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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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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草长莺飞，蛰伏休养一冬的海
锥儿，又到了繁殖期。此时海锥肉质肥美，鲜
美无比，是开春舌尖上的美味。

海锥，学名叫古氏滩栖螺，胶东沿海滩涂
到处都有。有的地方叫戳戳、尖虫、海瓜子，
壳比较坚硬，煮熟后用针把肉从螺壳里挑出，
被誉为螺中珍品。老家丁字湾就出产这样一
种海锥，它的壳呈螺纹状，尾部较尖，外部壳
呈黑色，肉白色。别看它只有小巧玲珑的一
厘米长，但浓缩的都是精华。

每年春暖花开，蛰伏一个冬天的海锥从
泥中缓缓地苏醒过来，肉质肥而嫩。过了清
明，海锥就逐渐产卵，变得越来越瘦，肉质像
皮筋一样嚼不动了。

小时候，物质相对匮乏，家里贫穷，小伙
伴们常常饥肠辘辘，饿得前胸贴后背。俗话
说，靠海吃海。沿海一带的人们近水楼台，经
常捡拾海锥用来打打牙祭，解解馋。

我出生在海边，热爱大海，喜欢大海的无
偿馈赠。从小有着与生俱来的赶海本领，五
六岁开始“出道”，跟着大人赶海，十多岁就能
独立“操作”。三月，和风拂柳，清波细浪，每
逢初一、十五退大潮，一大群赶海人各自带着
工具来到海边，浩浩荡荡地向海滩拥去。

浅滩青苔边露出了乌压压一片海锥，只
需用手指轻轻一碰一捏，两三小时，就会捡到
小半盆。回到家后，母亲先将海锥在清水中
洗净后，倒入锅中，开锅后一分钟关火出锅。

海锥唯一缺点就是，吃前必须先剪“屁
股”，否则肉出不来。要剪在恰当部位，多一
点肉少，少一点难嗍；剪口大漏风，剪口小塞
气，肉吸不出来。

我家兄弟姊妹多，家里只有一把钳子，你
抢我夺。着急的二弟用小锤砸，我干脆用牙
咬。

海锥端上桌那一刻，剪的剪，咬的咬，砸

的砸，个个忙得不亦乐乎。我迫不及待地将
嘴对准海锥口边，舌头顶住螺口，轻轻一吮，

“呼”的一声，一团鲜嫩的螺肉脱壳而出。
海锥肉质紧实，丰腴细腻，味道鲜美，味

道好极了！尽管我用牙咬得满嘴锥渣儿，也
全然不顾。清水煮锥螺，不仅保留了鲜美的
味道，还能吃到一股海水般的咸味，我很喜欢
那味道，一般的鱼虾蟹无法比拟。煮海锥的
水，还可以合理利用，沉淀后用来下面条开
卤。

每次捡海锥，家里有条不成文的规矩，用
海锥汤开卤。配上春天的韭菜，叶绿似翠，清
香浓郁。将和好的手擀面先醒着，然后到自
留地割上一把头开春韭菜，洗净切末后，备
用。爆锅后，把煮海锥的水倒入锅里。开锅
后，将鸡蛋液倒入，然后放韭菜末马上出锅。

把擀好煮熟的面条盛入碗中，卤子浇到
面条上，用筷子拌一下，入口的感觉特微妙。
韭菜、鸡蛋和海锥汤，不用放味精佐料，绝对
特鲜亮，大快朵颐地吃了一碗，还想吃第二
碗、第三碗……

清明嗍海锥，世间一美事。每年清明之
际回胶东老家，我都会到市场买点海锥解
馋。不过，海锥吃起来确实有点费劲，吃多了
以后，嘴唇舌头都会因为吮吸累得肿麻。而
且吃它一天，也不会吃饱肚子。

海锥在烟台、大连也备受欢迎。有一年
初夏，我到烟台办事，看到一些住在海边的村
民，在退潮的时候去捡海锥，煮熟后再辣炒一
下，然后拿到菜市场、马路边、汽车站、火车站
去卖，五元钱一杯。一些外地游客品尝了胶
东海锥后，大呼天下第一美味。

清明嗍海锥，鲜得没法说，盈盈螺香，陶
醉不已。一盘香辣海锥，一扎冰镇散啤，也是
市民夏季的消暑神品。吃海锥是胶东人的一
种记忆，也是一种情感寄托。

到城里来生活多年了，总是时刻想念我的
老家，尤其是那棵五人合围的柿子树。小时候
听爷爷讲，它是我们欧家大院的树魂啊！可是
大炼钢铁那年头，不知是谁将它作了炼铁燃料，
从此，就只能看到它的影子了。说也怪，这个影
子只要在阳光普照时总是活灵活现，慢慢在我
的眼前由小变大，拔地而立了起来

这是一棵伟岸绮丽的老树，主干粗大，五人
合围，在树身约六尺高处，生了个枝丫，由一棵
变了两棵，桃子形的叶子密密麻麻，像一把巨
伞，将整个院子遮了多半，其中几个分枝离地只
有一人高，像条长虹横伸远去。一年四季树上
树下生气勃勃。

春天，树叶苍翠欲滴、摇曳着一树春光，枝
叶交叉处生长出众多含苞欲放的花蕾，成了鸟
儿们寻偶迎春的欢戏和群蜂寻蜜上乘之处；夏
天青果累累，其果如蛋，挂满枝头，阳光从树叶
中渗透出来，柔柔软软，呈现着青春的美姿。下
雨时，只闻树上的笃笃雨声，却只滴下几点儿。
秋天枝上一派秋色，一个个鲜红的果子，像一盏
盏小红灯藏身于斑斓多姿的金黄的叶间，随着
那得意的秋蝉一声一声唱着欢快的歌儿，飘出
了一阵阵扑鼻的香味。进入寒冬天，树叶凋零，
树枝光杆了，显露出伟岸而结实的身躯；然而，
最美的景色还是在下雪天，银装素裹，仿佛成了
一棵白雪皑皑的银树。

树下既是我们的生活区，又是我们的嬉戏
场所。一大清早，太阳刚爬上树尖，树下便忙开
了，大人们洗衣、做饭、备农具，小孩们割猪草、
拾牛粪，各司其职，忙得不亦乐乎。早饭后，又
各执其事了。夏秋两季，我们开饭多半是在树
下进行，一张小桌往树下一摆，全家老少或坐或
站围了拢来。吃罢饭，该干活的干活，该玩的
玩，爷爷将一根长烟杆往嘴里一衔，要我给他点
上火。然后，他悠闲自得地吐着烟圈儿，摸着山
羊胡，给我讲家乡的民间传说故事。

记得有一次，我问爷爷这树是哪年长出来
的？爷爷巴了一口烟，吐着烟圈儿笑了笑，然后
一本正经地说：“我也弄不清，只记得我在你这
么大的时候，我也曾问过爷爷，他说，他一出生
就看到树有这么大了！”

爷爷的话，使我像听神话似的记入了脑海。
有时故事听腻了，我们几个光屁股伙伴，便

揪在那个横枝上打吊吊，树枝一弹一弹，悠悠
然、飘飘然，树下成了我们的天地。使我想起爷
爷讲的朱元璋的那首咏蛙诗：“独坐井畔似虎

形，绿荫树下掌乾坤；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
儿敢作声。”这树下不就是我们的乾坤吗？

晚间，这树下是最热闹的地方，尤其是夏
天，这里简直成了我们乘凉、游乐的世界。不仅
有我一家人在树下，左邻右舍的男人带上板凳、
端起茶杯，摇着蒲扇在树下聊天；女人们则借着
月光，织毛线、纳鞋底，一边干活，一边听人们拉
家常，摆龙门阵，老人们则扳着手指，计算着今
年的收成；一个接着一个的笑语从树枝间渗去，
回旋于空中。我们一些小伙伴，便穿梭其间捉
迷藏，有一次不慎将幺爷爷的椅子绊倒了，跌了
个脸朝天，讨了一阵“骂声”；看着幺爷爷倒地的
样子十分逗笶，我们反倒高兴不已。

夜深了，人们依依不舍地离去。
记得有一个明月夜深，月偏了，浓浓的树枝

将月光遮住，幽而静谧，树影斑驳婆娑，夜色更
加迷人。我起床小解，发现树下两个黑影抱成
一体，发出轻轻的话音。出于好奇，便轻脚轻手
地出了房门，来到他们背后大叫一声，他们吓了
一大跳，赶急松手。原来是隔壁的小杨哥同表
妹秀芬在拥抱。秀芬怕我讲出去，吓住我说，

“你要是讲了，我要你吃屎。”我说：“我不吃屎，
我要吃糠。”把我们三人都逗笑了。

每年立秋后第四天是我家收柿果的传统日
子。这天一大早，吃过饭后爷爷便搬一把椅子
坐在树下，看着我父亲采收。收摘柿果要用特
殊工具，是用一根长竹竿，一端装上小篾篓，一
个一个地收摘，以便完好无损收进来。进屋后
用坛子封起来，一层石灰一层柿果，封上半个
月，当柿果又红又糯时才能品尝，那味儿又甜又
香，比荔枝还好吃。但我们不能独吃，还要给左
右邻居送一些。爷爷说：“金果果银果果，大家
吃了多结果。”

爷爷还有常年喝柿叶茶的癖好，每到六七
月份时，爸爸都要采摘些柿叶，用竹刀切成丝状
在太阳下阴干，保持青绿色，然后包好收藏。据
爷爷讲这是一种养生茶，不但能清热解渴、祛火
生津，还能柔肝敛阴、益寿延年。

记得早些年树下还搭过戏台，唱过皮影戏，
后来就成了露天电影场，全村人都集中到树下
看戏看电影，天气炎热时，爷爷叫我爸熬一大锅
柿叶茶水，再摆上几只土碗来招待邻里乡亲。

如水的岁月匆匆而去，柿树在村子里许多
人脑海中也许已无痕迹了，但我脑中仍有它的
形象。我每次踏上回乡的小路时，它的高大身
影就浮现在我眼前，久久不能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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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禅山距南京不算太远，因王安石的名篇《游褒禅山记》
而著名。而王安石对南京而言，也是渊源深厚。于是，春节长
假便有了褒禅山之行。

褒禅山，古称华山，位于安徽和县。唐贞观年间，高僧慧
褒在此结庐，并归葬于此，遂更名褒禅山。

现在的褒禅山，与当初王安石游历时不可同日而语，已经
打造成为旅游景区。虽非热门，但游人也不在少数。新扩建
的停车场，停满了悬挂皖、苏牌照的私家车。山前是碧波荡漾
的湖泊，沿着湖边新建的栈道，来到了景区广场，便径直朝“华
阳洞”而去一探究竟。

华阳洞有两个，王安石游览的华阳洞在褒禅山之阴，游历
后王安石曾立碑记事；我们游览的华阳洞，则位于褒禅山的南
侧。

来到华阳洞口，一眼便扫到洞壁上的“通判江宁杨构至淮
南干事，过华阳洞，熙宁四年三月九日刻”的摩崖石刻。这是
一通北宋的摩崖石刻，细读之下发现，摩崖石刻与江宁府（今
南京）的关系颇为密切。

“通判”是北宋时期辅助知府的官员。这是任职江宁府的
杨通判，留下的墨宝。而清嘉庆《新修江宁府志》记载的宋代
江宁府的通判官员中，并未记录其人，因此，这通摩崖石刻，也
就填补了文献的缺失。

随后，在明嘉靖《和州志》中，又发现了另一个褒禅山的南
京元素。这就是宋代的张孝祥，在褒禅寺石塔上题写了“宝
塔”二字。张孝祥是赫赫有名的状元，去世后葬于江浦（今南
京浦口区）的老山。明清之际，张孝祥的籍贯颇有争议，有说
是江浦（今南京浦口区）人，如明崇祯《江浦县志》和清光绪《江
浦埤乘》；明嘉靖《和州志》和清光绪《直隶和州志》则记载为和
州（今安徽和县）乌江人。

褒禅山的华阳洞是长江以北少有的溶洞之一，洞内钟乳
石姿态万千，在五彩灯光的照射下，栩栩如生。行走褒禅山，
山水相融，其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俱佳，难怪王安石对此地情
有独钟。徜徉褒禅山，能发现多个南京元素，也算是不虚此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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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时光，犹如上苍精心安排的片刻宁静，悠然而美
好。

透过窗户，周末的阳光洒在桌上，那是懒洋洋的午后。
坐在窗前，手捧一杯奶茶，仿佛时间在这一刻停滞。奶茶，
不仅仅是饮料，更是时光与心灵的温柔交织。

奶茶，周末的小确幸，茶香浓郁，与滑溜的牛奶在杯中
翩翩起舞，宛如两位深情的舞者，在偶然的邂逅中，溢满了
爱的情感。轻轻吹拂杯中热气，品味宁静的时刻。奶茶，朴
素中蕴含美丽，如生活中的小诗，简单而深刻。

每一口奶茶都是味蕾的探险，深邃的茶香带我漫游未
知之地，来到茶山脚下，青草茵茵，茶叶嫩绿欲滴。闭上眼
睛，仿佛置身山野深处，青翠的茶树在微风中摇曳，心灵也
随之宁静。

周末，亦可沉浸在电视连续剧的世界中。《云之羽》，风
靡而深情，演技与剧情兼备，深深吸引众多观众。在这引人
入胜的剧集中，情节错综复杂，角色深刻立体，充满了精彩
场景和细腻情感。

故事聚焦宫子羽，外表风雅内心叛逆，以及云为衫，内
心渴望自由却身不由己成为卧底女杀手的间谍。宫子羽夜
间失去亲人，不得不成为家族掌门，云为衫则被派去宫子羽
的府邸执行任务，两人在危机中擦出爱的火花。宫子羽决
心复兴家族，派遣云为衫成为间谍，然而在叛逆与渴望自由
的世界，两人经历重重考验，最终找到了爱情。

角色的妆发和服饰充满华丽之美，秦汉时期的陶俑赋
予了灵感，女主角云为衫的发型源自古代束发，如陶俑和古
墓出土的女俑。角色的姓氏也融入了中国传统音阶，如“宫
门”四姐弟的名字，充满古典意境。

周末，我也会沉浸在《流浪地球》的故事中，感受宇宙孤
独的虚无，却又体验到坚韧和执着的星空之美。刘慈欣的
笔下，地球摇摇欲坠，太阳咆哮，人类如古代探险家，将地球
变成飞船，迈向宇宙的冒险。站在这飘浮的星球上，星光闪
烁，它们仿佛承载千万年的坚持和思考，熠熠生辉。

在这远行岁月中，我与书中的主人公一起经受考验，见
证了人性的伟大与渺小。夜深时，书页翻动的声音如孤独
之歌，在宇宙中回响，引领我走向未知，思考人类在宇宙中
的意义。

文字如流星划过黑夜，点亮了思绪的方向。刘慈欣的
散文作品透过深邃的文字，探讨科技与人性的交融，希望与
绝望的碰撞，以及面对未知的勇气。这些文字如音符般，振
奋心灵；如星星般，照亮前行之路。

在书中，我漫游宇宙，目睹星球的崩溃与新生，见证人
类的坚韧与智慧。这是一场关于生命意义和自我探索的壮
丽演绎，它如交响乐，将时间与人类的坚持融为一体。

周末时光，如奶茶、深夜电视剧和文学氧吧，让我在宁
静与激荡中，品味生活之美与文学之深。愿这时光永恒，如
美妙旋律，在记忆的年轮中缓缓流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