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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荷叶肘子

□ 王济武
博山是鲁菜发源地，早已

闻名省内外，随着当地炉、窑、
炭三大业的发展，饮食文化随
之丰富与扩展，“乡人重礼仪，
尚餐饮，知菜味”。自上世纪
初以来，经过不断探索与实
践，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博
山饮食文化。俗语称：“巧夫
善用当地材。”这里的人们善
用食材，体现原味，且花色多
样，一些时令菜品用得恰到好
处，与其他菜配伍，不仅相得
益彰，且有锦上添花之妙。

博山的民间与业内，能做
会吃的人很多，特别是专业的
厨师先辈们，更是本着“粗菜
细做、细菜精做”原则，想方设
法因地制宜，精研细理，研发
制作出一些取材方便又味美
可口的菜品。如：春季利用鲜
香椿制作炸春卷，夏季用薄荷
制做凉糕，秋季用鲜栗子制作
栗子鸡，冬季用山药制作蜜汁
山药等，这些时令菜品都可用
作四四席的遴选菜品，充分体
现了地方特色。

荷叶肘子是大件菜，因而
与家常菜有所区别，侧重面也
不一。大件菜对质、味、色、形
四要素要求高，缺一不可，更
加讲究，更有仪式感。现将荷
叶肘子的具体制作方法简述
于下：

猪肘子一块（1 .5斤左
右），荷叶一片。葱、姜、糖、酱
油、黄酒、盐、生粉、大料适量。
用糖炒成枣红色备用。先将
带皮肘子表皮的毛处理干净，
放于凉水锅内，将水烧开后毛
洗一下。然后再次烧水，水开
后放入肘子、葱、姜、大料，再
开后转慢火煮熟捞出，趁热将
皮面用干净蘸布吸干水分，将
炒的糖色抹于皮面晾干，然后
将洗净的荷叶铺于碗内（若在
冬季用储存的荷叶，用前可先
上笼稍蒸一下），肉皮面朝下
放在荷叶上。为了上味可将
肉横竖浅划两刀，加入葱、姜、
黄酒、酱油、盐、汁汤适量，将
荷叶包好，最好系住，上笼蒸
透取出，反扣在大汤盘内，将
碗内的汤倒于炒勺内，解开荷
叶，将肘子皮面翻上，勺内再
添汤，略勾生粉，浅微见浓状，
兑好咸淡，浇在肘子上面即
成。这个菜的特点是色红肉
烂醇香，融合独特的荷叶
清香。

由于制作工序较繁琐，近
年来这个菜在酒店餐桌上很
少见到了。在此抛砖引玉，以
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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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滴滴水水的的澎澎湃湃
————探探淄淄河河源源头头

□ 孙元礼
淄河上游的数个源头，分

布在鲁山、原山周边，从深谷幽
壑滴答出世，随物赋形，尽水之
变，刻出了155公里的河道。其
中上游主要的四条支流，积聚
成河，寻路出山，如四条银鞭无
限延伸，最后拧聚在一起，甩过
峡谷险滩，甩过齐国古都，甩向
孙武故里，飘向小清河，抵达水
何澹澹的莱州湾。

淄河上游分布着石马、南
博山、夏庄、池上四条支流，其
中石马河最长，按“河源唯长”

“水量唯大”识别水源的约定俗
成，石马河是淄河的正源。

石马支流上游源于莱芜和
庄镇。“淄水出泰山莱芜县原
山。淄水出县西南山下，世谓
之原泉。”《水经注》卷二十六如
是记载。和庄镇正处于《水经
注》认定的这个位置。

和庄镇流入石马支流的众
多水源中，大英章支流最长。
笔者曾几次寻访，辗转于英章、
横顶、黄湾、北麻峪一带，为大
英章、小英章等几条支流溯源。
从和庄沿河边的公路行至大英
章，这里海拔400多米，一派田
园风光，能看到《桃花源记》的
痕迹，依然保留着一些古老的
农耕文明。走在田间小道上，
凉风习习，带着泥土和青草的
气息，温润着肺腑，顿感神清气
爽。在这里，结庐为家，共话桑
麻，素心如简度流年，其乐无
穷。在一农民指引下，沿一土
路蜿蜒上行，到达大英章水库。
从水库岸边一直铺展到山顶，
全是树林覆盖，一片绿，一点杂
色都没有。沿水库边的土路寻
源，踏上一条名叫叉峪沟的山
脊向山上攀行，进入一片茂密
的树林，只闻其声，不见影的溪
水隐藏在丛林深处；各种声音
的鸟叫声、虫鸣声、树叶飒飒的
响声此起彼伏地传来。一下子
离开车马喧的都市，进入一个
神话一样的世界，幽静迷人。
稍憩后，到达池子村（现属博山
城 西 街 道 办 事 处）南 的 山
峰——— 黄棚顶。博山城西街道
办事处编写的池子村村志确
认：“黄棚顶，位于村南1000米，
海拔700余米，是鲁中孝妇河、
淄河、汶河的发源地。”站在山
上远望，周边群山雄奇险峻，连
绵如阵，皱褶般的沟壑交叉纵
横，往远处伸展，无边无际。东
南一山耸立群峰之上，为望鲁
山。西南一柱擎天，为立柱顶。
黄棚顶、立柱顶、望鲁山三角鼎
立，而黄棚顶处于偏中位置。
黄棚顶陡崖壁立，山顶平缓。
这里植被丰茂，山腰以下槐树、
槲树密布，枝杈交错在一起，遮
天蔽日。山腰以上全是油绿的
松树。树丛、巨石旁，一丛丛、
一簇簇野蔷薇、山菊花、山芥花
等盛开，玫瑰红、雪白色、米黄
色点缀在苍绿之中，明媚亮眼。
蓬草、蒿草袅袅娜娜。大英章
支流的源头就在这个绿树、野
花丛生的地方。目之所及“千
岩泉洒落，万壑树萦回”。数条
瀑布飞珠溅玉，到处泉水汩汩，
一池一湾，映着蓝天、白云、青
松，你也分不清哪一个是真正

的源头，然后顺着叉峪沟流向
大英章水库。据村民讲，这里
掘开地表1米以下就是水。婀
娜多姿的母亲河，原来发源在
深山幽谷、云雾缭绕、美景如画
的隐秘之地。这就是淄河零公
里起点。在周边走走看看，每
条山沟都有溪水流淌，它们像
一个个美丽的童话在山林间
隐藏。

大英章支流、小英章支流、
横顶支流在下洼村汇合。小英
章支流源于封门顶东测。封门
顶是淄河、汶河分界的最高点，
东边的河水汇入淄河，西边的
河水流入汶河。封门顶附近的
横顶村西，建有泰山奶奶庙。
此庙处于淄河、汶河分界线的
正中位置，故人云：“一个雨点
分两半，一半灌淄河，一半入汶
河。”这些源头大都藏在深山，
雨水充沛的时候，这些支流摸
爬滚打，抱团连成一体，成为一
条上下贯通的小水系。

和庄周围有无数的溪流，
像蛛网一样密布，如黄湾支流、
北麻峪支流等。这些支流全都
注入和庄段的淄河。和庄———
淄河上游这一段常年不断流。
从和庄下行不到1000米，河水
渗入地下，然后又复出，人们称
为“淄河十八漏”的第一漏。因
淄河河床沿山坡断层延伸，多
处渗漏，故有“淄河十八漏”
之说。

1974年，修建了大英章水
库、黄湾水库、封门水库等。
1979年，在淄河上游即和庄段，
修建了两个拦河坝。这些水库
为当地储存了丰富的水源，但
也使下游的水流变小，旱季淄
河上游有时呈断流状态，长年
很难见到如带的淄河。

淄河，经东车幅村出莱芜
进入博山田庄，入石马地段，称
为石马河。莱芜境内的淄河长
度约为12公里。

石马河自西向东流，到达
西石马村南，被截流，于1959年
11月动工修建石马水库，1963
年建成蓄水，2009年进行了除
险加固，美化治理，再现了水库
碧波荡漾、杨柳镶边的旖旎
风光。

南博山支流发源于鲁山北
麓的上瓦泉、高塘、常庄一带。
上瓦泉支流最长，发源于三府
山下。三府山属鲁山山脉。地
处博山、莱芜、沂源三线交界
处。因历史上三区县分别属于
青州府、泰安府、沂州府，故名。
三府山其主脉横亘4公里左右，
其向北的一条山脊即博山、莱
芜分水岭，山脊两侧为淄河、大
汶河。山下是南博山支流上瓦
泉的发源地。去探源的时候，
泉水从半截石堰跟前汩汩冒
出，成一个不规则的小水湾，水
清透明。听当地人讲，别处还
有几个泉眼，汇集起来，磕磕绊
绊从下瓦泉村过境莱芜，至周
家庄又折回正东，到达北邢村
再折向博山境内。然后又向东
北流，至王家庄，与夏庄支流
交融。

夏庄支流发源于上结老
峪、五老峪、杨峪等几条小支
流。三水源景区即在这里。这

几条小支流在夏庄南聚首后向
北流，经郑家庄到王家庄村东，
与南博山支流合并，行走不足
一公里，即到达辛泰铁路谢家
店大桥，与石马支流汇集。至
此，西淄河的三条支流合而为
一，形成较大的水势，往邀兔崖
奔去。

池上镇位于鲁山北麓，山
峰林立，深壑纵横交贯，几乎每
条山沟都有涓涓泉水。赵庄、
郝峪、花林的花峪河、李家等几
条水量稍大的小支流，分别从
东、东南、南三个方向淙淙出
山，流向池上河道。其中李家
支流最长，发源于平安峪上端
的分水岭下。然后顺着经过整
治的景观河道正直向西，到达
鲁山的进山口，即小峰口，与小
峰支流汇集，转身向北，过麻
庄，流至泉河头村东北方向400
米处。至此，东、西淄河两兄弟
远道而来，相拥而泣，分不清是
浪花还是泪花，交汇飞舞，融为
一体，紧贴二郎山，北行致远
而去。

淄河上游修建了大中型水
库2座，在其支流修建小型水库
23座。1976年至1979年，对淄
河支流的河道进行改造，修建
了小型的滚水坝。和庄、南麻
峪村等，都在河道两岸砌垒了
两米多高的石墙，清波荡漾的
河水，在绿柳枝蔓的轻拂下，缓
缓流淌。两岸民房掩藏在树丛
中，与淄河源头的山林遥遥相
望。夏庄一带建的滚水坝，从
上游马家沟村一直串到夏庄
北，一面面明镜似的，把鲁山翠
绿的山林，把蓝得透亮的天空，
各自裁一片作为背景，妙趣横
生。近几年，池上镇也对淄河
河道综合治理，两岸砌石墙，平
整河底。岸边植景观树，栽植
黄杨2万余株，碧桃、五角枫、海
棠2000多棵，绿化面积2.55万
平方米，形成了一条6公里的景
观带。这些水库、小水坝几乎
都成了风光旖旎的景区。

淄河支流还有峨庄河。发
源于青州市庙子镇上龙宫村的
仁河，也是淄河的一条重要支
流，流经24个村庄，于庙子村入
淄河。

夏季大雨倾泻的时候，东、
西淄河的各条支流水溢两岸，
从各条山谷奔泻而来，似各路
大军向同一个战地集合，颇有
千军万马纵横驰骋之势，蔚为
壮观。尤其是东西淄河汇合
后，更是势不可当，巨浪滚滚，
平缓处一泻千里，峡谷中浪花
飞卷，如一条黄龙上下翻滚，直
入太河水库，犁起千米浪花。

冬春季节，淄河上游断流。
淄河和庄段、石马段，一直到南
博山，谢家店至邀兔崖可见缓
缓流水，到了邀兔崖村北，即渗
入河床地下，这又是“淄河十八
漏”其中一漏。东淄河仅池上
临近一段常年不涸。从泉河头
到源泉、城子、太河水库上游大
口头一带，十几公里的河道流
水潺潺。这主要得益于泉河头
和城子圣水寺的泉眼。

城子村圣水寺建于五代十
国的后周，位于村西岳阳山腰
部。寺内一口泉井，水质清冽，

常年喷涌，流至山下形成一个
水湾，人们称为龙湾。水满则
溢流入淄河，补充了淄河的
水源。

泉河头村西的青龙山下有
两个泉眼，名曰上龙湾、下龙
湾。一年四季喷珠吐玉，水流
成河，川流不息，大旱之年，依
然旺盛，泉水汇入西淄河。有
人提出，泉河头应是淄河发源
地之一，正是这个水源的喷涌，
才使淄河从源泉到城子、大口
头水流旱季不枯。

从泉河头到大口头，淄河
上游这一带已成了市民外出玩
水的主要河段。

大英章、李家等不仅是淄
河的地理源头，也是母亲河的
血脉之源。千百年来，人们在
它的两岸休养生息，在一片洪
荒之地建起自己的家园，世世
代代同淄河一起同呼吸共命
运，如今山明水秀、欣欣向荣。
淄河从源头开始，也是一座文
化长廊。大英章支流不远处就
是长勺之战的战场。鲁国抵抗
齐国进攻，最终取胜，成为军事
史上以小敌大、以弱胜强的著
名战例。南朝诗人范云，唐朝
诗人白居易、王之焕、孟郊，北
宋的曾巩，元朝的戴良，明朝的
韩超然，清朝的邓性、赵进美、
赵执信，都为淄河写下了名篇。
特别是赵执信，他在淄河沿岸，
建有别墅，名曰“红叶山庄”，创
作了多篇描绘淄河的山水诗，
以寄情志。这些诗作已成为淄
河流动的灵魂，有一种捕捉不
到的意蕴深藏其中。以淄河立
垣的古都临淄，所兴起的齐文
化，使齐国繁荣昌盛了半个世
纪，有力地促进了夷夏文化以
及各地域文化的交流融合。淄
河过古都，流向平缓的广饶，这
里是军事家孙武的故乡。其
《孙子兵法》被称为“世界古代
第一部兵书”。孙武同孔子、老
子，被史学家并列为春秋后期
思想文化界的三颗明星。还有
淄河两岸的大汶口文化遗址、
莱芜古城遗址、齐长城遗址，都
在中华文明史的长河中占据重
要篇章。

大英章、上瓦泉、上结老
峪、李家等这些支流的发源处，
乱草、石缝、树丛中，一滴滴泉
水从缝隙中渗出，天长地久，裂
岩穿石，彰显出以柔克刚的伟
力。它们未因一滴水的渺小，
就放弃了搏击澎湃的追求。就
是这点点滴滴，积少成多，结为
流动的水源，汇成线样的细流，
开始了远征。昼夜兼程，穿过
石罅，弯过密林，荡出山谷，寻
路流淌，即使千回百转，也不会
迷失方向，仍然雄壮地一去不
回，艰辛和搏斗都留在开辟的
路上。然后各路各条汇到一
起，在群山中弹跳飞跃。遇洼
则溢，遇阻则折，遇圆则圆，遇
方则方。“天下柔弱莫过于水，
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淄河呈
现出来自深山最原始的清澈和
亘古不变的刚毅。它越过千山
万壑的阻隔，一路战鼓雷鸣，以
不屈不挠的姿态向我们走来；
它又像一部雄浑的命运交响
曲，在齐鲁大地不息地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