
寺庙大门外，并且目送我们乘车驶入公路
才转身回去。回程的路上，导游饶有兴致
地把话题又集中到方丈身上。她说，10年
前，年轻方丈怀揣仅有的1500元启动资
金，跋山涉水，一路化缘，来到开沙岛筹建
江心寺，从选址、规划、设计到施工，亲力亲
为，一砖一瓦、一桌一椅地精挑细选，建起
了如今占地40亩的气势宏伟的寺院，功德
无量。

自此，我记住了那位年轻方丈。一个
出家之人，心中装着寺庙的未来和发展，创
业、守业、敬业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现在
回想起来，那位导游不多讲寺庙而大谈方
丈，确实有她的道理。

江心寺的方丈
□ 韦志宝

2019年第八届高邮大运河
半程马拉松赛于11月10日上
午成功举办，我参加了这次比
赛，在家门口享受了这场运动盛
会带来的独有快乐。

此次比赛路线匠心打造，设计堪称完美。
起点设在市政府，发令枪一响，浩浩浩荡的队伍
进入了海潮路。这条新修建的道路，提升城市形
象品质,大大改善城市交通通行能力,提高居民
出行的舒适度，体现出高邮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和城市风貌，与跑者健美的身姿相得益彰。由海
潮路向西就进入了县府街，大型青铜雕塑“邮驿
之路”、高邮州府映入跑者的眼帘，我们仿佛在穿
越高邮悠久的历史。上了运堤路，便进入了依湖
傍河的赛道，跑者尽享高邮“一湖二河三堤”的迤
逦风光。在湖滨小道，脑海里不禁盘旋着汪老的

“我的家乡在高邮，风吹湖水浪悠悠”那首歌。运
河西堤的古邗沟遗址、平津堰，都是大运河开凿
史上的杰作，唐代镇国寺塔是大运河标志性建

筑，还有万家塘、杨家坞、御码头
等等，每一处、每一景，都有动人
的故事和美丽的传说。

佩戴着标牌的志愿者，活跃在
起、终点以及不同的路段，他们充

满着阳光、快乐、爱心，为运动员提供非常到位的
服务。他们维持比赛秩序，加油助威，在补给点
为运动员们提供饮料、水、云南白药喷剂等物品，
在赛道坡坡坎坎处一遍遍提醒“小心脚下”，他们
所做的工作了不起、不简单！跑友兼职的“运马
急救员”密切注视着周围的动静，应付可能突发
的危险情况。在18km处镇国寺山门，僧人们设
立了施粥点，义工们给运动员们送上了冬日的温
暖。在终点体育场处，“国药”的员工们提供了暖
胃姜汤，温暖了参赛选手的心。

奔跑在“运马”赛道上，既感受马拉松的精
神，马拉松的乐趣，又感受高邮的历史底蕴和城
市日新月异的变化，更感受了高邮人的真诚，高
邮人的热情，高邮人的友谊。

享受“运马”
□ 王如祥

我的老家在界首镇大昌
村，一个叫作向阳的地方。村
庄不大，有20多户人家。村庄
前面，有一条水沟，人们都叫它
向阳沟。沟不宽，也不深，但
很长，从运河灌溉渠一直连通到10公里开外的
周山大沟。它是一条人工河，杂草丛生，两岸长
满了树，柳树、榆树、梨树、桃树，偶尔还长着几
棵杏树和桂树。

我是喝着向阳沟的水长大的，我的孩提时
光，都留在了那里。每到放学或放假，我总喜欢
和阿军、阿雯、阿梅等几个小伙伴，来到它的身
边嬉戏，或吟诗诵文，或放歌欢笑，或挥拳弄腿
一番，自得其乐。

阿军和我同年，因亲戚的缘故，自然走得很
近，阿雯和阿梅，是紧隔壁邻居，年龄都相仿，而
且我们都在同一个班上，4个人常常结伴一起上
学、放学，做作业、玩游戏。阿军是班长，学习成

绩特别好，经常受到班主任王德佩
老师的表扬。王老师家就在我家
前面（阿雯是他的大女儿），他是村
庄里文化水平最高的。他的父亲
王寿恒先生，在方圆十几里，名字

也是响当当的，解放前是一位极其严肃的私塾
先生，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依稀记得每年到了
腊月二十，他家就门庭若市了，都是来找王老先
生写春联的。

我14岁那年，转到县城里上初中了，后来又
在县城读高中、上师范。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
距老家30公里外的一个小镇做教师。渐渐地，
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阿军、阿雯和阿梅
呢，起初我与他们还有书信往来，不知从什么时
候开始，联系就中断了。有时候，我偶尔回趟老
家，碰见他们，彼此之间似乎已经没有了小时候
的无话不谈，尽说些客套话，虚虚的，有一种敷
衍之感。

向阳沟拾忆
□ 王少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