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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毛尖一芽一叶清香宜人

阳春三月，茶芽开始萌发。信阳踏春，清明

节前寻觅珍贵的明前茶。

信阳茶历史悠久

1990

年，信阳毛尖在全国名茶评比中夺得

总分第一名，荣获国家金奖。

说信阳毛尖茶，不能不提浉河区，信阳毛

尖产量占其

30%

。

该区常务副区长梁玉峰说起信阳毛尖如数

家珍：“你听说过‘五云两潭一寨’吗？”这是信阳

毛尖正宗产地，而这八大名山都在我们浉河区。

考古证明，信阳种植茶叶源于战国中后期，距今

已有两千余年。 传说当年武则天因常年食用山

珍海味而肠胃不适， 信阳毛尖有除腻助消化功

能， 地方官员将车云山的珍贵明前茶进贡给武

则天，女皇饮用后治好了肠胃病，凤颜大悦，特

赐在车云山上建千佛塔一座，以彰茶功。

一芽一叶来之不易

明前茶珍贵，信阳的明前茶更甚。信阳毛

尖地处北纬

31

度

43

分至

32

度

37

分之间，是中国

十大名茶中纬度最高的茶区，由于气温比江浙

闽地区偏低，清明之前的信阳毛尖产量更少。

依山蜿蜒而行，进山

10

来公里，在李湾村

公路旁，看到有几个村姑采茶。她们个个腰挎

精致小竹筐，在茶田中双手翻飞。

记者问她们每天采多少茶？

20

多岁的茶女

顾琴指着茶树枝头刚刚吐出的嫩芽说：“明前

茶就是现在刚刚吐出的嫩芽。我从湖南嫁到这

里时间不长，采茶还不熟练，一天只能采一斤

二两。” 她的婆婆陈荣霞心直口快：“我比她好

点，一天能采一斤四两，那边那个厉害，你去和

她聊聊。”她指了指茶地远处的红衣采茶女。

红衣采茶女叫沈荣华， 娘家在深山火口

村，她从小采茶，每天大约能采二斤。她说，采

茶不光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采茶不能掐，掐

了水分流失，只能提拉。我们把明前茶叫芽毫

或叫芽头，一斤干茶需要近

10

万个茶芽，一个

采茶女一天

10

万次采摘，需要在茶田站立十几

个小时。

信阳时兴女人采茶男人卖，鲜茶一定要即

采即卖，当天制茶。鲜茶只要在不透气处捂半

个小时，茶品会大打折扣，甚至一钱不值。

在胡湾村的大塘角，我们看到一个茶叶收

购点。收茶老板叫谢文辉，有

20

年炒制茶叶的

经验，他说：“前几天阳光充足茶树催长，刚要

出芽时又迎来几天的阴雨，控制了茶尖出头的

长势，这对茶农来说可谓风调雨顺，

3

月

18

日已

有采摘， 我们这个点开始每天只能收

50

来斤，

现在可以收到

600

多斤， 今年的明前茶要好于

正常年份。”

参观信阳广义茶叶公司的制作车间，让人

大开眼界。

炒制茶叶的工艺流程有七八道： 青叶入

生锅—熟锅—初烘—摊凉—复烘—择拣—再

复烘—包装入库。“生锅”起杀青、初揉作用 ；

再转入“熟锅”，主要是整形加工；初烘是彻底

毁灭茶叶残余酶的活性，防止氧化劣变；然后

摊凉

2

个至

3

个小时复烘、再择拣、再热烘。信

阳茶原来是纯人工炒制， 现在是机制和人工

相结合， 把信阳毛尖的炒制技术提高到了新

的水平。

在信阳茶的核心产地董家河镇，该镇党委

行政办公室主任叫张伟， 河南农业大学毕业，

在这著名的茶乡工作

12

年没挪窝。

他为我们每人泡了一杯今年最新的明前

茶，指着杯子说：“信阳毛尖茶外形细直圆光多

毫，入水即沉，汤色明净似有轻雾状，叶底嫩

绿，内质香气清高、滋味醇厚。尤其现在的明前

茶，更是柔嫩细腻，乃毛尖茶的极品。”细细品

尝，果然清香宜人。

小贴士

冲泡： 信阳毛尖的冲泡工艺并不复杂，茶

具用玻璃杯和白瓷碗即可，但不能用带盖的杯

或壶；水温

80

度至

90

度为宜，因为水温太烫会

把细嫩的毛尖茶烫熟。其余如温杯、洗茶、闻香

等程序则和饮用其他茶一样。

冲泡信阳毛尖按三分茶七分水或四分茶

六分水的比例，一般只饮三道，每次茶水剩下

三分之一时，再注入下一道水。

选购： 信阳毛尖的明前茶是茶中极品，产

量不多，清明前有少量上市。一般信阳毛尖是

“谷雨” 前普遍开采， 春茶采摘时间为

40

天左

右，

4

月起新茶陆续供应市场。

信阳市茶叶学会副会长阚贵元特别告诫

说，购买信阳毛尖时，一定要先看品相，好一点

的信阳毛尖外形大小一致，白绒满披，色泽隐

翠，抓过茶叶的手有白绒沾在手上。品尝后，有

信阳毛尖特别的清香醇厚感。 凡是假信阳毛

尖，嫩茎多为方型、叶缘无锯齿、叶片暗绿；劣

质信阳毛尖则汤色深绿或发黄、 混浊发暗，没

有茶香味。

（原载《人民日报》

2013

年

4

月

4

日 第

7

版）

话说信阳人系列之二

信阳人，喝酒……

我今年工龄

41

年，酒龄与工龄同年。

我估算了一下，

41

年来， 我喝酒大约在

万场以上，可以说是身经百战，尝尽天下酸

甜苦辣；酒经沙场，阅遍人间喜怒哀乐。

信阳居中国中部之中， 以信阳为界，中

国北方人性格豪爽， 男人大多善饮敢喝；南

方人为人机敏， 男人大多为慢品浅酌之辈。

那么，介于南北之间的信阳人，喝酒又如何

呢？

先说说信阳的酒规。

41

年前，我正式步

入酒坛 ，开始实战 ，之前已多次观阵 ，直到

1990

年前后， 感觉

30

来年信阳酒规基本未

变 。酒席先确定一人为东 ，一人为酒司令 ，

东家一般是主方年长者或地位高者， 如年

长位高者酒功不深，则请一人代东，东家主

持酒局，点将调兵，酒司令负责斟酒并监督

是否有人不喝尽等作弊行为， 一般是席中

最年轻的人担任 。开席时 ，东家先请三杯 ，

同席者同干，然后指定一人起头关，东家也

可作头关 。头关开始 ，猜拳喝酒 （即通常说

得行酒令 ），一般是三杯 ，胜两杯者陪输家

喝一杯 ，全席依次应关 。头关完成 ，下首座

者第二关开战，依次循环，直到每人完成一

关。席中酒量浅的，也并不勉强，可只应关，

不统关，也可以轮到自己时喝一杯即可。统

关时也可穿插敬酒， 敬酒者如果是女客女

眷，信阳的男子汉则会大显雄风豪气，敬者

略沾一点，男人们则一人一杯。如果是男士

敬酒，无酒力则不敢随意来敬，因为敬一人

一杯 ，你必须陪一杯 ，敬八人每人一杯 ，你

就需喝八杯。当时也有一些其他的小插曲，

但以上酒规则是信阳人喝酒的主旋律 ，估

计起码流行了百年以上。 我深感这种酒规

好处多多，一是规矩明确，有利培养好的酒

风 ，使人诚实 ；二是公平待人 ，有利发挥人

的酒量 ，使人奋进 ；三是统筹兼顾 ，有利照

顾不善饮酒之人 ，使人健康 。总之 ，可以使

能喝酒的都可以喝好， 不能喝酒的也热闹

热闹。

20

世纪

90

年代， 随着中国改革步伐加

快，信阳的酒规也变得五花八门、令人目不

暇接：什么打对门，光头过，一杯走，小自由，

楼上楼……谁都可以兴规矩，谁都可以改规

矩，往往为了规矩而争吵不休，简直是一个

春秋战国时代。进入

21

世纪，信阳酒规大概

也加入了全国大合唱，渐渐开始趋同，即主

家依次敬酒，客人依次等敬，主家敬完酒，客

家可敬可不敬，酒桌上少了一些酒话，多了

一些闲话。虽然酒规已非昨日，但年长位高

者坐上席的规矩仍然未变。 壶中天地大，杯

中有乾坤，

41

年过去，一杯酒之间，我这个当

年只能充任酒司令的小青年已屡屡因为年

最长而被推到上席了。

再说说信阳的酒令 ，猜枚或者划拳是

信阳酒令几十年也可能是几百年的主旋

律 。用一名话概括猜枚的规则 ：两个人伸

出的指头数加起来等于你喊的数 ，你就算

赢 。一般人猜拳说两个字 ：宝对 、一个 、俩

好、三星、四季 、五奎 、六顺 、巧七 、八发 、九

长 、满十 。也有啰嗦人喊四个字的 ：宝拳一

对 、一定高升 ，哥俩好哇 、三星照你 、四季

来财 、六六大顺 、七巧梅啊 、八匹马啊 、九

长九长 、满十年啊 。最省事的喊法是一字

清 ：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

十 。 猜枚时第一拳是各自伸拇指喊 “俩

好 ”，谓之讲礼 ，也有不讲礼的 ，叫 “出门

到 ”， 第一拳猜中就分输赢 。 此外也有打

“杠子老虎 ”的 ，二人各执一筷 ，二筷交击 ，

后来改为各敲门前桌 。 猜法是杠子打老

虎 ，老虎吃鸡 ，鸡叨虫 ，虫拱杠子 。讲礼者

先喊鸡 ，也可 “出门到 ”。老信阳县有一局

长 ，可谓名扬豫南的 “杠子王 ”，我与此君

十多年喝酒上百场 ，他一根杠子 （筷子 ）出

战 ，虽非百打百中 ，但常是 “十胜八九 ”。酒

令最女性化的是握拳为锤 ， 伸手掌为布 ，

出拇指 、食指为剪子 ，行令者只出不喊 ，锤

子砸剪子 ，剪子剪布 ，布包锤 。而最简单的

酒令是猜“有没有”，团一纸团，握在手心，猜

中算赢，猜不中喝酒。少数文人中也有以“飞

花点翠”为酒令的，规则是轮流坐庄，庄家先

说一句中间带一“花”字的诗，应者用这一句

诗的最后一个字为句首说一句诗或成语，如

庄家说“花谢花飞飞满天”，应者可以说“天

若有情天亦老”， 相当于修辞方式中的顶针

手法。如应者答不上，喝一杯；庄家应顺势接

一句，若庄家顶上，应者再喝一杯，庄家顶不

上，二人同饮一杯。

说起酒风， 不得不说说喝酒时的常用

语，息县人常说“走”，淮滨县、固始县人常说

“斗”，罗山县、光山县、浉河区、平桥区人常

说“搞”。可谓息县人一“走”，酒喝八斗；淮滨

人一“斗”，酒让你喝个够；信阳人一“搞”，你

不喝不得了。

话说到此，不得不提起市委、市政府在

信阳公职人员中力推的“禁酒令”了。“禁酒

令”其好处有利节约，有利工作、有利健康，

有利形象、有利发展，更重要的是立了一个

“酒德”。“禁酒令”已成为信阳干部作风建设

的金字招牌，是魅力信阳的一块闪闪发光的

名片；如果禁酒令使全体公职人员养成好习

惯， 使全国公职人员能坚持在工作日不饮

酒，其善莫大矣。

信阳人喝酒各取所需，各尽所能，能者

多饮，少饮也乐；信阳不南不北的地形，信阳

人不偏不倚的执中性格，统筹兼顾，皆大欢

喜的酒风再加上新兴的工作日中午不饮酒

的风俗，都必将走向全国，万民仰之，万地随

之。

信阳人，喝酒！

信阳的客人，搞！

方言俚语潢川话

甲：小张，咱们俩用潢川的方言

给大家说一段相声肯定别有情趣。

乙：真的？

甲：你想啊，乡情乡音，听着入

耳呀。

乙：对对对，方言是一种独特

的地域语言文化。

甲

:

没错。同时它还是一种语言

艺术

,

能给我们带来情趣、温馨。是

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乙

:

方言还有这作用

?

甲

:

有哇 。就拿我们潢川的方

言来说吧

,

那可真是内容丰富之繁

多

,

精彩好听之异常。不管是天上

飞的

,

地上跑的

,

水中游的

,

无所不

在，无所不有。

乙：哟嗬。你对潢川的方言还

真有研究。

甲：

No No No

， 研究谈不上，

知道一些。

乙：还挺谦虚的。请问你能知

道多少呢？

甲：椐我初步统计大概有三千

多条。这么跟你说吧，只要你说出

的生活用语，我都能用潢川的方言

来回答你。

乙：那行。我来测验测验你。

甲：那行。咱们现在开始，请出

题。

乙：我说太阳。

甲：那是“日头”。

乙：我说黄昏。

甲

:

“上麻份影子来”。

乙：我说黎明。

甲：“天刚蒙蒙亮”。

乙：下冰雹。

甲：“那是下盐子子”。

乙：毛毛细雨。

甲：“下麻份子来”。

乙：回答得不错。下面我给他

东一句西一句的来个乱点。 我说

:

朋友。

甲：“老嗨”。

乙：万一。

甲：“设毁”。

乙：立即。

甲：“劲窝”。

乙：甲壳虫。

甲：“花大姐”。

乙：轮胎。

甲：“古轮子”。

乙：小孩睡的床。

甲：“摇窝子”。

乙：小孩坐的车。

甲：“坐婆子”。

乙：口袋。

甲：你那是“克泡”。

乙：讲故事呢

?

甲：他是在“说古迹”。

乙：最小的儿子。

甲：“末疙瘩”。

乙：有个人长得瘦。

甲：“干巴吊颈的”。

乙：有的人不讲卫生。

甲：“窝儿巴几的”。

乙：有的人爱夸夸其谈。

甲：“喷大蛋”。

乙：有的人爱阿谀奉承。

甲：“扛二蛋”。

乙：瞧这两蛋。说有一位大姑

娘她害差。

甲：“哎哟我的妈也，拐得慌。”

乙：说有的人爱胡说八道。

甲：“嚼牙巴骨呀”。

乙：回答得不错。下面我给他

增加点难度， 你能不能把过去、现

在和将来的幸福生活连起来说？

甲

:

没问题。你听好了 ：“往过

儿穷人多得很

,

惹味的人都有钱来

,

赶明更粗坦。”

乙

:

好！还真难不住他。咱们换

个话题，我说你结婚了吗

?

甲

:

“俺完亲来”。

乙

:

有孩子吗

?

甲

:

“俺老嫲有喜几个月来”。

乙

:

什么时候分娩

?

甲

:

“快落月来……”

乙

:

你爱人的身体还好吧

?

甲

:

“俺老嫲的身体不咋着 ，

缺夏

,

爱翻

,

经常跑肚，打痹寒以后

老爱发呓症。”

乙

:

瞧你爱人生得这病 。你爱

人一定长得很漂亮

?

甲

:

“这回算你喘住来。俺老嫲

人长得可排尚，有红似白的

,

收拾

得也涮瓜

,

见人也喜俏

,

说话也协

发

,

做亊也细作

,

斗是平常爱胡嗟。

我最刻烦她这一点来。”

乙

:

不过

,

主要还是漂亮。我昨

天到你们家串门怎么没有人呢

?

甲

:

“俺们走人家去来。肥皂头

和连筋回来了。老干爷、老干娘叫

俺们赔客去了。”

乙

:

哎

,

你等等。肥皂头是怎么

一回事

?

甲

:

肥皂头是我的小姨子呀。

乙：你小姨子怎么叫“肥皂头

呢？”

甲：“傻眼了吧。” 俺们潢川把

肥皂叫咦子，小姨子那就是“肥皂

头。”

乙：啊，是这么一回事。你们很

久不见，酒席一定很丰盛吧？

甲：那没说的！阳光大酒店做

得埸尖绝得很。嗯妈一桌子菜嗨得

精光打尽眼的。”

乙

:

好吃。请问都有哪些菜？

甲：多啦，有荤有素。

乙：那你就先说说荤得吧。

甲：“有角蜴，黄蟮，小笋鸡，红

焖肘子，卤转头，卤顺风，扁嘴子，

猪晃子，泥巴狗子，各尔鸠子，马螂

股子，蛤蚂谷子。”

乙：哟！怎么蝌蚪也上来了？

甲：“我是跟你捣着玩的。”

乙：你再说说素菜有哪些。

甲：“有豆腐黄蟮炒青莱，虾仁

爆炒栗子片，凉调皮蛋，方瓜饼，革

巴鱿鱼真过瘾，麻花子，油果子，锅

巴子，锅坎子，还有小孩头上的花

夹子。”

乙：怎么？花夹也能吃呀？

甲：“我日他堆呀来，我说冒嘴

来。”

乙：看来潢川的方言真是诙谐

幽默，妙趣横生。

甲：不错吧？同时它还有个特

点。

乙：什么特点？

甲：概括力强

,

好多字可以用

一个字代替。

乙：咱俩来来。

甲：来来。

乙：我说咱们俩的关系很好。

甲：“贴”。

乙：我说有的人他不好惹。

甲：“拐”。

乙：有的人他头脑不灵活。

甲：“呆”。

乙：小孩子他发育不好。

甲：“胎”。

乙：你别说还真形象。

甲：形象吧？我小舅子就是这

样人。

乙：你妻弟他怎么啦？

甲：他从小发育不良，到现在

还是“寡夫条子一个”。

乙：你们得帮帮他。

甲： 帮啦。 介绍了几个对象，

“谈不到三天斗岔宝。 有的说他是

半吊子，有的说他是二兴球。也，他

还说人家不照条。”

乙：哪怎么办啦？

甲： 后来我们经过千辛万苦，

多方努力，终于给他找了一个。

乙：飘亮的大姑娘。

甲：“鬼吗，二不斗。”

乙：俩傻子呀！

信 阳 菜

（接上期）

“霸王别姬”的故事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霸王别姬”是用元鱼和鸡

作为主料烹制出的一道菜。“霸

王 ”指元鱼 ，俗称 “王八 ”、“老

鳖”；“姬”是“鸡”的谐音，这道

菜取名“霸王别姬”，是借秦末

沛公刘邦和西楚霸王项羽争天

下时，项羽兵败垓下，虞姬刎别

项羽这一历史故事而来的。

吉鸿昌是著名的抗日名

将，民族英雄。

1930

年，冯玉祥、

阎西山倒蒋介石失败后， 隶属

冯玉祥西北军的吉鸿昌部被蒋

介石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

22

路

军，吉鸿昌被委任为总指挥。改

编后， 蒋介石命吉鸿昌率

22

路

军开赴豫南围剿红军。 吉鸿昌

22

路军的指挥部设在潢川。这

期间， 由于共产党的政策宣传

和感召和进步知名人士宣侠义

的影响， 吉鸿昌与共产党地下

组织取得联系， 并化装深入苏

区进行考察， 对共产党和红军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吉鸿昌爱

国联共的思想与日俱增， 对蒋

介石围剿红军、 不抗日的政策

极为不满， 在军事上不仅同红

军达成互不进攻的默契， 而且

暗中向红军提供武器装备。

一天， 吉鸿昌在潢川最有

名的“东南饭店”宴请进步人士

和一些高级军官， 菜单中列了

“霸王别姬”这道菜。侍卫官看

后认为军中不宜用此菜， 建议

去掉，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吉鸿昌听后却仰颔大笑起来，

诙谐地说到：“我老 ‘鸡’（指吉

鸿昌自己） 终归要和南京那个

‘王八’（指蒋介石） 相别的。这

道菜一定要上。”

从此， 吉鸿昌的 “霸王别

姬”便传为佳话。

“金钱鳝鱼”的传说

传说商城县有个好吃鳝鱼

的地保，这天被传到县衙议事。

一路上，他到处捕捉鳝鱼，并用

菜叶裹住放在火里烧熟， 以解

嘴馋。剩余的系在裤腰里，因而

不易被人们发现。

地保赶到县衙， 衙役把他

拦在门外询问：“你是哪个乡？”

地保误认为别人闻到了他身上

的黄鳝香味，可能是问什么香，

急忙答应：“黄鳝香。”

衙役心想：全县几十里，哪

有什么黄鳝乡？ 于是又紧问一

句：“在哪里？”地保忙答：“裤腰

里。”

衙役一听， 以为地保戏弄

他，便告知了县官。县官大怒，

令差役一阵大板， 只打得地保

遍体鳞伤。这时才发现，他身上

带着用菜叶包的黄鳝。

（未完待续）

春之精灵———震雷山

身边的朋友常常说起震雷

山，深谷幽壑，泉幽林碧，尤其

是情人谷浪漫神秘。 多年来我

却无缘相见，实为憾事！清明小

假期闲来无事， 拖妻带子跟随

着师院的学子们一起加入登山

的行列。

在小家伙的引领下， 我们

进入了山门，一泓碧波便跃入

眼帘。景明湖在青山之间静默

的流淌，平静地倾听着震雷山

神奇的传说，安于屈居震雷山

脚下，却从未因为震雷山巍峨

遮挡了她柔美而抱怨过。她已

经习惯了和震雷山相伴的风

风雨雨，她敞开心扉纳震雷山

入怀，震雷山也展现出柔情的

一面 ，静静地躺在湖心 ，幸福

的享受景明湖的抚慰。只有山

风偶尔的光顾 ， 湖面泛起波

纹，震雷山才会因为一时的波

折而短暂地离开景明湖。偶尔

的不快，也只是二人之间的小

插曲而已，很快在蓝天白云的

撮合下，震雷山高耸的身躯又

会幽会于湖心之间，凑热闹的

还有湖里锦鲔鱼，欢畅在青山

白云之间 。 留恋的不仅有金

鱼 ，还有我的脚步 ，在小家伙

催促下，我们沿着湖边悬桥登

上盘山石梯。

登山石梯比我想像的陡

峭，小调皮却乐在其乐，跳跃着

一路前行，全然不知疲惫。妻子

也怡然其间， 被石梯旁的茶林

所吸引，茶叶刚吐展的新蕾，嫩

绿的枝头翘首以待。 三三两两

的采茶人穿梭在茶林之间，全

然不在意来来往往的游人，她

们双手游走在一叶一芽之间，

采摘下这春的精灵———明前

茶。 妻子不自然的也加入到采

茶人的行列，全然忘记了登山。

既然如此，不如就此休整，索性

让妻子充当一下采茶人， 我和

儿子也乐得清闲， 落座于浣月

亭之下。 浣月亭坐落于山腰之

边，山间小溪绕亭而过，飞虹瀑

布从对面山头跌落而下， 势如

雷霆，撞击溪底巨石，激起的水

花形成一道水雾， 在阳光的折

射下形成一道彩虹。

此刻我已不想前行， 休整

过后的儿子，不断催促。我们只

得继续攀登， 小调皮或许被眼

前的美景所吸引， 全然忘记登

山的辛苦， 像是一个小精灵跳

跃在山谷间， 不觉间我们已经

到了蘑菇亭。 蘑菇亭坐落在山

肩之上，落座于蘑菇亭之上，情

人谷尽收眼底。 四周的群山将

情人谷和外面的世界分隔开

来， 这里有陶渊明世外桃源般

的宁静， 有金庸绝情谷般的浪

漫与温馨， 有山楂树般的青涩

和静谧。 或许当年的乌鸦道人

正是得益于情人谷的宁静与轻

灵， 才能洗净内心的浮躁与骚

动，才能羽化成仙得道于此。身

临其境的儿子， 受到这山水的

滋润和感染， 情不自禁的飞舞

拳脚，一招一式也有模有样，儿

子也成了这山的一道风景，引

得同行游人驻足观赏， 自称风

云大侠的儿子更加起劲的展示

自己“如来神掌”。

□

人民日报记者 曲昌荣

□

刘向阳

□

骆祥成

□

黄忠民

□

李建国

霸 王 别 姬

原料：母鸡

1

只、猪肘

1

只、鳖裙

500

克、口蘑

25

克、盐笋

25

克、葱适

量、姜适量、料酒

2

勺、白油

2

勺、

高汤

2

杯、生粉适量。

做法：

1.

将鳖裙放入锅内，

用小火约煮

2

小时，捞出后放入

温水中，用小刀将裙内皮刮净，

再放入水锅中， 用小火焖煮到

能摘下鳖骨为止。 取出鳖骨洗

净，裙边切成

3

厘米宽、

6

厘米长

的条，放入滚水中灼过，再放入

滚水盆中浸泡；

2.

将母鸡和肘子

洗净，放入水锅中，煮至八成熟

捞出，把肘子从内侧割开，剔去骨

头，肉切成长条。鸡骨抽出，鸡肉撕

成长条；

3.

取大砂锅，放入锅垫，上

放口蘑、盐笋，把裙边呈圆形摆匀，

再把鸡条摆在上面。用肘子肉围住

鳖裙。入套汤、酱油、料酒、盐；

4.

烧

热油锅，加入花椒稍炸，倒入砂锅

内，盖上盖，用小火煨

l

小时后 ，端

下砂锅，揭开盖，取出肘子肉，轻轻

端出锅垫，把鸡肉、鳖裙翻扣在大

汤碟内；

5.

再烧热油锅，下花椒炸，

随即捞出，将煮鳖裙和鸡的汤汁入

锅内，加入料酒煮滚，用生粉水勾

芡，浇在鳖裙鸡肉碟内即可。

□

陈永坤

趣 话 咏 春 诗

唐代著名高僧皎然写有一首同

头《春》诗：“春日绣衣轻，春台别有

情。春烟间草色，春鸟隔花声。春树

乱无次，春山遥得名。春风正飘荡 ，

春瓮莫须倾。”此诗共八句 ，句句以

“春”字开头，一句一幅春景，一句一

种春情。 春日春台春烟春鸟春树春

山春瓮， 构成一幅幅赏心悦目的春

景。

五代后蜀的欧阳炯 《清平乐 》

词，写立春用了

10

个春字，即“春来

阶砌， 春雨如丝细。 春地满飘红杏

蒂，春燕舞随风势。春幡细缕春缯 ，

春闺一点春灯。自是春心缭乱，非干

春梦无凭。”词人句句用“春”， 春风

春雨之景跃然纸上，让人陶醉于“春

风如醇酒，著物物不知”的意境。

南北朝时期， 南朝梁元帝萧绎

写有一首《春日诗》，诗曰：“春还春

节美，春日春风过。春心日日异，春

情处处多。 处处春芳动， 日日春情

变。春意春已繁，春人春不见。不见

怀春人，徒望春光新。春愁春自结 ，

春结谁能申。欲道春园趣，复忆春时

人。春人竞何在，空爽上春期。独念

春花落，还似昔春时。”

一首诗十八句重复了

23

个“春”

字， 以惠风和畅把人们引进美妙的

春的境界，展现出风和日丽、草木发

芽、 百花吐艳、 百鸟争鸣的暖暖春

意。诗文字法稠叠，把“春”描绘得惟

妙惟肖， 令人有清音一曲心神怡之

感，实为绝妙佳作。

有趣的是， 南朝诗人鲍泉读了

梁元帝的《春日诗》后，有感而发写

下了一首《奉和湘东王春日诗》的和

诗。诗曰：

“新莺始新归， 新蝶复新飞。新

花满新树， 新月丽新晖。 新光新气

早，新望新盈抱。新水新绿浮 ，新禽

新听好。新景自新还，新叶复新攀 。

新枝曾可结，新愁讵解颜。新思独氛

氲，新知不可闻。新扇如新月 ，新盖

似新云。新落连珠泪，新点石榴裙。”

和诗全篇则不见一个 “春 ”字 ，

以

30

个 “新” 字表现春天的欣欣向

荣、万象更新，把到处莺歌燕舞 、蝴

蝶翩跹、花儿争艳、树儿吐芽 、河草

新绿、 禽鸟唱鸣的春景描绘得淋漓

尽致，美不胜收。

这一唱一和， 谱下了中国文学

史上吟咏春天的佳话。

《郑板桥轶事》记载：一天，郑板

桥应邀与几位秀才一起春游， 兴之

所至，边欣赏春色美景，边吟成一首

嵌满“春”字的《春词》：

“春风，春暖 ，春日 ，春长 ，春山

春花，春水荡漾。春荫荫，春浓浓，春

园春花开放。门庭春柳青翠，阶前春

草芬芳。春鱼游遍春水，春鸟啼遍春

堂。春色好，春色旺，几枝春杏点春

光。春风吹落枝头露，春雨湿透春海

棠。又只见几个农人笑开口：‘春短、

春长， 趁此春日迟迟， 开上几亩春

荒，种上几亩春苗，真乃大家春忙。’

春日去观春景，忙煞几位春娘，头插

几枝春花，身穿一套春裳；兜里装着

春菜， 篮里挎着春桑。 游春闲散春

闷，怀春懒回闺房。郊外观不尽阳春

烟景，又只见一个春女，上下巧扮着

春装。满面淡淡的春色，浑身处处春

香，春身斜倚春闺，春眼盼着春郎 。

盼春不见春归，春思反被春伤。春心

结成春疾，春疾还得春方。满怀春恨

绵绵，拭泪春眼双双。总不如撇下这

回春心，今春过了来春至，再把春心

腹内藏。大家装上一壶春酒，唱上几

句春曲，顺口春声春腔。满目羡慕功

名，忘却了窗下念文章，不料二月仲

春鹿鸣，全不念平地春雷声响亮。”

这首 “春词 ”全文共

56

句 ，由于

技巧娴熟，所嵌

69

个“春”字自然流

畅，并无重复之病，且生动、新颖，别

有一番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