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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岩湾
◎彭岗利

初识岩湾，她安静、淳朴、
低调 ；再见岩湾，她大方、靓
丽、奔放。

前两天，偶然看了朋友
转发的洋芋搅团视频，不由
得想起了永刚兄弟于多年前
在凤县河口镇岩湾村工作时
写的《洋芋搅团》，大概流程
为 ：一 洗、二 蒸、三 去 皮，四
碎、五 碾、六 捣 黏，七 调、八
嚼、九下肚，十碗、十一碗吃
不烦。文笔细腻，乡村气息浓
郁，很有味道。

在这之前，我没有去过岩
湾，对岩湾印象模糊 ；在这之
后，我有了想去岩湾的想法，
可能是想去看一看他工作过
的地方，抑或是自己真正想去
那里打一次洋芋搅团，品一次
人间美味。

走宝汉高速，从宝鸡走
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到岩湾。
岩湾街西去一里地，有一座
山叫李家山，山下车道河悄
悄淌过。这一山一河，成了岩
湾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李家
山是岩湾的一个自然村，人
口居住相对分散，土地资源
丰富，被岩湾街的村民视为
菜园子、后花园。春季一到，
大家都各自忙活起来，种地
膜玉米、地膜洋芋、架豆等。
我爱这里的初春，上山挎个

篮子，边走边欣赏田园风光，
折返时能在路边，掐满满一
篮子苜蓿。人只要勤劳，大山
会馈赠你意想不到的一切。

黄色的金银花、蓝色的兰
花、白色的栀子花……五颜六
色的野山花堆满了整个李家
山，夏季这里色彩最丰。我喜
欢到这里做客，想把自己熏染
熏染，让自己也蕴含一点自然
的风雅。

车道河又名中曲河，系汉
江支流褒河上游，水流湍急、
水力资源十分丰富，过去有岩
湾水电站建于此上。岩湾因车
道河过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
湾而得名，也流传了很多传说
故事。岩湾的群众，居住在车
道河的两边。生活在秦岭腹地
的人们，基本上都是绕水道而
居，乡村产业也都是借水道而
发展。大鲵和林麝养殖是这里
的特色产业。

养 殖 大 鲵，俗 称“ 娃 娃
鱼”，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90 年
代。大鲵喜欢清洁凉爽而流动
的水，栖息于 3℃至 20℃的水
中，蟹、蛙、小鱼小虾等鲜活动
物都是它的最爱。2010 年之
前，岩湾人工饲养“娃娃鱼”不
少于 20 家，一水瓢“娃娃鱼”
的幼崽价值 10 余万元，让很
多村民富起来了，后来又迎来

了林麝。据统计，岩湾 30% 左
右的群众家里都养殖林麝，不
仅林麝为单个家庭增加了收
入，饲草种植、饲草采摘更为
500 余名农村剩余劳动力提
供了赚钱的机会。

乡村振兴，首在产业振兴，
只有产业兴旺，乡村才能有源
源不断的活水。岩湾，自然环境
得天独厚。沿车道河向北五里
地，曲家沟就坐落东北边，西北
边是贯沟。村民两沟分道而居，
海拔等高、气候相似。从沟口到
沟里最深处，步行大约一个小
时，沿途植被苍翠、天蓝云白、
河水潺潺，掬水就口，好不惬
意。曲家沟的深处草甸碧绿、席
地而坐，令人心旷神怡。站在贯
沟奇峻的山巅，清清嗓子，回响
彻谷。

近年来，通过招商引资，
曲家沟的民宿发展迅速，一切
都是农村原始的模样，没有高
楼，没有青砖红瓦，只是对土
木结构的老式房子进行了改
造提升，真正的农村四合院。
家庭组团旅游，享受阳光、享
受山水、享受自然……这里一
切正好。

如果说曲家沟、贯沟的美
还带有人间烟火，那马头滩的
美才是画里的美、原始的美。马
头滩是车道河的发源地，位于

秦岭主峰，原始森林茂密，负氧
离子含量丰富，是有名的“天
然氧吧”。去马头滩休闲旅游，
不能不尝这里的“百花蜜”，尝
上一口，让人甜到心口、醉到心
头。早晨，可以到马头滩登高，
看火红的日出，观云阔览山河；
中午，可以到马头滩草甸，欣赏
高山风电，领略天高地迥 ；傍
晚，可以到马头滩宿营，仰望星
辰大海，触摸沧海桑田。

人们常说，靠山吃山，靠
水吃水。近年来，岩湾人借势
做起了“山水”文章。高标准规
划编制了凤县岭南农旅融合
产业示范园项目，其中滨河
路、岩湾街区改造提升，游客
接待中心、2 栋商业步行街综
合楼等已建成投用，李家山三
处民宿群正在进行装修。项目
建成后，将进一步促进人流、
物流、信息流等要素向岩湾集
聚，全面带动岩湾区域产业结
构调整、乡村产业布局，辐射
带动岩湾高速沿线文化旅游
和特色产业发展。

过去，岩湾人从没有想过
这里还能通上高速公路。现
在，宝汉高速这条巨龙横跨整
个岩湾区域。未来，岩湾一定
会乘着这条巨龙，腾飞在群山
云雾间……

 

在尖山沟
◎许丽子

起初，也许你只想找个
地方摘些洋槐花，然后回家
蒸个麦饭、烙个煎饼，或者包
顿饺子。但你的脚一踏进尖
山沟，这个距离宝鸡市区最
近的自然风景区，那散发着
沁人心脾的花香、草香、树香
的泥土小路，那婉转的鸟鸣
声，那潺潺的流水声，就会让
你如痴如醉、欲罢不能。让你
的脚再也收不住，不知不觉
就手脚并用地翻过了挡在前
面的庞大的乱石堆，顺着野
花野草掩映中的蜿蜒野径信
马由缰，攀爬、深入，直到那
山谷的深处、更深处。

在这原生态的山沟里，
没 有 导 览 图，没 有 车，没 有
台阶，没有扶梯，没有小桥，
没有手机信号，甚至没有路。
但少了这些方便的同时，你
也就同时避开了机动车的尾
气，避开了人群的喧闹，避开
了凡尘俗务的叨扰，避开了
条条框框的束缚。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感到
寂寞 ：这里有茂密的原始冷
杉林、红桦林 ；有喧闹的小溪
水，像可爱的小狗般，一会儿

跑到你左边，一会儿跑到你右
边 ；有缠缠绕绕的藤蔓来热
情地牵扯你的衣袖 ；有大片
大片的云朵在群山的驼峰上
漫游 ；有五颜六色的蝴蝶在
你面前飞来飞去，争先恐后地
要给你带路 ；有瀑布在悬崖
边飞流直下三千尺，或在平坦
开阔处铺陈出大小不一错落
有致的杯盘碗盏……

在这里，你不必担心弹
尽粮绝、忍饥挨饿，那隐藏在
翠绿的灌木丛中的羊奶奶浆
果，红玛瑙般晶莹透亮、酸甜
多汁，足以让你消饥解渴 ；
捋一串胖嘟嘟的洋槐花塞进
嘴里，则会让你肠胃饱满、唇
齿生香。

在这里拍照，你不必费
尽心机去选择角度、权衡焦
距，因为在这“野芳发而幽香，
佳木秀而繁阴”的童话世界，
360 度都有触目皆绿的绝美
背景，远、近、高、低，都洋溢着
蓬勃旺盛的生机和活力。

如果你忘了带登山手杖，
也不要紧，折一截粗壮的灌木
枝条便可解决问题 ；如果你
没带坐垫，也没关系，随处都

有洁净的石头给你当桌当椅，
更有那挂在大树上的藤蔓给
你当秋千和吊床。

“摸着石头过河”，这个
以前在书本上常见的句子，
如今你要在这里反复实践。
溪水不深，但水流湍急，水面
很宽，而且没有桥，每走一段
路，你就得从河的这头跨到
那头。胆子大的，你就从一块
石头上直接跳到远处的另一
块石头上，展示一下身轻如
燕、飞檐走壁的功夫。胆子小
的，你就小心翼翼地试探着
闪转腾挪。无论怎样，当你踩
着石头涉过一条又一条溪水
时，你的心情会由紧张到放
松，体验新鲜刺激，感受小小
的成功带来的快乐。

也许你在沟里走上多半
天都遇不到一两个人，但你却
能时不时地感受到曾经来过
此处的先行者们留下的友爱
和暖意 ：搭在小溪中的石头
中间的一根粗壮的圆木，凿在
陡坡上的几个深深的脚窝，结
实地绑在峭壁上的一段绳索，
歧路多的地方系在树上指示
正确方向的一个红布条……

沟 里 水 声 潺
潺，飞 瀑 流 泉
不 计 其 数。
每 一 段 艰
难 跋 涉 之
后 都 会 有
奇 美 的 风
景 让 你 惊
叹、让你欢
呼。你 在
两 块 巨 石
对 峙 的
天 然 石
门 前 流
连，在 一
大片野花
丛 中 看 蜂
飞 蝶 舞，在
清溪边静坐听
水声喧哗鸟声婉
转，在谷鸣山应的
瀑 布 前 仰 起 面 孔 接
受从天而降的飞珠溅
玉的热烈亲吻……

在 尖 山 沟，沐 绿 风、嗅
花香、食浆果、听流泉、望飞
瀑，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无穷
馈赠，任你是谁，都会乐此不
疲、陶然忘机！

煤油灯
◎尚海军

椒芽锅盔
◎王新宁

万 物 并 秀，草 木 葳 蕤。
这 是 个 尝 鲜 的 季 节，同 事
给了我一些从自家椒园采
摘的新鲜花椒芽，说可以做
馍。对 一 个 吃 货 而 言，
美食岂可辜负。说
干就干，下班回到
家，我 便 开 始 动 手
做椒芽锅盔。

将花椒嫩芽淘洗干
净后先控水，用温水加酵
母和上一块面团放到温
暖处醒发。在这期间熬上
粥，再准备一些时令小菜。
半小时左右，面已发好。电饼
铛预热刷油，将发好的面团
揉光后，再擀成薄薄的面
饼，刷上食用油，均匀地
撒上食盐和五香粉，
再将切碎的花椒嫩
芽铺满厚厚一层，之
后将面饼沿着一边紧
紧地卷成一个面团，
压扁后再擀成稍厚
的饼坯。随后将面饼
平铺入电饼铛，几分
钟后，厨房就飘出诱人的椒香
味，再将面饼翻面，烙至两面
金黄时便可出锅。  

椒芽锅盔趁热吃味道最
好，外焦里酥，鲜、香，还有些
许的麻，美美地咬上一大口，
带给味蕾的是非同一般的美
味享受。再配上一碗熬到软
糯香甜的南瓜小米粥，一碟
香椿芽拌豆腐，我便觉得生
活十分美好，自己也算得上
是个幸福的人。

花椒芽除了可以烙饼，
还可以制作花椒芽菜酱，可
长时间保存 ；用来夹馍或者
拌面吃，也别有一番风味。

说实话，我并不喜欢花
椒那过于热情的椒麻味，除
非是做辣子鸡，或者做臊子
面炝锅要用几颗花椒，平时
做菜几乎不用花椒。几年前
买了一斤大红袍花椒，至今
还没吃完。但对于椒芽锅盔，
我虽是第一次做，也是第一

次吃，却已经喜
欢上它的味道。喜
欢它既不过分浓郁，
也不寡淡无味，浓淡相宜，
恰到好处。就像是与人交往，
七分便好，既不逾矩，又不疏
远，这样的关系才令人舒服，
也才能走得更远。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
心。终其一生，我们都在努
力找寻幸福。其实，有时候
幸 福 并 不 在 远 方，而 是 在
我们心里和身边。听一首优
美的音乐，读一本有趣的小
说，看一部精彩的电影，做
一顿可口的饭菜，来一场说
走就走的旅行，谈一场轰轰
烈烈的恋爱……都是幸福
的 体 验，都 会 带 给 我 们 愉
悦、满足、踏实的感觉。这，
就是人生最简单、最平凡、
最真实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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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老家看望父母，在清
理老屋杂物时，意外地发现了
一盏积满灰尘的煤油灯，勾起
了我对那段悠悠岁月的回忆
和遐想。

煤 油 灯，是 一 盏 陈 旧
的灯火，见证了祖辈们

面对艰难困苦坚韧不
拔、勇于向前的拼

搏精神，照亮
了那些贫穷
而又温馨的
日子。

家 里
的 煤 油
灯，高 约
12 厘米，
主 体 是
一 个 上
小 下 大
细 腰 大
肚 的 葫
芦 形 状
的 玻 璃

瓶。玻 璃
瓶的顶部

有 一 个 圆
口，圆口上

有 螺 纹，上
面 是 一 个 铁
盖子，在盖子
的 中 央 有 一
根筷子粗细

的 铁 管 用 于
穿灯捻子。灯捻子

穿好后，上面留出 2 至 3 毫
米，下面一直延伸到玻璃瓶
底端。把煤油装在玻璃瓶内，
灯捻从上面点燃以后，通过
捻子源源不断地把玻璃瓶内

的煤油吸上去，就可以供燃
烧照明了。

记忆中，煤油灯顶端的
火苗犹如一滴摇摇欲坠的大
水珠，用它微弱的光静静地
照亮着周围空间。房间里哪
怕有一丝风吹动，都会打破
火苗的宁静。它会左右摇晃，
但总是那么轻柔曼妙。

每天晚上，煤油灯点着
后，就 放 在 屋 里 靠 近 炕 边
的 桌 子 上。我 就 会 蜷 缩 在
灯 下，阅 读 连 环 画 或 书 写
老 师 布 置 的 作 业，经 常 会
熬 到 深 夜。小 小 的 一 盏 煤
油 灯，就 是 照 亮 我 成 长 道
路 的 明 灯。大 人 们 常 常 坐
在 炕 上 忙 着 活 计，说 着 居
家 过 日 子 的 柴 米 油 盐，说
着 老 人 们 的 身 体 康 健，说
着娃娃在学校的表现……
一 直 到 手 里 的 活 计 干 完，
这才在微黄而又温馨的亮
光中进入梦乡。

煤油灯相伴的日子，是
短暂的，又似乎很漫长。那灯
下，有我勤学苦读的影子，有
香甜可口的饭菜，有一家人谈
笑风生的快乐……那微黄的
灯光，仿佛在记录着那段难忘
而美好的生活。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随
着时代的变迁，煤油灯彻底
被电灯、节能灯取代，我再也
没有使用过煤油灯，但回想
起曾经的那一幕幕，感觉老
屋里浓浓的旱烟味和煤油味
便会扑面而来。那熟悉的气
息，不正是我魂牵梦萦的家
的味道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