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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曹曹
风风风

有句农谚：“立秋三日遍地红”。说
的是，“立秋”这个节气过后，高粱晒红米
要成熟了。一望无际的高粱便成了红色
的海洋。风吹“波浪”起，犹如万面红旗
在飘动。红高粱成了一道靓丽多姿的风
景。

从童年的时候起，这道风景线就深
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难忘晨起上学，
走在两旁长满红高粱的小道上，那风中
摆动的高粱叶子像是频频向我们招手。
沙沙的响声如同为我们“歌唱”，它散发
出的阵阵清香沁人肺腑。难忘放学归来
时，火红的晚霞为高粱“沐浴”，红高粱更
加精神，红里透出光泽。与同学们边走
边欣赏那无限的风光，直到天黑看不见
了才肯回家。难忘星期天随父亲去打高
粱叶，走出高粱地那闷热的环境之后，地
头上那股清凉的风。与之相关的还有，
难忘初当农民时，生产队长手把手教我
锄高粱，握锄、换架、松土、除草、间苗、扒
坑等技巧时的苦与乐；难忘在细粗粮转
换时，母亲怕我们嫌高粱面难吃，变着法
儿把高粱面炉成“火烧”，做成“面鱼”时
的饭香。

我知道，现在的许多人不曾目睹过
那道风景，但你只要看过电视剧《红高
粱》，也就会领略一二了。

如今，在我们菏泽这个区域，已很少
能见到红高粱这种作物了。过去那个年
代，由于夏粮（主要是小麦）生长期很长，
且产量很低。而高粱生长期相对较短，
是早秋作物中率先成熟的，所以在夏粮
将尽晚秋不熟的时节，高粱是“接口”的
粮食，以它为主的杂粮是农民全年的主
粮。

包拯脸是黑的，但心是红的，故被称
为“墨面丹心”。高粱面虽然被称作“黑
面”，吃着涩涩的，口感远不如白面，可
是，多少年来，农民是靠它活过来的。当
小麦一角钱一斤时，高粱一斤才三分

钱。当时的主要矛盾不是吃好，而是能
不能吃饱的问题。“是饭挡饥，是衣挡
寒”，所以，高粱是农民无奈的选择，也是
最好的选择。记得小时候春天家中断
粮，堂哥贩卖水缸，一趟赚回的钱能买三
十斤到四十斤高粱。这样一家人就可以
半饥半饱地度过一个漫长的荒春。若去
买好一点的粮食，那就连半饱也没有了。

然而，从营养价值上看，高粱并不次
于其他粮食。如配上少量大豆，营养成
分还要好于大米、白面。人们常说：“高
粱豆，吃不够。”我理解这句话是从营养
角度讲的。当然，在当时也难有其它的
选择。

高粱还有较好的药用价值。它含有
尼克酸，可以防止“癞皮病”的发生；高粱
中的单宁，有收敛固脱的功效，对慢性腹
泻有显著疗效，尚可和胃、清积、温中。

大家都知道，高粱还有一个特殊的
用途，就是酿酒。相比于其他粮食，它的
主要优势是含有单宁。单宁是酒“醇厚
感”这一口的来源，对于酿酒是不可多得

的宝贝。它可以抑制发酵过程中有害微
生物的生长，增加芳香的风味。而且高
粱脂肪含量适中，刚好满足酿酒的需要；
同时它具有含矿物质（钙、磷、维生素等）
较高，可以缓解人体内钙的消耗，补血益
气，及其所含氨基酸和营养价值比较全
面等长处。这些，足以让高粱成为酿造
优质白酒的绝佳材料。

物质的转化，可使之“身价”倍增。且
不说一斤小麦可换三斤高粱那个年代，即
使今日小麦、高粱价格相当，那么一斤优
质白酒（如茅台、五粮液）中就高粱的作用
与价值，可以换取多少斤小麦呢？

真正了解酒的人，当端起那芳香的
美酒时，尽管酿酒需多种原料，但他首先
想起的是，啊！它来源于高粱。

关于高粱的作用与价值，过去与现在
已大不相同了。过去它是农民的主食，用于
造酒的数量只占极少的比重。至于饮酒，绝
大多数农民与之无缘。现在生产的高粱，则
主要是酿酒。至于用酒，已是“无酒不成
席”，成人中不饮酒者已是极少数了。

再看高粱的秸秆，可谓浑身是“宝”。
它最简单的用途是烧火。在作为燃

料的同时，人们把它不同的部位分解加
工，制造出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又可以
作为商品出售。

高粱穗子脱粒后，可用来制作笤
帚。“刀型”的用于扫地，“圆形”的清扫床
铺、桌面。还有一种名曰“焦草”的黑籽
高粱，脱粒后可制作刷锅用的炊具。在
相当一个时期内，晋冀鲁豫边区较普遍
地使用上述物品。

当你端起一杯红色透明的美酒时，
可曾知道，这红色竟是来源于高粱的谷
壳，浸水色红而制成的色素。

挺举高粱穗子那一节又细又长的高
粱秆，用途颇为广泛。可以制作蒸馍用
的篦子、各式各样的筐子、小篮子、锅盖
子、端东西用的锅拍子，还可制作灯笼的
骨架等等。时至今日，我家用的馍筐子、
锅拍子，仍是高粱秆制作的。

高粱秆可以织薄，用来铺床，又是晒
东西的好工具、盖房子（装顶）的好材
料。把高粱秆皮剥下来，可以编织成各
式各样的席子、囤粮用的穴子。

高粱秆根部的几节老叶子，是最早
长出来的，它长在高粱秆的“裤子”上，连
裤带叶剥下来，可以织成蓑衣，过去农民
没见过什么雨衣，就靠它遮风挡雨，还可
以铺在地上坐、睡，因为它是防潮湿的。

人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土
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然条件，但在这个条
件下，人们还得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创造
出生存所需的各种物质来。人在土地上种
出红高粱，供人们食用和制造各种用品，这
就是人类文明，是人类生活史的组成部分。

人和自然是密不可分、和谐共生
的。自然资源给人类以生存条件，人类
又充实、提高了自然资源存在的价值。

恰值“立秋”节气，若有大面积的红
高粱，肯定又是遍地红了！

立 秋 三 日 遍 地 红
□ 温新月

一 碗 面 里 的“ 爱 情 节 ”
□ 李秀芹

香香的七夕节
□ 王果先

看 奥 运 治 愈 精 神 内 耗
□ 马海霞

秋天之门
□ 魏益君

我喜欢散步，但酷暑高温，浑身
黏糊糊的，像块融化了的糖，出门散
步便成了一件苦差事。一早一晚趁
太阳还未“上班”，到户外走一圈，也
能热出一身汗，而且还要被蚊虫攻
击，又痒又烦，雅兴全无，仓皇逃回家
是常有的事。好在奥运会来了。奥
运会是我的精神旅游。我可以坐在
家里，开着空调，尽情享受这四年一
次的视觉盛宴。

母亲问我奥运会为何在夏天举办，
我该怎么和她讲呢？网上搜到的解释
是：首届奥运会可追溯至公元前 776年
奥林匹亚，古希腊人借此展示健硕的体
格，增强城邦凝聚力，并达成休战共
识。但是希腊运动规定：参加比赛的运
动员必须赤身裸体。因为希腊人认为，
健硕的体格、匀称的肌肉、完美的体型，
是世界上最美的艺术品。为了不让运
动员冻伤，奥林匹亚运动会就选择了在

七八月份的盛夏举行。当时男尊女卑
的思想非常严重，所以无论是参加比赛
的运动员还是观众，不能有女性，这只
是男性的盛宴。

奥运会为何在夏天举办？我个人
给出的原因是，盛夏举行奥运会是为了
让人在炎热的天气里找到精神“避暑”
的法宝。大热天的，我终于有理由“摆
烂”，开启我的碎片化看奥运会“度假”
时间，这次“度假”，连钥匙都不用带，比
散步还简单易行。

奥运会期间，家务活能不干就不
干，无效社交全部推掉，身体上给自己
减负，精神上也给自己彻底“放假”，不
去纠结当下的困难和眼前的得失，权当
自己环游世界去了。说环游世界也不
为过，只有看奥运会时，我才能见到全
世界各个国家的人，通过一项比赛认识
一位或几位运动员，通过这些运动员来
了解他们国家的体育发展水平。因为

对一位运动员感兴趣，而去网上搜这个
国家的风土人情和饮食习惯，这种网上

“行走”看世界的密度，大于其他任何时
间。

同事说，他最近压力很大，看看奥
运会赛场上运动员的拼搏精神，也是为
了激励一下自己。我有同感，看奥运会
绝对能治愈精神内耗。

平时在家，家里一人捧一部手机各
玩各的，但奥运会期间，家里人都聚在一
起看比赛，共同替自己国家的运动员加
油助威，不分老少，喜怒哀乐同步，这也
是奥运会带给普通家庭难得的和谐场
面。

侄女的女儿今年才 5岁，也喜欢看
奥运会，掰着手指头数中国队获得的金
牌。她听说巴黎奥运会 8月 11日闭幕，
很是伤心。其实我也有淡淡的不舍。
但四年之后还有新的奥运会，等待和期
盼，也是奥运会的魅力之一。

彩蝶之吻
李陶 摄

民俗专家说，七夕节不是“中国情人
节”，而是“中国爱情节”。节日都是年轻
人浪漫的由头，像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
老人家，节日就是个日子，但日子过多
了，发生在日子里的故事也就多了。既
然说到了“爱情节”，我便想到了一个发
生在我身边的爱情故事。

老孙早年在山东烟台某师范学校读
书，毕业后留在烟台教书，娶了同在学校
教书的翠大妈。翠大妈是烟台本地人。
后来老孙调回家乡工作，翠大妈也跟随
他来我们这里定居。因她是民办教师，
所以到我们这里后，便没有再继续当老
师，而是在家务农。

老孙家早餐喜欢吃面条，但味道却
与我们本地人不同，他家的面是海鲜
面。海鲜面是烟台的特色早餐，翠大妈
在海边长大，从小吃海鲜面，这种舌尖上
的记忆根深蒂固。到我们这里生活后，
入乡却并未随俗，依旧保留着她家乡的
饮食习惯。我们这里是内陆城市，在物
资匮乏和交通不便利的年代，老孙家的
海鲜面也是就地取材的低配版，用虾皮
和蔬菜熬汤或用鱼汤做浇头，这种海鲜
味的面条，我可吃不惯。一次我去老孙
家串门儿，正好赶上他家吃早饭。翠大
妈便给我盛了一碗面条，我捏着鼻子吃
了两口，便再也不吃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食物也可能是
你之蜜饯他之砒霜，但也有例外，比如老
孙。他虽然是我们这里生人，却长了个

烟台胃，能和翠大妈吃到一块儿，这就是
缘分。

后来，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物流也
方便了，我们这里水产市场什么样的海
鲜都能买到，老孙家的海鲜面才真正有
了烟台的样子。大虾、扇贝、海胆、鲍鱼、
海参、海蛎子等海鲜随便往面里放。但
翠大妈说，食材再丰富，也做不出她老家
的味道，因为她家乡在海边，食材新鲜，
海鲜面里多了一个“鲜”字，用新鲜的海
鲜熬制一锅卤汤，将手擀面条投入卤汤
中，翻煮一会儿，等面条充分吸收海鲜的
鲜味，变得柔韧有弹性后，再加入芸豆、

鸡蛋、小肉丝。这样的一碗面，既有大海
的味道又有家的味道。翠大妈说这些
时，老孙也在一旁附和，说抽个时间回烟
台一趟，他也想吃烟台的海鲜面了。

老孙没退休前，翠大妈一年也回不
了一趟娘家。她家有三个孩子，婆婆瘫
痪在床，还跟着她一起生活，需要人照
顾，家里地又多，想脱身去娘家住几天还
真不是件容易事儿。后来翠大妈婆婆去
世了，子女也都成家立业，但她本人又疾
病缠身，无法忍受长途颠簸之辛苦。

有一年，我去烟台旅游。翠大妈
嘱咐我，上车饺子下车面，下了火车，一

定找家馆子吃一碗海鲜面。这时我胃
也不好了，吃海鲜过敏，但我没告诉翠
大妈，而是笑着答应了。回来后特意跑
到她家，告诉她，我在哪家馆子吃了一
碗海鲜面，里面有小海鲜还加了辣椒
酱、醋和韭菜，满满一碗才 3元钱，味道
又好又便宜。翠大妈听说我爱吃，高兴
得不得了。

翠大妈 75岁时因心脏病去世。她去
世后，老孙一个人独居，早饭他还是习惯
做一碗海鲜面。他说，他年轻时其实没
有烟台胃，刚和翠大妈谈对象那会儿，为
了和翠大妈有共同语言，所以撒谎说自
己爱吃海鲜面，每次吃都“强颜欢笑”。
结婚后，翠大妈为了跟他返乡，放弃了教
师的工作，做了一名家庭妇女，不然她也
转正了。她为家庭牺牲很大，他能做的
就是尽量照顾她的胃，顺着她的饮食习
惯吃饭。多年下来，他也由不喜欢海鲜
面到离不开这口了。

看着老孙认真做一碗海鲜面的样
子，我知道，这碗面里，除了他喜欢的味
道，还有对翠大妈浓浓的思念。

作家池莉说，美食吃的是地理，吃的
是经纬度。两个经纬度不同的人，组成
家庭，在一起搭伙过日子，能在饮食上迁
就对方，不是易事。翠大妈家的海鲜面
虽然少了一个“鲜”字，却多了一个“爱”
字。她嫁对人了，虽然远离家乡，却也过
得知足幸福，有这样的伴侣，想必天天都
是“爱情节”吧。

你要问我七夕节的味道，我的记
忆里它是香香的。节日里，妈妈会把面
粉里掺上鸡蛋白糖，发好面，把面团搓
成长条，揪成小面剂子，用巧果卡卡出
各种漂亮图案的小果果，有小狗、小猫、
小鸡、小鱼、小花、小叶……还有中型的
莲子、甜瓜、葫芦等等。卡好了小果果，
妈妈就用篓子装来麦糠，生火，在大锅
里摆上小果果，文火烤制。用不了多
久，黄澄澄的小巧果就出锅了，香味弥
漫在农家小院里。我也不顾烫手，抓起
来就吃。真是香啊，哪里还管什么牛郎
织女是否相会哟！

其实过去过这个七夕节，也没有
什么中国的情人节这一说，我们这里
就叫“过七七”。在物质匮乏的年代，
老百姓只不过借着许多的节日给自己
改善一下生活而已。大人孩子都盼望
过节，是因为在过节时，可以吃到平时
吃不到的好吃的。

我因为在家排行最小，母亲在七
七这天也会为我卡一二百个小巧果，
有时是放鸡蛋白糖的，有时也不放鸡
蛋，只放点糖精，哥哥姐姐只吃中型的
或者大型的巧果，而这些小巧果母亲

会教给我穿起来。巧果串最下边用小
块的碎花布做穗头，短的穿二三十个，
长的六十到一百个，短串可以系在小
棍子上，提着去街上跟小朋友显摆，长
串的就挂在了炕头摆着好看，然后就
成了平时的零食，馋虫上来了，实在忍
不住就拽下几个吃，慢慢地都会被我
消灭掉。不过有时放得时间长了，小
巧果都变得干硬干硬的，像石头一样，
放到嘴里慢慢咂摸，还是觉得香得要
命呢！那时觉得巧果真是天下最好吃
的东西了!

虽然过七七，妈妈也给我讲什么
牛郎织女天河相会的故事，还说可以
到葫芦架或是葡萄架下，能听到牛郎
织女的悄悄话。我记得我似乎没干过
这个活儿，嘴里塞满香香的巧果，提着
巧果串满街玩，我倒是玩得很欢实!

有纸媒在讨论七夕节的颜色，是
绿色的还是粉色的？是甜的还是苦
的？是绿色的夫妻节还是粉色的情人
节，爱情是甜的还是苦的，我一概不在
乎，我只记得七夕节是香香的味道。
到今天为止，我的手还不算太拙，可能
也是我小时候吃巧果的功劳吧!

一扇新凉
一阵清香
把季节推进秋天之门
踏进秋天的门
迎面是秋风的邀请
满目是秋天的韵味

秋天的门里
没有了娇嫩欲滴
多了份成熟稳健
秋风顽皮地
在田野里打着滚儿
秋雨稳重地
在叶片上打着成熟的鼓点

秋风执笔
雨丝作彩
调和出季节的颜色
五谷飘香
瓜果满枝
喷薄出季节的味道
秋虫鸣叫
秋蝉唱晚
弹奏出季节的和弦

踏进秋天的门
就踏进金色的旋律
踏进秋天的门
就走进风景如画

前不久，我有幸陪定陶籍作家刘
照如、王展到官堌堆参观，偶有所感，
夜不能寐，于是写此文以记之。

一个高不过两丈的土丘
竟是汉高祖刘邦的登基地
周边的庄稼一眼望不到边
一块石碑
还原了这里曾经的威仪

拾阶而上
透过葳蕤的芦苇
我想穿越时空的隧道去看你
看你少时的泼皮无赖
斩蛇起义的果敢义举
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爽
结交各路豪杰、指点江山的霸气

看你金戈铁马
在狼烟滚滚中与敌人厮杀
在万军丛中取敌将首级

当各路英豪都被你收编之后
当你杀到咸阳、驻军霸上之后
当项羽四面楚歌、引颈自刎之后
你来到了尧舜成就霸业的地方
来到了范蠡三致千金的地方
来到了戚姑娘救你性命的地方
在众将领的簇拥下
登高一呼
于是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疑问
得以实现
一个热气腾腾的大汉王朝
从这里兴起

官堌堆随想
□ 张广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