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赘言
□ 宋一良樱花小镇赋

□ 刘宗德

成年人的时间
□ 夏春燕

樱花小镇者，昔嘉兴之古镇，今平湖之钟埭也。其址
位邑之西北。壤接三县，史历六朝。盛唐诗风、北宋禅
寺、明代茶花、清末民居，底蕴深厚，历史古老。欸乃小
舟，古朴石桥，居宅枕河，棹歌水调。

如今钟埭天人和谐，生机盎然，农文旅融合焉。尊
师重道而文明萃秀，见贤思齐而民风醇美。恭仰芳
徽，徐石麒忠心报国、气贯长虹；诚瞻雅范，冯汝弼两
袖清风，一襟明月。文化多元，千年梵呗续响；饮水思
源，革命遗址敬存。传统习俗，安抚游子乡愁；创意庆
典，主客文化交流。祖传美食，水乡风味隽永；莲湘俚
曲，本地英才传扬。治污去劣，清流潺潺；拆违治乱，
田园葱茏。樱花公园应运而生焉。随宜设景，原川埠
岛；错综分列，塔阁亭桥。长风塔耸，唐风昊昊；凌樱
阁蹲，古韵韶韶。游客望远怡神，来宾登高抒抱。平
芜处曲径通谧，路穷时别有洞天。春和景明，草千种
而一碧；淑气氤氲，树万花而齐芳。粉嫩绯红、团团簇

簇者，樱花也；红艳俏丽、挺然独秀者，茶花也。众芳
竞妍，万树窈窕。千般姿态，万种风骚。游人徜徉花
海，漫步奇境；头顶彩云冉冉，脚底落英缤纷。如梦如
幻，如歌如诗。似登蓬莱，心醉神驰。

美哉钟埭，洵乃美丽乡村之卓荦者也。

庚子暮春

赋中相关注释——
钟埭古名钟溪，与嘉兴市王店、新篁、新丰合称嘉兴

四大镇，1958年划属平湖。
壤接三县：钟埭位于平湖与嘉兴、嘉善交界地区。
史历六朝：相传公元907年至960年，有钟姓聚居于

此。自唐起，常有达官显贵来此隐居。
徐石麒（1577-1645）：字宝摩，世居钟埭画水浜。明天

启二年进士，授工部营缮司主事，清廉正直，嫉恶如仇。崇

祯十七年明福王授右都御史，受马士英排斥辞职。清顺治
二年，集嘉兴民众起兵抗清。城破，从容着朝衣自缢。

冯汝弼：字惟良，号佑山，明嘉靖壬辰（1532）进士，授
行人，迁工科给事中，奉命督工，严惩盗窃，杜绝奸弊。任
常熟知县，廉政惠民，严惩强梁。回乡后，首创筑平湖城，
寇至，城赖以安。热心公益，捐财修水利、赈饥贫，入乡贤
祠。钟埭立像并建佑山公园以志纪念。

千年梵呗：境内有宁国寺，宋治平元年改名圆通寺，
每年举办水陆法事。梵呗：佛教音乐。

革命遗址：1945年10月新四军浙东纵队二支队独立
二旅司令员何克希等曾借宿钟埭北塘街4号，于此商议
北撤事宜。

樱花公园：面积约57000平方米，种植绿樱、中国红
等12种樱花。

长风塔：仿盛唐风格，塔高33米共7层，塔名据唐诗
“长风破浪会有时”诗意。

芦浦词章咏千年，盐溪渔唱响连天。
顾家诗文全又高，豪墨洒处皆经典。
本邑东乡沿海地区清时朱鼎镐、山凤辉相

约而撰《芦浦竹枝词》，周光瑞撰《盐溪渔唱》，
顾鸿熙、顾长清、全墀和高权合撰《黄姑竹枝
词》，其共同点是在爱乡情怀下绘时景、抒时
怀、咏时物、叹时就、述时俗、遂民意、观时尚、
崇先贤……这也为后人挖掘当地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探寻沿海地区风土人情及其民俗事
象，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线索与启示。

本书主述东部沿海地区四季廿四节气，与
其有涉之本邑现代节日或纪念日插在各相应节
气章节之后，每季中的特殊气候时令和传统节
日也附在各相应季节之后。余努力谨循先人咏
俗歌乡之遗风，站在现代文化与传统文脉之契
合点上，反映当地古今民俗民风与时令时尚之
亮点，以推介海洋文化之时势价值。各篇章均
以时间为序排列，以方便阅读。

海洋文化是本邑远古文化中的精髓，周时
便衍生出堪称本邑经典的盐文化，秦时大兴，明
时达至鼎盛，与本邑经济社会文明及其发展息
息相关，且大都事关本邑大局。本邑古时大部
分财政收入亦依赖于海洋经济特别是制盐业，
而现代则是“金平湖”面向深蓝走向世界的桥头
堡。在时令节气与民俗文化方面，沿海地区与
本邑内地大同小异，其差异主要表现在——

气候。从严格意义上说，沿海地区从独山
至上海市的金山，自成一个海洋性地域小气候，
虽也多雷暴风雨，但正常年景多雨过即干，故多
干旱、少渍涝，因此往往会与内地呈现两种截然
不同的情形：内地正抓紧排水抗洪，而沿海地区
却在拼命灌溉抗旱。解放以来，除了1954年因
特长黄梅雨季致使大涝、1995年因自去秋起雨
水连绵至春季而造成大面积春花作物减产外，
其他年势鲜有为害性洪灾或渍害。有传说金山
是从独山分出去的，这是否跟其自成海洋性地
域小气候有某种渊源呢？民俗不等于科学，但
不等于民俗不科学。个中情由虽然大多是心照
不宣的，但无可否认的是，民俗文化是一种极具
力量的“软实力”。

民俗文化。沿海地区的先民来自五湖四
海，融合了多方风俗，且比内地多了一种由海洋
文化衍生出来的特有的海派风土人情和行为习
惯包括行事风格，在本邑民俗文化中独树一帜。
旧时，这里的人们在每个节恳（廿四节气、节日、
诸神生日等）都要拜祖祭神或踏郊踩野遥拜祖
宗、先贤，怀古思乡，还有一些特有的时节食俗，
也作为一种地方性符号滋润着一方水土，后随时
尚大流渐渐淡化或融入相关节庆日。在沿海东
部地区，自2005年下半年起，据统计，来自全国
23个省市自治区的青壮年同胞就逐渐超过了当
地原有居民的正劳力，而随着独山港区的开发建
设，越来越多的外来同胞成为其开发建设的生力
军。本书在每个篇章都以本邑古时比较时兴的

“四句头”为引，辅以相应的农谚俗语和传说，并
插入一些易懂的方言，用以揭示当地特有的气候
特征和民俗事象，原意是想以一种新型的书写形
式，方便人们阅读与检索，并给人以阅读的愉悦，
为人们通晓那里的时令节俗，尽早融入其有容乃
大、海纳百川般的第二故乡的“水土”提供便利。

东部沿海地区是平湖第一位中共党员和第
一个中共地下组织、第一个红色农民革命武装
及第一个地方抗日武装力量的诞生地，也就是
在那里打响了浙江抗战正面战场的第一枪。如
今，更是新时代“金平湖号”巨轮扬帆起航的地
方，深厚的远古民俗文化和近现代红色革命文
化底蕴，激励着一代代的“海上人”走在了时代
发展和为实现各个不同时期“金平湖梦”的最前
沿。大量外来同胞的融入，使沿海地区的民俗
风韵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虽然努力以先人的
贤行为循，但本书也只能算是对古往今来的沿
海地区时令节俗作一概述，如对人们认识并乐
于参与沿海地区创新立业创优而有所裨益，当
于愿足矣。余之成书，惟念宋友祥、姚根余、周
新梅、朱照清、朱善良和我二哥宋一明等前辈与
兄长们对我的从小灌输，今又幸得倪俊龙、陈仁
余两兄长携助，五内为感！由于本人学识有限，
加之沿海与内地、本邑东部与西部地区在气候
与风土人情等方面的些许差异，因此定有许多
不尽人意之处，恳请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西天不亮东天亮，北风施度南风墙。
孤峰伫立昭禅意，浪刚潮处是吾乡。
在平湖东乡沿海地区人们的血脉里，流淌

着先人们思乡念故和奋发图强的基因，因此他
们始终有着非同一般的爱乡情结；爱乡、颂乡，
以自己的家乡为傲，且想方设法也要为家乡留
下点什么。如今，身处一个好时代、脚踏一条康
庄道，我们是否也该做些什么？吮吸着浩瀚如
海的民俗文化滋养，勤劳智慧、敬业文明的平湖
儿女，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指引，定能在“红船精神”的激励下，为实现新
时代的“金平湖梦”，而高扬起“金平湖号”巨轮
的风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注：宋一良所著的《平湖沿海地区时令节
俗》近日已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平湖沿海地区时令节俗》

外面的阳光慵懒地窝在午后暖洋洋的窗台上，穿过
玻璃窗里的枝枝叶叶，又在雪白的地砖上投射出斑驳陆
离的暗影，这是个仲春时节响晴响晴的日子。

开学延迟，再次延迟，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这样过去
了。那些日子，几时开学的问号长久地在心底里盘旋横
亘，成了这个春天最大的悬念。但不管病毒如何肆意张
狂，不管抗疫如何旌旗猎猎，时间的脚步却从来有条不
紊，照样一天一天地过去。

足不出户的日子，曾无比期待这个春天的来临，却又猝
不及防于她的乍然到来。连日的阴雨冷冽倒也不觉得什
么，这几日天气一放晴，气温节节攀升，方觉春日竟已很深。

今晨翻看朋友圈，读到凌晨有一朋友在朋友圈发的
一条状态——“论一杯奶茶的威力”，后面跟了三个无奈
笑哭的表情。我在下面留言“老了吧”还带着一串奸笑。
不一会儿她回过来：“不是熬夜是年轻人的生活嘛！”我不
依不饶地回复：“被动熬夜可是老年人的专长啊！”她秒
回：“一针扎心不见血。”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仿佛就是那么一个瞬间
的事情，已经到了喝一杯奶茶都要失眠的年纪。我记得
还是不久之前吧，原先在我的人生字典里是没有“失眠”
二字的，头一碰枕头就能睡着，早上闹钟闹过不知道几巡
都醒不来是常事。就仿佛跟这个猝然到来的春天一样，
乍一回头，发现年纪也已经在不知不觉地攀升到了人生
的另一个阶段。

到底是几时开始老去的？我不知道，我一直感觉自
己还是那个刚走出大学象牙塔涉世未深的大学生，但掰
指一算：踏上工作岗位已经整整十一年了！细思恐极：这
些年到底是怎么过去的？时间到底去哪儿了？

感觉还没好好地长大，就在悄悄地老去了。
我曾觉得时光可以很慢很慢，慢到自己有很多很多

的机会，可以读很多很多的书，可以去学习很多很多的东
西，可以去实现一个又一个的梦想。但突然在某一个熬
夜加班赶制一篇论文的深夜发现：夜其实很短很短，即使
文还没写好，天色却已然亮起；我也曾在疫情宅家的日子

里热情满满地学做美食，做着做着发现，原来时间可以快
到一天只做一顿美食；阳光烂漫的日子，我喜欢把满阳台
的花一盆一盆搬到外面去晒，结果发现搬出一趟待坐在
阳台里发会儿呆放空一下自己，落日沉沉的余晖又洒满
天际，又到了该搬进来的时候，这一天又算过去了……

我是多么希望，今天这样的太阳永远不要落下。可
写完这篇文章，我想这一日又将是行之将尽。再光芒万
丈的太阳，它也会落山；再烂漫的时光，它也总要落幕。
时间呵，你可不可以慢慢走……

停课在家的日子，时间变得琐碎也匆忙。就在不久
前，我曾在心里狠狠下定决心：我要好好利用这段时
间，写点东西吧或者多读些书吧抑或多练几个钢琴曲
子也是好的。可是，早上睡个懒懒的觉，起床做早餐吃
早餐听网课，听好课布置完作业已经到了烧中饭做菜
的时间，下午批作业、催作业、备会课、讲评作业……一
晃就来到了该晚饭的时间，收拾停当又该洗洗弄弄，待
到儿子喝完奶讲完故事他终于睡着，终于有属于自己
的时间了，终于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掏出手机
一看：呀！时间已经 22：00！刷刷手机、逛逛朋友圈，时
间短促得一个恍惚又将近凌晨，舍不得睡呀，但没办法
再不睡明天又得顶着两只熊猫眼浑浑噩噩了，做事这
件事还是留到明天去做吧！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想起很多年前读书的时候读过的一篇课文——《匆

匆》里面的一句话：“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
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

年少读它的时候不懂得其中的深意，总以为时光是
可以肆无忌惮地挥霍的。待到读懂它的时候，自己已经
回不到那个可以有大把时间挥霍的年纪了，抓不回这么
多被自己弄丢的年月了。

所以，经常的，我会去想，如果时间可以重来，我会怎
么做？我想我要去多学习一些知识，多读一些书，多做一
些有意义的事情……

可是，这世上，从来都没有如果。

如果有如果，去买一张知道了答案的彩票倒也是不
错的选择，呵呵。

算了，多想无益。就在今天，让我写下自己此时此刻
的所思所想吧。待到若干年后，这何尝不是我老去的生
命当中再也回不去的曾经？

深以为是，以为记，以为念。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想起这样的
诗句，是因为那天去郊外看杏花，空中飘起了细细的雨
丝，正值桃花怒放之际，前来游园的人兴致不减，花在树
上，人在树下，仿佛行走在一幅美丽的画卷中。这醉人
的春景，让我想起故乡的花和树，以及那些和花、树有关
的人与事。

童年的醉花阴。那时，隔壁的小雷家，院子里有一棵
杏树。每年春天，似乎我们刚甩下笨重的棉衣不久，它就
羞羞答答地开始报春，一朵朵粉色的花朵悄然开放时，我
和雷子、小娟会一起在树下狂欢。我们把过家家的玩具都
搬来，摘下几朵杏花放到小碗里，假装烧火煮饭的模样。
等到“饭”煮熟了，我和小娟怂恿雷子第一个吃，他吃一口
杏花饭，皱了一下眉头，嘴里却说：“好甜！”我和小娟尝过
才知道上了当：杏花是苦的！这小小的骗局影响不了我们
玩游戏的兴致。当时电视里正热播《武松打虎》，我们开始
以水代酒，假装喝醉了的样子，还要像武松那样打一套醉
拳呢。多年后，雷子和小娟的模样渐渐模糊，记忆里的笑
声，有时还会在耳边响起。

难忘榆钱饭。童年时，村里人的日子多数过得拮
据，冬天的餐桌上，除了窝头就是红薯，人人都渴盼春天
的到来。因为，春风一吹，过不了多久，榆树上就会长满
一串串肥嘟嘟的榆钱。那时村子里似乎到处都是榆树，

房前屋后，满树的榆钱任你采摘。我最爱吃母亲做的榆
钱饭，可她常常忙得腾不出空去摘榆钱，我总是厚着脸
皮，跟在那些会爬树的男孩身后：我替他们抱衣服，替他
们看着篮子……当然，他们也会在我的竹篮里装满肥美
的榆钱。

榆钱拿回家，母亲把它们洗干净，等到水沥干，拌上
玉米面和白面，放到锅里蒸。母亲烧火时，我就在旁边
剥蒜，捣蒜，等到榆钱饭蒸熟，母亲用翠绿的葱花炝油，
把滚烫的油浇到饭里，再用筷子搅拌均匀，姐姐给每个
人都盛上一碗榆钱饭，我迫不及待地在自己的碗里浇一
勺蒜汁，感觉别提有多美味了。如今，我仍然钟爱榆钱
饭，却难以寻觅到榆树的踪影了。有时，我跟女儿讲起
这道童年的美味，她追着问，那到底是什么味道？我也
说不清，大概对于贫瘠的童年来说，那就是春天最好的
味道吧。

山楂树下的故事大王。奶奶家院子里有一棵山楂
树，春天时树上的花朵又小又密集，仿佛簇成了一片洁
白的云彩，十分好看。那时，爷爷在劳作之余，喜欢坐在
树下吸烟，我和表妹常常爬上他的膝头，听他讲那些古
老的故事。我记得当时听过的好像有田螺姑娘、牛郎织
女……其中最恐怖的就是关于蛇精的故事，大意是说一
个小孩子总喜欢骗人，后来得罪了蛇精，被它吃掉了，听

完吓得我好几天晚上不敢出门。
农忙的时候，爷爷顾不得再给我们讲故事。他说：

“你们可以自己编故事，我讲的这些故事，也都是别人编
的。”那时，我已认识了一些字，家里有从庙会上买回来
的《故事大王》，我干脆凭着自己的记忆和想象力，开始
大胆地“编”起来，经常绘声绘色地给表妹讲：“从前啊，
有一个财主……”

没想到，我的故事不仅表妹爱听，邻居家的小伙伴们
也常常被吸引来，我竟然成了他们心目中的“故事大王”，
山楂树下的故事会，一直持续到我们小学毕业。有时，爷
爷也会听我讲故事，一边听一边眯着眼睛笑。童年的这段
经历，此后竟然影响了我的一生。因为，多年以后的我，一
直从事文字工作，真正成了一个“讲故事的人”。

时光匆匆，流年易逝，人到中年的我，常常怀念那
些旧时光，怀念那时每天在同一棵树下玩的过家家游
戏，怀念那时一个故事反复听也不厌倦，怀念那时小
伙伴们的笑声和爷爷的大烟袋……也许岁月之美，就
在于它必然的流逝，而我们怀念旧时光，不是因为那
时的一切都很完美，我们怀念的是那时熟悉的人、花、
树，有一天不经意间回眸，它们早已经定格为记忆中
最美的碎影，那熟悉的温暖，是岁月永远的深情，不思
量，自难忘。

春天的流年碎影
□ 张军霞

在春暖花开的时节，我最爱的野蔬，非草头莫属，尤
其在生煸后，翠绿带爽，鲜嫩异常。

基本上，植物的嫩叶，大多生长在茎或枝的顶端，因
而在吴方言中，凡嫩叶或嫩芽，都可以叫做“头”。而此
所谓草头，乃苜蓿的嫩叶；苜蓿叶片岐生，即由三片小叶
组成复叶，故亦称“盘岐头”。又，它开金色小花，别名为

“黄花菜”。究其实，原产地在欧洲，多充牲畜饲料的苜
蓿，据《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俗嗜酒，马嗜苜蓿，汉
使取其实来，于是始种苜蓿。”可见，将苜蓿种引入中土
的，乃汉朝的使臣。本不详其姓名，但《述异记》直接点
出：“张骞苜蓿园在今洛中，苜蓿本胡中菜，骞始于西国
得之。”奇妙的是，它初春抽芽时，人们采摘而食，等到时
间一过，嫩叶变老菜皮，由于不堪食用遂成马饲料了。

南宋林洪《山家清供》一书内，记载了一个吃苜蓿的

故事，题为“苜蓿盘”，很有意思。原来，唐玄宗开元年
间，东宫（太子所居之地）的官员们生活清淡，没啥油水，
时任左庶子薛令之（字君珍，号明月先生，乃福建第一个
考上进士者）有感而撰诗，云：“朝日上团团，照见先生
盘。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饭涩匙难滑，羹稀箸易
宽。以此谋朝夕，何由保岁寒？”皇帝到了东宫，遂题诗
于其旁，写着：“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见此二
句，知道天子讥诮，心中惶恐不已，马上辞职归乡。同为
福建人的林洪，未知苜蓿为何物，后因特殊机缘，得其种
子及种法，当然包括吃法，于是写道：“其叶绿紫而灰，长
或丈余。采，用汤焯，油炒，姜、盐随意，作羹茹（即食）
之，皆为风味。”末了，林洪发表观点，声援同乡先贤。
说：“这东西不差呀！何以薛令之如此厌苦？能任东宫
官僚，皆为一时之选，而在唐朝时，贤士见于篇章，一般

都是左迁（即降职调动），令之以诗寄情，恐怕不在此盘
（苜蓿盘），而在不太得志，乃兴‘食无味’（注）。玄宗贵
为天子，竟然用诗讽刺，实在很不厚道。”代发不平之鸣。

以苜蓿入馔，古人常做羹汤，近则风行炒食。当初
春抽芽长叶时，人们每摘嫩叶为蔬，上海名菜“生煸草
头”（又名“酒香草头”）即是。做法不算困难，却窥厨师
手艺。其法：先将草头洗净，入沸水略滚即捞起，沥干；
炒锅内置猪油（可以花生油、苦茶油替代）少许，再把草
头入锅，加入适量盐、糖，于起锅之际，喷白酒即成。但
见色泽碧绿，食味嫩而清鲜，颇能适口充肠。

草头腌渍后，即腌金花菜，是下饭好物，亦能解馋，
人称“不咸不淡制得鲜……喜咬菜根味”。此物尚有食
疗功效，据《本草纲目》记载：“苜蓿……利五脏，轻身健
人，洗去脾胃间邪恶气，通小肠诸恶热毒。”好处莫大焉。

生煸草头春气息
□ 王东梅

望春 彭正海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