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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风

好一锅江水炖江鱼！

嫩江、东松花江、南松花

江三江汇合处出产的江鱼，由

查干湖开发区孙正连“大厨”

亲自捕捞拾掇、舀水架锅、起

火熬炖，在2021年8月一个阳

光灿烂的日子，热气腾腾地端

到大餐桌上，有色、有香、有

味。我来不及分辨清楚锅里

炖的是鳌花、鲂鱼还是噘嘴岛

子，就陶醉在江水炖江鱼的美

味里，沦陷其中了。

江水炖江鱼的大锅里，不

缺少绝活：

1980年代的手制捕鱼工

具是绝活——爹带着我做挂

子、漂子、礁子、旋网、卡钩、滚

钩……

排一条捕鱼船是绝活。

爹从老家白洋淀请了工匠师

傅来家排船，一水水燕赵大地

的汉子，船钉、扒锔子都是手

制，这关联着一条船的命脉。

娘的厨艺是绝活。一道

道粗粮精作的美食，把重情尚

义的民风和对手艺人的尊重

盛进了菜碗、倒进了酒碗……

投桃报李，手艺人们三天活计

四天完，多出来的一天等于三

年——这道等式是成立的，因

为常见包使用五年的杨木船，

他们包八年。在查干湖畔的

这户小小农家，一条杨木船的

诞生，见证了民族的传统美

德，这一大锅江水炖江鱼就有

了嚼头。细细咂摸，点点滴滴

都是情的滋味。

这情味也体现在我和爹

下水行船为我“捞媳妇”时，和

鱼贩子张大叔父女俩的交往

中。我少算你十斤破肚子马

口鱼的钱，你塞给我一把青菜

一条肉；我带给你两条珍贵的

鳌花，你跨进船舱抢着把我的

被褥拆洗了……在这寻常人家的常规走动中，一对年轻人生出了情

愫，爹的一句“我看秀儿的事儿，就这么定了。这闺女行，有老有少

的。”给了读者自行去咂摸、推测、品味的大片空间。而爹和把兄弟赵

三叔的交往，是情谊更是情义，可谓肝胆相照。一道菜里添加了这么

高级丰富的食材，它能不好吃吗？

这一锅江水炖江鱼，共煮了三万二千多个方块字，丰富的地方性

知识与多彩的民俗民风随浪翻滚，金光闪闪的地域性“规则”俯拾皆

是。

“大布苏草原的习俗，就是客人吃菜，不能露盘子底。谁谁家，让

客人舔盘子了，那是最骂人的一句话。”是嫩江湾人实诚待客的规则；

爹说，“赶上啥用啥，是怕好吃不留籽，把鱼苗子给打了。打了一

辈子鱼，这个还不懂？”是遵循天道、敬畏自然的规则；

“虽是喝江水，但不是肩膀头一边齐就是哥们。大利落，那就是

爹。小利落，那就是儿子。这是几百年前定下的规矩，老理儿。别看

我退休了，六十多岁了，可是我干的是小利落，那就是儿子辈的。”是

约定俗成的行业规则；

两次挂上了歪脖子老龟，两次放生，是规则；

打捞上来溺毙的人，拖在船只的后面上岸，是规则；

……

这规则规矩的秩序里包含了朴素的人生哲理。嫩江湾渔民船行

江上的生活质感，就在闪耀着规则规矩的船民生涯中凸现出来。

这一锅江水炖江鱼，还集了嫩江湾烹饪文化和饮食文化的大

成。简单自然如江水炖鲂鱼再用鱼汤和面贴饼子，“爹用筷子把鱼从

尾往前一刮，鱼鳞全都脱落了。吃了鱼肉，鱼的内脏缩成一团，爹把

它夹出来，扔到了草丛中”；野趣天成如奶白色的鱼汤泡山野菜，“鱼

炖好了，爹把这些青菜一把一把地撕开，放在锅里，一翻，让菜都沾上

汤。原本有些灰绿的菜叶，一下子变得翠绿透亮”；高级如江水炖鳌

花搭配黄金般灿烂的小米饭；原生态如黑鱼肉片生拌小白菜……当

足有十多斤重的一条黄金鲤翻落进这口大锅，爹和赵三叔恰逢其时

的久别重逢，情、景、味碰撞交融而出的，则是一曲江上交响乐的华彩

乐章。

一道道嫩江湾特色美食，从捕捞、烹饪到解读食用的过程,体现

出的观念、习俗、礼仪等等无疑是宝贵的饮食文化遗产，像密布在吉

林西部大地上一个个明亮富饶的泡子，是大自然给予这片大地最隆

重的恩赐。

当然，这口大锅里也漂着美丽的嫩江湾景观；也漂着江上生活的

艰辛磨难和渔民们敢于和大自然搏斗的勇气；也漂着扎木棵传说等

民俗文化；也漂着能够清热解毒、拔毒生肌的七星鱼的晒制法门；也

漂着“三花五罗，十八子、七十二杂鱼”的鲜活生动、全口语化的鱼品

种名……读者还能从大锅里打捞出朴素的做人哲学。

就像小说里通过人物阐释出的作家的哲思“猪往前拱，鸡往后

刨，各有各的道”。道法自然，嫩江湾的江水炖江鱼，就得是这么一种

熬制的方法，就得运用简单洁净如山涧流泉一般的文字承载，才有盛

装出场，以飨天下食客的机会。而“大厨”孙正连，在为书写家乡大布

苏文化披肝沥胆、呕心沥血了大半生后，以六十岁的年纪蛰居查干湖

渔场，倾全力打捞嫩江湾的渔猎文化，用了足足四年的时间烹调熬

煮，把一部中篇小说《江水炖江鱼的日子》端上了《人民文学》，在堪称

华丽的转身定格的刹那，惊艳吉林文坛。

道，是万事万物的运行轨道或轨迹，我在《江水炖江鱼的日子》

里，触摸到了一个痴迷于记录并弘扬家乡地域文化的作家所信奉所

遵行的“道”。

“太阳出来了，洒出一片金色在江面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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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需要发出心灵的声音。我常常用一句话来提醒写诗时的自己，

那就是“明心见性”。也就是说写诗需要见到作者的本心和真性。当我

读到诗人张咏霖的散文诗《呼伦贝尔散章》时，在我看来，这是一组“明

心见性”的作品。

我在初夏的微热里去看你，你静静地往前走着，丝毫不理会我的到

来。羊群马群以及白桦树都定格在梦幻的光影里，没有动感。没有风，

没有流云，只有鲜美的水草与盛开的花朵。额尔古纳河，不言，不语。

——张咏霖：《呼伦贝尔散章》之《额尔古纳河》

诗无达诂，我不想把这章作品按我的理解来表述。同一篇作品，

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但是毫无疑问，诗人在写额尔

古纳河的时候，并没有过多的、津津乐道地去描绘景物，没有过多地

流连于事象铺陈。羊群、马群、白桦树和河水的波光直接就撞击了诗

人的心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潜伏于诗人心灵深处的某种情愫、某

种思维在邂逅那些物象的时候一下子得到了触发，这种情愫或思维

借作者观察到的那些物象、事象、意象而变成了诗句。他的情愫和思

维是诗的灵魂，而包裹着物象、事象和意象的诗句就是诗的肉身。我

认为，这就是“明心见性”。散文诗是需要和容许生活细节或一定的

情节入诗的，并用散文的语感来表述，要不怎么会称之为散文诗呢。

当然，诗，更要有情、有趣、有思、有境。诗不是记叙文，我不喜欢读描

摹和刻画过多的诗作、醉心于外在形象而没有心性加入的诗作。唐

诗中有许多作品情景交融，历来脍炙人口、不胫而走，深受人们喜

爱。好多唐诗，都有着“明心见性”的特点，在我看来，心和性也是一

种思想。心灵的声音、灵魂的倾诉或呐喊既是情感，也是有理性成分

的，也就是说是有一定的思想意味的。诗的“心”“性”是和诗的表现

形式水乳交融的，不能游离开来。

张咏霖的散文诗，心性与物象、事象、境象的结合是很自然的。我

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组章当中的《阿尔山之天池》吧——

我是被你诱惑而来！这风，这雨，这丰腴的想象……而你就栖身在

无边的绿风里；而你就深锁在嚣张的雨雾里，于是，我就多了许多向往，

我就多了一些期待。

人是有向往有期待的，在充满向往和期待的过程中，人对这向往这

期待是不明究竟的，而恰恰在这样的时候，人的心境是活跃的，是生动

的，对未知的情景和事物是有着美妙幻想的。过程往往是一种享受。

而最后，如果我们所向往和期待的东西降临之后，往往，那向往那期待

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迷人，这章作品也许就是诗人对于某种痴迷的

等待一朝来临之后的失落。这有点哲意，这哲意是寄托在简约叙写之

中的。张咏霖写诗，不会胶着于外部物象事象的直观再现，而是寥寥数

笔之后就“明心见性”，我以为，诗，本该这样。当然，“明心见性”之前的

“寥寥数笔”需要形象，需要出彩，这样，诗的内涵与表现才会如鱼得

水。咏霖深谙其中意味。

“我开始寻找回家的路呢”这句诗，我想用来比譬我对诗歌本质的

一点看法。有情的诗可以看成是一杯酒，寡情的诗，就如一杯淡水，“明

心见性”就是要表达自己的真心，拿出心灵深处的诚实，也就是“寻找回

家的路”——情感的回家路、灵魂的回家路、生命意识的回家路。

诗是心灵的声音
□岳德彬

依稀记得，我读小学时，第一次听老师给我们讲盘古开

天辟地、后羿射日和女娲补天，中国神话让我大开眼界。后

来，我喜欢上了小人书，精炼的语句配上简洁的图画，一个

个人物竟在我脑子里活了起来。一套套连环画成为小伙伴

们的精神食粮，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

读中学期间，我特别喜欢语文课本里的文章，便开始摘

抄和背诵精美的段落。我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的甘霖，

沉浸其中，无法自拔。那个时候，很多男生在课上偷看《七

侠五义》和《神雕侠侣》，常常被老师抓个正着。课余时间，

那几个男生会把黑板擦一敲，说评书：“话说那日乔峰来到

聚贤庄……”老师一来，我们就一哄而散。现在想来，还是

令人忍俊不禁。

读师范时，老师给我们讲解古今中外文学史，带我进入

了更浩瀚的文学世界。我开始背《论语》读《诗经》，反复读

《红楼梦》。走进图书馆仿佛穿越了时空一般，我跟着鲁迅

一起呐喊和彷徨，我为骆驼祥子的命运而鸣不平，《平凡的

世界》告诉我，每个平凡的人都可以书写不平凡的人生。一

本本书籍像一艘艘船，带领我驶向无限广阔的文学海洋。

我去逛书店时，读到《文化苦旅》，感受到一股奇特的文化魅

力，我便买来回家细细品读。后来，我又买了林清玄、季羡

林、契诃夫和莫泊桑等作家的书，认真拜读。

参加工作后的我似乎总没有完整的时间可以读书。快

节奏的生活只能碎片化读书，于是，快捷时效的电子书开始

风靡。现在，人们用手机可以随时随地阅读杂志新闻、文学

名著和网络小说。层出不穷的阅读软件为人们提供个性化

阅读，可谓种类繁多，获取信息、浏览新闻，交流创作均可实

时显现，迎合了现代人们的生活习惯。近几年，政府设立的

流动读书亭、公益图书馆和数字化图书馆，也为大家营造了

浓浓的读书氛围，提升着人们的幸福指数。

一路走来，书籍见证着我从天真走向成熟，由浮躁趋于

淡泊。难忘的读书生活让我看到世界的不同侧面，我的视

野变得开阔，内心变得充盈，精神变得丰富。科技的发展让

我更加坚信读书的魅力。物换星移，沧海桑田，唯有文字穿

越时间的横流，让不同时代、不同国籍的心灵在某一个时刻

相契相拥。

在一个洒着月光的晚上，在柔和的灯光下，翻开我们

心爱的书籍吧。我们读进心里的书，看进眼里的字，敲击

过心灵的文，会变成修养和财富，深深地铭记在脑海，永

不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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