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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争艳的春季，也是美食争市的
季节。对于太仓的“菜花甲鱼”爱好者
们来说，也迎来了他们舌尖上的春天。

甲鱼，学名中华鳖，亦称团鱼。清
嘉庆《直隶太仓州志》记：“鳖，俗呼团
鱼。”餐饮行业则称之为元鱼或元菜。
甲鱼生活于河湖、池沼中，捕食鱼虾螺
等。甲鱼本质上不是鱼，而是一种水
陆两栖爬行动物。甲鱼10月底进入
冬眠，冬眠会消耗体内大量脂肪，肉质
变得结实，待到翌年菜花黄时才出去
觅食。此时的甲鱼临近繁殖，肥瘦相
宜，肉嫩细腻，味道鲜美，而且极具滋
补功效，太仓民间有“菜花甲鱼”之美
称。

小时候生活的老家，水田遍布，河
塘纵横，水产丰富，在家乡的河塘堤
岸、水稻田边经常能见到甲鱼的身
影。有的捕鱼高手，在河塘边瞄个几
眼，就会发现河中甲鱼的藏身处。或
用猪肝为诱饵垂钓，或直接下水去摸，
很少空手而归。十多岁的时候，我也
学会了用猪肝钓甲鱼。把新鲜的猪肝
切成长条状小块，再拌上一点麻油，用
一段十几米长的尼龙线拴在一根缝衣
针的中部，把猪肝穿在针上，不让针露
出，用尼龙线扎紧猪肝，最后把线绕在
一根根竹杆上。傍晚时分，我把一个个
扎有猪肝的钓具扔进河塘深处，竹杆插
进塘边的泥土里固定牢。第二天早晨
去收时，碰巧也能钓到一两只甲鱼。
实践发现，猪肝的腥味和麻油的香味
对甲鱼有着致命的诱惑力，当它把猪
肝吞进嘴里，那根针便牢牢地卡在它
的喉咙里，任凭它怎么拽怎么拉，都脱
不了身，只能束手就擒。渐渐地捕钓

的人多了，野生甲鱼也越来越少了。
上世纪80年代，太仓开始人工养

殖甲鱼。据《太仓市农业志》记载：“20
世纪80年代，县水产养殖场划出10亩
池塘养鳖，以亲鳖自然产卵、室内孵化
方式育仔鳖，再转入池塘养殖。”现今，
养殖甲鱼已是平常之物，而野生甲鱼
绝对是个稀罕物，价格自然不菲。时
常有人拿三两只人工养殖的甲鱼冒充
野生的，说是在乡下河塘里捉来的，但
明眼人细细查看甲鱼背壳和脚趾，一
般都能辨别。当然，人工养殖甲鱼与
野生甲鱼口感和营养价值相差甚远。

野生甲鱼营养价值极高，是宴席
上的佳肴美味，自古便被视为高级滋
补佳品。早在周朝，鳖已成为最高档
的食品。《周礼·天官冢宰》载，周天子
的御厨中设“鳖人”一职，专为烹鳖。
《诗经》中已有“炰鳖脍鲤”之法。《礼
记·内则》曰：“濡鳖、醢酱、实蓼。”意思
是说烧鳖要以肉酱和香草相配，可见
古人对鳖的烹调方法已相当讲究。清
代美食家袁枚在《随园食单》中介绍了
生炒甲鱼、酱炒甲鱼、带骨甲鱼、青盐
甲鱼、汤煨甲鱼、全壳甲鱼等六款甲鱼
馔的烹制方法。

鳖味美，最美在“裙边”。甲鱼的
背甲左右边缘及后缘为厚实的结缔组
织，柔软而细腻，俗称“裙边”。鳖裙富
胶质、有筋性、营养丰富，被列为“水八
珍”之一。鳖裙的美味古人早已认识，
《五代史》记载，南唐和尚谦光因鳖裙
味美但又难得，产生了“鹅生四只脚，
鳖著两重裙”的愿望。北宋张景时也
有“新粟米炊鱼子饭，嫩冬瓜煮鳖裙
羹”的诗句，咏喻鳖裙之美。

太仓人还喜食“童子甲鱼”。甲鱼
究竟大者为佳，还是小者为好，说法不
一致。《听雨轩笔记》认为：“鳖以小者
为贵，所称‘马蹄’。”有一种马蹄鳖，大
小如手掌，肉质细嫩鲜美，宋代诗人梅
圣俞曾有“沙地马蹄鳖，雪天牛尾狸”
之咏。而袁枚则说：“甲鱼大则老，小
则腥，须买其中样者。”其实，同样是甲
鱼，大有大的滋味，小有小的美妙。

邑人食鳖历史悠久，明嘉靖《太仓
州志》载：“鳖，有群。甚美，小八珍。
有冻鳖群。”烹制甲鱼，最宜清炖、清
蒸、清烧，以保持原汁原味的特色。也
可浓口重味，红烧、酱焖、卤煮，鲜香甘
美。各种烧法中，以清炖和红烧最显
风味，这也是太仓传统的烹调方法。

清炖甲鱼是一道被记入《太仓县
志》的传统菜。甲鱼块焯水后，将甲鱼
按其形摆入汤盆，加料炖至熟烂。轻
啜一口泛着油花的甲鱼汤，鲜！夹起
一块鳖肉入口，肉嫩不腻。肥美的甲
鱼，清炖煲汤是最好的选择，确为上乘
滋补佳肴。

红烧甲鱼是传统的家常菜。起油
锅放入甲鱼块煸炒，加糖、酱油、黄酒，
用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焖炖至肉香飘
散，再用旺火烧到汤汁起黏，即可出
锅。端上桌的菜花甲鱼，外覆一层诱
人的油亮酱红，加上阵阵扑鼻的香气，
撩拨食客心弦。如果换成冰糖，即为
冰糖甲鱼，味道更加鲜美醇香。

不时不食，甲鱼也不例外。随着天
气转暖进入夏季，蚊子渐渐多起来了，
甲鱼肉质也会慢慢变老变柴，肥美不
再，太仓人贬之为“蚊子甲鱼”，味道就
更不如“菜花甲鱼”那么鲜香诱人了。

“南风送暖麦齐腰，桑畴椹正饶。翠珠三变画难描，
累累珠满苞。”清代叶申芗的《阮郎归·桑椹》诗，不由得让
人想起家乡的桑树林。

家乡种植桑树，刚开始时是为了防风固沙，保护庄
稼，并没有想到它的经济价值。农村老家的土质主要是
沙土，村子周围到处是大大小小的沙土岗子。听村里上
岁数的老人讲，村子周围这些沙土岗子大都是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天气干旱，冬天和春天刮大风时形成的，有时刮
起风来，七八天不停，尘土飞扬，遮天蔽日，大风刮得人睁
不开眼，离着几米远就看不清楚。春天种植的棉花、玉米
等农作物，一场大风给刮得无踪无影。为了防风、固沙保
护庄稼，村民们就在沙土岗子上和荒地里种植了大片大
片的杨树、柳树、桑树、槐树等树木，从此基本遏制了风沙
的灾害。村里虽然种植的树木品种繁多，但是给我留下
印象最深的要数桑树林了——因为每年夏天都可以吃到
香甜可口的桑葚。

农村老家把桑葚叫葚子，有的地方也叫桑果、桑蔗、
桑枣、桑泡儿、乌椹等。农谚说：“小满桑葚黑，芒种割小
麦。”麦子齐腰的时节，诱人的桑葚上市了。颗颗桑葚由
绿变红，逐渐变成红紫色或黑色，像饱满的黑珍珠似的，
挤挤挨挨地悬在枝头，让人垂涎欲滴。每到这个时候，我
就和小伙伴们去桑树林里摘葚子吃。绿色和青色的葚子
没有成熟不好吃，红色的葚子虽然看着可爱喜人，但是特
别酸，吃一颗酸得倒牙流口水，红紫色或黑色的葚子最好
吃，汁浓似蜜，放到嘴里甜酸清香，沁人心脾，好吃得不得
了，堪称人间美味。每次和小伙伴们都吃得满嘴乌黑，手
指头上也染上了紫色。如果不注意还会把白色衬衣也沾
染上紫色，好长时间洗不掉。不过由于桑葚火气太大，一
次不能多吃，吃多了就会流鼻血，那血色跟桑葚汁液一样
一样的。

一般越是成熟的葚子，大都生长在桑树树枝的尽头
高处。我和小伙伴们个子矮，在树下摘不着，为了能够采
摘到又大又好又甜的葚子，就爬桑树上去采摘。有一次，
我的一个小伙伴在桑树上采摘葚子时，为了采摘到树枝
高处的一簇个头又大又成熟的葚子，不小心把树枝子踩
断了，一下从树上掉下来，幸亏桑树长得不是很高，只是
划伤了胳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据有关科学研究发现，桑葚鲜果中含有丰富的活性
蛋白、维生素、氨基酸、白藜芦醇和花青素等成分，此外还
含有人体缺少的锌、铁、钙、锰等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以及
胡萝卜素、果糖、葡萄糖、丁二酸果胶、纤维素等。常吃桑
葚能显著提高人体免疫力，具有延缓衰老、美容养颜的功
效。另外，桑葚“药食同源”浑身是宝，桑葚、桑叶、桑木、
桑白皮等都是上好的中药材。

如今，随着桑葚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和市场的活跃，
价格也是“水涨船高”，听说一斤鲜果能卖到七八元甚至
十几元，人们越来越重视桑树种植，并且逐年扩大种植面
积，桑葚成了当地的支柱产业，知名度也上升了。农业技
术人员经过多次对桑树的嫁接改良，葚果长得又大、品质
又好、产量又高。人们在食用鲜果的同时，经过深入研
究，开发出了桑葚干、桑葚酒、桑葚醋、桑葚膏等众多桑葚
新产品。桑树林不仅能够防风固沙，现在还成了当地人
们的“致富树”。

光阴荏苒，岁月含香。如今虽然已经离开家乡多年，
但是每每回想起老家的一草一木，心里总是暖暖的，倍感
亲切，尤其是那片桑树林，它给我的童年留下了深刻的印
记。

难忘家乡的桑树林
□宋振东

今年4月5日上午，太仓革命烈士
陵园迎来了20多位年近花甲的老人，
他们在郭永华烈士墓前列队献花、致
敬！几十年了，郭永华烈士的这些战
友，每到清明节都会如约而至。通过
他们的回忆，笔者想努力还原郭永华
烈士生前的点点滴滴……

——题记
时光回到1984年12月。
江苏太仓籍战士郭永华从部队回

乡探亲的第二天，他父母就按习俗，为
他和未婚妻办了定亲酒。第三天上
午，正当双方家人还沉浸在喜庆和欢
乐之中时，郭永华接到了部队发来的
加急电报：“接电速归！”

军令如山。郭永华没有半点迟
疑，他以最快速度打点行装、告别亲
人，星夜兼程，按时赶回了部队当年的
驻地——山东青州。

1984年的冬季异常寒冷。
齐鲁大地寒风刺骨，一片银装素

裹，整座青州城变成了一个冰雪世界。
就在这天寒地冻的日子里，接到赴祖国
南疆参战命令的部队已吹响了“集结
号”。郭永华所在部队的各项战备工
作在紧张而有序地展开中。

1981年11月入伍的郭永华，此时
已是一名超期服役的老兵。按照惯
例，这个阶段的老兵们可以相对宽松
一点，只等办好退伍手续，就可以返回
家乡与亲人团聚了。但是，今年的情
况不同于往常。当郭永华手提行李、
踩着冰雪回到部队时，马上就感受到
了一种紧张而又凝重的气氛。

据他的老排长回忆，郭永华性格
腼腆、为人谦虚、处事沉稳。入伍后，
他用一年的课余时间自学完了高中课
程，并取得了高中毕业证书。军事训
练中，他更是从严要求、刻苦钻研。他
参加团部组织的冲锋枪点射尖子比
赛，取得了十发十中的好成绩，被评为

步兵轻武器“射击能手”；参加单兵和
班战术课目考核，也取得了优秀成
绩。他因军政素质全面过硬，不到两
年时间就被提升为副班长、班长，并光
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郭永华所在团是师主力团。在参
战誓师动员大会上，该团提出了“一日
参战终身光荣，不立军功不回山东”的
响亮口号。官兵们群情激奋、斗志昂
扬，全团官兵都写下了请战书，有大半
同志还写下了血书或遗书，纷纷表示
为了保卫边疆，愿赴汤蹈火、精忠报
国。郭永华也向指导员坚定地表示：

“我是党员、是班长，又是战斗骨干，坚
决要求留队上前线！”在退伍或继续留
队的选择上，“走”与“留”虽然是一字
之差，却意味着选择了两种不同的人
生！郭永华的同乡战友黄振华回想起
当时的情景说：“那天郭永华对我说，

‘我跟指导员谈过了，无论这次能不能
去参战，我都决定留在部队，决不临战
退却！’”

没过多久，郭永华和另外两名同
乡战友一起被批准参战了。

1985年3月31日，郭永华随部队
完成了近4000公里的战役机动，进至
云南省文山州的文山、砚山地域，随即
转入了紧张的临战训练。负重、战术、
耐饥渴和耐高温等训练交替进行，他
们每天在腿上绑着沙袋，负重翻越3至
5座山头。为了让战友们尽快熟悉、了
解预定战区的地形、敌情和战法，郭永
华不顾高强度训练的疲劳，利用晚上
时间查阅了大量关于热带山岳丛林地
攻（防）作战的相关资料，并编写了几
份通俗实用的训练教案。这些教案受
到了团部的肯定，并向其他部队推广
使用。因此，他还被指定为临战训练
的班长教练员。

5月22日，郭永华所在团进入前
沿阵地接防。

5月28日，郭永华担负临时军工
任务。他带领全班战友冒着敌人的炮
火，果断指挥、机动灵活，按时将弹药
送到了指定位置，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5月30日夜，敌军利用我军部队
刚刚接防、对战场环境不够熟悉和适
应的时机，向我方前沿阵地30多个支
撑点同时发起进攻。郭永华所在的九
连奉命增援128高地和无名高地，与团
二营顶住了敌军4个营的轮翻进攻。
战斗持续了两天两夜，共毙伤敌军700
多人。与此同时，最前沿211高地的
1、2号哨位，因二营五连一个班6人牺
牲、2人重伤被敌军占领。6月1日，郭
永华带领全班奉命配属二排夺回211
高地的1、2号哨位，当他们跃进至908
高地时，上级命令他们临时改变任务，
去增援111高地。在111高地上，郭永
华他们坚守了7天6夜。

为重新夺回被敌军占领的211高
地1、2号哨位，上级决定于6月9日晚
发起攻击。211高地是一个直径不到
百米、四周被高山包围着的小山头。
山上原本长有郁郁葱葱的植被，因敌
我反复争夺、轰炸以后，现在山上没有
一棵树木，原来的石块被炸成了石子，
与大量的弹片混杂在一起泛出一片灰
白。担负这次进攻任务的部队是郭永
华所在的九连。

八连的同乡战友张学明得到消息
后，与同乡战友黄振华一起，带了2个
菠萝罐头、3瓶香槟汽酒，于6月9日下
午3 时左右找到郭永华，三人在隐蔽
处坐下，谁也没有说话，只是一起默默
地喝完了汽酒。临别时，张学明塞给
郭永华一包没有开封的云烟后，3个年
轻人6只大手紧紧地攥在了一起。

当日晚7时许，九连进入进攻出发
阵地。这里恰好是黄振华所在八连的
阵地。当黄振华听到郭永华那熟悉的
声音时，连忙将他迎进了自己的猫耳

洞。这时的郭永华与下午见面时已大
不一样，只见他满脸汗水、浑身泥浆，
身背报话机，肩挎冲锋枪，腰间还有手
枪，胸前挂着一颗俗称“光荣弹”的手
雷。黄振华一边递上毛巾让他擦脸，
一边问：“老郭你这是啥情况？”郭永华
笑笑说：“我参加突击队啦！连里开始
不同意，是我争取来的。”参加突击队
意味着什么，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时
的黄振华强忍着胸中的波澜，给他竖
起了一个大拇指。平静以后，黄振华
对他说：“等你凯旋。我们一起喝庆功
酒！”

晚9时，我军的炮声骤然响起。不
久，九连的战士们从掩体里一跃而起，
冲进了硝烟和火光之中。激烈的枪炮
声此起彼伏，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天亮才
渐渐稀落下来。10日上午，九连的战友
们陆陆续续撤下来了，焦急等待了一个
晚上的黄振华蹲守在他们必经的哨位
上，不停地打听郭永华的消息。10点多
钟，他遇到了一位负伤的副班长。这位
副班长含泪告诉黄振华，在向211高地
发起攻击的途时，敌人的一颗手雷落在
了他同组战友李宗松跟前，千钧一发之
际，郭永华将李宗松一把推开，自己却
被炸得鲜血直流，腿不能动，左手也失
去了知觉。正在这时，敌人的一发炮
弹又落在了他身旁……

为了祖国，郭永华年轻的生命永
远定格在了22 岁！战后，他被追记二
等功。

善后时，送回家乡的骨灰盒里只
放了一套崭新的军装，并没有他的遗
骸。他的生命已化作了祖国的山脉！

每年清明节，当年的一些同乡战
友都会如约来到他的衣冠冢前凭吊。

2018年 7月4日，几位战友还自
费来到祖国的南疆，在郭永华烈士牺
牲的211高地，敬上一瓶好酒、点上一
支他最爱抽的云烟！

芋艿

剥开那粗糙的皮囊，
惊艳你白皙的胴体。

万蚁噬心般的痒，
也阻挡不了那口绵糯

的丰腴！

肉松

儿时生病，是母亲洒在
白粥上的一抹香甜。

外出求学，是火车上聊
以慰藉的一口乡愁。

逢年过节，是酒席间搭
配皮蛋的一道仪式。

食物总能唤起绵绵的
温情和思念，

因为味蕾连着心。

芦粟

一排排，伫立在宅前田
埂上，

迎风招展，眺望着远方
归来的人。

一捆捆，带上遥远漫漫
的归途，

万水千山，思念着家中
想你的人，

亭亭玉立，
甘之如饴。

酒酿

这江南灵动的水啊！
酿出了这一口甘冽。

这水乡晶莹的米啊！
浸润了这一股香甜。

微醺不醉，
欲罢不能。

人间四月天，最是一年芳菲时，一日与夫信步徜徉于河
岸边，清风逶迤，花香馥郁，蓦然回眸，我竟与林间开得繁盛
及锦的泡桐花“撞了一个满怀”，它们一咕噜一咕噜悬于枝桠
间，像一群顽皮而烂漫的孩童，用一朵朵紫炫俏丽的小喇叭，
奏起了明丽欢快的“泡桐花之歌”。鸟儿在枝间为它们婉转
鸣唱，几只翅膀艳丽的花蝴蝶在蹁跹起舞，蜂儿“嗡嗡”轻吻
花蕊。从花枝间仰望悠悠白云，我不由得神思飘渺……

故乡的庭院就有一株高大的泡桐树，每年四月，那似倒
挂铃铛的泡桐花，就一簇簇挂满枝间，开得如云似霞，花团
锦簇。每到周末，我就与要好的同学坐于树下，玩着那儿时
百玩不厌的“抓籽儿”游戏，有时我们会翻箱倒柜拿出家里
的小人书，摆放一堆交换着看。一次看到《红楼梦》中的“黛
玉葬花”，看着肩担花锄，挂着花囊，手执花帚的黛玉，恰好
一朵泡桐花打着旋儿轻落肩头，我灵机一动，便捡拾起飘落
一地的泡桐花，也上演了一出“葬花吟”。那时虽年幼难以
领悟黛玉的“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的惜花之
情，但随着刨坑葬花，望着那隆起的一抷小小花冢，我似乎
隐隐明了黛玉的那份“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悲凄之情。也是从那
时起，“开辟鸿蒙，谁为情种”的《红楼梦》，给我的心间植下
了一棵诗意的种子。

惠风轻拂，满树泡桐花似仙子荡秋天般惊鸿妙曼，在一
片旖旎梦幻的淡紫中，悠悠往事也如潮水般慢涌心间。夫
说童年外婆家门前就有几株枝干粗大的泡桐树，一到四月，
紫色的泡桐花就密密匝匝缀满枝头。外婆与母亲坐于泡桐
树下纳鞋底或摘野菜，他趁大人不备，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
麻溜劲，快速爬到泡桐树上，满树的花儿散发着“汹涌”的香
气，他像个上蹿下跳的小猴子，在枝桠间肆无忌惮地摇动枝
干，落英缤纷间常惹得母亲四处找寻笤帚疙瘩，想用家法拾
掇他。一次，他顺手从树叉的燕子窝里摸出两颗蛋，沾沾自
喜间是外婆的厉声制止，那象征吉祥与平安的燕子，可是农
人们心中的“吉祥鸟”，那能招来燕子的泡桐树，更是外婆的

“心肝宝贝”，母亲又岂容他在树上肆意撒欢。
“月下何所有，一树紫桐花。桐花半落时，复道正相

思。”一梦初醒的白居易，满含着离愁别绪，风儿淡淡情思绵
绵，满树的紫桐花点燃了他对远方友人无尽的思念与牵挂，
只有情诉桐花诗。有人说，桐花的暗淡之美，惆怅冷寂，惟
白居易最懂，他是紫桐的知音。那绽放于乡野田贩，兀自开
谢的花儿，更像清雅俊逸的隐士，不张扬却自有风骨，难怪
王士祯在《蝶恋花和漱玉词》中说：“郎是桐花，妾是桐花
凤。”

人间最美四月天，最是桐花惹乡愁，这个百媚千红的仲
春之时，我们流连醉心于桐花间，“永恒的守候，期待你的
爱”是它的花语，那兀自芬芳馥郁的花儿，它在静然默守中，
让一份真爱随时光化为永恒，它也凝入了我对家乡、对逝去
亲人、对童年时光的无限眷恋与思念。惟愿花常开，月常
圆，人无恙，情永驻。

盈盈桐花惹乡愁
□金 心他的生命已化作了祖国的山脉

□陆耀明

菜花甲鱼
□龚志明

味（组诗）

□金颖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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