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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褪色的“宜春红”

民间有句俗语：“西风起，蟹
脚痒；菊花开，闻蟹来。”时值深
秋，应市的螃蟹已经十分饱满，雪
白粉嫩的蟹肉，肥美金黄的脂膏，
让人见了不免垂涎欲滴、齿颊生
津。恰似墨分六色、琴具七音，螃
蟹也有很多味：蟹肉一味，蟹膏一
味，蟹黄一味，蟹籽又一味。所谓

“一蟹上席百味淡”，饕餮们对吃
蟹这件事颇有讲究，既有精美的
工具，也懂专业的手法，许多文人
墨客还将红膏满盖的螃蟹写入诗
词，真是别有一番情趣。

螃蟹的种类不胜枚举，中国
蟹的种类就有 600 种左右，因分
布的地理位置不同，故亦有等级
之分：一等是湖蟹，二等是江蟹，
三等是河蟹，四等是溪蟹，五等
是沟蟹，六等是海蟹。螃蟹的做
法也是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有清
蒸、爆炒、水煮、酒醉等，口味则
可选择原味、香辣等，蟹粉狮子
头、毛蟹炒年糕、稻香糯米蟹、蟹
黄豆腐煲等，则是其衍生的美味
佳肴。

对于清蒸，曹雪芹在《红楼
梦》第三十七回中就作了形象的
描写，即把新鲜的整只螃蟹放到
蒸笼里，蒸至刚熟时拿出，趁热
用手掰食：“螃蟹不可多拿来，仍
旧放在蒸笼里。拿十个来，吃了
再拿。”据说此举最能保持螃蟹
的原汁原味原形，如果再佐以姜
醋汁，那将更是绝配。在《红楼
梦》的“螃蟹宴”中，蟹是整个煮
熟而食的，平儿给凤姐剥了一
只，然后凤姐就嘱咐她多倒些
醋，再撒点儿姜和芝麻油，这是
最正宗的吃法。曹雪芹真不愧
为文坛巨擘，对于描写吃螃蟹真
是得心应手，他深知醋和姜都是
吃螃蟹的黄金搭档。北宋文豪
黄庭坚亦深谙食蟹之法，认为蟹
性寒，宜伴以少许姜末食用最
佳，有诗为证：“解缚华堂一座
倾，忍堪支解见姜橙；东归却为
鲈鱼鲜会，未敢知言许季鹰。”

清代戏曲理论家、文学家李
渔对原味吃法则是推崇备至，曾
直言道：“凡食蟹者只合全其故

体，蒸而熟之，贮以冰盘，列之几
上，听客自取自食……旋剥旋食
则有味。”他对蟹之鲜美，更有其
独到见解：“蟹之鲜而肥，甘而腻，
白似玉而黄似金，已造色香味三
者之至极，更无一物可以上之。”
明末清初的张岱也这样形容吃
蟹：“不加醋盐而五味俱全”“膏黄
腻积，如玉脂珀屑，团结不散，甘
腴虽八珍而不及。”

蟹味鲜美，最宜酌酒。诗仙
李白对此感触最深，写有《月下独
酌·其四》诗云：“蟹螯即金液，糟
丘是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
高台。”对于美食家而言，无酒则
不欢，无蟹便不宴。吃蟹、饮酒、
赏菊、赋诗，在李白的心中是四位
一体的金秋雅事。蟹螯对他而
言，就是仙药金液，饮下陈酿，自
己仿佛来到了仙山蓬莱。在这金
秋时节，姑且先痛饮一回美酒，放
开双手大吃几只螃蟹，乘着月色
在那高台上挥毫泼墨地大醉一
场，不负秋色，亦不负诗情。所
以，后人常将“持螯饮酒”比作一
种高雅闲适的情趣。

宋代大诗人苏轼也是个咏蟹
啖蟹迷。他在江南为官时，曾在

《丁公默送蝤蛑》中道：“堪笑吴兴
馋太守，一诗换得两尖团。”传神
地描绘了啖蟹的乐趣，诗人以诗
换蟹，得意之状令人可掬。南宋
爱国诗人陆游也吟咏道：“蟹肥暂
擘馋涎堕，酒绿初倾老眼明。”诗
人将自己刚动手掰开肥蟹时馋得
口水淌下来，持蟹把酒，昏花的老
眼也亮了起来的食蟹馋态描绘得
惟妙惟肖。

其实，食蟹的方法还有很多
种，京津一带爱食蟹酱；南京人
喜欢吃蟹黄包子；宁波人偏爱醉
蟹；苏州人吃蟹时，要在蟹肉里
加上糖或蜜，做成“糖蟹”和“蜜
蟹”。蟹肴在各地名菜中也占有
重要位置，如天津的金钱紫蟹、
山东的蟹黄鱼翅、安徽的屯溪醉
蟹、浙江的敦煌斗蟹、广州的芙
蓉蟹片等，皆风味各异，不要说
吃，仅听其名，便“趋跄虽入笑，
风味极可人”了。

一蟹上席百味淡
钱续坤

文化· 杂谈

初识渊明里，我总是很自信地望文
生义，把它与东晋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
联想在一起。因为他的《归去来兮辞》，
还有那篇千古流芳的《桃花源记》。渊明
里的寓意，莫不就是古往今来那些尊陶
的粉丝们为纪念其田园风骨而约定俗成
的乡间俚语？这便是我从邂逅渊明里至
今，自以为是的狭隘解读。

其实，渊明里的问世，还得从清代
初期的戏剧家裘琏说起。这位浙江慈
溪的横山先生，在科举、仕途红尘中拼
搏了 50 余年，后被康熙大帝封为翰林
院庶吉士。公元1670年，他陪同岳父胡
亦堂到新昌担任县令，随后竟与在奉新
县芦田耕香院修禅的八大山人志趣相
投、相见恨晚，便有了 1671 年裘琏和八
大山人的旷世相遇。分别时，裘琏激情
洋溢地赋诗一首，赠予八大山人，盛情
邀请这位彪炳画史的大师择时到新昌
做客赏花。其诗曰：

买山何地可，仗锡有烟霞；
避暑愚公谷，谈经杨子家。
禅心凭落叶，世事听浮槎；
莫负渊明里，还来看菊花。
可喜的是，隐居于青灯古寺中的八

大山人，心花怒放地接受了裘琏的邀
请，不久便去了新昌，且随后多次前往，
与裘琏一同在渊明里观光游览，谈古论
今，听雨参禅，赋诗作画。所到之处，留
下了不少轶闻佳作。于是，新昌古时的
渊明里，沿着九岭山脉连绵起伏的走
势，一路伴着耶溪河的秀美，成就了“宜
丰印象”的文脉。

行文至此，不难看出，原来裘琏与八
大山人绕来绕去，也是在引领后世之辈
穿越时空，把文人墨客们带到了东晋时
代陶渊明的桃花源中。那里鲜花盛开、
绿树成行，男耕女织、祥和安宁，邻里乡
亲热情好客，“并怡然自乐”。这种人间
仙境般的世外桃源，正是陶渊明梦寐以
求的夙愿。难怪他在官府的道场辗转了
13个春秋之后，最终在彭泽县令的官位
上不甘为五斗米折腰，悄然辞去官职，乘
船回归故里，过上了怡然自得的隐居生
活。栽瓜种豆、饲鸡养鸭、饮酒品茶、赋
诗作画，成就了《归去来兮辞》的千古佳
话。“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正是他

辞官归田其乐融融的真实写照，引发了
众多有识之士慕名相邀，纷纷按图索骥，
沿着新昌的迁徙之路，寻找着渊明里的
桃花源。

即便是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
苏辙，在出任瑞州监盐酒税官期间，尽管
公务繁忙，但近水楼台的便利，成全了他
常常因公顺道，总要虔诚地去澄塘秀溪
的渊明居里朝觐一番，寻访先贤遗落的
一些踪迹，且每每总是满载而归，收获颇
丰，极大地激发了其兄苏轼对陶公的推
崇。从而在北宋的文人墨客中形成了不
可阻挡的影响力，使千百万在《桃花源
记》中执着追求的人们在新昌渊明里找
到了繁衍生息的桃花源。新昌的人丁兴
旺，文化经济的繁荣，潜移默化地匡定了
新昌渊明里的走势，陶渊明功不可没！

难能可贵的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
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南宋之年任瑞
州知府期间，率先垂范，尊陶敬德，多次亲
临渊明故里体察民情，缅怀先贤。尤其是
在获悉陶氏34世孙陶叔量曾与其为同榜
进士后，在陶氏宗祠落成吉日，特意差人
亲临现场，恭呈贺礼，以表祝福之情，使
新昌一带的尊陶风尚更加风靡一时。

尽管尔后元、明、清期间战乱频繁，
烽火连天，灾祸不断，民不聊生，但新昌
自古因环境、民风和人文等要素形成的

“渊明里”效应，无疑为这块风水宝地培
植了充满生机与希望的土壤。难怪从
古至今，湘赣一带流传的“万载的爆竹
浏阳的伞，天宝的妹子不用拣”的民谣，
形象地概括了宜丰百姓的纯良善美。
尽管早在三国时期就立县建制的宜丰
从天宝县治一路走来，又在辛亥年间重
新取代了新昌的县名，但渊明里的文脉
光辉，更加绚丽多彩。究其缘故，乃是
陶渊明在天有灵，庇护着宜丰的渊明
里，年复一年赓续着新生活的桃花源。

令人欣慰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尤
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宜丰的决策者
们有胆有识，敢作敢为，弘扬尊陶之风，
传承渊明里文化。于是，宜丰县陶渊明
研究会应运而生，且成果斐然；陶渊明纪
念馆拔地而起，游客门庭若市；渊明里文
化印象论坛、学术交流，更是学者云集，
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唱响了渊明里新时
代的强音！

显然，在崇尚与研讨的同时，各种文
化情结交融撞击，偶尔也会有不同的声
音。有人说陶渊明不会做官，但这红尘
中为官不易的人千百万，退一步海阔天
空，过去了就过去了，可陶渊明却是唯
一。也有人说陶渊明逃避现实，追寻的
只是自己梦幻般的桃花源世界。即便是
伟人毛泽东，当年在登临庐山之际，放眼

鄱阳之畔的彭泽，激情澎湃，感慨万千，
也曾幽默豪情地叩问过：“陶令不知何处
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每每读到伟人的《七律·登庐山》，我
也总是在感慨之余赧然一笑。伟人毕竟
是伟人，陶令毕竟只是彭泽的县令。但
在先贤与伟人面前，我一直感觉自己是
多么的渺小。扪心自问，岂能不自量力，
鹦鹉学舌地谈论人生的最高境界？唯有
真诚的拜谒与景仰，才能慰藉一些灵魂
深处的浮躁。

由此，不能不令人更加钦佩共和国
的将军甘祖昌，虽战功卓越，身居高位，
却执意请求解甲归田，硬是轻车简从，带
领家人回到了江西莲花故里。不仅如
此，甘祖昌还几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引
领父老乡亲自力更生，艰辛创业，开创了
一片幸福生活的新天地。尽管甘将军的
家园建设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有过之
而无不及，但他们异曲同工的人生壮举，
永远值得人们千秋万代地颂扬。

耶溪潺潺，客舍青青。欣然重访陶
渊明始家故里宜丰，一路分享渊明里千
百年来的风土人情，人文景观，红色的、
生态的、梦幻的、立体的，无处不洋溢着
一种异常亲切的温馨。

渊明里，一张多么厚重的历史文化
名片！

漫笔渊明里
谢 季

10月18日，宜春市采茶剧团走进袁
州区新田镇龙源村，开展送戏下乡文化
惠民演出活动。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演
出共有8个节目，涵盖戏曲、歌舞、小品、

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台上的演员声情
并茂，通过扎实娴熟的表演技巧，为村民
带来了一场丰盛的文化盛宴，丰富了广
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本报记者 李亦杰 摄）

新 街 毛 泽 东 同 志 旧 居 位 于
樟 树 市 区 新 街 37 号（原 雷 家 巷
19 号），是一座承载着深厚历史文
化的老式民居。该建筑采用传统
八字门楼设计，中为院落，总占地
面积 192 平方米，内含住房六间。
新街毛泽东同志旧居现已被授予

“江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称号，
成为传承红色文化、弘扬革命精神
的重要场所。

1930年7月24日，毛泽东、朱德
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第一
军团进驻樟树，毛泽东在此居住并主
持召开了各军负责人会议，作出“西
渡赣江”的重要战略决策。

会议作出决定后，红一军团总部
立刻发布了渡河命令，并部署了详细
的渡江计划。当时红军征用了民船
近90艘，在7月25日下午3点，分三
个码头开始抢渡赣江。渡江期间，红
军还遭到了国民党一艘“美洲号”轮
船的袭扰，红军利用我众敌寡的优

势，击溃了敌军，俘虏了轮船上的敌
人。次日凌晨，红军全部渡过赣江，
前往高安。

“西渡赣江”会议是一次重要的
战略决策会议。毛泽东面对前有劲
敌、后有追兵的局势，力排众议，决定
不遵循当时李立三直接攻打南昌的
指示，而是采取了更为灵活的迂回战
术，决定西渡赣江，首先向敌人防御
较为薄弱的高安地区进发，以寻求战
略上的主动与优势。“西渡赣江”的战
略决策，不仅为红军的后续行动指明
了方向，更为纠正“立三路线”奠定了
坚实基础。

2017 年 10 月 1 日 ，新 街 毛 泽
东同志旧居正式对外开放，成为
樟树市的思想教育基地。截至目
前，共有 1500 余批次政府部门、机
关事业单位组织党员前来参观，
重温入党誓词，累计接待游客 15
万余人次。

（陈 勇 孙 琦 文/图）

新街毛泽东同志旧居

新街毛泽东同志旧居。

长江三峡不仅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
底蕴，还被誉为诗歌长廊，历朝历代有上
万首与三峡有关的诗词流传至今。

小孙女今年两岁半，平时爱背古诗
词，已经能够背诵几十首古诗词了。其中
不乏有关三峡风景的诗词。为了帮助孙
女更好地学习理解古诗词，9月初，我们带
着她游览了“诗歌长廊”三峡，让她亲身领
略古诗中山水的壮美。

傍晚时分，游轮启碇，顺水航行。夕
阳染红了江面。晚风吹拂，江风呼呼。我
们来到甲板上，观看长江风景。孙女在甲
板上高兴得手舞足蹈。夜色降临，长江夜
景尽收眼底。平静的江面，宽阔的水域，
在都市灯光的装点下璀璨夺目，仿佛天上
银河跌落人凡。船行搅动江水，发出“哗
哗啦啦”的声音。渐渐地，游轮驶离了繁
华的重庆市，灯光渐渐消失，两岸只有稀
疏的渔火在闪烁。我和孙女在房间阳台
上观赏长江夜色，江水滚滚东流，晚风习
习凉爽。看着两岸稀稀落落的灯火，我问
孙女，这种情境是不是很容易想到“江枫
渔火”四个字？稍加提示，孙女就背诵起
了《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轮船航行一夜，翌日清晨到达重庆市

奉节县的白帝城。我告诉孙女“朝辞白帝
彩云间”中的“白帝”就是这里。游玩中，看
见一块刻有此诗的碑文，我要求孙女背诵
这首诗，孙女手指碑文，流利地背诵——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白帝城独特的风景，让孙女对此诗有

了更直观形象的了解。
在白帝城游览，我们了解到白帝城还

被称作“中华诗城”。我指着石头上刻着
的杜甫《登高》诗碑文，对孙女说，杜甫曾
经在夔州居住，写了四百多首诗，这首《登
高》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首。我指着碑
文，一句一句读给孙女听：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地处长江瞿塘峡口的夔州，山耸江

涌，风光俊秀。杜甫在夔州居住时，围绕
自己的身世遭遇，抒发了穷困潦倒、年老
多病、流寓他乡的悲苦之情。诗人围绕夔
州的特定环境，用“风急”二字带动全诗，

一开头就写成了千古流传的佳句，此诗也
成为无人超越的七律经典。

下午，轮船从夔门开始驶入瞿塘峡。
瞿塘峡是三峡最险峻、最雄伟，美得最令
人震撼的地方。江面逐渐变得狭窄，两岸
悬崖万丈，如刀砍斧削。我和孙女站在甲
板上，远望壮观的瞿塘峡，一起体验轮船
进入瞿塘峡的感觉。船正对西边的落日，
缓缓进入“大门”，一艘小货船正从前面悠
悠驶来。我告诉孙女，眼前的这种情景，
多像李白《望天门山》所展示的诗意和画
面！我要求并提示孙女望着瞿塘峡这扇

“天门”，背诵李白的《望天门山》——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游船在瞿塘峡航行8公里后，进入了

迂回曲折的巫峡。巫峡绮丽幽深，以俊秀
著称天下。它峡长谷深，奇峰突兀，层峦
叠嶂，云腾雾绕，江流曲折，百转千回，船
行其间，宛若进入奇丽的画廊，充满诗情
画意。

在巫峡，除了有风景之美丽，还有传
说之魅力。最让人动情的是神女的传
说。导游告诉我们，在巫峡岸边的山上，
有一座山叫神女峰，山顶一块石头酷似神

女像，娇巧玲珑，俊俏美丽。
游船随山势左一弯，右一转，每一曲，

每一折，都向你展开一幅绝美的风景画。
我们一路欣赏巫峡的风景，到达湖北秭归
港后，下游船，改乘大巴车去参观三峡大
坝。三峡大坝的建成，正是实现了伟人毛
泽东的一个愿望。1956年6月，毛泽东由
武昌游泳横渡长江，到达汉口。写下了

《水调歌头·游泳》，词中抒发对改造三峡
的伟大憧憬和豪迈气概——“更立西江石
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30 多
年后，最终建成了三峡大坝，让伫立在神
女峰的神女感叹“当惊世界殊”。

我顺势启发孙女说，这位伟人毛泽
东，就是写下“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
雪飘”那首词的伟人，他还写了一首名为

《水调歌头·游泳》的词，这些与三峡有关
的内容就在这首词里面，并鼓励孙女回去
后学习这首词。

参观完三峡大坝后，我们和孙女的三
峡之旅至此也愉快地结束了。有道是，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愿小孙女在成长的过
程中恪守“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
作舟”的古训，不断地在学习中成长，在成
长中学习。

带着孙女游三峡
叶 梓

游客在天宝古村游玩。 （何贱来 摄）

送戏下乡润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