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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核桃花
◎段吉文

每年到四月前后，地上是大片像
黑谷子一样的核桃花。捡起来闻一下，
像刚砸破的青皮核桃散发出的味道。
将核桃花花蕊去掉 , 花茎又韧又嫩，
咬一口，清香中带有微涩。

记得我十一岁那年，由于大伯没
孩子，父亲就把我过继到大伯家。大
伯家在陇县河北镇，山大沟深，是盛
产核桃的地方。那年夏天我第一次上
山玩，走到核桃树下时，发现脚下的
草丛里，到处都是“毛毛虫”在蠕动，
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吓得我连哭带
喊 跑 回 大 伯 家，钻 在 土 窑 里 不 敢 出
来。大伯硬把我拉到山上，告诉我那
是树上落下来的核桃花。我往树上一
看，在核桃树的树枝上，到处挂满了
麦穗大的嫩绿的穗子，一簇簇，乍一
看，真像毛毛虫。

在大伯家待了三年，我慢慢熟悉
了漫山遍野的核桃花。每到春季核桃
花开，我就爬上核桃树玩，仔仔细细地
欣赏核桃花。说是花，其实是一些下垂
的花穗，隐在宽大的核桃叶下，茸茸
的，细细的，垂挂在树上。它们不以颜
色争芳，是和叶子一样的绿色，悄悄地
开，悄悄地谢。

几年前的一个假日，我和外地几
个同学出去旅游，中午到酒店吃饭，
他 们 一 定 要 吃“ 龙 须 菜 ”，我 说 什 么
叫“龙须菜”。“啊？你不知道你们家
乡的龙须菜？”几个同学惊讶地嘲笑
我。我无奈叫来服务员点了这个菜，

等端上来，我用筷子夹起几根尝，这
种黑色的菜吃在嘴里硬硬的，很是筋
道，不 苦，说 不 上 来 什 么 味，并 不 难
吃。服务员介绍说它是用陇县运来的
核桃花加工而成的。吃完这顿饭，几
个同学闹着要改变旅游路线去我的
家乡，亲眼见见核桃花。一路上，大家
谈的是核桃花，议的也是核桃花，恨
不得一下子就见到它们。

核 桃 花 在 饮 食 行 业 叫 长 寿 菜、
龙须菜，取材于陇县核桃的花蕊。到
了 四 月 间，核 桃 花 逐 渐 落 地。这 时
候，人们把落地的核桃花捡回家，退
掉 花 蕊留下 花茎，然后放 在太 阳底
下晒，晒干后就可以当菜食用。

几 天 前，我 回 了 趟 大 伯 家，现
在这里已经被称为“陕西核桃第一
镇”。上午，我们一家四口每个人提
着一个襻笼进山去捡核桃花，不一
会，都捡了满满一襻笼，然后坐到开
阔的太阳地里一边说着闲话，一边
捋去核桃花上的絮，留下绿色的核
桃花嫩茎，回大伯家后，放在太阳底
下晾晒，一般一下午就可晒干。花的
嫩茎一经晒干就变成了黑色，像绣
花针般粗细。除少部分送给同事、同
学外，剩下的全家人动手做成各种
美味佳肴。

我经常吃核桃，但对于核桃花知
道的并不多。春天的核桃花，是如此
低调，以至于好多人不知道核桃树会
开花！

“黑白通吃”宝鸡面皮
◎胡宝林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宅家
的主妇们晒自己制作的面皮，成了微
信朋友圈一道风景。宝鸡市的志愿者
还专门给援助武汉的宝鸡医疗队寄
去宝鸡面皮，队员们吃了直赞 ：“味
道美得很！” 

面皮是陕西名小吃，和羊肉泡、
肉夹馍齐名。陕西面皮以宝鸡面皮
为代表，在宝鸡市的岐山、扶风、凤
翔、陈仓、渭滨、金台、眉县、千阳等
县区，乡村妇女大多会做面皮。在乡
间，唱大戏、过古会，十里八乡的小
摊小贩都来摆摊设点，小吃荟萃，面
皮最受欢迎。卖面皮的人从一摞面皮
中揭起一张，一对叠，“当、当、当”，
刀刃在指尖起舞，一指宽的面皮条子
整齐地排在砧板上，拾取扔进小铁
锅，几勺白盐水、酸醋水、红油辣子
泼进去，再捉筷子飞速拨拉，面皮面
筋在锅里翻腾，几下就白中带红了。
面皮挑起来细如玉带，入口酸辣香，
嚼起来忒筋道，吃完唇齿留香，是宝
鸡人的最爱。

宝鸡面皮发源于岐山县，也以
岐山的面皮最为知名。民间传说，清
代康熙年间，岐山北郭八亩沟的王同

江在皇宫里当御厨时首创了这种面
食，作为御膳，故名御京粉。康熙末
年，王同江年老回乡，在家乡开店铺
制作御京粉售卖，御京粉从此流传民
间，因为是用小麦面粉做的，人们叫
它面皮，也有称凉皮的。

蒸面皮、烙面皮、擀面皮是宝鸡
面皮的“三朵金花”，制作方法前同
而后异。小时候，在卖面皮的二姨家
里，我第一次目睹了这三种面皮的制
作过程。先在大盆里加面粉和少量
水，揉成面疙瘩，这是“和面”；然后
不断添水并双手抓搓面疙瘩，这是

“洗面”；将絮状的面筋捞出，搭入锅
里蒸，将面水在盆里慢慢沉淀。面水
沉淀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倒掉表层清
水，剩下的就是要用的面水了。用勺
舀面水倒进平底薄铁皮锅，摇匀，再
放进开水锅里大火蒸，做出的是蒸面
皮。将面水舀进炉子上的平底铁板
锅里，摊匀，柔火烙烤，这样做熟的
是烙面皮。擀面皮名气最大，制作也
最为复杂——将面水倒入锅，搅动，
熬成膏状，再分取小块，擀成长椭圆
形，然 后 入 锅 蒸 熟。厨 房 里 烟 雾 缭
绕，一张张蒸面皮、一张张烙面皮、

一张张擀面皮不断出锅，分别在案板
上摞了一厚摞。蒸面皮玉润光滑，烙
面皮质朴入味，擀面皮筋道爽口，三
种面皮留给味蕾的都是难以忘怀的
美好记忆，之后几十年百吃不厌。

宝鸡面皮通常是白色的，但民
间还有黑面皮。去年秋，我在岐山县
高店街品尝了一家店的手工黑面皮。
它没有一般蒸面皮的光滑玉润，而
是像摊出的煎饼一样，上面密布道道

“丘陵”“沟壑”，似皱纹织出的一幅
地图。口感绵软筋道，又不滑腻，确
实别有一番风味。店主老汉说，是用
小麦面加入五分之一的荞面做的。先
将麦面、荞面混合的面粉和成面水，沉
淀之后，将不多的粉浆倒到热锅里热
炒，再取小块擀出一张张面皮，刷油，
然后放到平底锅里蒸熟。黑面皮由于
加了荞面，温热吃口感最好。相比于一
般擀面皮，黑面皮多了一道炒的工序。
店主老汉说，这是最古老的面皮做法，
当年皇帝吃的御京粉就是这样做的。

面皮又常常被人称为凉皮。凉
在夏天是一种优势，在冬天就难以
让人接受，但人们想出了一种好办
法——炒，把面皮切成菱形片或者条

状，在小锅里翻炒加热，这样凉皮就
成了“热皮”。在离岐山县不远的陈
仓区虢镇，还有一种烧肉面皮。烧肉
面皮，取用出锅不久的蒸面皮，切成
细条调好，再加几片去掉腻味的肥瘦
肉，浇一勺温热的肉汁，吃起来又暖
和又香。

烧肉面皮，是给面皮做加法，还
有做减法的。早年夏收时节，要下地
割麦还要碾场，时间紧，早饭吃什么
呢？村里的主妇在钵钵里倒了面粉、
加了水，用筷子搅拌成糊糊，即摊到
平底锅上去，蒸出的是一种厚厚的面
皮，称之为懒面皮。懒面皮介于精制
细作的蒸面皮和粗擀海吃的面条之
间，做起来省时省力，吃起来有面条
的醇厚，又有蒸面皮的光滑，可谓懒
到佳处。现在，宝鸡各地的农家乐常
有懒面皮卖。

宝鸡面皮从小麦面粉出发，借
水、火、时间之功，擀、蒸、烙诸法，转
化为代代相传的美食。它黑白相守，
知凉知热，“黑白通吃”，勤懒皆宜，
以独特的味道传递着人生的况味，受
到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并
走出了国门。

午后，朋友圈文友的一首
诗令我心潮澎湃 ：“一苑缤纷
一苑香，百娇玉瓣百娇妆，东
湖国色惹春光……”东湖牡丹
花开了！看天色尚早，我直奔
位于东湖东南角的牡丹园。几
亩见方的园子，置身于翠柳、
亭台楼阁间，清雅幽静，是晨
练的好去处。

步入东湖南门，顿觉幽香
阵阵。踏上拱桥，但见人头攒
动，红、白、粉相间的一圃一圃
的牡丹傲然挺立，真有点儿“牡
丹吐火花欲然，日将锦绣铺苔
毡”的气势。绿苞初结的牡丹丛
里，烂漫的红牡丹煞是惹眼。一
个个拳头般硕大饱满的花冠高
高挺立在翠绿色的叶子上，层
层花瓣错落有致，把黄色的花
蕊团团围住。我轻轻地触碰这
柔顺丝滑的花瓣，像清澈的溪
水缓缓滑过指尖，流淌在心间。

牡丹戴着百花之王的冠
冕，“ 落 尽 残 红 始 吐 芳，佳 名
唤作百花王。”她们用绚烂的
红、淡雅的白、娇嫩的黄，点亮
着四月的晴空，每一朵花就是一
个绽开的微笑，将春的绚烂推向
了高潮。一朵朵牡丹傲立枝头，
翠绿的叶片将牡丹花冠高高擎
起，成熟典雅、风姿绰约。她们如
东湖绿波上的一颗颗明珠，用火
红、粉白、嫩黄点亮四月的雍州
小城。风起，她们尽情地舞蹈，雨
滴，轻轻荡涤掉她俗世的尘埃，

她们在蜂飞蝶舞的喧闹中
旋转升腾，在众花谢幕时
绚丽登场。置身于这积淀
厚重的苏子湖畔，浓郁了
千年的绿水和柔柳，因为
她们的绽放而春心荡漾。

雨 霁 微 冷，游 人 丝 毫
没有归意。三五成群，老者
拽着孙儿，青年手携情侣，
夫妻肩并肩，少男少女嬉
闹拍照，小小的牡丹园或
许因为牡丹“独立人间第
一香”的美誉而呈现出少
有的沸腾景致。

千 百 年 来，世 人 只 盛
赞她们的雍容华贵、百媚千
娇，殊不知她们也有铮铮风
骨。东湖春盛繁如海，赏花
何须去洛阳。雍容华贵的牡
丹早已经走进普通百姓的
生活，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
式欣赏美、记录美。科技的
日新月异，也使温室牡丹无
时不在，古人“韶景欲留留
不住”的惜春悲悯情怀也一
去不复返。

牡丹虽娇艳，却不屈从于外
力，能坚守住自己的本心。花开
满园红，花落枝头空。人生在世，
顺 境 时，哪 怕 处 处 是 掌 声 与 鲜
花，也不应恃宠而骄 ；逆境时，哪
怕无人问津，落寞孤寂，也要不
悲不叹，坚守住做人的本真，我
认为唯有这样，才是对人生最应
有的尊重。 芳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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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扶贫进山窝 产销对接搭富桥

挖掘潜能精准扶 各尽其才脱了贫

镇校牵手抓培训 不拘一格育人才

脱贫摘帽非终点 再接再厉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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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从此不再迷茫》出版
本报讯 岐山县业余作家赵锋的散文集

《青春从此不再迷茫》近日由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省作协副主席、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厚

夫为该书作序，并称他是“深受路遥文学精神

所鼓舞、所影响的亿万城乡青年中的一位”。

小学教师赵锋系中国西部散文协会、

省青年文学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西部散

文选刊》《陕西日报》《当代青年》《教师报》等

报刊。本书分“改变人生的一堂课”“人间亲

情似水流淌”“改变我人生的老师”“年与酒

和诗与远方”“泪在中秋的细雨中纷飞”五部

分，集结了六十多篇诗文，展示他从事乡村

教育工作二十多年的人生情思，对提升学生

写作具有指导作用。    （段序培 杨智文）

市县作家采风燕伋故里
本报讯 4月 25日，由千阳县文化和旅游

局主办、千阳县燕伋文化研究会承办的“走进

燕伋故里”调研采风活动在千阳县水沟镇举

行，市作协10余名作家与千阳县文朋诗友共

50余人采风交流、座谈讨论，营造了“抓创作、

正方向、出精品、惠民众”的良好文学氛围。

活动当天，采风团成员瞻仰燕伋祠、攀

登望鲁台、朝圣燕家山、拜谒燕伋墓。在随后

召开的座谈会上，市作协主席李广汉，副主

席郭鉴明、范宗科等作家各抒己见，为千阳

文学发展建言献策，肯定燕伋文化所蕴含的

锲而不舍的求学精神、尊师重教的至诚精

神、不畏艰难的传道精神，值得作家们去挖

掘宣传。大家还就如何利用燕伋这一文化名

片打造千阳旅游亮点提出建议。  （段序培）

“民谣与诗”重温美好时光
本报讯 4 月 24 日晚，石鼓山下渭水

之畔的宝鸡理想国独立书店里座无虚席，

40 多位文朋乐友欢聚一堂，参加世界读书

日公益特别活动“民谣与诗”，重温诗歌与

音乐的美好。

本次活动由市音乐文学学会、市职工作

家协会主办，理想国独立书店承办,著名诗

人白麟和理想国书店经理、女诗人刘源联袂

策划，职业主持人亚峰“操刀”。当晚活动在

原创民谣歌手王小板的吉他弹唱中拉开序

幕，随后我市知名歌者张云、杨健、戚宝、刘

薇娜和民谣乐手张进、张海、晶晶等轮番演

绎，朗诵艺术家刘进锁、王金辉、王红娟、徐

晓艳等人的精彩朗诵穿插其间，《从今天开

始，我们一起朗读》《有光的诗里》《家乡的柿

子红了》等一批原创诗歌让书吧流淌着浓浓

的诗意。令人感动的是眉县、凤翔、陈仓等县

区的文艺爱好者也闻风而来，共同感受久违

的温馨时光。             本报记者 王卉

赵炜完成百幅扶贫漫画创作
本报讯 我市国家一级美术师赵炜在

本报副刊连载的系列扶贫漫画到本期就画

上圆满句号了，创作一百幅主旋律漫画作

品、用生动活泼的文艺形式助力脱贫攻坚，

这在全国尚属首例。

赵炜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省漫

画研究会名誉会长、市美术家协会顾问、

市漫画学会名誉会长，早年从凤翔师范学

校毕业后即在国营长岭机器厂工会工作

直到退休，其间组织打造的“长岭漫画组”

已成全国漫画界的一张金名片。他的漫画

作品曾入选第七、九、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

展和第一、二、四、五、八届中国漫画大展等

全国大展（赛），获中国漫画最高奖“金猴

奖”等国家、省部级大奖 30 余件次，长篇系

列漫画《晦大叔别传》早年曾在本报连载，

好评如潮。去年他应邀开始在本报副刊连

载系列扶贫漫画，一期刊发 4 幅作品，到本

期共 25 期，近一年时间里用心、用情创作

完成了一百幅作品，实属不易，也得到了

良好的社会反响。     本报记者 周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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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册《中国秦岭——鸡峰山》面世
本报讯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张小

平主编的大型画册《中国秦岭——鸡峰

山——自然景观》，近日由陕西人民美术出

版社出版，填补了国家风景名胜区天台山

核心自然景区——鸡峰山图片志方面的空

白，为我市秦岭生态保护又添人文光彩。

鸡峰山是宝鸡的名山，“鸡峰插云”位

列古“宝鸡八景”之首。本书由渭滨区委、区

政府规划部署筹资，区政协成立编委会，区

政协主席刘新安作序。现在渭滨区工作的

张小平,2013 年即在中国摄影家协会网举

办在线影展，近年来在《中国摄影报》发表

10 多幅作品，《人民摄影报》曾对其进行过

重点介绍，2014 年自编摄影画册《藏地捉

影》。他自小生长在鸡峰山脚下，30 年来栉

风沐雨、翻山越岭，一直为身边的鸡峰山拍

照留念，从胶片、数码到无人机一路行摄，

又经过近两年时间的策划编辑，从万余张

照片中精选 300 张入书，集中展现了鸡峰

全貌、四季美景、风云雨雪等内容。其间，他

搜集地方史志资料几十种，撰写了有关鸡

峰山自然、历史、文化遗存、攀爬纪事等方

面的万余文字，用自己的精美文图为鸡峰

山“树碑立传”。        本报记者 周勇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