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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几天前， 一位朋友带来了一小盒精致的红
糖，告诉我这是传统工艺，土法熬制、酥脆可口、
甘润心田。 细闻之，一股熟悉的香甜扑鼻而来，
不禁让我回味起儿时老家的红糖。

每到初冬时节，便有一种甜蜜的兴奋，上学
途中会经过一大片甘蔗林， 薄雾蕴蕴的甘蔗林
有一种神秘，也有一种迷恋。犹如诗人郭小川的
《青纱帐甘蔗林》，“看见了甘蔗林， 我怎能不想
去青纱帐！北方的青纱帐啊，你至今还这样令人
神往；想起了青纱帐，我怎能不迷恋甘蔗林的风
光！ 南方的甘蔗林哪， 你竟如此翻动战士的衷
肠。 ”

放学路上，我们会偷偷钻进茂密的甘蔗林，
没有诗人的情怀，只有果腹的欲望。咔咔掰断甘
蔗的声音，最怕惊动甘蔗林里劳动的大叔大婶，
否则甘蔗就会变成棍棒，打得我们抱头鼠窜。往
往过几天， 大人们就发现他家的甘蔗被人偷吃
了， 会不停的念叨是哪家的小兔崽子偷吃了我
的甘蔗。有时为了掩人耳目，会将偷来的甘蔗用
细沙合着溪水擦洗掉蔗灰， 仿佛变成了一根根
芦竹，走在回家的路上“堂而皇之”啃食。其实满
嘴的甘蔗黑灰和蔗汁在肚里咕咚咕咚响， 早就
暴露了我们的行踪。据说啃食甘蔗会美容健齿，
我的老父亲古稀之年还能日啃甘蔗三根， 我也
时常买来甘蔗啃食， 既解馋又健齿， 何乐而不
为？据母亲讲我从一两岁开始就能啃食甘蔗，工
龄已然不浅，所以每遇甘蔗，牙齿就痒痒。 我甚
至还悟出一个道理：“宝剑锋从磨砺出， 健齿还
须啃甘蔗。 ”

甘蔗虽甜，但都不如加工后的红糖香甜。立
冬之后，甘蔗甜度达到极致，收割甘蔗的季节到
了。大人们拿着专用的铲刀，一片片放倒笔直的
甘蔗树，青纱帐瞬间失去了神秘，孩子们的乐园
也转到了糖坊。生产队里有几个糖厂，离村小学
都很近， 榨汁机日夜不停的轰鸣声会淹掉我们
的读书声。每天放学后，撂下书包定会第一时间
到糖厂转悠， 有时趁大人不备偷偷抠点挂在糖
砖纸外的小红糖，直接放在嘴里，入口即化，瞬
间甜到胃肠，那个美呀，至今令人回味。

糖厂工人都是平日里种地的大伯大婶，系
上围裙俨然一副产业工人的派头。 制糖程序简
单而又考究。甘蔗送进糖厂，像堆砌柴垛一般状
如小山，工人有序将它们分批塞进榨汁机，经过
缓缓压榨， 噼噼啪啪的破碎声使甘蔗汁涓涓流
下，蔗渣则卷向机器另一头，形成新的柴垛，一
堆堆蔗渣松软而富有弹性， 小伙伴们常在上面
打滚嬉戏，乐不思归。

甘蔗汁万涓汇流成一池甘泉。此时，火炉工
拿着长长的铲子会及时添加燃煤， 烧旺整个生
产链条，也烧热一池甘泉。经过沉沙去浮沫后的
蔗汁会分批次舀入炼糖锅内， 不断向前移动精
炼。操作台镶嵌的炼糖锅一字排开，十余口大铁
锅紧紧相连，糖水每往前移动一口锅，就变得越
来越浓稠，也越来越红润。炼糖师傅时刻搅动并
研判糖水的成色， 特别是最后关键的几口炼糖
锅，一般是由糖厂有经验的老师傅掌管和把握。
炼糖锅前原则是不允许小孩靠近的，一来危险，
二来碍事。 但我们有时也会厚着脸皮去到炼糖

前线参观，并不是对炼糖工艺有多好奇，而是醉
翁之意不在酒，在乎诱人的“牛筋糖”。

糖水经过蒸煮，颜色愈发黑红，老师傅一声
令下，糖水及时起锅，几个工人快速舀入旁边早
已准备好的冷铲锅内， 另外几个工人立即用铁
铲翻转糖水，直到糖水变得凝重。工人还会时不
时提起铁铲让糖水自由落下，查看冷却的状态，
决定是否停止冷铲。 所谓冷铲锅就是让红糖水
慢慢冷却的大铁锅。 冷却环节是制糖最关键的
一步，如若冷铲环节偷懒，做成的红糖会发黑变
硬， 只有慢慢铲搅冷却制成的红糖才会翻沙红
润， 这就是现在工厂化生产的红糖不松软香甜
的原因。

将糖水从最后一口炼糖锅舀到冷铲锅，糖
水会滴满锅台灶沿， 滴落的厚厚一层糖水会慢
慢凝固，这就是小时候最爱吃的“牛筋糖”。等到
大人们将每一轮冷铲完成， 倒入一排排垫好牛
皮纸的红糖模具内后， 灶沿上的牛筋糖早已成
型。 这时老师傅会用小铲铲些下来，揉捏成团，
给我们几个小孩。看着手里软软绵绵的牛筋糖，
一天的守候顿时化作满脸笑容， 快速飞奔出糖
厂，向着院子里的伙伴炫耀，如若心情高兴便舍
与他们一小点，那种获得感简直爆棚。

牛筋糖其实与现在满街叫卖的麻糖相似，
劲道坚韧，糖热时软弹而可随便拉扯，糖丝细长
而不断线，一旦冷却则坚硬如铁，刀砍斧劈亦难
碎之。 为了那诱人的牛筋糖， 有时还会彻夜守
候。记得有一次陪着幺爸去糖厂看守甘蔗，露天
的帐篷和睡觉的被子铺在高高的甘蔗堆上，这

是我一生少有的露营，尽管夜里下起了浓雾，室
外更加寒冷，但心中有糖便不惧严寒，闻着蔗糖
的香气很快进入了梦乡。半夜里，幺爸突然叫醒
我，递给我一大坨牛筋糖，我一跃而起，激动不
已，吃着牛筋糖，睡意全无，甜至天亮。

因为三峡工程建成蓄水， 昔日的甘蔗地早
已淹没于水下，糖厂高耸的烟囱已轰然倒下，长
卧于汉丰湖底。老家因三峡移民人去院空，儿时
伙伴都移民他乡。 三峡移民后的家乡快速崛起
一座斩新漂亮的新城， 因三峡而生的汉丰湖入
选“巴渝新十二景”，汉丰湖的渔舟唱晚令人留
连忘返，湖中水草似细小的甘蔗林随波摇曳，文
峰塔的倒影像极了倒置的糖厂烟囱， 仍在酿造
出库区人民心醉的甜蜜。

春节吃汤圆是南方人的传统。每到春节，母
亲都会准备好红糖汤圆，大年初一早早起床，吃
上一碗大大的红糖汤圆， 煮熟的汤圆夹开流出
红红的糖水，预示着新的一年生活红红火火，甜
甜蜜蜜。尽管市场上已有各色汤圆馅，但我依然
深爱着最简单最纯朴的红糖， 更想念着无数次
在梦里甜醒的老家红糖。

（作者简介：机关干部，曾旅居巫山八载。潜
心工作，热爱生活，尤喜读书和文学、书法创作，
发表作品若干。 ）

老家的红糖
金 烽

从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路向北，走进大兴安岭，一路
美景连绵，一路心飞神驰，一路放歌逐云......
� � 在我们视野里欢舞、延展，又跳出我们的眼帘与想
象的草原，将嫩绿、葱绿、浓绿镶成的一块块绒绒的毡
子，铺向天边，与蓝得透明的天空和亮得炫目的云彩相
连。 在绒绒的草毡上，不时有小花儿，向我们送来轻轻
的、有几分羞涩的微笑，这笑颜与蓝天、彩云、湖水相交
织，让人心醉神迷。

与绿草相互欣赏相互依恋的生命，是色彩斑斓、朴
实敦厚的食草动物。 这里有外表清秀、速度迅捷、耐力
特强的中国三大名马之一的三河马；有身材高大、四肢
强健、蹄质坚实，在同类中特有范儿的三河牛；有如天
上洁白轻盈、 飘游自如的云朵般的羊群， 以及活泼可
爱， 特别通人性的小驴， 还有众多在云彩和草地间游
走、或沉稳或欢跃的生命。

在草原行走，如同在疾速变幻的季节深处穿行。眼
前还丽日晴空， 远天却有大团的乌云在聚集。 再往前
行，飞瀑般的雨滴就向我们迎面打来，如天上掉下的千
万只小鼓槌，从不同方向打在车顶和挡风玻璃上，在骤
然变得低暗的旷野里奏出不同材质、不同声部的混响。
但车一开过这片乌云区，迎接我们的又是湛蓝的天，轻
盈的云，风中摇曳的绿草。

走进“亚洲第一湿地”额尔古纳湿地。 它是目前我
国原生状态保持完好、面积较大的湿地。沿着格桑花夹
岸的木质阶梯一路上行，走到坡顶，那片浩大的湿地就
以其优美的曲线、众多的动植物、丰富的鸟类、多层次
的绿色、盎然的生机，以及云雾蒸腾、霞光四射的万千
气象，赫然呈现在我们面前。走过清风、花草、鸟音簇拥
的观景长廊，直感觉是在童话故事或奇幻梦境里穿行。

漫步莫道尔嘎国家森林公园。 不时与小动物们不
期而遇。这从天而降的惊喜，是森林这个宽仁而又幽默
的大朋友送给我们的特殊礼物。 这里有小鸟、松鼠、蝴
蝶，还有狍子、野狗等等，各种动物穿梭的脚印，织成蕴
含神秘寓意的图案，清晰、有型；各种鸟儿欢乐的叫声，
汇成纯净的乡村音乐，清越、空灵、率性。

差点儿追上云彩。在草原和森林，云彩是一个个仙
子， 有着童话作家的想象力、 诗人的浪漫和孩儿的天
真，不断变换衣裳和容颜，向我们发送热情、魅惑的眼
神，拉我们去参观他们的表演。 他们忽而排成长阵，如
阅兵式空中梯队般调整着队形；忽而变成伶俐的小鸟，
绕着太阳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忽儿把柔软绵长的白色
丝绸衣袂联在一起， 将天空变成一床又厚又白又暖和
的大被子.....最让我们不舍的，是他们那晶晶蓝的、俏
皮的眼睛，撩拨得我们一路追寻，眼看就要追上了，他
们又换了队形，轻盈飘走。长空中回响起他们纯净快乐
的笑声。

差点儿跨上彩虹。我素常所见的彩虹，是悬挂在雨
后明净晴朗天空的仙桥，只能远眺，只能仰望。 而在内
蒙见到的彩虹， 却是横跨在草原和小山坡上的一座造
型别致、线条流畅的拱桥。 七色光谱和晶莹水珠，在天
空形成让人目迷神眩的奇幻世界。彩虹四周云雾蒸腾，
草地和树木被映射得流光溢彩。 直感觉要是再往前走
一点儿，跟着流动跳跃的七色光跑到彩虹边儿上，就可
以踏着草原这天造的绿色绒垫，跨上彩虹，飞升到向往
已久的新年音乐圣殿，可以在那儿尽兴观看演出，也可
以在炫亮的拱桥上，与雨珠对歌，与云霞共舞。

走进最后的狩猎部落。 敖鲁古雅， 鄂温克族聚居
地，被称为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 多年前，这个靠打猎
和饲养驯鹿为生的民族，居住在由木杆、桦树皮为主要
原料搭成的圆锥形房屋“撮罗子”里，过着我们想象力
所不及的生活。 游客可在此观看鄂温克族历史、 文化
展，品尝民族风味餐；听翠鸟啼、看松鼠跑、跟驯鹿玩....
..“撮罗子”还在，不过大多已改变了功用，作了陈列室、
表演室、特色美食及工艺品加工与销售室。我们在那儿
与驯鹿零距离地对望，和它们快乐嬉戏......

相望绿色生命
张春燕

又是满山红叶时。
调皮的神女偷偷点燃了一簇火炬，这

火炬从她的裙裾边开始燃烧， 仿佛一夕之
间就蔓延到了山野的每一个角落。山坡上，
深涧中，峡谷里，沟壑边，悬崖旁，在任何看
得见它的地方， 一种炫目的红泼泼洒洒地
铺展开来， 把巫峡大地装扮得像一个盛装
待嫁的新娘。

于是， 在晴朗的日子里， 人们倾城出
动，只为一睹红叶绚丽的美，人们用各种方
式、 通过各种途径来表达自己对红叶的爱
恋。靓丽的姑娘寻一丛最红的叶，“咔嚓”一
声与之来一张自拍， 镜头里人面红叶相映
娇； 憨憨的孩子从妈妈怀里伸出一只小手
来，拽下一片红叶来痴痴地看，嘴角流下一
串亮晶晶的口水， 红叶火红的色彩和他眸
子里的星光交相辉映； 恋人们在红叶丛中
牵手而行， 在这千万个秋天都如约而至的
红叶面前许下海誓山盟。 哲人们用深刻的
思索书写她的深沉， 诗人们用最动情的诗
行赞美她的风情， 文学家用最华丽的语言
歌颂她的风骨。

于是，巫山的红叶就扮靓了巫峡，红出

了重庆，火遍了全国，点燃了全网。
于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唯恐自己被落

下，唯恐被别人认为不懂美，被认为不会欣
赏美， 竭力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对红
叶的喜爱。

但， 有一个人却无法理解人们的这种
痴狂，他总是面对着满山川流不息的游客，
不解地自言自语：“不就是黄栌子棵棵迈，
有么里好看的呢？ ”（注：“么里” 是巫山方
言，“什么”的意思。 ）

这个不懂欣赏红叶之美的人， 就是我
的老父亲。

在他的眼里， 黄栌子就是一种可以替
代煤炭和秸杆的燃料，它富含油脂，很容易
就能点着， 燃起来火力很旺， 烧得也很彻
底，从叶到枝、杆，再到树蔸，都不肯留一丝
残渣。它是上好的柴火，曾经无数次为我们
煮熟三餐，无数次为我们温暖寒夜。

在没有钱买煤做燃料的那些年里，山
上就有这取之不尽的柴火。 老家贫瘠的山
里很难长出高大的乔木来， 但这样的黄栌
却不少，一到春天，便满山满沟蓬蓬勃勃地
葱茏起来，把整座山都变得生机盎然了。不

过，林少人多，每一个放牛娃的腰里都别着
一把砍柴弯刀， 每一个上山干活的人们的
背篓里也放着一把镰刀，在放牛的间隙里，
在干活回家的路途中， 顺带割一捆黄栌子
回去，一家人一天的柴火就够了。人们成群
结队地上山去割，大捆小捆地背回家去，还
等不到秋天，那些茂盛的黄栌们，还没来得
及展示她绝美的容颜， 就化成了一缕一缕
的轻烟，从各家各户的烟囱里飘了出来，消
散在了群山之间。

在这样毫无节制的砍伐下， 整座山很
快就被剃成了光头，别说是黄栌树，就连茅
草也被连根拔起。有人就扛着锄头上山，满
山满沟去寻黄栌树蔸，很快，连树蔸也消灭
殆尽了，山上只余下黑洞似的树坑、满山的
碎石子和满眼的荒凉， 来面对秋的寂寥和
冬的肃杀。

但上天有好生之德， 大自然总会给人
类留下无限生机。来年春风吹来的时候，销
声匿迹了整个秋冬的黄栌， 好象是从地底
下钻出来的一样， 一夜之间就又铺绿了每
座山头。

当封山育林的宣传标语刷满田间地头

并一步一步深入人心， 上山砍柴的人逐渐
减少， 以煤代柴的情况越来越普遍。 再后
来，三峡大坝投入使用，电力供应越来越充
足， 人们开始用清洁的电能来替代污染严
重并给生态造成极大危害的柴火； 随着农
村人口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村人口锐减，
柴火的需求量也随之锐减。 到如今，“上山
砍柴” 已经成为了人们相互调侃戏谑的玩
笑话了。

曾经光秃秃的山头， 慢慢地又披上了
绿衣，黄栌一年又一年快乐地生长，一点一
点地红了山头，满了人眼，醉了人心。

只是， 我的老父亲的心还在那些岁月
里流连，他没有学会欣赏红叶的美，并且，
可能永远也学不会了。好在，他的那些辛酸
的记忆都已成了一片风干的红叶， 飘落进
了大山的怀里。

【作者简介】余冬梅，巫山县作协会员，
发表作品若干，现供职于巫山白坪中学。

父亲的红叶缘
余冬梅

视听江山

宁静啊，荡漾啊，我在江山之间
如果我是一叶轻舟，听不见李白的猿鸣
那一定有轻风的问候，把酒临歌
那些划过水上的余波把我送远
从此过上逍遥的生活

如果万山红叶洞察了我的寂寥
我就放下想象，静静地燃烧一回
在神女峰下，起云峰前
揽几片闲云，听风声水起
看云卷云舒。 一抹江山，有红有绿
有泼墨，有渲染，随大雁的长啸
送走夕阳，在传说中回首
品巫山云雨，忆万世缠绵

灯火里荡漾着一片惊叫

夜雾中的闪烁，它没有提醒
不在乎你是美女还是诗人
不在乎你爱上它的艳丽还是
流水带来的梦一样的恍惚

它复姓巫山，没来得及让你考证
就迎来一片惊叫
清风无迹，神女还在更衣
你看不见朝云暮雨
薄翼裙纱的人儿，一晃而过
今夜你是迟到的楚襄王
满城灯火，都荡漾在你的心上

最先醒来的红叶

我不能拦住每一个人
都唱一首歌，但我可以
唱给自己和身边的人
像这年十月，还是遍山青绿
我伸伸手，弯弯腰
梳洗后睁开眼睛
第一个醒来，怯怯地红着
看见三个诗人和一个画家
他们盯着一叶轻舟和两只鸟
见我独自妩媚
山水冷峻，白云闲适
【作者简介】李尚朝，巫山人氏，当代诗

人。 出版诗集《风原色》《大三峡那光》等多部，
散文集、报告文学集各一部。 诗作入选《中国
诗选》《中国诗歌精选》《现代诗 300 首笺注》
等数十种诗歌选本以及《20 世纪中国文学作
品选读》等大中学文专业及选修教材。

李尚朝的诗

《红叶》
卢先庆 /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