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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凤纪行□

党
政

想去丹凤再看看的愿望已有许久了，上次去还是四年前的事。近日，借战“疫”乾坤
扭转全面向好之势，趁万物复苏春暖花开之时，驱车从西安出发，过蓝关，穿秦岭，一路南
下，憧憬着来到了久别的丹凤。

赶到丹凤的当晚，就迫不及待地来到夜幕下的丹江岸边。丹江穿县城而过，为秦岭
腹地的山城增添了不少的灵动。夜晚的丹江安静美丽，恰到好处的倒影光色和三三两两
的漫步行人，映照着这片土地上的活力释放和兴盛祥和。不远处传来的“丹凤朝阳”的优
美词曲，不由得让人驻足观赏，倾耳品味，似有微醺梦游之意，顿生惠风和畅之感。

丹江夜色的美妙洗去了车马劳顿，梦醒时分已是第二天阳光初露的清晨。良好的生
态，清新的空气让人活力满满，丹凤无愧“天然氧吧”之美誉。漫步丹江南北堤岸，尽情欣
赏春意正浓的“一江两岸”，又是另一番悦人的景致，堤岸宽阔，行道蜿蜒，柳绿花红，鸟语
清脆，江中的拦坝湖水一泓清波，引不少“姜太公”执竿垂钓，悠闲自得。丹凤自古重耕
读，著名作家贾平凹便是杰出的代表。瞧！南岸正在加紧建设现代化丹凤中学新校区，
不久将更加浓墨重彩地书写文化丹凤、人才辈出的绚丽华章。

第三天是环江南经济新干线之旅。丹凤民用机场的启用通航具有里程碑意义，重塑
了当年“水旱码头”的要道地位，也把县域对外开放推向了新高；早年因盛产“棣棠花”而
得名的棣花古镇，把历史、人文、生态相互交融，宋金边城、清风老街、千亩荷塘、万湾中国
美丽乡村、丹江国家湿地公园，尽显商於古道上的“棣花”特色，让人流连忘返；干线两边
掩映在黄花绿树中的村庄，白墙青瓦，错落有致，与果园、菜园以及忙碌劳作的人们，构成
了一幅美丽的田园风光。新干线宽阔通畅，一条新路，几座新桥，贯通了丹凤东西，连接
了丹江南北，形成了经济新圈。路，是产业路、便民路；桥，是富民桥、连心桥。

弃车步行金山森林公园是第四天的行程。沿石阶一路向上攀登，两个多小时到达顶
峰的金山寺阁楼。会当凌绝顶，一览丹凤城。金山森林公园万木繁茂，诸设宜憩，环目俯
眺，“一城山水一城春”！凤冠山与金山遥相呼应，将丹江牵起的整个县城一揽怀中。通
透如洗的蓝天白云下，昨天走过的新干线格外分明。一江穿城过，新桥连南北，那一刻，
顿觉这金山春景分外曼妙。

再访马炉重温“刘西有精神”，是我们第五天的主题。马炉是龙驹街道办的一个村
子。六十多年前，为了“让马炉人吃饱肚子”，党支部书记刘西有带领大伙儿，从打制十二
把镢头开始，靠肩挑手抬移土，硬是在山上造出了一千多亩石坎梯田和一座水库。接着
又在山顶种植油松3500亩，山间漫坡遍野栽植22万株特色药材山茱萸，靠山吃山解决了
乡亲们“有钱花”的问题。如今，山茱萸已成了马炉人几十年取之不尽的“绿色银行”，村
里的老者逢人便说：“马炉人捧的是刘西有留下的饭碗。”马炉，产业融合、城乡融合，已是
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生态村，正在开启乡村振兴的新篇章。站在新中国第一代劳模、当代

“愚公”刘西有生前战斗、逝后长眠的山巅上，眺望马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生动场景，油然起敬、满怀欣慰。

丹凤五日之行，一路看，喜出望外！一路感，翻天覆地！一路赞，国泰民安！唯愿决
胜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小康，丹凤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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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竹连山觉笋香

□

江
初
昕

“春雷一声响，地下赶紧长，层层褐色衣，皇冠头顶挽。”这是关于春笋的谜面。进入
春天，下了几场雨，蓦地春雷炸响，父亲说，该是春笋破土而出的时候了。我不信，父亲告
诉我说，春笋听到春雷声，就像战士听到了冲锋的号角，拼命往地上长，一个晚上能长好
几寸呢！

几天后，父亲带着我，扛上锄头，背着竹筐到山后的那片茂密的竹林里去挖春笋。走
进竹山，见满山的竹子，有的粗，有的细，青翠碧绿，郁郁葱葱。站在竹子底下，简直望不
见天。就在这些竹林地下，到处都是破土而出的春笋，探头探脑的像个调皮的顽童。刚
顶土而出的春笋身着黑褐色外衣，头上顶着嫩黄的笋芽，满身绒毛。春笋生长的力量实
在惊人，不管是荆棘丛中，还是石缝里、崖壁上，它都能够生长自如。

挖春笋也有一定规矩，不能随意乱挖。粗壮的春笋是不能挖的，这样的春笋可以
长成好竹子。对于过密的春笋可以挖掉一点，有利于它们的成长。再就是那些矮小、
歪斜的春笋也是可以挖的，这样的春笋不能成材。还有一种落伍的春笋是要挖掉的，
别的春笋都长高发枝了，落伍春笋像刚睡醒似的，才从土里刚刚钻出，已经错过了最佳
的生长期。父亲每次挖完一棵竹笋，都要把土坑填埋好，防止竹鞭暴露在外，影响下年

■乡村纪事

邂逅“云上”桃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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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桃花节开幕了,受疫情的影响，今年家乡桃花节取消了实地游览活动，主
办方搭建了“云上”直播间，借助网络直播、VR全景、云相册等让游客们足不出户就能饱
览十里桃花的盛景。打开手机，点选链接，一场别开生面的“云上”桃花节就在我的瞳孔
中拉开了帷幕。

如霞似锦的桃花树下，几位身穿汉服，头戴桃花冠的网红主播正热情地向“观”客们
介绍“云上”桃花节美若云霞的绚丽风采。画面里的桃花有粉红的、深红的、浅紫的，在青
翠欲滴的绿叶映衬下，更显得鲜艳娇美。迎风初绽的，宛如身披粉红嫁衣的姑娘，回眸一
笑百媚生。半露半藏的，顶着嫩黄的尖尖，调皮地探出一丝浅红的花蕊。打着花骨朵儿
的，粉嫩得正像婴儿的笑脸。一阵春风拂来，满树的桃花化作一只只花蝴蝶，扇动着美丽
的翅膀，翩翩起舞，恍然一种走进童话世界的感觉。

最美的景色要数小河边。远远望去，到处都是盛开的桃花，一朵朵，一片片，一层层，
灿如云霞，娇红烂漫。河边有一座小亭，名曰桃花亭，对联上书唐代书法大家张旭的诗
句：“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这河也有个美丽的名字桃花溪，沿河两岸，全是
盛开的桃花，被风吹落的花瓣随水流向下游，让人不由想起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名句：
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追随着镜头的推转，我的目光又来到了附近的山坡。山坡上也有桃花盛开，只是不
如河边开的那般热烈。如果把河边的桃花比作浓艳似火的华丽贵妇，山坡上的桃花就如
婉约可人的邻家女孩。更高处，就只有含苞待放的花骨朵了。白居易在《大理寺桃花》写
到“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就是这种因高而寒的缘故。借助特殊的摄像技
术，还可以欣赏到夜间桃花的诗意景致，第一次感受到“桃花带露泛，立在明月里”的情
趣，这倒是一个意外之喜。

浏览美景之外，桃花节主办方还上线了更多的“云上”节目。种桃树小游戏，体验劳动
的快乐，最受小朋友们的喜爱。参与线上咏桃诗词诵读比赛，尽情感悟博大精深的传统文
化魅力。公众号上的知识，让我了解到全世界有300多种桃，中国占四分之一以上。桃花花
色也有浅粉、深红、洒金、淡红、纯白、绿花、紫褐等多种。自然也少不了桃花美食介绍，“观”
客们跟随美女导游一起走进桃林深处的农家乐。桃树下摆着几张小桌子，枝头桃花正艳。
桃花茶，桃花酥，菜品有桃花煮鲜鱼、桃花羊肉、桃花蛋羹。最令人惊喜的是桃花酒，听老板
介绍，这是把桃花花瓣浸泡在高粱酒中酿造而成，长期饮用可乌发靓肤。

邂逅“云上”桃花节，各种桃花纪念品是少不得的。桃林外的商店也开通了“云上店
铺”，所售商品也大多和桃花相关。我随意挑选了几件，几天后就收到快递。给妻子的两
只桃花香囊，妻子把香囊挂在卧室里，香味经久不散；送给女儿的桃木小屋和风车，她最
喜欢这些小玩意；也为自己买了一本装帧精美的《桃花诗笺》和几包桃花茶，每天晚上品
一杯桃花茶，读一首桃花诗，连梦中也有了桃花的清香。

■心香一瓣

一生为农民写作的杨润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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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电影《白毛女》编剧之一、天津市原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杨润身逝世，走完
了他97年的光辉历程，为后人留下了农村题材的8部长篇小说、4部中篇小说和若干短篇
小说及剧本，实现了他“一辈子为农民代言，为老百姓树碑立传”的创作理念。

杨润身祖籍河北平山。我曾在平山工作八九年，因此有缘与杨润身交往。听到他去
世的消息，虽有思想准备，但心里还是止不住地难过，他的音容笑貌想过电影一样，一幕
幕涌上我的心头。

记得第一次去拜访他，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杨润身住在平山南关一个普通居民小
区，他的住室，临窗放一老式米黄三屉桌，桌上一摞稿纸上密密麻麻的手写字迹，床上摆着
太行山里人家常用的棉布被褥。杨润身身材高大，身穿灰布中山装，脚蹬一双家做黑布鞋，
热情欢迎我的到来。身居著名作家的“寒舍”，看着杨润身的装束，我一下子很难把眼前的
杨润身与我想象中的天津市作协副主席、新中国成立时行政11级的大干部对上号。

交往多了才知道，1949年杨润身作为党的文化工作者，跟随解放军进入天津市，接收
文化文艺团体。此后，在党的领导下，他从事文学创作，并参与了电影《白毛女》的编剧，
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做出了特殊贡献。

“文革”期间，因电影《探亲记》，杨润身受到错误批判。改革开放后，杨润身被平反恢
复名誉。为熟悉生活、继续写作，他回到家乡平山体验生活，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农村，
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农村基层干部，一个老农民。他常年骑一辆“永久牌”旧自行车，布衣
草帽，自带干粮，走村串户，别人干活他帮忙，村里有事他参与，婆媳吵嘴他劝架，与农民
群众成了一家人。

杨润身写的都是“遵命文学”——遵老百姓之命，为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代言。他的
每部作品都充满对农村农民的真挚情感。他的作品《风雨柿子岭》歌颂的是抗战时期老区
民兵为追求翻身解放奋勇斗争的事迹；《白毛女和她的儿孙》《艰难的跋涉》等作品塑造了基
层农村干部勤政为民的光辉形象。他最见不得群众受苦受难，更看不得群众受压，创作上
敢于直面发展过程中带来的问题。1956年，他在平山一个农村驻村，几个老人找上门来，有
的骂儿子进城当了官忘了爹，有的诉说孩子进城连一封信也不给写。杨润身坐不住了，针
对这一现象，写出了电影剧本《探亲记》，经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后，在全国放映，教育了一
大批人。改革开放后，杨润身长期下沉平山县委挂职。有一次，有位老乡找到他的住处，抱
起铺盖就往他自行车上捆，说无论如何请他到村里看看，搬走压在村民头上的“石板”。杨
润身听后立即跟着他到村里蹲点，吃住在老乡家，详细了解当时个别基层干部违法乱纪、欺
压百姓的材料，并向县委专题汇报，县委调查后严肃处理了有关干部，为民解了忧、除了
害。事后，他还以此为背景创作了长篇小说《九庄奇闻》。还有一次，针对农村人情消费和
高价彩礼，东回舍镇柴庄村的一个老乡对杨润身说：“一切向钱看的风头儿、势头儿叫人受
不了！你写本书编出戏，破一破这种风气吧！”对此，杨润身没有一听了之，他深入山村，上
门入户，走访群众，创作了长篇小说《魔鬼的锁链》，对这一现象予以批评引导。

读杨润身的作品，你可以感受到他那种简洁朴素的风格、品质。他常说自己的文学
水平不高，我感觉那是杨润身自谦，他的作品虽然显得有些土，但是和农村老百姓永远

“不隔不疏”，他是真正的人民作家。
有一次，杨润身打电话说要见我。原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散文集《故乡情韵》，

他要送我一本，并嘱咐我搞创作一定从最熟悉的写起，要反应老百姓的心声。据杨润身亲属
说，老先生临终遗言，要把他的骨灰埋到家乡的太行山上，他想和乡亲们永远在一起！

鹳舞兴凯湖。 李荣先 摄

山西沁源山桃花盛景。 新宇 摄

挺过了疫情防控艰辛时刻，到了庚子年春分时节，四
十多天没能见面的女儿，终于在双休日回家了，我和老伴
甚为高兴。

早晨一醒来，就听到老伴在客厅厨房间忙碌响动着的
声音，并且还来到我床头叮咛说：“你上午上街去，把娃的
鞋给修补一下，我到市场买菜去了……”

当家人的话必须照办。我立即起身下床，洗脸刷牙，
吃完早餐，就拎起了装有鞋子的袋子走出家门。

修鞋师傅与我很熟悉，我将鞋子递给他，他检查一遍
后说：“这只鞋无法补了，您看——”说着，就将一只手塞进
鞋口，手掌晃动，鞋子后跟与皮革完全两张皮了。“这就像
张开的吊驴嘴，咋能补住啊？”

我说：“您想想办法吧，这是我女儿的鞋……”
他一听此话，“嘿嘿”一笑，就忙碌起来了。
大约一个小时后，我又溜达到修鞋摊位上，师傅说：

“跟您说实话，这只鞋确实无法补了，我只是黏合了些胶
水，凑合着可以，不如买一双新的……”

我只好提着袋子回家了。
走进家门，我把这只鞋晾晒到了阳台上，回到客厅，我

看到准备招呼我吃午饭的女儿，又黑又瘦，脸庞粗糙，就像
变了一个人似的。我疼爱地抚摸了一下她的头，可她却任
性地瞪了我一眼说：“老爸您别担心，我好着呢！”

女儿上次从乡镇回来是大年三十，在他们小家过了一天春节，正月初二来娘家简单
吃了碗臊子面，就急匆匆赶往汽车站，经过两次转车才返回了她的工作岗位——麟游县
崔木镇政府。

一回到单位，她就与乡镇上的干部们一起，开会动员，上街巡视，进村入户，查访疫
情，指导春耕备耕生产，以实际行动确保一方平安，让山乡农民群众满意。在此期间，我
也急在心头，无时不把她挂念。上午打电话，她回答：“我正在村组走访了解情况呢。”下
午打电话，她回答：“我正在街道巡查值勤……”晚上再打电话，她说：“我正在开会汇总资
料呢！”我又问：“你晚饭吃过了没有?注意安全……”而她那头电话已挂断了，让我一时无
奈又心疼。

那是2014年春夏之交，女儿考上了公务员，却要离开古城西安温馨家庭，前去宝鸡市
麟游县崔木镇政府报到上班，成了镇办、党办一名文书，历练起了她的人生。

第二年，全国脱贫攻坚战役打响了。麟游县曾是宝鸡地区唯一的国家级贫困县，精
准扶贫工作任务繁重。作为年轻的共产党员，她更是不甘落后，积极主动带头工作。我
记得2016年春节刚过，她前去上班，这一去三个多月都未能回家，一打电话就说忙，这让
我和老伴更加牵肠挂肚。

到了这年“五一”假日，满身风尘的女儿回家了。由于体力严重透支，她第二天就病
倒住院治疗。我老伴从医院拿回了她脚上的一双鞋，鞋上沾满泥土，鞋后跟都磨出了一
个窟窿，我和老伴都心疼不已。

女儿这双鞋，是她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真正体会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经历见
证。一年四季，三四双鞋都会穿得破烂不堪，这又何止我女儿一人！只有常年在山区奔
走服务农民群众，你才能真正懂得什么是脚踏实地、跋山涉水、千方百计、千辛万苦。那
田埂山川上留下的深深足迹，就是基层一线千千万万个朴实无华的公务人员最真实的写
照！他们虽然磨透了一双又一双鞋底，烂掉了鞋帮子，但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信念和意
志更加坚强了！

■亲情故事

我的父亲

□

于
雷
庆

父亲出生在豫南农村，今年农历三月正好八十岁。虽然没上过一天学，但他明事理、敢
担当，一生勤劳、为人善良。他是我心目中的一座灯塔，引导我的人生一步一步向前迈进。

父亲兄妹五人，大伯从小患病，生活不能自理，父亲排行老二。我爷爷新中国成立前
被抓壮丁杳无音信，奶奶常年生病卧床。生活的重担很早就压在了父亲肩上。父亲非常
聪明，什么农活一学就会，十二三岁就干大人的活。父亲编筐捏篓样样在行，编苇席时还
能编出各种图案，这些东西拿到集市上能换钱贴补家用。俗话说人生有三苦：拉纤、打
铁、磨豆腐，这后两样父亲都干过。父亲曾在县五金厂当过学徒，会打锅铲、勺子和纺花
用的锭子等炊具和农具，便宜卖给村里人，很受欢迎，割“资本主义尾巴”时期差点被抓

“典型”。再说磨豆腐。父亲头天晚上泡好黄豆，第二天起五更磨豆子、过滤豆汁、烧开后
点卤、压成豆腐块，程序繁杂，步步都是体力活，中午才能完成。下午，父亲挑起一百多斤
的豆腐挑子出发了，那时买豆腐都是用豆子换，卖完豆腐返回时还是上百斤的重担，一天
来回几十里地，披星戴月，天天如此。屋漏偏遇连阴雨，父亲又经历我曾祖母、奶奶和大
伯的相继去世，肩膀快要压垮了。但父亲是个乐观派，他的口头禅是没有吃不了的苦，没
有过不去的坎！

父亲吃了没文化的苦，非常注重孩子们的教育，他说我这辈子穷，但不能辈辈穷，只
要孩子想上学，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我记得上小学四年级时，年底要交学费，因我迟迟
没交被老师点名了。晚上回到家，我委屈地哭了，父亲叹一声气转身出去了，借了几家终
于凑齐我的三元钱学费。我默默发誓，长大了一定好好孝敬父母。我和二弟参军后，父
母与在家的两个弟弟分开生活。父亲一直种着自己的二亩多地，不给孩子增添负担。我
回家探亲时，看到满头白发、脊背微驼的父亲，力劝他把地全部让给四弟种，但父亲闲不
住，仍坚持留二分地自己种菜。他每天骑着三轮车到镇上赶集卖菜，整个集上就他年纪
最大。有一次，一位穿着光鲜的年轻妇女来买菜，父亲收下她一百元大钞，找给她九十多
块零钱，到家后才发现那是一张假钱。生气归生气，父亲说这假钱不能再坑人，现在还放
在家里，只当买个教训。父亲一生正直，谁有困难他都帮，他的美德深深影响着我们。

吉人自有天相。父亲一生经历很多磨难，却次次化险为夷。第一次是生产队的拖拉机
深夜犁地，他在后面压耙，一不留心，耙被大块硬土顶翻，耙钉一下把他的脚穿透了。我和
母亲在睡梦中被叫醒，赶快把父亲送到乡卫生院。到了灯下，我才看到父亲像个土人一样，
这活又脏又累又危险，谁都不愿意干，但父亲抢着干，为的是多挣工分让孩子有口饭吃。父
亲在医院治疗一个多月伤口才痊愈，好在没留下任何后遗症。第二次是父亲从县化肥厂用
架子车给生产队拉氨水，返回时下大雨寸步难行。父亲让我借了生产队的牛，用一根绳子
在前面牵引，道路泥泞不堪，在转弯时又转急了，车一下翻到几米深的沟里，父亲随车一起
翻了下去，我吓坏了，高声大叫：“救人啊！”沟里的水很深，我发现父亲游到旁边竟毫发无损
地上来了。第三次是父亲骑着三轮车卖菜行驶在国道上，在路边等待左转弯时被大货车撞
倒从车上摔了下来，三轮车冲向右前方，把一家商铺关着的卷帘门都撞破了。幸好有同村
的人路过，赶忙陪同司机把父亲送到医院，令人没想到是各项检查都正常，只是膝盖受了点
伤。我想这都是父亲成年累月挑豆腐挑子锤炼出来的，骨头不缺钙。住医院观察两天，父
亲就急着要出院了。他说我没事就是万幸，别让人家司机多花钱了，司机违章把我的车撞
坏了，赔我一辆新的就行，我种的韭菜又该割了，别耽误我卖菜。

这就是我可敬可爱又勤劳善良的父亲。

小时候我嘴馋，可日子不宽裕，母亲又总有办法给我做好吃的，我像过年一样快乐和
满足。

母亲时常去菜市场买些小鱼仔回来做成美味。母亲将小鱼仔一条条挤去内脏，加
盐、料酒腌半个小时，接下来就开始给我做豆豉火焙鱼吃。先将锅烧热，倒入一点儿淡黄
色的茶油，腌好的小鱼仔放进锅里，均匀摊开，慢慢焙煎，焙好一面再翻个身焙另一面。
母亲焙出来的火焙鱼，条条完整，不黏不烂，黄灿灿的真是诱人。我在一旁心急地等着入
口，母亲转过身来对我说，孩子别急，等菜烧好了，先给你吃。母亲再以谷物、花生壳，有
时还用橘子皮、木屑，将做好的火焙鱼熏烘，母亲说这叫熏焙。最后一个步骤，母亲利落
地动手翻炒火焙鱼。先坐锅热油，爆香葱姜蒜，加点儿红辣椒和两勺豆豉酱，将火焙鱼翻
炒入味，淋一点儿酱油，最后起锅装盘。在家里，我吃了一顿又一顿火焙鱼，真香、真解
馋。我眼巴巴地瞧着母亲，心想，母亲真好！

母亲烧的菜特香，她还用小鱼仔给我做白辣椒蒸小干鱼。母亲从买回来的小鱼仔
中，挑出稍大一点儿的，去除内脏，加适量盐后晒干，然后在蒸碗下层放一些白辣椒。白
辣椒是薄皮灯笼辣椒晒制而成的，裹上米粉，上面铺上小干鱼，淋上蒜瓣、生姜、红尖椒混
合的酱料，上锅蒸20分钟即成。这些烧菜的小鱼仔，都是河坝里野生野长的，新鲜味美有
营养，加上母亲的好厨艺，使我的童年过得有滋有味。

长大了，我在城市里安了家，那天我把母亲接过来，亲自下厨房做了一道糖醋菊花
鱼。这次我变着法儿，把鱼做成菊花盛开的样子奉献给母亲。这道糖醋菊花鱼黄澄澄、
脆酥酥，形似菊花，口感极佳。

人间真情，以爱当先，母亲投入无限的真诚疼爱我，我用无私的爱回馈母亲！

■口颐之福

母亲的豆豉火焙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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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笋的生长。
春笋挖回家后，我就争着去剥笋壳。这不光因为嫩笋鲜美可口的味道吸引了我，还

因为我想研究研究它。笋壳顺一下，反一下，我一边剥，一边把笋壳一张一张整整齐齐地
排在地上。我向父亲请教，一颗竹笋有多少张笋壳呀？父亲哈哈大笑，认真地对我说，一
个笋节就是一张笋壳，不信你可以仔细数。我真是认真数了，果然如父亲所说的那样，一
张张笋壳紧紧包裹着笋节。要是长成竹子，笋节就成了竹节。

春笋剥去了笋壳，露出了黄玉色的笋肉来，用刀纵向剖开，切成细条，放入大锅开水
中煮一下，母亲说，笋子是刮油的东西，那年头，一年都难得吃上几顿肉，肚子里空空如
也。母亲自有她的办法，她把挂在房梁上的猪肉皮取下，洗净，放在陶罐里和笋子一起，
炭火慢慢煨熟，顿时芳香四溢，肉皮烂如豆腐，轻轻一泯，就吸入口中。而笋子则鲜嫩无
比，融合了油脂的芳香，变得尤为味美鲜香了。鲜笋子吃不完，可以晒干，用开水焯一下，
放在太阳下晒干。晒干后的笋子表面有一层白霜，闻着有一股淡淡的清香。日后要是有
肉的时候，把笋干用温水发开，和肉拌在一起红烧，那滋道最是美味无穷。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苏东坡不但爱竹，对于竹笋也是情有独钟。可
见，竹笋的鲜嫩美味让这位被贬的大学士暂时忘却了失落和忧伤，品尝间，备感人生的精
彩和慰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