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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之后，有时倒想尝尝母亲当年做的浆水鱼鱼。她
的身体却一天天愈加令人担忧，头脑痴呆、四肢僵硬得厉
害，甚至连手抓筷子都十分困难了，只能用勺子勉强自食，
笨拙得像个孩子。想吃她做的鱼鱼，此生，已不可能。

浆水鱼鱼，作为一道地方传统小吃，向来就是三秦父
老四季喜欢的美食。尤其是夏天，吃鱼鱼，喝浆水汤，美味
沁人心脾，酸爽舒服至极，既能缓解酷热烦躁，又可开胃提
升食欲。吃起来，只需用竹筷或勺子送到嘴边，轻轻一吸
就入了口，无需费牙多咬，舌头卷压几下就碎了，轻松滑下
喉咙。人到了中老年，牙齿多少都有点毛病。这大概，是
浆水鱼鱼额外受宠的又一因素。

做鱼鱼的主料是玉米面，或一般淀粉。两种鱼鱼口感
各不相同，各有特色——玉米面鱼鱼略显粗粝，却有玉米
的甜香；淀粉鱼鱼，则以其劲道细腻见长。

鱼鱼的做法简单易学，秦岭深处的乡间妇女，几乎人
人都会，一个比一个拿手。母亲爱吃鱼鱼，年轻时就是做
鱼鱼的把式，每一次家里刚磨好玉米面，她都少不了要做
几顿鱼鱼吃。

水在大铁锅里煮沸时，母亲一边慢慢往锅里撒入玉米
面粉，一边用长筷子或棍子不停地搅，凭经验，直到稀稠合
适为止。然后加入适量碱面，待面糊在锅里咕咕冒着气
泡，煮熟溢出香味，再舀到漏瓢里，用铁勺背慢慢按压。漏
瓢是用火筷烧红，在葫芦瓢上均匀烙出小孔做成的。黏稠
的面糊从小拇指粗细的窟窿里挤出，漏进事先备好的大盆
凉开水里，一盆鱼鱼就形成了，状若小鱼，又如蝌蚪。因而
得“鱼鱼”之名。陕南人叫它时，多习惯于在后面再加个

“儿”字，更显亲切顺口。
打面糊，是做鱼鱼至关重要的环节。撒面与搅动，得

同步进行，才能尽量减少出现面疙瘩。同时还要把握好稀
稠与火候，稀稠不合适，鱼鱼自然不好。稠了，不好漏出，
太硬；稀了，又软得上不了筷子，入口也没了感觉。无论太
稀或太稠，必然都有失筋道。跟做豆腐一样，拿捏好火候
也尤为关键，锅底烧出了焦煳味，口感就难免大打折扣。

趁鱼鱼在水里冷却定型，再用另一口锅烧好油，根

据爱好和口味，辅以葱、姜、蒜等炒好浆水。浆水的好
坏，不用说也是决定鱼鱼香否的重要因素。那时母亲用
河里采回的水芹菜，或地里拔的野刺苋窝出的浆水，菜
香浆清，又能在缸里存放十天半月不坏。盛夏里，我们
常舀出半瓢乳白的浆水，咕咚咚当饮料一饮而尽。前不
久网上曾有一则消息说，有专业人士研究表明：浆水菜
里含有大量利于人类身体健康的乳酸菌。虽不知真假，
但我相信应是不无依据的。

冷好的鱼鱼，既可捞在碗里凉吃，也可烩入锅中热
吃。这完全根据季节，或个人喜好而定。不管热吃凉吃，
若再泼上红红的辣椒油，就连对鱼鱼兴趣不大的年轻人，
往往也忍不住，要呼呼噜噜喝上一碗半碗。

如果趁热把炒浆水及其他汤汁，直接浇在打好的玉米
面糊上，又是另一吃法。谓之搅团，也别有风味，喜食者仍
不在少数。

因鱼鱼好消化，往往吃两大碗鱼鱼，过不了半天肚子
又空得咕咕叫。所以，过去人们常说：“鱼鱼不是饭。”体力
活重的人，吃了鱼鱼，多少还得吃点其他硬实东西帮衬，要
不早上根本顶不到晌午。小时候我很反感吃鱼鱼，母亲若
做鱼鱼，通常会炒洋芋给我“开小灶”，或再做一些炒面给
父亲。这里所说的炒面，当然不是现在的炒面条，而是用
豆渣、麦麸、玉米面、碾碎的豆类，甚至还有某些树皮掺和
在一起，以油盐炒熟呈散状，吃下禁饿，不易消化，却是父
辈们早晚上山，随身携带果腹的干粮。

如今，葫芦水瓢和用它烙制的漏瓢，已渐渐退出历史
的舞台。取而代之的，则是不锈钢或铝制品、塑料，漏鱼鱼
格外轻便顺畅，用后更便于清理，干净卫生。浆水鱼鱼，在
丰富多彩的三秦饮食领域里，依旧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我生活的小城丹凤，冬夏常见有人骑着三轮车，走
街入巷叫卖浆水鱼鱼。遇上对口味的，就在一边停下
来，取下凳子招呼客人坐下，麻利地从桶里锅里舀出，端
上。待客人抹了嘴，满意起身，三轮车又摇晃着再向别
处驶去。日复一日，寒来暑往，艰辛自不必说，日子倒充
实美好。

浆 水 鱼 鱼
王 璐

烟花三月，草长莺飞，是外出踏青
赏花放飞心灵的最佳时机。怀着一颗
渴盼的心，我迫不及待地来到了风景
秀丽的仙娥湖畔，大半天的慢步观光，
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如果说秦岭是一条龙脉的话，那
么，仙娥湖就是从龙脉眼里溢出的泪
花，有甘甜亦有苦涩。仙娥湖位于秦
岭南坡的商州城西北方位，这里水绕
山转，迂回弯曲，丹江与板桥河宛如盘
踞在山脚的两条巨龙，观天枕地。湖
内有孤岛人称仙娥岛，也叫湖心岛。
岛上广植桃树，阳春三月，花明千树，
色蘸春溪，引人注目。在湖心岛周围，
四条山系仿佛横卧在湖水中的四条
龙，山水相映，倒影屹立，风拂湖面，龙
跃欲飞。澄澈无比的湖水里完全浸透
了唐宋水墨的精魂，斑驳的小小涟漪
漫不经心，轻易就把远处的群山融进
梦呓里，醉人心扉。

其实，最早这里不叫仙娥湖，人称
仙娥溪。

相传在很久以前，发源于秦岭的
丹江与板桥河被喻为二龙，矗立于河
道中的山称之为二龙山，由于河水的
常年冲刷，使得二龙山如斧劈刀削般
高耸入云，阻挡住了人们出行的脚步，蜗居在此的黎民百姓只能过
着与世隔绝的日子，每遇盛夏暴雨频发时节，倾泻的山洪造成河水
暴涨肆虐，人畜丧命不计其数。为此，人们怨声载道叫苦不迭。一
个雨过天晴的午后，有个叫仙娥的宫女，陪侍王母娘娘云游返回，
在路过此地时，从空中窥到了这一惨烈景象，决定留下来帮助百姓
削山疏洪拯救灾民。在经历了365个日日夜夜的不懈努力后，一座
困扰着百姓的大山与两河，终于被削平疏通，让泛滥成灾的河水蜿
蜒东去。从此，一条西入长安东出武关的大道被打通，这便是历史
上人们津津乐道的商於古道。后世人为纪念仙娥的盖世功绩，便
把改道后的河称作仙娥溪，把削平的山称之为仙娥壁。从此，便留
下商州的“八景”之一“仙娥削壁层层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
兴修水利的大潮如火如荼，当地人便在仙娥溪下方修起了二龙山
水库，造成水位上升形成了人工湖，这便是今天的仙娥湖盛景，亦
是“一江清水供京津”的源头之一。

沿着围堤我来到了大坝上，湖心岛如梦如幻的人间仙境扑面而
来，吸引着川流不息的观光者，荡舟的、摄影的、戏水的人流连忘返。
看着越来越多的人群，我告别了大坝，步入湖边小径，只见两岸悬崖
峭壁状如刀切，峰峦峭峙，怪石嶙峋，悬崖间林木葱郁，溪流潺潺，鸟
语花香，那种幽清明净的自然之美，不仅让人叹为观止。

令人击节赞叹的是，自商於古道开通后，这里就成为长安连接东
南的必经之路，那些往来于长安的达官贵人、商贾巨富、莘莘学子、文
人骚客络绎不绝地涌进了商州，他们或做官或经商或探险或赶考。
为了便于接待，官府便在此设立驿站，一时间，仙娥驿成为商於古道
上最亮丽的风景。大诗人李白曾在此荡舟，留下了“横天耸翠壁，喷
壑鸣红泉”的千古绝句，诗人白居易游了仙娥溪后，更发出了“商山无
数峰，最爱仙娥好”的感慨。

而最令我神往的景观，却是唐代留下的谢娥庙。
商洛山素有男耕女织的传统。受秦岭山水的滋润，这里的女子

个个天生丽质，窈窕美丽，心灵手巧，而谢娥便是其中的一个。千年
前的一天午后，正在屋里织布的她，突然看到一个风流倜傥的男子站
在面前，那双如炬的目光直直地盯着她，她一时羞得面红耳赤，慌乱
中手里的梭子竟掉在了地上。她埋怨母亲不该把陌生男子领回家，
但听了母亲的解释后，不仅心生怜悯。原来男子叫韩琮，是个落魄书
生，他一次次赴京赶考，却一次次落榜。当他心灰意冷欲返回南方家
里时，在仙娥溪邂逅了端庄贤淑的谢娥，一见倾心，郁闷化为乌有，心
情豁然开朗，情不自禁地吟出了“商山驿路几经过，未到仙娥见谢娥”

《题商山店》这首诗。
第二天，临别时韩琮给谢娥许诺，等他金榜题名后，一定回来娶

她为妻。辞别谢娥后，他一心苦读诗书，铁砚磨穿。因当时通信不发
达，消息闭塞，谢娥总是盼着韩琮的归来，在一天天的等待中，一直没
有对方的音讯，她日思夜想，最终口吐鲜血而亡。数年后，韩琮中了
进士，他兴高采烈地赶到了仙娥溪，欲给意中人报喜，却没想到谢娥
早已亡故。

韩琮与谢娥的故事令人唏嘘。为纪念谢娥的贤淑与忠诚，后人
便在仙娥溪边修了座谢娥庙，里面供奉着谢娥的塑像，传说只要摸一
摸谢娥的塑像，立马就会变得漂亮起来，于是，那些前来祭拜的年轻
女子络绎不绝。

今天，我亦来到了当年的仙娥溪边寻觅，遗憾的是，却没有找到
谢娥庙。原来，自从修了二龙山水库，谢娥庙早已沉入湖底。看来，
人们只能在韩琮的诗词里来细细体味谢娥的美丽了。

仙娥湖，一个如诗如画的人间仙境，一个凄美的传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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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大地，温润的风轻轻地吹过肌
肤，全身暖洋洋的。蔚蓝的天空干净明
亮，偶然飞来几只白鸽，带着哨子发出的
鸣叫声，很快消失在遥远的天际。城市的
街道车水马龙，两旁树木又一次舒展开嫩
绿的叶子。

徜徉在大街小巷，时而有卖花姑娘
从身边走过：“先生，您买花吗？”浓浓的
乡音清脆悦耳，宛如春天的使者，向人们
传递春暖花开的新气象。绿荫下，身着
春装的行人渐渐多了，有散步的、拍照
的、闲聊的……公园里最热闹。一大早，
绿油油的小草还带着露珠儿，急不可耐
的大妈们相约一起，又开始跳起了广场
舞。这个季节，最惬意的事情莫过于呼
朋唤友，骑单车去乡村游玩了。在清幽
僻静的旷野，看每一片叶子自由地吸收
阳光雨露，在一望无垠的田地，看每一株
禾苗齐刷刷地生长。

乡间河流纵横，两岸鸟语花香，杨

柳依依，碧绿的湖水在风的推动下，波
纹闪动，五光十色。有水、有草的地方
是鸟类栖息的天堂，不知名的水鸟忽而
展翅翱翔，忽而潜入水底，群飞群落，蔚
为壮观。我喜欢钓鱼，遇到湖泊倍感亲
切，总想多停留一会儿。碎碎念中，远
处传来一声“中鱼”的惊呼。顺着声音
寻找，小树林里闪出一位老翁，他手握
鱼竿在岸边来回走动，不断地遛着上钩
的鱼儿。鱼线在空中刷刷作响，惊扰一
群白鹅，高扬脖子，带着满腹委屈，嘎嘎
嘎地叫嚷着。

渔翁春风满面，单手提起刚刚钓获的
大鱼，隔着湖面向我们炫耀，同行的朋友
脱口而出：“乡村，才是春天的故乡。”

在老者的指引下，拐了几道弯，我
们看到了盛开的油菜花。农家的房前
屋后、阡陌两侧、沟渠畔，到处都是油菜
花优雅的身姿。田地里更多，一片连着
一片，顺着山坡无限延伸，金灿灿、水灵

灵的。风吹花枝摇曳，瞬间金浪翻滚，
这是亿万油菜花的狂欢，身临其境，香
气浓郁，沁人心脾，更兼花蕊点点润肌
肤，仿佛呼吸都带着馥郁的芬芳。辽阔
的花海有飞舞的蝴蝶、勤劳的蜜蜂、除
草的老农、拍照的妙龄女子，这些景致
与袅袅炊烟交相辉映，宛如一幅流动的
春色画卷。

徜徉在春天里，无论是繁华的城镇，
还是闲适的乡村，风景如诗如画，自古以
来，引得多少文人倾尽所学赞美它。以诗
文之韵律，咏春日之华美，当数唐诗宋词
了。清晨，推开窗子，任春风轻拂，听鸟儿
呢喃，我们小时候背诵过的“春眠不觉晓”
便从心头缓缓流出；正午，阳光明媚，漫步
在小河边、公园里，不乏女子戏水的身影，
她们银铃般的欢声笑语正是“三月三日天
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的复制；夕阳西
下，余晖洒金，小区的绿化带被金色掩映，
呼啦啦刮来一阵风，便有了“小院残红满”

的春日意境。
邂逅一场春雨，我依窗而坐，茶几

上摆放一碟小菜，一壶老酒，自斟自饮，
充分享受独处的美妙。窗外，细雨如
丝，百草权舆，不远处有一个小湖，岸边
植有茂密的树木，开红花的是桃树，开
白花的是杏树，桃红杏白，恰到好处地
相互交织、相互映衬。凋零的花瓣也是
晶莹的，妩媚的，在斜风细雨中飘飘洒
洒，如梦如幻，绚丽多姿。几杯小酒下
肚，再聆听雨滴飘打湖面的惬意，细品
清风散发的芳香，顿觉神清气爽，天地
人浑然一体。

春天是一年四季最美好、最浪漫的季
节，不仅有柔嫩的青枝绿叶，万紫千红的
花朵，还有雨后第一茬苜蓿、苦菜、香椿等
可口的野菜。这些乡间野生植物无论是
蒸、煮、炒，都蕴藏着浓浓的春天的味道，
精心烹饪后，吃的是心境，品的是恬静的
幸福时光。

春日时光春日时光
杨卫星

赵萍君

许多完整，由碎片组成
比如人生
不去想，如何将故事揉碎
更不去想，如何将它拼凑
只去，流好自己的河流

从不汪洋恣肆，汹涌怒吼
只是平静地，记住
远山的叮咛，草木的眷顾
白云的凝视，微风的轻拂
平静地，忘记
暗礁的刁钻，险滩的阴毒

忘记，一切不愉快的破碎
波光粼粼，流向春的深处

碎 片

（总第2577期）

刊头摄影 全玉民

商商
洛洛
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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