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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

好像窥见了自然的神秘，地脉
深处的细胞开始萌发，它们积聚能
量，喷薄而出，暖暖的气流在地下暗
流涌动。寂静的远山，大片的田畴，
无垠的原野似乎在微微颤抖。恍惚
之中的尘嚣纷纷抖落，仿佛听到冬
虫苏醒伸腰展翅扑棱棱的声音。

惊蛰分三候 ：“一候桃始华 ；
二候仓庚（黄鹂）鸣 ；三候鹰化为
鸠。”就是桃花盛开、黄莺啼叫、燕子
飞来的时节。惊蛰，叫醒了春天，蛰
伏泥土冬眠的各种昆虫，钻出地面，
开始活动。抬头看天，冬日远遁，正

是春光明媚，蓝天白云，澄澈深远。
大地远山，好像刚刚洗过，空灵洁
净，纤尘不染，真实而生动。

春风吹拂，像羽毛一样轻抚，
原野呈现勃勃生机。当撩开一蓬一
蓬的荒草，看到微黄纤纤的嫩芽，感
受到的只有温暖，那是缓缓而来的
温暖、不急不躁的温暖、源源不绝的
温暖。草丛出现了蠕动的蚂蚁，它们
小心翼翼地爬行在一个个土堆间，
轻快而又悠闲。

大自然忽然间热闹起来。山，
手牵手，为穿上新绿而翩翩起舞 ；

水，悄悄荡起羞涩的涟漪，游鱼灵
动，惊出沉睡的青蛙 ；那些草儿、花
儿、鸟儿、虫儿不约而同地涌现，在
安逸的阳光里感受春天 ；燕子软语
呢喃，麻雀叽叽喳喳，天地之间，这
些自由的精灵在飞翔、歌唱。于是，
春天扑面的气息，就在空中弥漫、挥
洒、烂漫。

日 渐 油 绿 的 麦 田、翠 绿 的 草
地，那是田野的底色。桃花初红，李
花现白，樱桃花、杏花以及柳树的嫩
芽，也只是点缀。逐渐开出的，大片
大片的油菜花的黄，才是浓墨重彩
的重头戏。

惊蛰，叫醒了春天，从南到北
忙春耕。农具的添置和修整，田间除
草和果树疏花疏果。过去农具都是
木制品，像犁、耙、车、耖等，木制的
农具不如现在的钢铁牢实，用了一
年，必然多少有些松动和损坏，必须
进行修理。田间杂草开始疯长，若不
及时除掉，就会出现草荒苗的现象，
影响庄稼的产量。

对苹果、桃子、酥梨进行疏花
疏果，会减少落果，保持树势不衰，
保持稳产，提高果实品质。疏花疏果
一般人工进行，花蕾明显露出，花蕾
顶端显红后较为适宜，还要根据时
间、气候、花量、树势、品种、花芽、距
离、副梢、果枝等因素综合考虑。

我远离自己村庄久矣，却常被
她从睡梦中唤醒。或许，这也叫惊
蛰。村庄蛰伏于体内，原野游离于梦
境，这不是什么情结，是一种纠结。
无论走得多远，离开村庄多久，村庄
总在心中。当这个春风醒转时节来
临，我生命的时光穿越似水的流年，
灵魂细微的痉挛如同寒风中打了一
个激灵，让人冷不丁地醒来。

似乎所有的生命又重新焕发
出了生机，蓬勃生长。抓把泥土，芬
芳亲切。掬捧河水，岁月流淌，永不
停息。抚摸大地，绵软温柔，感受大
自然的脉动和心跳，无限的希望已
经挂在柳叶青青的枝头，春意盎然
的芳菲已经铺满人间。

难忘春耕
◎逯富红

农历二月以后，就是耕田播种的
好时机。对胸有成竹的父亲来说，不用
翻日历，凭经验和感觉，就能敏锐地意
识到，什么时候该干什么农活。

春日的空气里，到处弥漫着泥土
特有的清香气息，直入肺腑，沁透心脾。
不用刻意做吐故纳新的深呼吸，置身其
中，就能令人神清气爽，精神振奋。而此
时，圈里的牲口，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喂
养，也显得膘肥体壮，体力充沛。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
于晨。”对庄稼人来说，新年头上的第
一犁，自然也就显得极不寻常。

儿时每年此刻，东边的天空刚
泛出一丝微红，早起的父母，便赶上
牲口拉起农具，一路急行来到田地。
搭好套绳，备好耕犁。父亲在前，一手
把犁，一手扬鞭，催赶着牲口，奋蹄向
前。锋利的犁铧，在松软的大地上，翻
起一垄垄滚滚的土浪。母亲紧随其
后，左手挎篮，右手撒种。一粒粒饱满
的种子，准确匀称地落到垄沟里 ；只
等一场绵绵的春雨，吸足了水分之

后，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尽管操劳一生的父母，每年春

天，都会在满怀希望之中耕耘播种、
辛勤劳作，可并不是所有的年份，都
能如他们所愿，获得好收成。在旱涝、
冰雹等各种不期而遇的自然灾害的
突袭之下，歉收甚至颗粒无收的情
形，也时有发生。但不管遭受怎样的
打击和挫折，到了下一个春天来临
之际，坚强乐观的父母，却抑制不住
内心的激奋，依然迫不及待地干起活
来。毕竟，春天是孕育收获和希望的
季节。在他们看来，只要付出了，就问
心无愧，就一定会有所收获。

难忘春耕，这让我懂得了日子的
艰辛和不易。如今，年迈的父母，早已
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下地耕种了。春
天来临之际，他们最为关心的，不仅
是土地和种子，还有庄稼与收成。而
每当此时，我也会陪他们一起，走出
家门，来到广阔的田野，到处走走看
看。因为我深知，那才是他们念念不
忘、魂牵梦绕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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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最美逆行者”专题灯谜

1. 十载相思柳飘零，小女白头亦陶然

2. 放眼江面，绿草浮生

3. 横山对映夕阳出
魏建国 作

4. 老百姓首先做到一尘不染

5. 三排载誉柔姿美
丁  方 作

6. 东望美人亭前立
张宝文 作

7. 村头目送子分别 

8. 文王到后围墙拆

9. 双双入伍 

10. 皇后漂亮又温柔
谷银宝 作

11. 先驱悬壶济世方，且与世间报国心
李  毅 作

12. 眼瞅二女姿态美

13. 慢慢道来留芬香

14. 十二月至，伴侣献点爱心
马爱国 作

参与方法 ：本 期 谜 底 均 为 宝 鸡 赴
武 汉 医 疗 队 队 员 名 字，答 卷 只 写 序 号 和
谜 底。见 报 之 日 起 3 日 内 发 送 短 信 至 ：
13891771088（ 微 信 同 号 ）或 发 送 电 子
邮 件 至 ：411798771@qq.com。答 卷 务
必注明真实姓名、地址及电话号码。按猜
中 数 量 和 收 到 答 卷 时 间 顺 序，评 出 5 名
幸运读者，赠送精美纪念品一份。下期公
布谜底和幸运读者名单。

上期谜底 ：
1. 少聚会  2. 加油武汉  3. 不扎堆 4. 定

人定户 5. 持续人传人 6. 圀  7. 药品  8. 钟
南 山 9. 疾 控 中 心 10. 一 块 面 包 11. 曾 光 
12. 特别通道 13. 避疫气，令人不染

幸运读者 ：
李菲（宝鸡） 张琰佳（宝鸡） 周烨（西

安） 吴刚（黑龙江）梁民生（河北）

同题作联    挽“最美退役军人”王辉

悬联求对
出句：大野复苏，龙翔瘴散花含笑

（张  宇）

上期“悬联求对”应对结果

从警参军担使命 ； 
舍身抗疫践初心。                                （于聪社）

渭水流悲，护民罹难天滴泪 ；
秦山俯首，防疫耸碑日溅辉。                （李玉虎）

大义长存，渭水秦山铭壮史 ； 
青春不悔，八乡十镇奠英魂。                （蔡  哲）

五湖四海，皆惋英雄青春逝 ；  
万古千秋，俱铭疫难大爱留。                （张  茜）

报国付青春，活虎生龙，军功章上光熠熠 ；
为民洒热血，舍身战疫，绛帐城中意拳拳。 （吴岱宝）

下期“同题作联”联题 ：复工复产促发展

出句 ：

霜凝大地蕴春讯                              （周至人）

应句 ：

瑞洒长天盈鼠年                              （白  燕）

燕舞长空唱太平                             （张红莉）

水涨烟堤放梦舟                             （王小红）

斗转长空启日新                             （杨柳青）

雪搅冬云飞絮花                             （雷晓力）

月挂屋檐传燕书                             （何熙祥）

花放夜空别旧年                              （桑  拉）

燕语新歌颂雅风                             （杨权宪）

冰化清流漾柳风                             （华  芳）

鹊上枝头迎瑞年                             （于  萍）

雾散蓝天呈碧空                             （张建峰）

风透新芽染故园                            （张峰青）

狮舞中华庆国昌                             （赵小平）

梅绽新花迎鼠年                             （张  驰）

灯谜擂台
惊蛰叫醒春天

◎马科平

周文化浸润的西府，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这里的人做事细致细腻，
做起饭来更是“细发”。

西府，是对曾经的关中“三府”
之一的凤翔府的俗称，东府同州、西
府凤翔、中间西安府。当然历史上有
过多次变迁，也有其他几种说法。今
天人们所说的西府，基本是指宝鸡
及其周边部分地区。

西府这块土地的历史悠久、文
化丰富、内涵厚重，怎样形容都不为
过。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地方的饮
食更是大有说道。

要说西府饮食，无论是品类之
丰盛、风味之独特、滋味之鲜美，都
是上乘，要细论起来，虽汗牛充栋亦
不能概其全貌。于是乎，找一个切入
点，小心翼翼地提点其中的一个特
征，似乎才靠谱。

这 一 个 显 著 特 征 就 是 ——
“细发”。

“细发”，是陕西方言，大致意

思是认真、细致、
考究。

西府的几
样 代 表 性 的
饭 菜，确 乎

“细发”。
岐山臊

子 面。“ 薄、
筋、光，煎、
稀、汪，酸、
辣、香 ”，面
条擀制得细

密筋韧，筷头
挑 起 通 透 亮

光，食之耐嚼又
不 硬 生，十 足 的

手下功夫。至于那
一锅臊子汤，“煎煎活

活”的、宽足有余的、肉
油 汪 汪 的，“niania”! 那 醋

酸而不烈、那辣辣而不燥、那滋
味——必须要用西府话说，把人“香
的（ji）么”！再细数一下那臊子汤
里的菜肴 ：红萝卜——植物之根，蒜
苗——植物之茎，黄花菜——植物之
花，木耳——菌类，豆腐——豆制品，
鸡蛋片——蛋白质，外加燣好的肉臊
子，品类全乎不全乎？搭配科学不科
学？营养均衡不均衡？至于卖相，那
就是红、绿、黄、黑、白，五色斑斓，如
此的细致考究，不吃怎么能行！

天下“面皮”多矣，陕西有小麦
面皮、大米面皮及其热冷皆宜的各类
吃法，但都是蒸出来的，西府的面皮
却是擀出来的！擀面皮的工艺繁复
而考究，使人不由得思量西府人当初
是怎么发明出来的？独特的制作技
艺，制作出口感独特的“面皮”，吃法
也是细致讲究，口味酸辣出头，口感
筋韧特别。这个小吃红火了多少年，
原以为会继续按老传统吃下去，不想
有人琢磨出“擀面皮夹馍”的吃法，把
面皮夹在烧饼里吃，吃过的人连呼过
瘾，没吃过的一头雾水，此种吃法不
唯简单省事，而且面皮与烧饼同时

咀嚼下肚，又带来一种全新的味蕾体
验，这又是一种“细发”。

还有烙面皮以及“呱呱”，虽则
都是面皮家族一员，但更是一种衍
生与发扬光大，不能不叹服西府是

“面皮”王国。
西府还有一种在别处找不到分

号的小吃，谓之豆花泡馍。所谓“豆
花”，不难理解，介乎于豆腐脑与嫩
豆腐之间的豆制品，四川人也管这
种东西叫豆花。但西府人用它“泡
馍”，细发吧？做法更细发 ：把烙好
的锅盔馍用快刀切成均匀且薄厚讲
究的馍片，煮一锅热气腾腾的豆浆，
备一桶老嫩适当的豆花，之后，豆浆
浸透馍片，覆以豆花适量，再加入几
味调料、撒上生葱花，提神的是最后
浇一大勺红艳艳的油泼辣椒，这洁
白艳红的一碗便会摄魂。喝着热腾
腾的豆浆，嚼着软硬适度的馍片，吃
着不老不嫩的豆花，感受着油泼辣
椒的烧灼，咸辣香爨，味蕾欢喜，舌
尖舞动。一碗之中，豆浆豆腐齐备、
碳水充足、滋味浓烈，有营养有滋
味，这“细发”直让人赞叹。

还有一款“豆面糊”，则是用豌
豆粉炒制的“炒面”，熬煮熟后，加入
杏仁、芝麻，佐以食盐，再搭上炒制
的葱花，实在是香味盈唇。豌豆本
香，炒制后更佳，掌握好火候熬煮得
当，更兼以油葱花的点缀，就只拿营
养与滋养来讲，也是温胃理中、利于
消化吸收，实在又是细致、细心的

“细发”。
除过上述美食，西府还有几样

“干粮”。一是“文王锅盔”，看这名
字，就具有悠远的历史，不由崇敬。
相传当年周文王从岐山周原发兵
伐纣就是吃这个上路的。它的制作
工艺精细，素以“干、酥、香”著称。这
个据说始于文王时的锅盔，不似其
他地方的锅盔那般豪巨，却也比一
般的烧饼大出许多。它的特色在于
和面时加入了大油，并施之以小茴
香、芝麻等各味调料，做足了铺垫。

成品看似硬邦邦，实则酥香，冷吃
时可配臊子面互补，热一阵吃时更
是香味四溢。

二是“鹿羔馍”。听听这名字，萌
萌中有几分怜爱，先是加了许多可
爱之意。鹿羔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唐代，早先叫“柱顶石馍”，因其形状
像缩小版的关中民居的“柱顶石”。据
说当年武则天来扶风法门寺看到此
物，食后大喜，便赐以鹿羔印章加盖
图案，名之以“鹿羔馍”。国人惯以昔
日皇家好事好吃者命名食物，当是
乐趣，无须辨其真伪。笔者倒是觉得
此物如此命名，当是因“鹿羔”吉祥可
爱。做鹿羔馍的工艺更值得夸赞，要
选用上乘的麦面，加入油、糖、调料粉
等佐料，下功夫和面，精心烙烤，成品
外形美观，香味四溢，未入口时先闻
香，入口后香甜酥脆，吃后余香在口。
且因其充分焙干水分，故而可久置不
坏。如此说来，可能是军粮因素居多，
只是这款军粮，比较其他军粮的粗放
豪迈，又显现出“细发”来。

西府还有许多好吃的，而且十
几个区县各有特色、各具特点。但有
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选料的考究、
制作的精良、搭配的合理和营养的全
面，这些食物吃起来不一定很惊艳、
不一定很刺激，但一定很舒心、一定
很“茹法”（舒服）。一定会让人感觉贴
心、细心与放心，一定会被称赞——
真是“细发”。

西府这一方土地肥沃滋养，这
里的人文特征更是朴实、务实，如此
这般，它的食物怎么能不“细发”？

有机会，请你来亲身感知一番
西府饭的“细发”。

西府，一个好吃的地方、好看的
地方，去了不想走、走了还想去。

周秦风

李小洛 诗画

细发的西府饭
◎张同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