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秋的板栗，绽在枝头笑哈哈
□食尚

七月杨桃八月楂，九月栗子笑哈哈。
初秋时节，安徽的大别山，漫山遍野的便

是板栗了。
它的外面包着一层像刺猬一样的外壳，

就像板栗战士披了一件武士的绿盔甲。熟透
的时候，它张开笑脸，露出了红红的果实。

捧一把糖炒栗子，来一碗板栗烧鸡，便是秋
天最好的食物。几乎去过的每个乡村都能见到
板栗。但印象中最好吃的还是大别山一带。

▋张亚琴

岳西有“铁杆庄稼”
板栗是岳西人喜爱栽培的“铁杆庄稼”。

因为这的山场条件适宜，栽培历史悠久，因此
分布十分广泛，主要栽培品种有“大油栗”、

“大红袍”、“重阳栗”、“紫光栗”等。
岳西板栗可鲜食、炒食，磨成栗粉，还可

以制出各种各样的精美点心、罐头和糖果，栗
子还具有治脾补肝、强身壮体的医疗作用。

金寨的栽培历史从清朝开始
金寨县是全国七个板栗生产重点县之

一,被国家林业局命名为“全国名特优经济林
板栗之乡”。

金寨板栗栽培可追溯到清代同治年间，
据《霍邱县志》记载，现梅山镇船冲、徐冲，白
塔畈龚店的许多村庄都盛产板栗，这些地方
至今仍有成片分布的老栗园。梅山镇的龙湾
村、龙井村的房屋前后和堤坝滩地百年以上
的栗树有 200 多株，其中龙湾村塘湾生长着

一株树龄高达 300 多年的紫油栗，树高 1.7
米，腰围6.3米，年产板栗200公斤左右，人称
板栗王。

“金寨板栗”现被评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舒城的品种独一无二
舒城城冲乡被誉为“安徽板栗之乡”。
它地处亚热带北缘、江淮之间以南，背靠

大别山东麓龙珉山脚下，和板栗的生物学特性
相比，是其分布范围内“适宜生产地区”。板栗
品种有“蜜蜂球”、“叶里藏”、“大红袍”、“粘底
板”等。

其中的“粘底板”据专家称为世界上独一
无二的品种。

宣城板栗“大红袍”
“宣城板栗”历史悠久，品质优良，1602

年苏颂著《图经本草》记载：“栗处处有之，而
兖州、宣州者最佳。”

主要品种有广德县的“处署红”、“大红
袍”、“大油栗”、“小油栗”、“九月寒”和宁国县
的“乌早”、“软刺早”、“二新早”等。

“大红袍”板栗产于广德县的新杭乡、砖桥
乡和流洞镇一带，以金鸡笼村的产品最著名。
产品独具风味，结实饱满，粒大均匀，色泽鲜
艳，果味甘甜，糯性强，耐贮藏。金鸡笼村的板
栗，系清代贡品，据传慈禧太后第一次见到这
又大又圆，红得发亮的板栗时，爱不释手，并指
着管押运的官员说：“这栗子比你的大红袍还
要亮”，这就是“大红袍”板栗得名的由来。

中国最古老的雕刻品种之一，便是玉雕。 玉，
是被当作美好品物的标志和君子风范的象征。玉
雕是以各种玉石为原料的雕琢工艺品。

蚌埠玉雕以各种玉石为原料的雕琢工艺品种
类繁多，主要产品有炉、瓶、人物、花卉、鸟兽等五大
类、数百个品种，龙顶五环炉、玉雕球、天然瓶、仕女
等最为名贵。

蚌埠市处于淮河冲积平原，不产玉石，但蚌埠玉
雕颇有历史。蚌埠自古就是玉雕技师云集之地。千
百年来，这些技师们各展其能，一件件大气浑然，造
型自在、做工严谨、匠心独具的玉雕精品展现了淮河
文化的深厚底蕴。

“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世称“荆
山之玉”的和氏璧都与蚌埠有关，至今这里还留下
了许多传说和古迹。据《韩非子》记载，那块在历史
长河里至今璀璨夺目，秦国愿以 15 座城池与赵国
交换的和氏璧，其“老家”就在今日怀远县荆山上。
怀远龙王庙遗址、五河申集台子山遗址先后发掘出
土了一批原始社会时期的玉器和制玉工具，早在
4000 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这里就曾出现过成
百上千的玉器匠人在淮畔之滨将一块块没有生命
的玉石研磨成形。 ▋张亚琴

□风物

蚌埠玉雕：

琢美好品物
寓君子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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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北麓霍山县东西溪乡有一颗璀璨的红色文化
明珠——淮海军工厂，如今为中国·月亮湾作家村，村内最
让我钟爱的便是那一弯好水，在月牙似的清河里淌着。这
里满眼是山，满目是水，山水之间，住着勤劳朴实热情的村
民。合指默算，我在这里工作已近五年了，信步去老书记
家的老店打壶米酒，走到桥头，迎面吹来细细的风，冬日
里，不冷，让人精神。

三月里，村里那条长河破冰了，凹岸侵蚀形成一弯好
水，凸岸堆积形成一处好丘。丘堆上，几只嫩黄色的鸭子
在四处张望，不经意猛地扎进水里。长河里的水很清，看
得见水底静的沙子和动的泥鳅。岸边的柳树全都冒出嫩
绿的芽尖，垂在水里和倒影连成一片，分不清虚实。柳的
旁边是一株樱树，也冒尖了，向更远处看去，不知不觉的，
山的色彩竟悄悄的换了，微微泛绿，一株株盛开的早樱点
缀其间，似是故意惹你注意，好告诉你，春来了。最先感受
到春的要数住在桥头的潘阿姨了，50多岁的年纪见谁都乐
呵呵的，岁月让她微露出白发，她总是不在意，她更在意菜
园子里有没有偷食的母鸡。她是长河的邻居，一日里要去
蹚那河水十多次，她和她的朋友们，天刚亮的时候便提上
一竹篮衣服去河边找寻最得力的青石板。

才从地里回来，潘阿姨去洗菜了，煮饭，潘阿姨去淘米
了，吃过饭，碗筷也要拎到河里去冲洗，一来二去，潘阿姨
到底最先熟悉这河水的温度了。春的暖风还没吹来的时
候，潘阿姨便先知道了。

入夏仿佛就是一夜之间的事，第二天便觉得阳光灿烂
得刺眼，山全绿了，一回头，身后的草全开了花。长春叔的
一大片玫瑰花基地，耀眼的红在一片深绿的柳那边明晃晃
地闪着，好看得让人忍不住想去摘上几朵。顺道一提，长
春叔的绝活除了花草专家，还是一位专业兽医，最妙的莫
过于他的大厨身份了，红烧肉或酸菜鱼，任其一样，吃过便
终身难忘了。村里还有各式让人叫绝的“专家”，“草毡专
家”、“插秧好手”等等，真真是大隐隐于村了。

到了秋日，村里也是很热闹的，站在山顶，村里或聚或
散的人家炊烟显得格外醒目，从袅袅升起的炊烟里便能看
到一整户忙碌勤劳的村民，他们，是在忙着丰收一年的果
实呢。远远地看见几条水牛在稻田里吃半截的稻草，那是
老张叔在给他的水牛喂食。每次和老张叔说话，我的心思
都没在话茬上，只顾盯着那几条水牛，我喜欢在牛眼睛里
找倒影，我问老张叔，听说牛怕人是因为牛的眼睛很大，所
以牛眼里的人是和它一样庞大的是吗？老张叔才不会和
我较真，每次都哈哈大笑说些我听不懂的话，也不告诉我
对不对。

一转眼，小村便入了冬，很奇怪，虽说是吐气像冒着白
雾，但硬是没人说冷，反而比平日里更热闹些。三五个阿
姨在太阳底下一针一线地织着新花样的毛线鞋。叔叔们
手里端着杯子，聚拢在有太阳的地方，你一言我一语地讨
论着新的老的国家政策。和我一样的年轻人呢，也是不甘
围着火炉的，打羽毛球的、乒乓球的、篮球的，在村里转上
一圈就会发现每处的文化广场上都有运动的身影。老人
们也爱出门找找唠嗑的伴儿，他们最爱不释手的就是冬日
里的“小火桶”啦，一两根红炭翁在火桶里，出门了抱在胸
前便能暖上一整天。

怕冷的，只有一件，就是那运输自来水的水管，一夜过
去，便要好几个晴日才能有水流通，不争气的还有好几处
要裂几道缝。长召叔家的自来水管也冻裂了，幸而门前有
一口常年不枯的老井，井水夏天可镇西瓜，冬日里能直接
舀着淘米。长召叔家还没翻新房子时就已经有它了，井口
矮于地面，村里还没有自来水的时候，它是村里人吃水的
源泉。尤其在冬日，陆陆续续有人来趴在井边取水。长召
叔也不阻拦，人多等急了就去他家坐着聊聊天，他总乐呵
地说，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井，谁都能用。后来，长召叔家
要盖新房，绕不开这口井，吃水不忘挖井人，长召叔说这老

井要留着。井口加高了几米，再自制了几个
井盖，老井的位置刚好在屋檐下走廊的正中
央。和往年一样，今年冬天，长召叔家门前又
是站满了前来打水的人。

犹记走出校门刚参加工作来的那个严
冬，系着围裙灰里土里搬砖拾瓦异常的寒
冷。如今又是冬天，看着亲切的叔叔阿姨们
和熟悉的一草一木，虽处严寒，回忆起五年的
工作生活，顿时暖暖的好精神。

月亮湾的四季
□余巧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