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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嫣然思语

裏挟着浓浓年味，故乡的元宵节
翩然而来，为喜庆狂欢的春节又增添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故乡的元宵节，是一幅色彩斑
斓、喜庆浓烈的油画，永远燃烧着火
热奔放的暖色调。

故乡的庙会有社火表演，品类丰
富，花式众多。庙会社火，通常由周
围几个村庄联合举办，既有办庙会、
唱大戏、说书讲古等在固定场地表演
的节目，也有舞龙、舞狮、扭秧歌、
赏花灯、划旱船、骑竹马、划会船、
唱凤凰、踩高跷、耍杂技等沿着预定
线路游动表演的节目。

一有庙会社火表演，母亲就拉着我
前去观看。我们能跟着舞龙队伍走好
几里路。一路下来，大家累得大汗淋
漓、气喘吁吁。五条长龙分别是红龙、
青龙、绿龙、黄龙、紫龙。五条龙队就像
五彩吉祥的游龙，气势磅礴。舞龙队伍
游到哪里，哪里就人头攒动，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欢声笑语，村庄一片欢腾。

故乡元宵节的重要色调是鲜嫩而
勃发的绿色元宵。母亲烹制的豆沙元
宵，是我们童年时代慰藉乡愁的乡土
美味。母亲把娇小溜圆的小绿豆浸泡
发软，入铁锅中小火慢慢煮熟，再放
入白砂糖搅匀，待糖熔化后熄火碾碎
成烂泥状，再将绿豆泥搓成圆球，装
入瓮中待用。

母亲将豆沙圆球放入清水中过一
下，再放入装有糯米粉的盆中，使圆
球均匀地裹上糯米粉。如此反复，元
宵就做好了。然后将做好的元宵轻轻
放入滚水锅里焖煮。翠绿鲜亮的元宵
静卧在热气腾腾的清汤中，红枸杞点
缀其间，色调清新明快。一股清甜醇
厚的香气直扑鼻翼，刺激着人的味
蕾。轻咬一口，香糯绵甜，鲜爽滋
润，顿觉寻常生活温柔可亲。

充满希望与活力的绚烂烟花，将

元宵节的喜庆氛围推向高潮。往往是
刚刚放下饭碗，激情洋溢的元宵之夜
就来了。在阵阵欢快的脆响中，橘黄
的烟花此起彼伏，如鸣镝呼啸着刺破
夜空，拖着龙蛇般长长尾迹在夜空中
飞翔。大街小巷，一道道烟花嗖地飞
向空中，在一阵阵噼里啪啦的爆响
中，火花飞腾，时而如孔雀开屏，时
而如瀑流迸溅，时而如天女散花。闪
亮的烟花，照亮夜空，也引爆了孩子
们撒欢嬉戏的激情。

烟花一谢幕，孩子们就去偷一捆
棉花柴和杨树棒、松树枝。大人们对
孩子们的偷柴行为颇为宽容，孩子们
聚在村口打麦场上燃起篝火，载歌载
舞做游戏。火红的篝火映红了一方天
地，映红了孩子们的笑脸，也映红了
吉祥的乡村生活。

除了偷柴火祛病除灾之外，放兔
灯、赏花灯、猜灯谜也是元宵节的精
彩章节。城镇乡村的街道和小路上尽
是放兔灯的大人和孩子。有的提在手
上，有的在路上推行，有的几人抬
着，烛光闪烁摇曳，笑声欢快荡漾。
街道枝丫上、电线杆上、人家屋檐
下、桥廊下、公园长廊下都挂着造型
别致、雍容华贵、色彩缤纷的宫灯、
花灯、生肖灯等。红男绿女穿行其
间，笑语盈盈，倩影靓丽。有黄发垂
髫、皤然老翁围着花灯猜灯谜。他们
有时蹙眉深思，有时恍然大悟，有时
抓耳挠腮，一片人间烟火气息。

故乡的元宵节充满斑斓色彩和浪
漫情节，是一场光影交织的视觉盛
宴，是元宵和汤圆的舌尖记忆。元宵
节万千鞭炮、烟花齐声轰鸣，元宵夜
色璀璨无比，是浓浓年味的赓续，寄
托着人们对和谐幸福生活的美好期
盼，对至善至美人生
境界的不懈追求。

五彩缤纷闹元宵五彩缤纷闹元宵
□沈顺英

正月初十，一箱来自潮州的小吃飞越
2000 余公里，快递到北京——我的家门
口。打开纸箱，5 样潮州小吃历历在目，
我知道这是亲家的心意。此前的正月初二
至初七，我们远赴潮州，和回老家过年的
亲家相聚6天。大家一路吃一路逛古城，
同龄人间有聊不完的话题。

潮州小吃的饮食文化

潮州位于粤东，距离广州有400余公
里。对于来自北方的我们来说，潮州和广
州没什么区别，那就是听不懂粤语，也听
不懂潮州话。不过，潮州的小吃美食，如
红桃粿、蚝仔烙、鸭母捻、咸水粿、落汤
钱、笋粿等，都有着让人难以忘记的味
道。这些美食是潮汕人的节日俗食，为
何称呼“奇怪”？据说很多是来自潮汕话
的发音。惊艳的是，当你知道这些美食
的做法之后，更加觉得潮汕人的想象力、
创造力无穷。

像潮汕地区的著名小吃红桃粿，又名
红曲桃，取桃子果造型而得名。桃子象征
长寿，潮汕人制作桃粿旨在祈福祈寿。潮
汕地区有很多本地的节日，每逢节日，几
乎家家户户都要做红桃粿用来祭拜神明，
祈祷家人安康、生活顺心。红桃粿的粿皮
取自大米、白面和糯米，粿内含糯米饭、
香菇、虾米、鸡内脏、花生仁、猪肉等，
口味为咸，可蒸可油煎。亲家母告诉我，

“油煎的会更香。”
与红桃粿形状相同的鼠曲粿则为墨绿

色。鼠曲粿在潮菜馆里有的写“鼠壳
粿”，亲家母说潮汕话中“曲”与“壳”
同音，为此曾吓坏过一些外地人，他们以
为真的是用老鼠皮做的粿。其实，鼠曲粿
是用糯米、鼠曲草、馅料等做成，跟老鼠
没有任何关系。

鼠曲草又名鼠耳草、佛耳草，通常长
于田间地头，因其叶有“白茸如鼠耳之
毛”而得名，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的记
载是“又可和米粉食也”。再查AI得知，
鼠曲草有止咳化痰、祛风除湿、解毒、消
除耳部炎症、补充维生素、活血化瘀、消

肿止痛等多种功效。亲家母说，临近年
节大人便会带着孥仔 （小孩），挎着竹
篮，下田采鼠曲草。整棵采回，只摘嫩
叶和花，洗净、熬熟、捣烂，再和糯米
粉、水一起揉成团，三抟两捏粿皮便初
具规模，接着放馅、压印、成形，将印
好的粿放于事先准备好的香蕉叶上 （放
于叶子上是因为这种粿皮很黏），随后放
入蒸锅中蒸上 10—15 分钟，就可以拿出
来食用。

与红桃粿稍有差异的是，鼠曲粿有
咸、甜和咸甜双拼3种馅，适合不同人的
口味。甜馅以绿豆沙、乌豆沙为主，充
当咸馅主力的是糯米香饭，佐以猪肉
丁、香菇丁、花生末等。两者相同的是
外形一样，都是桃子形状，码放在盘中
都煞是好看。

在潮州小吃中，不得不提的还有鸭母
捻和腐乳饼。一天清晨，亲家母端来一
碗叫鸭母捻的小吃让我们尝尝，只见碗
中有两枚类似鸭蛋状色的汤圆卧于其
中。亲家母说，鸭母捻的馅料有 4 样，
即绿豆馅、红豆沙、芋泥、芝麻糖，每
粒的馅料约15克，放在白糖水中煮至上
浮即熟。传统鸭母捻每碗 3 粒，每粒的
馅各不相同。为区分每粒馅的不同，不
同馅的鸭母捻形状各异，如有的形状略
圆、有的略尖等，基本都类似鸭蛋。同
是糯米制作，一碗鸭母捻和一碗汤圆的
区别在哪里？亲家母说，鸭母捻通常比
汤圆个头大。它们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在
各自的文化中都有重要的位置。吃完了
鸭母捻，我感觉潮汕文化也一同装进了
胃里。

遇到腐乳饼是在潮州市的牌坊街。那
天，处于过年中的牌坊街人山人海，比肩
接踵中一家腐乳饼店铺跃然眼中。一根麻
绳、一张福字红纸、一个传统纸盒，新鲜
出炉的腐乳饼就这样以怀旧风的形式向游
人打招呼。腐乳饼吃起来咸香，据说饼馅
中腐乳块占2.5%、米酒含2%、白猪肉丁
占 18.2%、糖粉含量为 27.5%，还有蒜头
等配料，总共在14种以上。其制作过程
也是马虎不得，首先是腐乳饼皮包上馅料

后，要在饼面刷上蛋浆。其次是放在电饼
铛上烙至两面成型后，拿出来需再刷层花
生油，直到腐乳饼两面金黄。

饶宗颐与“潮文化”

到潮州的愿望中，有一个是去饶宗颐
学术馆参观。顺着古老的牌坊街走至下水
门城楼西侧，便是饶宗颐学术馆，也称颐
园。1993 年，为褒扬潮籍著名国学大师
饶宗颐先生在学术和艺术上的巨大成
就，收藏和展示饶先生的卓越成果，潮
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在饶先生幼年曾经
生活读书的旧居辟建饶宗颐学术馆。
2006年12月，意为崇贤尊哲的颐园正式
对外开放。

颐园设有 3 个展厅，分别为翰墨
林、经纬堂一和二，展示饶先生书画作
品、人生履历及其治学和艺术创作过程
以及学术研究成果。从中可见，饶先生
在甲骨学、简帛学、经学和礼乐、宗教
学、历史学、中外关系史、敦煌学、潮
州学、目录学、艺术学、文学、诗词
学、楚辞学、史前文字学等领域造诣颇
深。或许身在潮州，饶先生与“潮文
化”的来龙去脉成为我关注的重点。在
颐园经纬堂二楼展厅，一块展板介绍了
饶先生对于潮文化的贡献。

原来，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饶宗颐先
生就继承其父饶锷 （1891—1932） 未竟
事业，补辑 《潮州艺文志》。此书 65 万
字，是对历代潮州人著作首次进行系统
整理的总录。40 年代末，饶先生总纂

《潮州志》，因其卷帙规模大大超越清代
潮州府志，被学界誉为“方志史的里程
碑式”。50年代，饶先生又出版了《韩江
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 和 《潮瓷说
略》，前者是首部关于潮州地区新石器时
代考古记录，后者是首部研究潮州瓷器
的专著。此外，饶先生还编撰有 《薛中
离年谱》《郭子奇年谱》，以及潮州先贤
像传30篇。

与 《潮州志》 密切相关的 《潮州志
补编》 的出版过程还有一段佳话。见诸

报端的描述是，1946 年至 1949 年，饶宗
颐总纂的记述原潮州府属史事的 《潮州
志》，发挥了乡邦文献之功能。此后 60
多年里，不管饶先生走到哪里，这些志
稿都始终跟随在他身边，辗转世界各
地，对志稿的整理刊发，成了饶先生一直
牵挂的一件事。2004 年，在潮州市委、
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潮州志》重刊工
作正式启动，2005年8月《潮州志》终于
刊印发行，但仍缺“古迹”“金石”“人
物”“宦绩”“方言”等五帙志稿，留下了
一些缺憾。

2009 年，饶先生终于在浩瀚书稿图
籍中寻到几帙缺失的志稿，他连称，“真
乃天上有星，志稿让我找到了，我终于可
以告慰先贤，完成历史使命！”随即饶先
生决定把这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奉献给家
乡，定名为《潮州志补编》。一向热心于
家乡建设和文化事业的陈伟南先生闻知此
事，即慷慨赞助出版经费。饶老对此十分
高兴，他说：“这些志稿，跟随我浪迹天
涯，到过新加坡、美国、日本，也到过悉
尼。如今得以在家乡潮州整理出版，我很
受感动！”2011年12月，总计150万字的

《潮州志补编》，在历时22个月整理、校
勘、标点后，终于得以出版。

综观饶先生学术生涯，弘扬潮文化
几乎贯穿于其学术事业全过程。饶先生
说：“潮州人文现象和整个国家的文化
历史当是分不开的。”在上世纪 80 年代
末至90年代初，饶先生就多次在国内外
学术会议上发表演讲，呼吁尽快建立

“潮州学”，开展潮文化研究。他说：
“与其国史有关涉者，需要突出作专题
讨论，如潮瓷之出产及外销、海疆之史
事、潮州之南明史等等论题……钩沉致
远，深造自得，蔚为国史之要删，谨拭
目以俟之。”

2018 年，饶先生以 101 岁高龄谢世。
此前2011年7月，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
将编号为10017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饶
宗颐星”。这不只是潮汕人的骄傲，更是
中国人的自豪。它必将对弘扬中华文化、
促进文明互鉴产生深远影响。

品潮州小吃 寻先生故迹
□章红雨

乡村静卧在

正月的薄霜上

炊烟像初醒的梦

缠绕着老槐树的枝丫

红灯笼高挂在屋檐下

映照着门楣上的福字

喜鹊在高高的枝头

喳喳喊着吉祥话

为正月的乡村

添上一抹喜庆的红妆

田野间

麦苗摇曳着绿色的波浪

涌动着生机与希望

偶尔传来牛铃的叮当声

奏响春日的序曲

溪水潺潺地绕过青石桥

流淌着乡村的故事

河边的孩童嬉戏的笑声

洒满河滩

响彻正月的天空

乡村正月

是一幅流动的画用朴素的色彩

勾勒出春的模样

乡村正月
□魏馨媛

元宵节，是中华民族最富有诗意
的节日。“一曲笙歌春如海，千门灯火
夜似昼。”自古以来，元宵节的月光和
灯光就辉映着诗意与浪漫，把元宵节
的夜色装点得精美绝伦，摇曳生姿。

每至正月十五，总会想起几句诗
词来，唐人苏味道的“火树银花合，
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
来”。明人唐伯虎的“有灯无月不娱
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
玉，灯烧月下月似银”。

元 宵 节 的 诗 词 哪 一 首 最 为 著
名，周汝昌说过：“写上元灯节的
词，不计其数，稼轩的这一首，却
谁也不能视为可有可无，即此亦可
谓豪杰了。”《青玉案·元夕》 在写元
宵夜灯月交辉，歌舞并陈的热闹景
象外，又带给人一种“众里寻他千
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
阑 珊 处 ” 的 蓦 然 惊 喜 。 这 一 “ 惊
喜”，后来更是被王国维借用、升华
为人生“第三境界”

若说最温存的当数宋人欧阳修的
《生查子·元夕》：“去年元夜时，花市
灯如昼。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
人，泪湿春衫袖。”每年元宵佳节，猜
灯谜、看舞狮、踩高跷、观花猜谜、
赏灯听曲。万人毕集，车马交颈，闲
来走一遭，兴许还能遇见折花的姑
娘，挑水的后生。

要说热闹纷繁，则非隋炀帝的
《元夕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 莫属：
“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树千光
照，花焰七枝开。月影疑流水，春风
含夜梅；燔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
这个痴迷于享受的帝王，坐于南楼之

上，尽情享受他帝王生活的奢靡。他
用近乎秾丽的笔致，描写了那个元宵
夜的华美：天上，明月运转，音乐声
飘渺如梵音；地上，灯花绚烂四射，
月光流淌似水；“燔动黄金地，钟发琉
璃台”则更是渲染了宫廷节日的华胄
之气。

每逢佳节倍思亲，如果元宵之夜
回不了家，见不到亲人，会是怎样一
种寂寞冷清的心境？明代王守仁的

《元夕》“故园今夕是元宵，独向蛮村
坐寂寥。赖有遗经堪作伴，喜无车马
过相邀”，写的就是这样萧索的心境。
清·丘逢甲《元夕无月》：“三年此夕无
月光，明月多应在故乡。欲向海天寻
月去，五更飞梦渡鲲洋。”元夕，当然
不会无月，只是诗人“心中无月”，盖
因“月是故乡明”，元夕之月，便只能
在梦中飞回故乡了。

元宵，是元宵节必吃的食品，故
诗 词 中 多 有 涉 及 ， 但 真 正 写 “ 元
宵”，且写得最好的，还数清·符曾的

《上元竹枝词》：“桂花香馅裹胡桃，
江米如珠井水淘。见说马家滴粉好，
试灯风里卖元宵。”胡桃桂花馅，珠
圆玉润的江米，被清澈的井水淘洗
过。想来，做出的元宵该是何等的精
致。读其诗，即给人一种色香味溢的
感觉。那马家，也一定是善做元宵的
世家吧？

元宵，以各种各样的姿态活在诗
词里，等着我们去品味。生活美则诗
美，活在诗词中的元宵，该是更注满
了几多深情吧？

唐诗宋词话元宵唐诗宋词话元宵
□履坎

城市，可以闲居，乡村，自当更佳。
远离城市，在乡村建一处居所，不必

太过华丽，草屋三四间，即可。草屋，最
好不要建在村子中间，而是处在村头或者
村角；附近，则最好有一条流水不息的溪
流，或者有一座并不高的山，所谓“有山
有水”，是也。因为有河就有水，有水就能
赋人一份灵气；而一座山，则赋人一份厚重
之气。得天地之气，方得钟灵毓秀也。

草屋三四间，屋后，一定要植树；屋
前，则可种园。

树，不一定是什么名种，俗常树木即
好，如槐树、杨树、枣树、桐树、榆树、
柳树……树木日渐高大，可浓荫匝地，可
遮风避雨，陶渊明所谓“榆柳荫后檐，桃
李罗堂前”，庶几乎。春日勃勃，夏日荫
荫，秋日萧萧，冬日净净，四时之景不
同，各得其宜。

园呢？园是菜园，当然也可以植几棵
树。树，最好是花果树，如杏树、桃树、梨
树、柿子树等。花可赏，果可食。它们是
树，同时又是构成篱笆的一部分。它们是在
篱笆间生长的树，是开花结果的树。

写到菜园，就很自然想到庾信的 《小
园赋》。

庾信在《小园赋》中，写到他种植“小
园”的大小和配置，如此写道：“犹得欹侧
八九丈，纵横数十步，榆柳两三行，梨桃百
余树。蝉有翳兮不惊，雉无罗兮何惧。草树
混淆，枝格相交。”园，不必太大，斜看八
九丈长，横看数十步宽，即可；配置，则是

“榆柳两三行，梨桃百余树”，且“草树混
淆”。庾信的“小园”，是有树有草之园。当
然，庾信的“小园”也种菜，“连珠细茵，
长柄寒瓠”，说的即是；庾信的“小园”
中，甚至于可以垂钓，“一寸二寸之鱼，三
竿两竿之竹”，是也。

我之理想“闲居之所”，当如是。但我
觉得，要想更加完美，还必得篱下种草
花，菜畦七八个。篱下所种之草花，如蜀
葵、指甲花、菊花、露草等。篱下草花，
与篱上树木，形成高低相望的态势，从而
生成一种姿态纵横之美。菜畦七八个，可
种菜蔬多多，如黄瓜、茄子、豆角、冬
瓜、西红柿、丝瓜、扁豆……虽只是寻常
菜蔬，却碧茵茵，水灵灵，脆生生，一派
生机中，饱蘸生活好滋味。是乡村风景，
是田园风情。

如此居所，对于闲居者来说，正如庾信
所言：可实现“鸟多闲暇，花随四时”的审
美效果；可达到“可以疗饥，可以栖迟”的
生活效果。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位“闲居者”。
闲居者，必得不俗，对生活有着一份饱

满的热情，有着一份热烈的向往，且能识
得几行字，读得几本书。必得有一颗闲
逸、悠游之心，能够放弃常人的名利思
想，至少，不能是一位追名逐利的狂奔
者。淡泊名利，洁身自好；清静无为，风
日闲闲；寂寞人外，养一份孤独寂寞，享
一番雅静安好。

于清晨，可灌园；于晚时，可摘蔬；于
劳时，锄镰锨镢；于闲时，握书一卷。晨晓
月夕，长衣一袭，背手行走菜畦间，嗅满园
菜香，赏光风霁月；阴雨霏霏，天阴雨湿，
室内煮茶一壶，摊书一卷，茶香流淌，书香
氤氲，亦是好自在。

菜园好风景，闲居好心情。你得到的是
闲居之乐，是田园之乐，更是一种养生之
乐。如此，你就不仅仅是一位简单的“闲居
者”，你还是一位素人，一位雅人，一位如
仙般的逸人、超人。

且适闲居之乐
□路来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