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从家中翻出一张购买自行车的
旧单据。1963年大姑首次从菲律宾回国
探亲，在香港短暂停留时，从广安单车公司
购买了一辆三枪牌26寸自行车，这张单据
就是当时广安单车公司出具的。

早年，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代步工具
主要就是自行车。人们心目中的一辆自行
车，就相当于现在的一部豪华小汽车。

那时国产的自行车主要是凤凰、永
久等品牌，进口品牌的自行车还是很罕
见的，因此大姑给我家带来的三枪牌自
行车，在邻里四周就显得很特别，也格外
让人羡慕。绿色26寸女式软刹进口自行
车，特别萌的外观，很快就成为泉州古城
内一辆非常“跑红”的自行车。

母亲在制漆厂工作，步行路途比较
远，因而这辆三枪牌自行车就成了她日
常上下班的交通工具。每天清早母亲从
家中出发，骑着自行车沿着古城西街—
中山街—九一街，骑行到工厂，吸引了不
少来往市民的注目。对于这部来之不易
的自行车，我们非常珍惜，对它呵护有
加，平日里注意保养，经常擦洗上油，使
之外观常保鲜艳亮丽。

这辆自行车曾意外消失数年，突然
有一天，有人说出现在西街一户人家走
廊中。于是在大哥的带领下，我们
兄弟赶紧前往查看，有惊无险
地取回了这辆丢失多
年的三枪牌自行车。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自行车逐步
进入普通人家。年轻人结婚要求的“三转一
响”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大哥
从香港回乡结婚，我们就又想法购买了一
辆28寸双杠男式凤凰自行车，供大嫂上下
班骑行，这也是我家拥有的第二辆自行车。

父亲工作日渐繁多，常常需要多处
奔忙，因此也需要有一辆自行车来代步，
方便工作。父亲向单位申领了一辆自行
车，这辆自行车除供父亲外出活动时使
用，也成了他上下班的代步工具。这辆自
行车由此就成为我家的第三辆自行车，
并前后伴随父亲生活工作十余年。我保
存着父亲领用自行车的便条，以及自行
车作价处理后其单位出具的款
项交清证明。

十多年来，父亲骑着这辆
自行车奔波在各种场合。至今
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当年他
骑着这辆除车铃不响，其他都
在响的自行车，穿梭在泉州市
两会会场的情景。

后来我以父亲为榜样，积
极为世遗之城泉州的
保护发展、民生福祉

建言献策，其中
就 有 建

设公共自行车“小黄人”提案。如今，公共
自行车“小黄人”已在古城公共交通中发
挥重要作用。

“小黄人”之后，又有“小橙”“小白”
等公共交通工具，市民有了更加多元的
出行选择和舒适便捷的代步工具。随着
城市公共交通的发达，自行车早已不再
风靡和让人青睐了，但不少人对自行车
仍情有独钟。第六届全国农运会在泉州
举办后，我特意购买了一辆作为赛车的
28寸永久牌自行车，除用之锻炼身体外
也借此来保留这份独特的情感。

我联想到半个世纪以来我家与自行
车的故事，颇有一番感慨。而那张自行车
旧单据，保留了时代的信息，折射了社会
的进步，是见证社会发展的历史资料，我
将继续珍藏好。

自行车
□陈笃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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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以为，地瓜粉团本来是一种比较粗
鄙的食物，制作简单，在烹饪上没有多少技
术含量，在泉州小吃的排行榜上多少年来鲜
有一席之地。但就是这么一种不起眼的食
品，最近几年却在泉州城里异军突起，卖地
瓜粉团的小店一家接着一家开张，地瓜粉团
受到大众喜欢。

在惠安一带，人们一直沿用最为直白、
质朴的叫法“番薯粉抐（nè）”。名字的来由源
于这种食品的做法，将番薯粉加水搅拌，然
后用手抓捏起来，一团一团放入锅里煮熟。
而传统意义上叫做“地瓜粉团”的，应该是另
外一种也是以地瓜粉为材料做的食品。约定
俗成，既然“地瓜粉团”的名声已经打响，那
就先入为主吧。可为什么这毫不起眼的地瓜
粉团就能迅速风靡开呢？

原因可能有二。首先应该是“汤汤水水”
的原因。这地瓜粉团，做的是汤食，在滚水里
放入搅拌好的粉团，熟了以后放面线或者米
粉，再放几根青菜。面线和米粉的量不宜多，
出锅时，更像是一碗羹。闽南一带，吃饭多喜
欢汤汤水水的，比如像面线糊。这地瓜粉团
既有固体食物，又兼带汤水，汤底味道调制
鲜美，特别是冬天喝上一碗，又解饿又暖和。
其次是粉团的滋味和口感。地瓜粉团用的是
清汤，汤底口味要的是鲜美清淡。而粉团于
各家的做法则各有千秋：粉多、搅拌到位的
口感扎实有Q劲，粉少料稀的软嫩爽口滑
溜。粉团里还可以加上不同的配料，花生仁、
花菜，猪肉片、猪油粕、巴浪鱼干等是最常见
的，高级点的有放新鲜带鱼段的。仔细考量
一下，地瓜粉团在泉州沿海和山区各地都
有，做法和口味略有不同。比如德化，那里是
将粉团或煎或蒸熟后切片与面线、米粉同
煮，粉团里的配料主要是香菇，味道也非常
不错。正因为地瓜粉团干湿兼具，既能当正
餐也能作为小吃，采用最普通的配料，照顾
了大众不同的口味，而且营养搭配也比较均
衡，所以很快就受众者多。

地瓜粉团一直是惠安人的最爱。惠安的
亲戚们每次回老家，非得做一顿地瓜粉团来
吃不可。我这非惠安人难以理解：这普普通
通、味道清淡的一碗地瓜粉团，为什么惠安
人对它情有独钟？惠安的亲戚们也说不清道
不明。总结了各种语焉不详的解释，我暂且
得出自己的理解和看法。惠安历来号称“地
瓜县”，地瘠谷乏却多产良种地瓜。虽然勤劳
简朴的惠安女制作出来的地瓜粉质量好，但
她们平日里舍不得吃，是要拿到集市或城里
换钱补贴一家生计的。只有在重大节日、家
逢大事或贵客上门时才舍得做上一锅地瓜
粉团。日常喝麦糊、吃地瓜干、地瓜渣果腹的
孩子们难得有机会得享口福，能吃上一碗粉
团时，是多少日子的期盼和念想啊！了解了
惠安人艰难的过往，才能明白“番薯粉抐”对
于他们来说曾经是“奢侈品”的历史。可以
说，地瓜粉团影响了大多数40岁以上的惠
安人一生的口味和偏好，甚至是他们一生不
了的情结。

粉团新贵
□姚鸣琪

扫描二维码欣赏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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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虽有侥幸之事，
断不可存侥幸之心。

又到大街板栗飘香的时节，那熟悉的
味道如同一缕轻柔的丝线，将我的思绪牵
回到了故乡，牵回到了那些与爷爷一起度
过的美好时光。

记忆中的故乡，那棵屋前的板栗树如
同一位忠诚的守护者，静静地伫立着，见证
着岁月的流转和我们一家人的喜怒哀乐。
小时候，板栗收获的时节是我最期盼的日
子。爷爷总是早早地准备好竹竿，带着我来
到板栗树下。

打板栗确实是个技术活，也是个辛苦
活。爷爷站在树下，微微仰头，眼神专注地
盯着高高的树枝，双手有力地握着竹竿，精
准地拍打着树上的板栗球。我则在一

旁紧张地看着，生怕那些刺球砸到爷爷身
上。随着竹竿的挥动，一个个刺球如同大雨
滴般纷纷落下，砸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那一刻，我的心中充满了兴奋与喜悦，仿佛
收获的不仅仅是板栗，更是无尽的欢乐。

等爷爷将树上成熟的板栗全部打下来
后，我便迫不及待地戴上手套，一手拿着大
钳子，一手挎着竹筐，开始认真地拾捡落在
地上的刺球。捡刺球时必须小心谨慎，因为
那些刺球上的
尖 刺 异 常 锋

利，稍不注意就会刺破手套，
扎到手上。我小心翼翼地用大钳子
夹开刺球的一个口子，然后轻轻地把板栗
从里面拽出来，放进竹筐里。

刚从树上打下来的新鲜栗子，甚是鲜嫩
脆甜，用手轻轻地剥掉那浅褐色的外壳，再
小心翼翼地把一层绒皮清理干净。当那嫩黄
色的果肉露出来时，我的心中充满了成就
感。咬上一口，淡淡的清香透着丝丝的甜味，
清脆爽口，即使是生吃都是那么的香甜。

板栗特别适合在秋冬时节食用，吃法
也多种多样，可以生吃、炖着吃、
炒着吃、各有各的味道。爷爷最
喜欢将板栗与鸡汤用小火一起

慢炖。每当炖板栗
鸡汤的时候，那浓

郁的香味便会弥漫整个屋子。到了饭点，
全家人围坐在一起，一边品尝着美味的板
栗鸡汤，一边有说有笑。那温馨的场景，至
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有一次，我在超市里看到板栗，迫不及
待地买了一些，回到住处后，试着自己煮了
一锅板栗鸡汤。然而，当我品尝着那碗鸡汤
时，却发现味道与爷爷煮的相差甚远。那一
刻，我才明白，原来我怀念的不仅仅是板栗
的味道，更是家的气息，是亲人的陪伴。

又是一年板栗香，那浓郁的香味在空
气中弥漫着，仿佛
在召唤着我回家
的脚步。

又是一年板栗香
□姚 洁

◉圣人无常师
释义：圣人没有固定不变的老师，强

调人要勇于向比自己高明的人去学习。
出处：韩愈《师说》：“圣人无常师,孔

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

◉人生如朝露
释义：早晨的露水存在时间短，比喻

人生短促。
出处：《汉书·苏武传》：“人生如朝露，

何久自苦如此。”

◉蒹葭倚玉树
释义：比喻一丑一美不能相比。也用

作借别人的光的客套话。
出处：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容

止》：“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元并坐，
时人谓蒹葭倚玉树。”

◉灯台不自照
释义：比喻人难明自己的短处。
出处：元·康进之《李逵负荆》第三折：

“方信道人心未易知，灯台不自照。”

蓬莱村，隐匿于永春湖洋的怀抱之
中，群山轻拥，小盆地温婉如诗。山冈轻
披绿纱，密林深处藏着溪流细语，田野
连片、雾霭缭绕间，美得不似人间。

溪水潺潺，名曰湖洋。湖泊如镜，
倒映着绿树葱茏，湖边美人蕉热烈绽
放，火红一片，与远山黛色相映成趣，
宛如水墨画卷缓缓展开。柳条轻垂似
乡思缠绕，鸟鸣与溪水合奏出自然乐
章，溪畔石拱桥古朴静谧，一派宁静悠
远。湖洋溪像母亲一样，滋养了一代又
一代蓬莱人。昔日，溪边码头繁华，竹
木排漂流货物与希望，穿梭于永春、德
化、仙游之间，成就海丝传奇。

蓬莱古称“汪内”，现名将山水之
美与仙境之幻巧妙融合，也承载着村
民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踏上竹筏，
轻盈穿梭于碧波之上，筏工一篙在手
驾驭自如，山光水色尽收眼底。抬头是
山，低头是风，心中那份自在与欢愉，
难以言表。

村民们勤劳的身影在田间地头忙
碌，水稻在风的轻抚下摇曳生姿，仿佛

在低语丰收的喜悦。小桥流水人
家，炊烟袅袅升起，绘就一幅幅动
人的田园风光画。

山谷中的双塔又称魁星塔，
隔湖洋溪相望，古朴庄重，花岗岩
石筑就的坚固身躯见证了岁月沧
桑，成为蓬莱村不可磨灭的地标。
塔影悠悠，诉说着往昔的故事，也
寄托着游子对家乡的深深眷恋。

洋中书院静卧于蓬莱一隅。
书院大门对联“湖水有源能汇海，

翰山带秀自成文”，道出了书院的高远
志向。这里也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湖
洋地下革命斗争的基点，见证了革命
的烽火与热血。如今，书院修缮一新，
成为红色文化展室与乡村书屋，吸引
着村民前来缅怀先辈、品味书香。

十里湖畔露营地隐匿于水乡仙境
一隅，静谧于蓬莱村小溪之畔，背倚苍
翠小溪山，面朝潺潺金门坝溪，仿佛世
外桃源隔绝尘嚣。青山如黛环抱四周，
溪涧轻吟，汀洲悠然，白鹭翩跹，构成
一幅自然生态画，自在、随性、悠然，尽
在不言中。

急溪奔腾，穿越森林公园腹地，源自
印石山天池秘境的洋高水库，自东北蜿
蜒至西南，作为湖洋溪的灵动分支，它携
带着山林的故事潺潺而下。林间清泉石
上流，彩蝶翩翩舞清幽，叠瀑如丝挂前
川，晶莹剔透宛如珠玉般洒落凡间。

岩屏山松涛阵阵、竹影婆娑、翠绿
欲滴，清风徐来鸟语声声，仿佛大自然
最悠扬的乐章。登顶岩屏山极目远眺，
北望戴云、石牛，云雾缭绕尽显山川之

雄伟；南眺天竺、五台山，绿意盎然、碧
波荡漾尽显江南水乡之柔情。近处，林
海翻涌，绿荫蔽日，岩寺隐现，霞光穿
林，禅意悠远。

村里千余户，四千余人，森林覆盖
率超八成，山林广袤，近三万亩绿意盎
然，水资源丰富、水质清冽，是国家级
水产种质宝库，生态和谐之美令人心
旷神怡。这里是梦里水乡的真实写照，
山可望，水可见，乡愁可忆，每一处风
景都是心灵的归宿。蓬莱以它独有的
魅力，吸引着每一个渴望回归自然、寻
觅心灵宁静的灵魂。

这里的故事溪水般绵长，风景如
同画卷般绚丽。蓬莱村，一个永远镌刻
在心底的梦里水乡。

梦里水乡
□郭柯柯

冀野金天，玄霜既降；
泉州素秋，朱华犹荣。
于时驾竢鹭岛，恭迎北国之雁列；席盈

象樽，忝作东道于狮城。
温陵十月，芳林峻茂；
烟火半城，庙宇参差。
商风爽而旻天净，
晋水澄而山野清。
乃觅古人之芳躅，
索前代之流风。
长桥横海，宝塔冲霄。
桑莲法界，佛陀趺坐于祇园；
清源妙门，老君隐几于空山。
图存草庵，摩尼之薪既熄；
经留石寺，古兰之诵犹闻。
已而息心丘壑，骋目烟波。
金乌起而白鹭飞，
秋风急而夕涛惊。
宝盖磊落，立一城之卓荦；
沙岸逶迤，带十里之妩媚。
海上宝刹，知狂澜之可济；
风中古渡，怅沧海之已迁。
同游三日，一别万里，
流水之韵既歇，伐木之诗犹吟，
惟班荆景短，倾盖慕长。

邯郸诸友来游序
□渔樵子

五字成语

乡村名片 蓬莱村

位于永春县湖洋镇北部，东邻仙游，
北连德化，地处三县交界，总面积14.5平
方公里。四周环山，中部形成“聚宝盆”，是
一个生态和谐、风光秀美的村庄，有“梦里
水乡”之称。曾获国家森林乡村，福建省森
林村庄、生态村、“千村整治百村示范”工
程先进村，市级美丽乡村等荣誉。

蓬莱村景蓬莱村景（（柯柯 摄柯柯 摄））

故乡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心里最柔软
的那块土地。对于游子来说，更是有写不
尽的乡愁。

也许太想念家乡，也可能是许久没吃
紫菜，这次特地让闺蜜带来家乡种的头水
紫菜。紫菜在整个养殖期间一共可以采收
6次左右，头水紫菜的收割一般在九月底，
当紫菜的叶片长到20—30厘米时，就可
以进行第一次的采收。这头水紫菜竟让我
还没吃就感动了半天，拿一片还没下水的
紫菜闻了闻，一阵海风的味道扑鼻而来。
我闭上眼，再次将紫菜靠近鼻尖，没错，是
大海的味道。此时，我脑海中闪过了儿
时吃紫菜的镜头，这种久违的感
觉让我的心头无法平静。当我将
紫菜放进水中，它便迅速
散开，淘洗后，紫菜被我

倒进滤网。没想到滤网留不住这细嫩的小
东西，一条条跑了出去，捞了半天，也没捞
出几条，翻过来倒过去，就是留不住，捞不
出，可看那盆里，分明还有很多。一番折腾
后，决定放弃，任它们随流水而去。

这一刻，水如同时光机，带走了紫菜，
也把我卷入了记忆小河，瞬间回到了八岁
那年的冬天。“阿芳，来帮我做紫菜哦！”四
婶婆在屋外喊着。每逢紫菜收成季，我们
这个大院子里就数她最忙，不仅要照顾杂
货店，还要去收割紫菜，四叔公常年在外

做模具，我是她的
得力助手。一听叫

唤，马上跑了

出去，麻溜地坐在
四婶婆对面。在我们中间，有一个装了水
的长方形铁桶，这就是做紫菜的容器。我
俩十分默契，拿起堆放在一旁的方形竹
筛，没入水中，在上面套三个小铁圈。接着
从装有紫菜的桶里，抓出一把紫菜放入水
中的竹筛。然后一手抓住竹筛的末端，一
手轻拍圈中的紫菜，将其均匀铺平。再捞
起，放在另一边，直到做完此趟收割的紫
菜为止。

就这样，我们会将成十上百张住满紫
菜的竹筛搬到阳光下，斜靠墙根，依次排
开，给它们来个日光浴。这时，海风一吹，
阳光一照，空气中弥漫着紫菜独有的鲜
味，让人垂涎欲滴。禁不住诱惑的小孩常

会在日落前，趁大人还没收竹
筛，偷偷地撕下几片紫菜，

烤着吃，那味道

真叫一个香！绝对有别于平时家里吃的炒
紫菜、紫菜汤、紫菜煎、炸紫菜等紫菜全席
的风味。

思绪被儿子的呼唤声拉回：“妈，你这
是太久没回老家，才拼命吃紫菜的吧！”

低头一看，一大盆紫菜被我吃了一
半，筷子上还夹了一串。也不知道怎么回
事，就觉得这次的紫菜很特别，儿子半开
玩笑的话让我心头一震，顿时定住。是啊！
我暗自算着离开家乡的日子，数了两遍，
没错，是九年！分明离我那么近，却像天涯
海角。

紫菜易得，乡情难忘……

家乡的紫菜
□柯远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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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自行车购买单据（（笃恒笃恒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