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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岁月石露头
■毛骏杰

夏令佳蔬夜开花
■朱峰

父亲
■陈红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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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与青姐跳舞时，听她解释迟到的
原因：儿女们为了庆祝她生日，买了蛋糕食
物，热热闹闹聚了一餐。家人祝福她舞越
跳越好，歌越唱越动听，人越活越年轻，青
姐一开心，差点忘记了跟我的约会。

我哈哈笑着的时候，突然想到了父亲，
好像再过两天，父亲也要过生日了。

回家一说，老公提醒我，还只是农历九
月里，离老爸的生日还有些日子。

我给爸打电话，他在电话那头爽朗地
笑，中气十足的样子。我说：“爸，身体好
吧？最近血压怎么样？”

他说：“好的，血压控制得蛮好。”我问：
“听得清楚吗？”爸随即回应：“听得清，我换
了助听器，这个特别好使。”

我咧开嘴笑，心里替爸高兴，这下好
了，父母俩终于可以无障碍交流了。

爸近年听力明显下降，打电话过去我
再怎么大声说，他也听不到，最后只好由老
妈代听代传话才能说上几句。小妹给他买
过一个进口助听器，老贵，但不实用，爸嫌
它噪声大，说戴着心烦意乱没法安静，弃之
不用。后来侄子给他网上购置了一个耳
机，便宜，说是效果不错，可是他平时不戴，
我打电话过去时，他慌里慌忙戴上，调试好
半天，还是听不清，又得由老妈代听。老妈
不识字，我请教一味中药的性能，老妈听不
懂，老爸说出一味中药的名称，我又不认
识，问怎么写？老妈费尽劲鹦鹉学舌，几次
三番，才能传话成功。

爸因此想到要学习电脑，可以在网上
跟我们聊天。那时爸已近八十岁，暑假侄
子在家闲着，他天天缠着侄子教，又申请了
一个QQ号，把家人加为好友，有空了，就
坐在电脑桌前慢慢琢磨。爸是个好学的
人，凭着一股肯钻研的劲，年轻时在单位
能发电。会修电动机，家里的电线电器，
都能安装修理，还自学了许多医书，品尝
过田头百草，尝试过针灸艾灸，是远近村
庄小有名气的土郎中。爸乐于助人，常

常有朋友带来不认识的人，让爸帮忙免
费看病开药方，有时村人起了争执，大家
会请他去“讲事”，爸做事公正公道，能站
在当事人的角度分析缘由，争得面红耳
赤的村人经他调解往往能化干戈为玉
帛，亲戚朋友遇到难事也喜欢找他商量，
让他帮着出出主意，爸是个能干的、受人
尊敬的人。

可是在家里，爸却是妈妈最嫌弃的一
个人。妈妈性子急，做起事情来火烧火燎
的，恨不得一口气全部办妥。有时候事与
愿违，比如稻子割了一半，爸爸的腰病犯
了，又比如雷阵雨突然来袭，晒出的稻谷来
不及收进被淋个正着，再比如家里来客人
了，爸陪着客人抽烟闲聊，没有帮妈妈灶
台下添柴火，妈妈便嘟嘟哝哝，埋怨老爸
是个派不上用场的人。好在父亲性格好，
会耐心解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时妈
妈生气了听不进，嘴里多唠叨几句，爸也
就嘿嘿笑着，由她使性子出出气息事宁
人。爸是个明事理的人，知道一个家没
必要争争吵吵分出谁对谁错，又不是什
么原则问题，大家在一起过日子，和和睦
睦的，不是更好？家中琐事，爸不插手，
全由老妈作主，妈爱怎样就怎样，但凡重
大事情，老妈则自动退到一旁，由爸出
面，爸把事情处理妥帖了，妈妈很满意，
可是好景不长，过不了几天，爸又成了妈
妈嫌弃的人。

我喜欢写，写好后放在QQ空间的日
志上，爸戴上老花镜，认真地看，我回家了，
他鼓励我：“不错不错，写得好啊！”我抱怨
睡眠不好，人累身乏，父亲搬出小椅子让我
坐在院子的大阳底下，看我舌苔，替我把
脉，还拿出血压器给我量血压，凝神屏气，
很认真地检查了半晌，松口气说：“没事，脉
有点细，跳动得略慢，平时要多注意休息。”
想一想，又对我说：“写作这东西，好是好，
也不要太费神，身体要紧。”

这让我想起以前读书时光，三姐妹中，

数我最大大咧咧，凡事仅做个大概，既没有
姐姐的勤奋，更没有小妹的聪慧，学习成绩
只要中等偏上即心安理得。一次学校放
假几天，爸用自行车载我回家，路上这样
对我说：“你现在年纪轻，记性好，正是读
书上学的好时候，干吗不努力？学点文化
多好啊，肚子里有料，啥时候想用了拿出
来就可以用……”可惜当时我似懂非懂，
无心多听他唠叨，自顾自只管欣赏路边风
景。

可是现在，父亲却劝我要注意身体，不
要太费劲。我明白，他是希望年轻的我多
一份要心，现在的我少一份操心，他在用平
实的语言表达着一个父亲对孩子的关爱。

爸是个有福的人，虽然身体一直不太
好，一直被病痛困扰，病情发作时，豆大的
汗滴从他蜡黄的脸上滴下来，很让我担
忧。但是父亲很坚强，一次又一次，一年又
一年挨着过来了，父亲的腰不好，开过刀，
做过激光碎石、穿刺手术。

那年秋天，爸60岁，来宁波医院看病，
化验单上显示两个肾全是大大小小的结
石，我看看父亲痛得苍白的脸，眼泪哗哗流
下来，怎么也止不住。父亲反过来劝我：

“别这样，没事的，老毛病了。”如今父亲八
十有余了，他的许多同事朋友，好好地突然
都走了，父亲却像一棵大树，慢条斯理地活
着。去年冬天，爸在家里不小心摔了一跤，
脑出血住院，情况危急，家人寝食难安，还
好爸又挺过来了，爸说，他日日要给妈打胰
岛素针，又不想给忙碌的儿女们添乱，怎能
倒下？

父亲是个平凡的人，一生没干出什么
惊天动地的大事，走在路上，也就是个普普
通通的乡下老头，但他以他的善良教会我
们善良，以他的言行引导我们健康成长，以
他的品德影响着家中每一位成员。像天下
许许多多普普通通的父亲一样，是一座山，
高高大大，不管过去了多少年，一直在儿女
们的心里！

夏令时节，在众多当季蔬
菜中吃夜开花是最相宜的。这
本末如一的长条的瓜，俗语称
蒲子。夜开花性寒凉，止渴消
热，有一定的保健和药用功
能。周作人说，夏天吃饭有一
碗夜开花汤，倒是很素净也鲜
美可口的。这是知味之言。夜
开花于酷暑中透着丝丝的凉
意，你瞧，这淡淡的青，隐隐的
白，色泽够诱人。且其色介于
青白之间，近内则偏向于白，近
表则倾向于青，青白相间，煞是
好看。

我常在离家不远的一家老
宁波风味饭店用餐，有时一道
用夜开花豆瓣搭配鳝鱼烹制的
宁式鳝丝，一盘冷菜，一瓶啤
酒，吃得津津有味。我不太喜
欢用韭菜或韭菜芽制作鳝糊，
特别钟情于夜开花做帮头，除
非是每年二三月份新上市的
鲜嫩春韭。夜开花软软的，再
加上新鲜蚕豆肉，颗颗碧绿地
镶嵌其间，这样做出来的老宁
波鳝糊咋叫人不爱呢！蚕豆
肉，有些地方叫蚕豆米，可与
肉丁、火腿丁同烩，其味也不
错，关键是要鲜嫩的蚕豆，若
用干蚕豆泡胀后剥皮，也可制
作上面的菜，只是味道大为逊
色了。

夜开花塞肉也是一道时令
菜。夜开花挖掉当中的籽和
瓤，塞进肉糜，切成一段一段
的，放油里稍许一煸，而后加酱
油，做成红烧的夜开花塞肉，风

味别具一格——地道的宁波家
常味。吃着这菜，令我想起另
一道夜开花豆肉羹，儿时常吃
的家乡风味菜。这道平常菜，
饭店里不一定有，其实把它列
在夏季时蔬之中，倒比其他蔬
菜诱人。时下，酒店餐馆的蔬
菜大多一般，夜开花豆肉羹这
样的家常菜大可上桌。

民间有好菜，若去采风，粗
菜细做，食客定是欢迎的。就
说夜开花，周作人在《瓠子汤》
里有言：“瓠子的汤是很简单
的，只是去皮切片，同笋干等物
煮了加酱油而已。”他说：“每年
在夏至那天照例要吃蒲丝饼，
用瓠子切丝煮熟，加面粉、白
糖和匀，入油中煎之，每片约
如手掌大，小时候很喜欢吃，
同中原的南瓜饼一样。”这蒲
丝饼饭店也可一试，说不定也
能像当年的南瓜饼一样红火
一阵子呢。

多年前，在甬上餐饮名店
汉通酒店曾有幸品尝过中国烹
饪大师、甬菜大家戴永明先生
烹制的创新宁波菜——瓜柱
虾丝，至今仍记忆犹新。此道
菜，在形状上采用少见的双层
围边，把虾丝“围困”其中，围
边一橙一绿，参差相映。其间
十只瓜柱，亭亭玉立。这瓜柱
便是用夜开花做的，经高汤吊
鲜，糯而软，入口即化，既有质
感，又鲜美怡人。夜开花烹饪
到如此境界，真可谓时蔬中的
佳品！

首南街道西南角有一个村
落，介于陈婆渡村和前周村之
间，村子有着五百余年的历
史，因穿村而过的九曲河在涨
潮时把村边的石头路给淹没
了，等潮水退却时才露出石头
路，所以此地就叫石路头。

九曲河通连奉化江，潮涨
潮落，江水多涩咸，既不能灌溉
农田，又不能饮食做饭。水是
生命之源，要确保水的安全，农
耕时代的石路头老百姓很有
前瞻性，做了一件大事，他们
在村南距宅舍两百余步的坡
地挖了三个池塘，东边的池塘
规整圆满叫圆池，中间长方形
的叫长池，西边椭圆状叫团
池。数百年来，村内规定长池
只能作为饮食之用。据石路
头张氏家谱记载，同治十二年
族内订立《长池禁碑》、光绪元
年立的《永禁长池》禁规都有
相关的记录。

《长池禁碑》上说：池向有
禁规悬诸，本祠因洗涤一节，清
污甚难分辨，乃致水池不洁，有
妨饮食。因此，无论水之大小，
凡一切物件不许入池洗涤，违
者罚钱四百文归祠。也许是村
族生息繁荣，用水量大增，有人
破坏了规矩，于是族人在长池
边竖立一块石碑，刻上字以警
世人。《永禁长池》碑指出：吾族
之南，有长池一方，其水澄澈，
距宅二百余步，族人咸汲取以
为饮食。而抗旱之时，河流易
竭，江水多咸，族之人所有赖于
此水者为尤甚也，向有禁规，悬
诸祠内凡秽污之物不许入池洗
涤。还说：近因族大事繁，洗涤
者众，清秽甚难分辨。为此，将
洗涤一节更加严禁，且勒石于
池之东畔，以昭众目，今复载笔
于此，并其余旧规一一开后，如
有犯者，无论尊卑贫富，罚不稍
贷，彼族人其各凛，此禁庶几均
沾其泽。

这个百多年前的“五水共
治”理念，我猜测在当时算是比
较严厉的，至于有没有处罚不
得而知，但淳朴的村民应该会
遵守。永禁碑还具体规定了七
条禁规：第一条无论池水大小，
物件清污，一切不许入池洗涤，
违者罚钱四百文。第二条鹅、
鸭不许放入池内，违者罚钱四
百文。第三条长池不设埠头，

水满池时可挑水饮用、可灌溉
地田。但池水中层有平水石一
方，平水石出后，如有装车引水
灌禾者，违者罚钱四百文。第
四条无论池水大小，不许捕鱼，
违者罚钱贰百文，钓者听之。
如平水石出后，趁池水干涸，
趁夜投池捕鱼以致水污浊，公
议重罚，有知情通知宗干者，
给赏钱六百文。第五条如有
粪桶挑用池水及平水石出后
挑池水灌禾者，俱罚钱贰百
文。第六条无论童叟不得脱
衣洗浴，违者罚钱贰百文。第
七条无论长短工人，如有犯禁
者，由于主人不通知之故，须
向主人照罚以上所罚之钱。

正是靠着这些村规民约，
族内世代繁衍生息，守住了底
线，给生活一个美好的空间。
走进石路头，一个个时代的记
忆鲜明地印在了此地，诉说着
繁华，也践行着变革，如高头
白墙翘檐的明清院落、解放前
的风石库门、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的水泥楼房，而更多的是新
时代城市变迁改造的拔地高
楼。九曲河风光依旧，你若是
站在夕阳下的埠头边仔细聆
听，依稀欢闹的场面一一展
现：妇女们梿洗衣物，年长者
在村口桥头抽烟聊天，男人们
则带着孩子在河中搓澡玩水。

暮春三月，孔子问学生曾
子有什么远大抱负？曾子答
道：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
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
咏而归。那是一种多么美好的
场景，说明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表明人应该重视与大自然的接
触，不破坏环境，这也告诉我
们，幸福时常在自己身边，守住
了自己的幸福，也就圆满了周
围。爱护家园，保护水源是永
恒的主题，善为、善治的首南
百姓一直坚守着善水理念。
正如张氏族人张孝维在他的
《长池汲担》中写道：汲担如梭
晨夕忙，人心久已患元阳。邻
村亦藉为生活，共说清河世泽
长。时代变迁，石路头村征收
待尽，周遭已是高楼林立，村
民也搬进了崭新的小区成为
了居民，小区前那条簇新的马
路取名三池路，只有老村边横
塘河的小三江口仿佛还在诉
说着往日的故事。

湿地公园就是鄞州公园二期，在我家
附近，天气晴好的话，每天晚上都去那里散
步，春听蛙声，夏听蝉声，不亦乐乎。

一个雨后的早晨，走进湿地公园，那绿
色铺天盖地而来，令人心旷神怡。池塘里
水草蔓延着，像碧绿的绒毯。睡莲舒展着
叶子，开着洁白的花儿。这里的池塘多得
数不清，且每个池塘都有不同的水生植
物。比如叶子如滴水观音、开着黄花的叫
萍蓬草，像萍一样浮在水面，又像蓬一样撑
开。附近的池塘里，左边是长长的东方菖
蒲，右边是一丛丛凤眼蓝。木栈道边还有
满池的荷叶，满池的蒿草，在湿地公园有水
生植物220多种。一路的银杏、水杉，一路
的野花小草，美不胜收！

前面就是观光果园，这是一片桃林，满
树的果子，半边淡红色透着绿，半边淡绿色
透着黄，正享受着暖暖阳光与绿叶的呵护。
左边是杨梅林，但杨梅果很小，长着刺儿，色
泽诱人。不远处，就是石榴林，满树橙红色
的花儿，如火焰般开放，似生命般灿烂。

旁边就是香渡桥，桥名取自宋代明州
词人吴文英的“吴台直下，缃梅无限，未放
野桥香度。重谋醉，揉香弄影，水清浅
处”。好美的词！虽然词人说的是梅花，如
今春已去，但湿地公园里依然花儿盛开，特
别是金鸡菊，清浅弄影，灿烂芬芳。香渡桥
曲折迂回，桥上还有观景台，桥对面另有一

番风景。
我下了桥，经过正在建造的周尧昆虫

博物馆，走向湖边，柳树在水面上飘拂，高
楼倒映在碧水中，好一幅水墨丹青画。一
个船工拿着一根长竿，在湖面上划动，钩着
杂物与残枝。原来湖面这么整洁，都是他
们辛勤的劳动。我沿着浅浅的湖滩，走向
水面，发现清澈的湖底长着红色的水草，一
簇簇，像丝织品那样细腻、好看，可是不知
道是什么草，打开APP“形色”一看，原来是
碱蓬，但照片上碱蓬是绿色的，栽种在陆地
上。而这里却是红色的，种在岸边的水下，
是观赏性水生植物。“形色”中的碱蓬长得
很高，不知这里的碱蓬以后会变成怎样，待
秋天再去观看。

我跨上湖边的星波桥，在桥上俯瞰，流
水潺潺、芳草萋萋。路边、树下，金鸡菊争
相开放，一片金黄。大桥下是九曲桥，是观
湖景的好地方。记得前些天，湖面上荷叶
皱皱地两边卷起，还在沉睡中，如今早已探
出水面，高举着小伞。如镜的湖底，长着一
棵棵水草，错落有致。旁边一位帅哥说：

“这是栽种的吧！”一看还真是，否则怎么会
插秧似的整齐。想起去年的冬天，湖里的
水曾被抽干，后来就种了水草。湖边还有
美丽的鹫尾花，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我沿着湖边，经过儿童乐园、基址公
园，走过广德湖路。前面就是“生态漫滩”，

一大片的湿地，一个个的小岛。长长的菖
蒲随风摇曳，高高的水杉挺直了腰杆。在
湖中石栈道行走，芳草的香味扑面而来，沁
人心扉。发现石头缝里不但有螺蛳，而且
还有许多小鱼儿。以前家乡的小河里，最
多的就是这种银鱼似的小鱼，成群结队在
河面上游动。儿时的我常常把手握成瓢
状，慢慢地放入鱼群下的河面。然后，轻轻
地合拢，满心欢喜地捧出水面，打开一看，
什么也没有，那机灵的小鱼，瞬间就逃之夭
夭了。如今，家乡的小河早已销声匿迹，来
到湿地公园，在这里寄托我的乡愁，是个不
错的选择。

湖边是一片梅林，已结了小小的果子，
梅树下花儿齐放。我踏上“芦上漫道”，这是
一座通往湖心曲曲弯弯的钢塑桥，满眼的湖
光水色尽收眼底。那桥错落有致，在低桥上
行走，桥下的芦苇穿过桥的缝隙在桥面上伸
展着叶子。在高桥上散步，能在桥的缝隙中
瞧见脚下的湖水与水生植物，不免有些恐
高。湖中还有一个棕色的观鸟屋，匍匐在水
草丛中，精致美观，但现在鸟儿不多。

两年前的春天，我搬了新家，那时公园
还没建成，湿地里的草木初长成。一晃两
年过去了，发现公园越来越美，这里不但有
漂亮的景观，而且还有多元文化广场、席草
园、茶室、篮球场、湖边天蓝色的塑胶跑道
等。有个湿地公园真好！

漫步湿地公园
■清秋

钱湖小景
顾华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