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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理在合肥市的最南端黄龙村有一座桥叫三步两拱桥，此桥有千年历史。桥的不

远处有个地名叫分水岭，分水岭位于合肥市和铜陵市的南接壤处。分水岭以南属

于铜陵市，水流向白荡湖，并进入长江；分水岭以北属于合肥市，水流向黄泥河，后

通过黄陂湖水域流向巢湖。

父亲 崔志强

三步两拱桥
曾福来

父亲新近蓦然变得没有力气，连拿碗都迟缓，先前可不是这

样，一大桶水一拎就走。我望在眼里，疼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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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菜点菜 查鸿林

亲朋好友相聚，点上一桌美味佳肴，无须山珍海

味，只求口舌生津，多年后想起，各种器官仍汹涌澎湃，

啧嘴入迷，那便是刻入了骨髓里的记忆。在三河，美食

如云，眼花缭乱，在饭店里点菜需要技巧，更是一门学

问和艺术。

父亲年轻时是吃过苦的。一卷铺盖

和母亲从城街来到乡下，一片瓦、一块砖、

一根椽子地垒起屋，垒起生活。犁、耙、割

稻、扬谷都是牙牙学语，从头学习。他编

过草鞋，洗过石磨，贩过鸡鸭，开过作坊

……黑夜里曾挑着担穿过乱坟岗，在烟波

浩渺的太平湖畔独守一间护林小屋，二十

年如一日昼夜担水、烧锅、磨豆浆、压制豆

腐，染毒疮间也忍巨痛一天不落下……我

无法想象父亲是如何跨过那些岁月。

现在父亲已将一段美好的日子铺在

我们脚下，由于父亲的勤劳，使我们无忧

上学，顺利完成学业。父亲是一个沉默寡

言的人，只看见他忙碌的来来去去的身

影，很少看见他停下脚步和人闲聊和高谈

阔论。

父亲一生忧着他人。当我们有着一

份稳定薪水能自立时，父亲看奶奶生活困

顿，不管自己兄弟姐妹多少，他每月都给

奶奶固定的钱。虽然这份钱是他在街上

看门的钱，他不顾自己年纪和身体，在街

上谋了一份看门兼保洁的差事。父亲一

生耿直，从不求人，而门卫需听人使唤，且

琐碎事也多，如打扫、烧水、看管车棚、夜

间开关灯……但父亲毫无怨言，默默、认

真地做着这一切。我很惭愧不能为父亲

分担什么。在奶奶病重期间，父亲一人担

负起照料任务，将奶奶接来朝夕相伴、侍

汤奉药。

父亲现在和母亲回到乡下，守着老宅，

种着几亩田和一片菜园。他们没有退休

金，但他们过得很安适，因为自食其力，因

为他们对生活没有过多欲求，除肉鱼等荤

菜外，他们都吃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菜蔬和

鸡蛋都是自己种养的，并且我们还享受着

他们的劳动成果。父亲仍保持年轻时的作

风，走路风风火火，干事雷厉风行。我们都

劝他已不再年轻，不要这么蛮撑，放悠着

点。但父亲依然如故，开挖山地、在齐腰深

的洋湖田中种植糯稻、在烈日下抢“双抢”，

夜间灌水熬到一两点，百斤的稻谷扛上肩

就走。我扛过一回，走路艰难，几步路就气

喘吁吁，有憋气的感觉。我们都劝他适当

时候也可雇请人帮忙，但父亲心疼钱，都是

自己一个人干。

现在父亲判若两人，拖着缓慢的脚

步，我真担心父亲有个什么病症。虽然吊

了几日水，脸色不再苍黑，但力气还是没

有。烟不能吸了，支气管和肺部都有问

题。父亲一直抽着低档、劣质烟。我暗

忖，哪一天一定要让父亲抽上好烟。这几

年我也隔三差五给父亲买一些十元左右

的烟，尽管我知道吸烟对身体有害，但我

的烟总比他的两三元一包的烟要好些，危

害要少些。但现在好烟也不能抽了，我看

着心疼。

但我心里也暗暗祈祷，就此戒烟，父

亲的病症也随烟而去，身体也会康健起

来，力气回归身体，生活揭开新篇章，晚霞

和朝霞一样灿烂迷人！

很久以前，靠近分水岭一带方圆五十

里范围盛产黄烟叶，每年种烟大户都雇人

将黄烟叶挑运至舒城、六安、霍山以及河

南固始一带销售，对方的烟行也常常派人

来此收购黄烟叶。在以前交通不发达的

时候，分水岭一带常常以水为患，一遇到

下雨，东西两面环山的划水纷纷而下，形

成一股强大的水流，经常阻断人们的通

行。为方便过客和人们的生产、生活，由

当地烟商们牵头，发动民间捐资建桥，于

是在分水岭西北边的一百米左右低洼处

建桥一座。此桥由两块青石板并排铺成，

南北方向，长两米，宽近一米，有两孔，走

三步就能通过，故称作为“三步两拱桥”。

自古以来，黄龙村南来北往只有一条

人行道，三步两拱桥就在人行道上，南来

北往的过客必经此桥。千百年来，三步两

拱桥吃尽千辛万苦，头枕清溪，仰望星月，

承载着千军万马、乞丐商贩、挑夫独轮等

一代又一代的过路人。石桥中间被南来

北往的独轮车轧出了一寸多深的沟痕，为

连接南北交通立下了汗马功劳，虽伤痕累

累却无怨无悔。

三步两拱桥是个著名的交通标志物，

在地图上有标注，名气比较大，过去人们

提到黄龙村和分水岭，很少有人知道，但

只要一提到三步两拱桥，几乎无人不知。

1949年，人民解放军一部分部队要路过黄

龙村到枞阳县桂家坝，途中必须要经过三

步两拱桥。由于桥的宽度限制，加上部队

有许多武器辎重，所以每天过客量非常有

限，部队只好驻扎在三步两拱桥附近一带

村庄。据老人们回忆，解放军在此桥日夜

行走了一个多星期，部队才走完。

1993年，因发展现代交通需要，为方

便人们通行，黄龙村取直倪庄到分水岭

的公路，至此南来北往的人纷纷改道，三

步两拱桥才结束了自己的使命，渐渐被

人们淡忘。

为唤起人们对三步两拱桥的回忆，现

此处自生一片水竹，说来也巧，水竹覆盖

的地方就是三步两拱桥的遗址，尤其在每

年的秋冬季，田野里一片枯黄，此时的水

竹却格外耀眼，人们一看到这竹子，就情

不自禁地想起当年曲水拱桥的情景。三

步两拱桥是黄龙历史的见证。如今的它

静心退养在绿丛之中，见证着人间的悲

欢，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早些年，我在政府里做过办公室主任，接待客人是重要

工作，点菜更是重中之重，说大点关系到三河美食的名声，

说小点关系到客人的满意度。刚开始，一直做不好，备受大

家抱怨。一日，老主任给我指点迷津，说点餐要到厨房去

点，见菜点菜，既新鲜又美味。以后，我就遵循教义，遇到餐

食招待必下厨房。红的辣椒，紫的茄子，绿的白菜，白的萝

卜，青的扁豆，黄的玉米，以及鸡鸭鹅雉、生猛河鲜、猪牛羊

肉，色彩斑斓的食材，全在眼前。厨师还会根据所想要的菜

肴和口味，随时调配食材，更改菜谱，比站在吧台前，看着配

好的菜单，苦思冥想，不知道爽快多少倍。一道道菜肴飘着

香味端上餐桌，色彩跳跃、光鲜亮丽，客人眼前一亮，挟入口

中，味蕾跳动，食欲大增，赞不绝口。

点菜有学问。不光在三河，在传统美食中，常客大菜必

须要有。三河有句俗话，无鸡鱼肉圆不成席。每桌菜总少

不了这四样常客大菜，但又要灵活运用，变换多种吃法。比

如春天里吃鸡，要红烧仔鸡，味美肉嫩；夏天里吃鸡，要红烧

大公鸡，肉紧有嚼劲；秋天里吃鸡，要加入板栗或菱角红烧；

冬天里吃鸡，则要清炖老母鸡，汤汁清澈鲜美，又有营养，符

合冬藏养生。鱼、肉、圆，都是这样，根据季节变化和客人口

味进行变换，能够点上一桌或蒸、或烧、或炖、或炒的菜，荤

素搭配，色彩挑开，口味醇正，就是一桌好菜。

在三河，点上地方特色菜品才能让人留下记忆。确切地

说，烟火味里出土菜，土菜实则是农家菜、大众菜，与高级宾馆

里漂洋过海的西洋菜有本质区别。三河菜来自地道农家，有别

具一格的乡土风味。米粉肉、米粉虾，风干鸡、腌麻鸭，韭菜蒸

鸡蛋、小葱拌豆腐，梅干菜烧肉、老鹅面鱼汤，咸肉蒸黄鳝、干虾

蒸香干，三河小炒、杂鱼汤锅，食材都来自当地，是地方特色。

还有一些不常见的，诸如菱角菜、马齿苋、鸡头杆、南瓜头、山芋

藤，都是高档酒店里难觅其踪的。吃腻了城里不土不洋菜的客

人，到此就是寻它而来，惟有本土特色，方可让客人食之不忘，

津津有味。

点菜是要尊重客人口味的。大千世界、东西南北、乡风

民俗、麻辣生鲜，对于来自不同地方的客人，三河的菜品不

是一成不变的，喜麻爱辣，吃酸入苦，点餐人则要尊其所好，

保持总有两道菜让你喜欢。我有一位客人，既不信教，亦非

回民，但他有个癖好，就是不吃猪油烧菜。每次接待点餐

时，我就嘱咐厨师一定要烧两个不用猪油的菜。有次用餐，

他上桌时像想起什么，一拍大腿对我说，糟了，忘记和你讲，

烧两道不要猪油的菜。我笑着说，已经安排过了，指着两个

菜说，那就是，你尽管放心吃。他听后为之惊讶，也为细心

感动，双手抱拳相谢。

口味体现烹饪技艺，色彩则是点睛之笔。三河菜与徽菜

同源，底色较重，大多黑不溜秋，点菜时，则要交待师傅注重

色彩搭配，佐料适中。三河人聪明，他们会在茭白炒肉丝时

放入几丝红椒，清炒马铃薯时放入青椒丝，在黄澄澄的老鹅

汤里放入几条白色的面鱼或鲜嫩的豆腐，少不了一道翠绿盎

然的青菜，在满桌的菜品中总会让佳肴色彩跳跃起来，首先

让你感官愉悦，再让你味蕾大开。

在三河，点健康餐食已经成为时尚。如今由过去满桌

的荤食转变为荤素搭配、营养均衡。上桌先来一碗开口酸

辣汤，肉配梅干菜可以减少油荤，肉片山药木耳丝芹同炒，既

营养也有色泽，杂色鱼里来点豆腐辅助，羊肉锅仔来些胡萝

卜垫底，著名的炖鸡、酥鸭也先焯水去油，黄瓜青菜也不离餐

桌，本地的白心山芋和玉米拼盘，精细中不乏粗粮待之。医

厨同道，药食同源，暴饮暴食时，也给自己下了“解药”。

在三河，饕餮大餐，就如同在享受一部音乐大片，庄严

壮丽，欢快轻松，高低起伏，光影交错，温柔的旋律和激昂的

节奏交相辉映，各种菜品完美平衡，对味蕾的刺激和抚慰交

替出现，绝不让你吃腻而倒胃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