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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母亲常带我们去姨娘家，我们兴奋不已。姨娘住黄屯安定宋冲一个深邃的山坳里，两户人

家，几排白墙红瓦隐藏在幽静的竹林间。房檐一端紧挨着一条公路，下头是宋冲水库，和天空一样碧蓝，

雾自由飘荡，到处潮润润闪着光。金秋十月，炽热的阳光使岸旁的芦苇饱满了，竹、松、柳们的身子也粗了

一圈，草木平展展地铺在水库两岸，依旧选择毛茸茸、泛绿的欢乐，液体一样清澈流动。

姨娘家姨娘家 苏天真苏天真

姨娘家靠大山，抬头看，漫天都是毛竹，浓浓淡

淡，深深浅浅。仿佛，一不小心，就会开化似的，那淡

蓝是画家调不出来的色调，它令人想起浩渺高远和青

穹下的一缕云霓，幽雅，还带着未曾染过尘俗的宁静，

山间的小道，弯弯曲曲地甩出一条藏青弧线，宛如一

串随意挂在山腰的菩萨珠。

姨娘夫妇俩一辈子生育四个孩子，两个闺女和两

个儿子。姨娘年轻时长得俊秀，总是笑嘻嘻的，脸上

注满慈祥和善良。姨父是土生土长的山里人，身材瘦

小，但精明厚道，天生只会埋头苦干，种地、开山、植

树、采茶、伐木、扎扫帚、做篾器是好手，不太会说话，

是个老实憨厚的农民。常有一些逃荒者流落到家门

口，山里人心善，夫妻俩总是倾其所有，有时连口袋底

下几升米也送出去，孩子们只能啃山芋。

姨父姨娘用的农具，木头部分，都是自己做的。

有斧头、砍刀、锄头、钉耙、犁等等，在他们的眼里，是

另一种相貌。每一样，都是他们真挚的好助手，这些

农具，饱含了他俩的手油、汗水，这是一天又一天，一

年又一年，积累，再消耗才具有的颜色、光泽和时间

感，甚至，还吸收了他们的介质，偶尔受伤流出的血，

以及脱落下来的皮肤组织。这些农具经历岁月光影

的反复打磨，烟尘气流缭绕穿越，已经被赋予了某种

灵性，有呼吸、有温度、带包浆。它们是姨父姨娘另外

的身体，另外的灵魂，姨父姨娘珍惜它们，每天拿着，

用着，一家人的柴米油盐，是他俩辛苦来的，也是它们

给的。经过姨父姨娘的手，再加上砍刀、锯子、竹丫、

竹竿、竹丝，来自山里的毛竹变身成一张张扫帚，再由

大儿子的卡车，一趟又一趟地运往它该去的地方。姨

父姨娘扎的扫帚选材、做工、耐久性，都被认可，畅销

周边市县。扎好的扫帚堆积如山，它们不走，和我姨

父姨娘相伴，他俩的苦乐，它们都知道。有时，为了完

成商户订单，晚上会加班加点干到凌晨两三点，毛竹

结实，光滑，发散着清香味。闻着这味道，气息不由匀

称起来。

秋收是山里人最忙的时节。姨娘门前的几亩稻

田，已经骄傲而自豪地挂满了累累硕果，金黄的、沉甸

甸的，令人爱不释手的稻穗，看一眼，姨父姨娘心里便

洋溢着丝丝缕缕的暖意。他们将收割后的稻穗捆扎，

挑到场基上，再脱粒归仓。年过花甲的姨父是吃苦耐

劳典型的山里人。他将一捆又一捆好几十斤重的稻

穗，用绳索通过竹梯滑翔的办法，从下一块田拖拽到

上一块田，再盯着脱粒机上最后一粒稻穗落下。脱完

扬场入萝筐，颤悠颤悠地挑着竹筐，从细长的田埂上

走过，旁边吹来的风也是甜美的。站在宋冲水库向南

看望，对面山峦叠嶂，秋意阑珊，山梁是一组灰色山脊

的曲线，在我的注视下，山谷在群山中逶迤前行，竹海

幽深，流水潺潺，如同自然的乐章。

仲秋,宋冲到了一年一度砍山草季节。姨父带着

父亲和我，天麻麻亮,脚踩露水上山，姨娘给我们带一

“围腰”烀热的山芋做午饭。姨父头几天已经备好了

几把磨得锋利的砍刀、镰刀，一人一根扁担、一副麻

绳。我们的裤管用棉带扎紧，脚踏万层底的布鞋，头

戴草帽。虽坡陡林密，蚊蝇骚扰，姨父和父亲哪顾得

上这些？寂静的山谷很远就能听见镰刀的唰唰声。

几个时辰，茅草、荆棘、藤条被放倒一片。姨娘傍晚上

山“接”草，还带来吃的喝的。我一担只能挑两个草，

姨娘首先抢过我的担子，心疼得摸着我的肩膀说，山

道你挑担子会跌倒的。多年来没有再去宋冲了，山外

的我们也不再作兴砍草。在那以后的日子里，不知为

什么，我时常想念这个温暖而略有一些凉意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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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形如元宝，色泽金黄，外脆内绵，鲜香可口。这是我几十年来对故

乡合肥三河米饺的总结。掐指算起，从我幼时第一次吃三河米饺到现在，少

说也有五十多个年头，尤其是三河米饺被申报为非遗和地理标识后，更是引起我的关注和兴趣。

三河米饺三河米饺 查鸿林查鸿林

先说它的外形。三河米饺是孪生的，有馅的叫米

饺，无馅的叫米粑粑。米粑粑的做法与米饺差不多，是

米面与蒿子糅合，巴掌大一个圆形，同样下锅油炸，一股

蒿子的清香。米饺则不同，讲究外形。米饺的基本原料

是当地的早稻籼米，粘性不大，磨成米面。做早点是辛

苦活，清晨两点就要起床，给冰冷的大铁锅生火，倒进米

面拌炒，待米面炒出米香气，倒进开水，水加的要恰到好

处，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多了会稠，少了会硬，用力不

停搅拌翻炒，直至米面均匀地吸入了水分，再出锅，送到

大案板上，趁热糅合，这时就出现了米粑粑与米饺的分

离，米面放入蒿子揉均匀，打成蒂子搓圆压扁即成粑粑，

米饺就要分成一个个鸡蛋般大小的蒂子，搓圆压扁，再

入馅，包成元宝状。元宝在古代是一种货币，由贵重的

黄金和白银制成，也就是仰面似船，伏面似案，元朝时兴

起，故有“元朝之宝”的意思，俗称元宝。三河镇历来是

商贾之地，大多数居民以商业和手工业谋生，三河米饺

取元宝状，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再看它的色。元宝的色调是金黄的。米饺做成后颜

色是白色的，又不能辅之其他色素，因此必然选择油炸上

色。米饺油炸也很有讲究，要选择上等菜籽油，色拉油是

绝对不行的。把菜籽油倒进大铁锅，大火烧开，放入米饺

和粑粑，用大捞勺不断翻炸，直至白色慢慢变成金黄，浮

出油面，即可出锅食用。米饺那两头微微翘起的元宝状

和黄金般的色调，食客拿在手中，怎不心生欢喜。

对于经商和做产业的人来说注重米饺的形色，而

食客则追求口感。口感的关键是油炸技巧，这就是所

谓的火候。油炸时间长了会出现焦糊，时间短了则会

出现口感绵疲。有经验的老师傅就掌握了“时、效、

度”，时是时间的长短，这与烧火的大小有很大的关联，

易于中火；效即效果，要考虑饺皮外层像千层饼那样酥

脆，里层要绵柔可口，饺子馅要熟透；度就是成熟的火

候，有时当我们认为火候不够的时候，出锅后正好，当

我们认为火候正好，出锅后却发现有了焦糊，这就是技

巧，真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上好的米饺，入口

酥脆，轻咬一口，仿佛有零星脆皮从口中坠落，里层面

皮与馅充分融合，香味扑鼻。

三河米饺要做到鲜香，就要追溯它的馅。一般来

说，馅有熟馅和生馅。不论生熟馅，用料基本相同。用

当地水，配以白干、粉丝、肉或白米虾、香菜末、姜末、酱

油、淀粉，融合而成。先把白干用水煮沸，去除浆水味

捞出，在锅里放油烧熟，倒进配料炒熟，用淀粉勾芡即

成，这是熟馅。生馅就是用生白米虾和剁碎的生肉与

炒熟的配料同时包馅，炸出的米饺其味更加鲜美。

如今三河米饺已经申遗成功，成为非物质文化，

是三河美食的佼佼者，也代表着三河地理标识。去三

河的游客，都循着这一口米饺而来，也成了三河镇饭

店餐桌上必配的一道精美的招牌点心。地方文化是

地方的灵魂，一个地方没有文化支撑那是枯燥无味和

不可思议的，每一种文化都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方

可走得久远。在三河，千百年来的耳濡目染，米饺已

成美食文化，家庭主妇们大多会做米饺，只是技艺的

高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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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刚读初中时，学校每学期都会组织一

次学农或学工或学军活动，每次半个月至一个

月时间不等。这一次次的学工学农学军，同时

也不同程度地为我们那代人健康成长留下人生

最宝贵的财富。虽时光已流逝近50载，但至今

记忆犹新。

曾记得，1974年，初中二年级上学期，学校

组织我们初二年学生到合肥电机厂学工。一进

工厂，我就被分配到装配车间，跟工人师傅学绕

电机线圈。绕线圈乍看是一个轻松活，可真的

一上手，并没那么简单。不仅技术含量高，而且

还是个精细活，来不得半点马虎。教我的师傅

50多岁，刚开始他还不厌其烦手把手教我。一

周后，他判若两人，翻脸比翻书还要快，一见我

稍微手脚慢点，或手与摇柄配合不那么默契，脸

总是绷着，铁青的……有时还冲着我劈头盖脸

地一顿剋，样子让人胆战心惊。不过有一点，只

要挨他一顿剋，下班时，他总爱把我拉到一边，

和风细雨地说：“孩子，我批评你，是为你好。绕

线圈，就像你们学文化一样，不仅需要细心，更

需要注重细节。如果你从小干啥事，都粗枝大

叶……”师傅说的道理，我也知晓，也深知严师

出高徒。但转眼一想，我是来学工的，又不是来

当学徒的，干吗要求那么苛刻！当时我心底虽

“一百个不乐意”，但这给我人生最大的启迪：凡

事都得注重细节。

还有1975年夏天，学校组织我们初三几个

班学生到合肥郊区三十岗公社学农。我们班被

分到一个紧邻滁河干渠的生产队。夏天农村蚊

虫特别多，加之仓库西侧是个牛棚。一到晚上，

几头耕牛陆陆续续地回来，牛棚随风吹来阵阵

刺鼻的牛粪臭，还有耕牛不时地发出“哞哞”叫

声，再有就是十分讨厌的蚊虫、苍蝇乱飞，真让

人难以入睡。

就这样，半个月时间眨眼过去了。临行那

天，生产队为我们准备了十分丰盛的午饭。有

糠菜巴巴，有窝窝头，也有红薯干稀饭，还有南

瓜粥。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孩子，哪儿见过这

些食物。食物一端上桌子，就被我们狼吞虎咽

地一抢而空。事后才知，这顿饭是生产队为给

我们上忆苦思甜课，而精心准备的，旨在教育我

们这些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学生，明白啥

叫“粒粒皆辛苦”。

到1976年高一下学期，刚开学第二天我们

就到合肥军分区农场开展学军活动。学军之

余，我们还要帮助部队农场抢收中稻。一到稻

田，时常会遇上蛇，只要忽然间，有人尖叫一声：

“蛇！蛇……”紧随着稻田里准会出现“哗啦，哗

啦”一片乱跑乱窜、惊慌失措的情景。随之身后

金黄色的稻谷，就会倒得乱七八糟的。偶尔还

有极个别顽皮的男生冷不防来个恶作剧，稻谷

就会再一次遭秧。

用镰刀收割庄稼，看似是个简单农活，但对

我们这些在城里长大的学生，却没有一个会使

用。战士就一对一地进行传帮带。我们一拿起

镰刀，把一片片金灿灿美如丰收景象的画面，硬

是给糟蹋得恰似狗啃一般。说实话，这庄稼活

确实不会干。尽管浑身有力，也使不上。为了

不浪费稻谷，我们在前面割，战士们紧随其后，

重新割一遍。当我看到那些年龄和我们差不多

大的战士，无怨无悔地帮我们收拾“残局”，我不

仅明白啥叫“帮倒忙”，同时也悟出《谁是最可爱

的人》。打这起，我人生有了梦想，有了追求，有

了目标。高中毕业后，我毅然决然投笔从戎，也

终于成了魏巍笔下最可爱的人，且我在军营一

干就是整整25度春秋。

中学时代，学农学工学军，我们这代人早早

进入社会这所大学校，不仅让我们知道了从课

本上、从课堂里、从校园里学不到的知识，更潜

移默化地为我们年少壮了智与志，并终生受益。

少年壮志少年壮志 日月日月
记
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