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跨进春天的门槛，按约定

的时间，我们一家去抚松县泡氡

泉，置身魂牵梦萦的“仙居”境地。

西去的列车，奔驰呼啸在绵延起伏的崇山峻岭之

间。偶尔，在峭壁嶙峋的断崖之处，才有隙一睹长白

山忽隐忽现的巍峨面目。夜幕款款降落，眼前荧荧

灯火流星似的一闪而过。结束6个小时的旅程，下榻

宾馆。

长白山仙人桥温泉旅游度假区，地处长白山西北

麓，中国人参之乡抚松县境内群山环绕的小盆地之中，

海拔530米。这里交通便捷，景色幽绝。得天独厚的

地热资源——硫酸钾钠高温氡泉，属国内罕见，可与德

国的维希矿泉和我国临潼温泉媲美。温泉中含有60

多种强身健体的化学元素，是康复疗养的理想胜地。

氡泉浴场依山势而建，跻身于层峦林莽之中。浴场利

用独有的宝贵天然地热泉水资源，应用高科技的洗浴

设备，建有室内外游泳池，还有高处飞流直下的天然瀑

布浴。清澈柔亮的氡泉叫人乐不思蜀，惬意自如，尽情

感受这自然的殷殷惠泽。

我浸浴在晶莹碧澈的池水里，由浅水区向深水区

漫溯，时而仰泳、侧泳、踩泳，抑或搂几个“狗刨”，若浮

若沉在深水区中。

室内浴池与露天浴池一脉相连，一堵宽盈尺余的

石墙底下，隐设只能容身一人爬越的水下涵洞。如若

想享受露天洗浴的刺激，穿过幽洞之境，便即刻达成心

愿；而另择其径，只好赤身暴露在天寒地冻的雪裹之

中。两全之策，我只能身从体顺，捷径通幽了。憋足一

口气，一头潜进洞底，晃悠几下，蝌蚪流隙似的现出露

天水面。露天浴池约1—2米水深，池内陈卧着供游人

憩息的礁石。尽管天气风剥寒侵，而水中却是温热可

人，激情洋溢。浴池上空，雾气氤氲，袅袅荡荡，弥漫在

大山腰里。戏水的老少妇孺，一时间睫毛、头发，全都

结满了毛茸茸的霜花，看上去，酷似水中绽放的一朵朵

银色芙蓉。

瀑布浴，则从数米高处的山体岩缝汩汩喷涌，流泉

泻瀑，飞珠溅玉，出口温度达60摄氏度。经人工营造，

易变为一束束缓急有致、温度适中的瀑浴仙界，赐予人

意想不至的超值享受。

短暂的氡泉行旅，已画上了句号。我依依不舍

地作别脚下冰河里，那一溪潺潺脉动的春韵讯息，

由衷喟叹这塞北氡泉，宛如大地母亲的温热轻抚，

让人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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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东辣西酸，南甜北咸。”在东北黑土地上，家

家户户菜园子里的靠边向阳处，都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酱

缸。人们的一日三餐中，大酱是不可或缺的，就像川渝人

对辣椒、山西人对老醋一样，有一种特殊的情感。餐桌上

一旦没了大酱，就会让人觉得这顿饭少了滋味。

东北人还有生吃蔬菜的习惯，如白菜、萝卜、黄瓜、大葱、

生菜、香菜什么的。大小酒店的餐桌上，也常有一大盘应时

应季的蘸酱菜，那就少不了一碗金黄色的大酱了。记忆里，

一大碗水饭，外加大葱尖椒蘸大酱，就可以吃得美美的。小

时候饥肠难忍，就把大饼子抹上大酱，吃起来香极了。

我曾不止一次目睹大酱制作的全过程——选料、烀

豆、杵酱、摔酱、存储、晒酱、下酱、打酱缸、发酵……这些程

序都有着一定的讲究。

每当进入农历二月，各家便根据家庭人口的多少，按

每人5斤计算，精选上好的黄豆做酱料。选豆的方法是将

方桌一侧的两腿放在笸箩里，另两腿在大笸箩外垫高一

些。抓一把黄豆放在桌面上，成熟饱满的滚落在笸箩里，

杂质和不规则的瘪豆就留滞在桌面上了。

挑选出足够的黄豆后，将其淘洗浸泡三四个小时，再

放入大锅，加适量的水，烧开锅后用文火慢慢地煨，烀好时

黄中透红，且有黏性。

杵酱，就是把煮好的豆子用豆杵子在锅里杵碎。豆杵

子是一种木制榔头状带有横把手的工具，直到20世纪末出

现了绞馅机，豆杵子也就不见了。

把弄成黏糊状的大豆泥，在桌子上摔成每块六七斤重

的坨子，俗称摔酱。酱坨子要放在阴凉通风处晾三至五

天，待外面干燥后用牛皮纸包好，存放在房梁上慢慢发

酵。不能让它们紧挨着，间距至少一寸，发酵到里面都长

白毛了才好。

下酱的日子，可根据当年的天气情况。有种传说，只

能选三个日子里的某一天，即农历四月初八、十八或二十

八。民俗里取“八”为“发”的音，意思是让大酱在酱缸里顺

利地发酵。下酱的这天早上，把酱坨子从房梁上取下，用

清水洗刷干净，掰成小块，在阳光下暴晒，以此消毒杀菌。

与此同时，把酱缸用开水刷洗干净，固定在房前菜园子里，

一般靠杖子门的一旁，朝阳避风更利于大酱发酵，再把酱

耙子刷洗干净放到缸里。等到了傍晚，就可以把一块块的

酱下到缸里了。下酱时需要的盐与豆料以一比三为宜，把

大粒盐用开水化成盐水，达到饱和。下酱时用多少盐水，

要掌握好尺度，使大酱发酵后浓度相宜，稀了或稠了都算

不上好酱。缸口用豆腐布盖着，边角系上螺母一类的东西

坠着。酱缸上边要扣个秫秸编的圆锥形酱帽子，也叫酱斗

篷，它可以防止雨水或夜里的露水进入酱缸。酱里一旦有

雨水露水进入，就会生蛆，所以酱缸必须配有一个酱帽子。

酱耙子要用没有异味的椴木制作，耙杆子比酱缸略

高一些，便于探到缸底。它的底端固定一个边长10厘米

左右的方形木板，形状如掏灰耙，用“卯与榫”的固定方

式，而不能用铁钉，因为铁钉在酱里浸泡会腐蚀生锈。下

酱三天之内不动酱缸，为的是让酱块在缸里吸收盐分，并

慢慢溶解。三天之后拿开酱帽子，用酱耙子在酱缸里按

一定的方向搅动，让酱块充分地溶解变碎。同时用勺子

把漂浮在上面的杂质和沫子撇出来扔掉，或倒入猪食里，

这就是打酱缸。

过一周左右，缸里的酱就开始发酵了。此时打开酱缸，

会飘出阵阵酱香。打酱缸、撇酱沫，这活儿每日一次，每次

都要打几百下，目的是把酱块逐渐搅碎，促进发酵。这样做

一个月，俗称“过月”，大酱就可以吃了。天气好时，要揭开

酱帽子，让阳光晒到酱缸，保持酱缸通风透气，使其不会因

发酵过劲儿而产生异味。人们常说“一家大酱一个味儿”，

尽管做酱的整个过程大同小异，但各种条件因素不可能完

全相同，酱的味道也就不一样了。

大酱的吃法，可谓丰富多彩。一是做蘸料，用于吃蘸

酱菜，也就是东北酒店的菜谱上写的“丰收菜”；二是做成

不同材料的酱，如鸡蛋酱、肉末酱、鱼酱、豆腐酱什么的；三

是用酱做主要调料与别的菜组合在一起，成为一种特色

菜，如酱茄子、酱骨头、酱鲫鱼……都是一道道的美味佳

肴；四是用来拌菜，把几种菜切成丝，放到盘子里，然后泼

上大酱搅拌，简称为拌凉菜，是最适合于下酒的菜了；五是

用酱腌制各种咸菜，如腌黄瓜、腌豆角、腌芹菜、腌倭瓜、腌

苏子叶什么的。到了户外飘雪的冬季，酱缸里的咸菜也就

腌好了，这样的咸菜那才叫香呢！

放在外面的酱缸，即使三九天也不必担心冻坏，酱里

因为有盐分而不会上冻。但此时院子里可能有大牲畜出

没，要防止酱缸被碰倒，因此酱缸要靠边保管好，以免出现

“缸打了，酱洒了”的笑话。

“烀黄豆，摔成方，缸里窖成百世香；蘸青菜，调菜汤，

叨上一匙油汪汪。”这首童谣，道出了大酱的制法及吃法。

大酱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丰富。每逢饭时，若穿行于东北

的村落，炸酱的香味儿不时飘来，缕缕不绝，一下子就把你

的食欲引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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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老家马架子屯后边，有一条叫大清沟的河，是给

我的童年带来欢乐的河。每次回老家，我都少不了到河

边走走，恋恋不舍地不肯离开。看着那泛着涟漪流淌的

河水，或是看着白雪覆盖的冰面，豁然开朗的心情总是溢

于言表。

那时候，河的上游十几米宽，六七米深，水流湍急，我

们小孩子不敢靠近。而流经屯子后边的很长一段，河面

宽阔，水流平稳，不到一米深。因此，这里成了孩子们洗

澡、抓鱼、踩蛤蜊的“露天游乐场”。

当春风吹开大清沟河面上的坚冰，水上便有鱼儿游

动，我就跟小伙伴们到河边去钓鱼，把安上蚯蚓的鱼钩扔

进水里，盯着一段用秫秸做的鱼漂儿，它若是一抖一抖的，

就是有鱼咬钩了，抓起鱼竿往上一拉，钓上的第一条鱼，叫

“开钩鱼”。不管大小，都会乐得我忘了把鱼摘下来，往后

一仰，躺在地上大叫着：“我钓到鱼了！我钓到鱼了！”

夏天里，我们下河洗澡、打水仗、扎猛子、打漂洋……

玩儿腻了，就抹一身稀泥，躺在河滩上晒太阳。蛤蜊就是

河蚌，从小指甲大到鸡蛋大、碗大、小盆大的都有。蛤蜊通

常待在水底下，一半在泥里，小的在水浅处看得见，大的在

水深处用手摸不着，需要用脚踩，再捞上来打开，把内脏边

缘的蛤蜊肉剥下来。若是有大人在场，就能帮我们用干蒿

草、树枝，在河滩上生起火来，把蛤蜊肉放在火上烤，或是

埋在暗火里烧，变成焦黄色，吃起来筋道味美。

入秋后河水凉了，不能下河抓鱼了就钓鲶鱼。一边

沿着河边走着，一边拿着钓鱼竿，把固定着蛤什蚂的钓

鱼钩往水里一扔，有鲶鱼游过来咬住蛤什蚂，也就是上

钩了。深秋的泥鳅会在低洼的河滩上打一个深洞，待在

里边，我们把带倒须钩子的细木杆插进去，一准儿能钩

出一条泥鳅来。

那年冬天，在城里工厂上班的大哥，置备了一套捕

鱼的工具，也参加到冬捕的行列。在我的指点下，打了

个冰眼，一搅罗子就破天荒地捞上来两条几斤重的大

鲤鱼，乐得我抱起一条冲着大哥喊：“那条给姥姥家送

去，这条留着过年吃。”怀里的鱼一打挺，我闹了个腚墩

儿，趁势往后一仰，躺下来，抱着鱼

在冰面上打起滚儿，喊着：“年年有

鱼！年年有鱼！”

沟沟沟沟 子子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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叽叽喳喳……

鸟鸣声从窗外传来，我起身光着脚丫，蹑手蹑脚移到窗前，掀开窗

帘的一角，透过缝隙一瞅，几只麻雀聚在窗台。它们在“叽叽喳喳”鸣叫

着，我的心头一阵惊喜。麻雀在我的心里一直是精灵，这些小精灵有的

低头，有的仰望，而小喙一张一合，似乎在分享喜悦，又似乎在讨论问

题，我不敢拉开窗帘，怕惊吓到这些小精灵。

窗外，天已经透亮，似乎薄雾刚刚散去，视觉中一束光照在麻雀的

羽毛上，如同镀上亮色。只见小精灵的脖颈在摆动着，隐约罩着如纱一

般的围巾，曾被呼唤为“小家贼”的麻雀也有了一股贵气。

叽叽喳喳……

我有些诧异。童年记忆中的麻雀都在田野中觅食，最高也就飞到大

树之上。而我的家居住在九楼，虽不是高楼，但与地面也有三十多米，小

小的麻雀那么小，却能飞得这般高。我观察着、欣赏着，或许小精灵发现

了我，或许它们有了新的任务，在“叽叽喳喳”的鸣叫中，一起飞走了。

这时，我才敢拉开窗帘，打开玻璃窗，俯身望望楼下，又仰头看看楼

上，没有再发现麻雀的痕迹。

叽叽喳喳……

出乎意料，我在思考中，麻雀又飞来了。隔着玻璃望着我，并没有

恐慌之意。

此时此刻，麻雀为何会落在我的窗前？麻雀不是明星鸟，也不是珍

稀鸟，几乎每个人都认识这种鸟。它属于杂食性鸟类，个头小，胆子大，

不惧怕人类，喜欢热闹，喜欢在人类居住的区域里活动。麻雀好奇心极

强，警惕性蛮高，给人第一印象是灰头土脸，没有彩色的羽毛，没有红色

的喙。但是，我曾仔细端详过，麻雀也挺俊俏，羽毛色泽中性彰显低调

的美，脑壳浑圆也十分可爱。

说起麻雀，它也是我儿时的邻居。儿时的冬季，房前屋后，乌泱乌

泱地飞着小麻雀。其实，它并没有干扰人类的生活，可未成年的我却扰

乱它的生活。我在雪地上撒上一些谷物，在筛子上系上一根细绳子，之

后躲在屋里等候小麻雀来访。

据说，麻雀是比较有灵性的鸟，人们都称它是喜庆之鸟。老一辈人还说，麻雀是宾雀，宾雀之意就

是说麻雀像贵宾来家中坐，它是一种吉祥的鸟，古人认为麻雀进家门，寓意家里不富也添喜。

麻雀站在我家的窗前，把喜庆和吉祥也带给了我。凝视着小精灵，我的心在雀跃。

这些小精灵聚在窗台私语，它们是把我家的窗台当作了会客厅，当作了游乐场。

尔后，在它们离开后，我在窗前撒下了小米，我想再把这里变成它们的餐厅。

我笃定，麻雀信任我，喜欢我的家和我的家人，知道我们不会去伤害它，不会去惊扰它。每一种动

物在自然中都有自身的价值，不可或缺的特殊价值。有的为了给植物授粉，有的为了传播种子，有的

则是为了平衡动物的数量。

麻雀落在我的窗前是为了什么？猜测它是在告诉我居住的小区自然生态向好的信号。

想到这里，我拿出手机，以最快的速度拍下正在“开会”的麻雀们。而我拍照时的心却有些忐忑，

唯恐麻雀曲解我的用意而讨厌我。

其实，我与手机的合作，并没有妨碍麻雀的聚会。它们还在谈论中，“叽叽喳喳”的声音听起来那

么悦耳，像一首乐曲，直抵内心，瞬间，我的心似乎放空，不知不觉飞着好多麻雀。

它们的会议足有三四分钟，然后，一只略大的麻雀望了望我，眼神有些捉摸不定，可以说它是狠狠

地瞪了我一眼，也可以说它凝重地望了我一阵。我有些踌躇，不知它是喜欢我，还是在讨厌我。之后，

它与其他麻雀一起飞走了。

瞬间，我的耳畔无声，心底却发出“叽叽喳喳”的叫声。

如今，麻雀的地位已是今非昔比。麻雀还是那个麻雀，已经被列入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原来改

变的不是麻雀，而是人类对它们与自然的态度。只有好的自然生态，才能吸引鸟

儿安家。那时，我家的窗前不仅仅有麻雀来仪，还有更多的鸟儿来此嬉戏和玩

耍。

麻
雀
来
仪

□
陈
凤
华

我的家乡佳木斯市是国家级园林城

市，在众多的绿植中杏树最多，因此也就有

了杏林湖公园、杏林路，然而这些并不能代

表这里的全部。江畔、小溪旁、街道两侧、

公园、学校处处都有杏树，因此佳木斯市也

将杏花定为市花。

杏花的开放季是四月末、五月初的春

夏之交。杏花在五月的阳光下展姿吐蕊，

一派芬芳，一团团、一簇簇，轰轰烈烈，以势

不可挡的气势写意、告白春天。真是“满园

春色关不住，杏花满城迎风来”。杏花虽然

不大，花朵也只有五六片花瓣，颜色也单

调，只有深红、浅红、深粉、浅粉、白色几种，

但是它们花团锦簇，十分茂密。

这时你鸟瞰佳城，整个城市已经成为

杏花的世界、杏花的海洋。花与城相拥，城

与花相伴，你已分不清是杏花在城中，还是

城在杏花中了。

杏花远不如蔷薇芳香浓郁，满树的杏

花，也只能闻到一丝疏淡的幽香，让人只

一嗅就能感受到杏花那纯净的品质。佳

木斯市的杏花实在是太美了，不输丁香，

更胜牡丹。晴天的时候，观赏杏花的人络

绎不绝，有年过古稀的老奶奶，她们穿着

漂亮的连衣裙，手里拿着纱巾，摆着各种

优美的姿势拍照留念，仿佛找回了逝去的

青春。还有步履踉

跄的宝宝也低下头

来捡起落下的花瓣，

放入口中咀嚼。我亦弯腰拾起一朵杏花，

放在鼻翼下，用力一吸，悠悠一股清香顿

时在胸间荡渌，令人心旷神怡。彩蝶在花

中飞舞，更衬托出杏花的美丽。

在蒙蒙细雨中赏花更是别有一番情

趣。一朵朵小花好像张着小嘴品尝上天赐

予的琼浆玉液，微风轻轻地吹，杏花慢慢地

摇，它们似乎被这天赐的美酒灌醉了。

如果你运气好，你就能雾中赏花。天

空云雾缭绕，人在雾中行，花在雾中时隐时

现。你更是感叹此景只能天上有，何时降

落到人间?

杏花的花期很短，也就十五六天，一阵

风让杏花绽放，一阵风又让杏花凋谢。树

上寥寥无几的残花似乎告诉我们：“今年我

的任务完成了。”成千上万的落花在向我们

告别，我们没有什么不舍，因为明年美丽的

杏花还会如期而至。

我想借用周敦颐《爱莲说》中的一句

话，“晋陶渊明独爱菊……世人甚爱牡丹”，

而我唯爱杏花，因为它有着梅花的高洁，也

有兰花的淡雅。杏花带给了春天无限的

生机，无穷的魅力!

家 乡 杏 花 肥
□怀若恬







行行行行者者者者笔笔笔笔录录录录

乡乡乡乡土土土土地地地地理理理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