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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龙飞
金秋，地里的红薯越长

越大，挖来蒸来吃，那才叫
面、香、甜。享用到如此美
味，我情不自禁忆起了悠悠

“薯事”。
儿时的春天，家里总会种

红薯，挖土、淋粪……父母忙
得不亦乐乎。红薯挺争气，吮
吸着地里的养分，积攒着力
量，生出红薯芽，渐渐长成了
红薯秧，先是鹅黄，再是嫩绿，
喜煞了父母。

早上揭开薄膜，利于红薯
秧沐浴阳光，晚上盖好薄膜，
不让红薯秧受寒，在母亲的精

心呵护下，红薯秧可以移
栽了。

我和弟弟贪玩，也去帮父
母栽红薯秧，没干一会儿就累
得不行，打起了退堂鼓。父母
趁机教导我们：“坚持栽，就会
胜利！”终于，一家人齐上阵，
总算把红薯秧栽完，心里那个
踏实啊，甭提了。

红薯叶越长越绿，充满了
勃勃生机。一家人茶余饭后
就喜欢到地边转悠，只是看看
就觉得十分美好。

“红薯尖可是一道好菜。”
母亲说。我们又当起了小助
手，摘了红薯尖一把把地放进

大盆里，看着满眼的嫩绿，满
心欢喜。

母亲将我们摘来的红薯
尖淘洗干净，烧火煮水下锅
煮，时间要掌握得恰到好处。
放凉后的红薯尖加入花椒、
葱、姜、蒜、酱油等凉拌，散
发着芬芳，让人垂涎欲滴。
把红薯尖炒来吃，同样色香
味美，煮汤也照样鲜美。一
家人一边吃一边谈笑风生，
好不快活。

秋来，红薯长大，父母就
会带领我们去挖红薯。挖回
去的红薯个头都很大，供一家
人煮着、蒸着、烘着来吃，又面

又香又甜。我们小孩子还会
烧红薯来吃。虽然烧红薯表
皮黑黄，但剥开后就会露出金
黄色的瓤，散发出阵阵诱人的
香味。

收割后剩下的红薯藤被
父母“绑”在树上，形成了一
道独特的景致。待晾干后，
收下来用刀切细，装在一起
发酵，煮来喂猪。余下的红
薯则被父母放进了红薯窖安
全越冬。

时至今日，每到红薯成熟
的时节，我就会回想起这些悠
悠“薯事”，激发起越来越浓烈
的乡情。

悠悠“薯事”

□ 田秀明
一到秋天，田里的庄稼成

熟了，农家人手头上的活儿也
多了，扒完了花生挖红薯，割
完了黄豆斫芝麻。农家人喜
欢把这忙碌的秋天称之为“忙
秋”，数不清的汗滴，用不尽的
力气，都在这忙秋里化作了农
家人脸上花一样的笑容。

母亲也种田，母亲的田都
是些房前屋后的空地，挖着挖
着就挖成了菜园子，想吃的时
候在菜园子里揪上一把。每
年，菜园子里总是少不了要种
些芝麻，有白芝麻，也有黑
芝麻。

一开春，母亲就张罗着种
芝麻的事，地整了又整，平了
又平。种子撒下后，母亲的心

思都放在了这芝麻地里，有时
候就是吃着饭也要捧着碗去
看上两眼。母亲说，现在的鸟
儿鬼精着呢，一不留神就被它
们扒开泥土，啄食了种子。种
子冒出新芽后，母亲左看看，
右看看，出芽稀的地方，还得
再补上些种子。

芝麻好长，绿绿的茎，绿
绿的叶子，隔几天长高一点，
隔几天又长高一点，长着长
着，芝麻花开了，都说“芝麻开
花节节高”，芝麻花开一次长
一节，开一次又长一节，花一
落去，茎上结出了青青的籽
荚，一个连一个，一个摞一个，
层层叠叠，像是串在茎上似
的，抱团而生。

一场秋风一场秋雨，芝麻

茎上的籽荚日渐泛起微微的
黄，芝麻快要成熟了。收芝麻
是个细巧活，母亲从不让我们
插手，说是我们粗手粗脚的，
手一碰，成熟的芝麻粒容易掉
进土里，想捡都捡不起来。每
次收芝麻的时候，母亲先要在
边上铺一块塑料布，把芝麻秸
向塑料布上倾斜，再用镰刀齐
根割下，这样即便有掉落的芝
麻粒，也不会漏到土里去。

割下的芝麻秸扎成小捆，
运回天井里，三四捆靠在一
起，竖放在塑料布上。暴晒过
后，籽荚纷纷炸开，再用捶棒
轻轻拍打几下，芝麻粒就会哗
哗地落到塑料布上。分筛芝
麻是最后一道工序，留在塑料
布上的除了芝麻，还有一些空

籽荚和枯叶，母亲搬来筛子和
一个大脸盆，手捧筛子左右晃
动着，一遍不够再来一遍，盆
子里就留下了干干净净的
芝麻。

母亲把收拾干净的芝麻
装进瓶瓶罐罐，留到过年的时
候再拿出来。母亲会做芝麻
糖，过年的时候总要做上一
些，将炒熟的芝麻掺到熬好的
糖稀里，冷却后切成薄片，咬
一口，酥酥脆脆的，芝麻的香
味弥漫在嘴里。年三十的晚
上，母亲还要包上些芝麻大汤
圆，软软糯糯，满口生香。

芝麻虽小，香味却是浓郁
的，这让我想起了那些朴实无
华的人，正是这样的平凡才构
筑起人世间不平凡的美丽。

粒粒芝麻香

一树秋枣胜蜜糖

□ 崔安宁
秋季一到来，村子里的

枣树就收到了消息。在我们
村，家家户户的门口都站着
几棵枣树。前几日还穿着青
衫的秋枣，被秋风一吹，就匆
匆忙忙地换上了艳丽的
红衣。

儿时的我是家中最爱吃
秋枣的人。秋枣刚一换衣，
我便开始组织小队去摘枣。

摘枣说起来简单，却蕴
藏着不少学问。枣树上长了
不少又长又尖的枣针，它们
如一个个刚强坚毅的战士，
匿藏在绿叶身后“抵御外敌
入侵”。通常，我们上树后先
摘眼前的枣，然后开始摇晃
树枝，有些枣性情刚烈，怎么
晃都不肯下来，我们就会用
竹竿打枣。

饱满圆润的秋枣皮薄核
小，吃起来新鲜脆嫩，甘甜可
口，可与蜜糖相媲美。

我回家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缠着奶奶给我烙秋枣
饼。秋枣饼听起来简单，做
起来却比较复杂。首先要将
洗净的秋枣切片去核，然后
把两个鸡蛋打散浇入秋枣
内。紧接着，奶奶会将沾满
蛋液的秋枣与清水一起倒入
磨盘内研磨。研磨好的秋枣
汁与酵母、白糖、白面、油充
分交融，就会得到一个圆润
的面团。发好的面团被奶奶
分成等份的小剂子，再按压
成饼。最后，奶奶将饼放入
油锅内煎至金黄色便大功告
成了。

金黄色的秋枣饼酥脆香
甜，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秋
枣的清香。秋枣饼虽然好
吃，但不能长时间保存。为
了留住秋枣的甜蜜，奶奶会
将余下的秋枣做成蜜枣。

蜜枣的做法相对比较简
单，先用叉子将洗好的秋枣
划遍全身。然后将秋枣放入
锅内蒸煮，煮软为止。随后
把煮软的秋枣沥干水，与红
枣、清水、冰糖一起放入锅中
慢熬。当锅内的水熬干后，
枣会穿好糖衣。这时，再将
其放在院子里接受太阳的亲
吻。晒好的蜜枣香甜软糯，
既可作为蜜饯食用，也可熬
成甜粥。

如今，每当看到秋枣，我
就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幼时摘
枣的画面。于我而言，秋枣
不仅是美食，更丰富了我的
童年时光，这份馈赠比糖甜，
比蜜香。

白露“虫”宴
□ 雨娃

二爷爷爱玩，他喜欢一边
收庄稼一边逮虫子，其中蚂蚱
和豆虫居多。每天收工回家，
二爷爷把虫子扔沸水锅里，熟
后取一半放窗台上晒，剩下的
蚂蚱摘掉翅子，撒盐腌制
起来。

小时候好奇，问二爷爷，
放在窗台上的虫子用来干啥，
为何不一起腌制起来？二爷
爷笑着说，这些是送老朋友
的，一会儿就来取。

二爷爷养牛，懂牛，朋友
多是牛经济，他们来二爷爷家
喝酒，谈的都是牛事儿，哪家
养的牛好，膘肥体壮，干活有
劲儿，性格温顺。

那时候，我老盼着白露
到来。在我们这里，处暑后

谷物豆类开始收割，到白露
已经收割完毕，玉米红薯等
农作物收割还需过些时日。
二爷爷会在白露这天休息一
天，把白露当成一个节日来
过。这天，二奶奶一早便取
出腌制好的蚂蚱和豆虫，炸
一盘蚂蚱，炸一盘豆虫，让二
爷爷当下酒菜。我一听到二
奶奶油锅滋啦，便喊着哥哥
跑去二奶奶屋里串门，其实
是想蹭饭。

蚂蚱豆虫一上桌，我和哥
哥便假装要回家吃饭，脚步却
挪得很慢。二爷爷一声令下：

“在这屋吃吧。”我们恭敬不如
从命，忙坐到二爷爷旁边。二
爷爷给我和哥哥一人倒一盅
白开水说，这水可不是一般的
水，是他一早去山上收集的百

草头上的露水，喝了可治
百病。

既然是神水，就得慢慢
喝，细细品。二爷爷抿一口
酒，我们就陪着抿一口水。二
爷爷夹一个蚂蚱，我们也夹一
个蚂蚱，二爷爷夹一个豆虫，
我们也夹一个豆虫。二爷爷
酒喝得很慢，一根蚂蚱腿也分
好几口咬，他不动筷子，我和
哥哥也不敢拿筷子，于是这天
这顿饭，吃得那叫一个慢。跟
着二爷爷过白露，把味蕾熨帖
得舒舒服服，半月不思肉味，
而且喝了能治百病的露水，感
觉神清气爽，浑身有使不完的
劲儿。

六岁那年，我家盖了新
房，搬离了四合院，再也没法
蹭二爷爷家的饭了。二爷爷

会在白露这天打发二奶奶送
来一碗炸蚂蚱和炸豆虫。只
是喝不到百草头上的露水，略
显遗憾。二奶奶知道后，骂
道：“这个老家伙，专骗小孩，
他哪里收露水了，给你们喝的
就是井里的水。”

至于那些晒在窗台上的
虫子，二奶奶说，那是二爷爷
拿来喂燕子的。白露时节燕
子要飞到南方过冬，二爷爷家
屋檐下有个燕窝，住着燕子一
家，老朋友要远行了，二爷爷
天天请燕子吃虫子，一直喂到
白露，希望它们养好体力，顺
利飞到南方。原来，燕子是二
爷爷的老朋友呀。

二爷爷有童心，怪不得小
孩子都喜欢往他屋里跑，连燕
子也爱在他家垒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