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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KAIHUA

村歌展示

洪昇

宋，金兵大举犯境，不日便
狼烟四起，百姓拖儿带女四处逃
避战祸。 武穆正气凛凛，挥手全
力抗金。然，奸佞不为民之生，恶
习卖国。十二道金牌，道道催死，
终将武穆害于“风波亭”。

事至此，奸佞并没摆手，下令
四处搜捕武穆的后人和岳家军。
一时间，天空乌云遮盖，大地笼罩
着白色恐怖。 武穆的后人和岳家
军不得不隐姓埋名，散居民间。

东沙，距城八十里，大济桥旁
有座庵堂，名曰联云。庵内早已少
了侍佛人。故，联云庵看上去便有
些破落，但还可遮风挡雨。

多年后，庵门开时，从庵里
走出来一老一少，身上虽全着丐
衣，而两人的气度却不凡。

老者童颜鹤发、 性情温和，
这日嘱咐少年整理庵堂里的物

件的秩序， 清理佛座上的灰尘，
修理齐整几块掉了白灰的地方。

待做完这一切后，老者便从
随身带来的背篓里恭敬地抱出
一个用红绸包裹起来的楷木雕
像，放到佛座的上位，并将事先
准备好的一碗肉汤放到供桌上。
尔后，带着身边的少年，倒身跪
地顶礼膜拜起来。

老者和少年在庵里住下后，
日夜小心地守护着红绸里的楷
木雕像，除朝夕跪拜，还常常入
村采购猪身上的“腰梁肉”，用来
作供奉之用。

东沙人来往于联云庵，因连
年战乱，常有人来庵里暂住。 故
庵里有人，也不觉得奇怪。 只是
过路辛苦时，才坐到庵堂门前的
长石条上歇脚。

而自从老者与少年住进庵
里， 来歇脚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原来， 只要有人来庵前歇脚，老

者便从供桌子上取一碗肉汤出
来叫歇脚人喝下，以解赶路时带
来的疲劳。

日子一久，东沙人便对庵堂
里的老者敬重有加，对庵里的肉
汤也开始留恋起来，有事没事便
往联云庵里去讨一碗肉汤喝。

联云庵里的肉汤确实好喝，
喝了以后能祛乏，瞬间能得回气
力。 于是有好事者，便向庵堂里
的老者打听起这肉汤的做法。

老者也不顾忌什么，只要有
人讨要做肉汤的法子，他都一一
详细告诉。从如何挑选猪身上的
腰梁肉，如何处理腰梁肉上的肉
膜，如何将腰梁肉剁成末，如何
放进生姜倒入黄酒， 再如何炊
蒸，事无俱细，毫无保留。

年复一年，东沙人便学会了
做清蒸肉汤。而老者和少年经不
起岁月的侵蚀，相继乘鹤西去。

这日从江西来了一家逃难

人，他们走过大济桥时，队伍里
有孩子哭嚷着“累”。 家主无奈，
便嘱于前方不远的联云庵里歇
息后再走。

家主推开庵门， 见堂里敞
亮， 佛座上位岳王爷正中端坐，
身上一尘不染，一件大敞披风系
在肩上高贵而又威武；右手持一
本书卷轻放于膝上，左手揽过须
发端庄而又儒雅。供桌子上的一
碗清蒸肉汤， 还在散发着清香。
家主一看便知在这联云庵里曾
经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家主轻唤家人，在雕像前一
字排开，带头向佛座上的岳王爷
郑重地叩拜起来。

这时， 有村民来庵里送供
斋， 见家主对岳王爷如此敬重，
便向前细问。

家主见来人面现普慈、声音
和气，又见庵里所供的神像是岳
王爷，便从心里解除戒备，便说

明来意、亮明了身份。
原来家主是岳王爷的第九

世孙名宏汤，元宦江西，为避战
乱而回迁，路过东沙，在歇脚时
无意看见庵里供奉先祖，便拜祭
起来。 又见供桌上的肉汤，晓得
先祖好喝此汤，而此汤只有曾经
跟随先祖北伐金兵时的侍从能
做。如今睹物便知侍从逃难到过
东沙，并且，还用心在此地建起
纪念场所。

村民得知家主是岳王爷后
代，找来村里长者与岳宏汤商量
能否在东沙住下？ 宏汤沉思，前
方路茫茫又不知归处，便答应留
下。 又要求住在联云庵里，与先
祖相伴，方便拜祭。 长者见宏汤
应允，笑容灿烂，并吩咐村民帮
助安家。

直到岳王第十三代孙华，奉
召捧宋敕归里，岳王后人才离开
东沙。

汪群

第二次踏上这片令人神往
的土地， 也是因为有人这样说：
“开化是个好地方。 ”

钱江源头的开化县，再次相
逢时，我对它的认知有了更加的
清晰与明朗，也就有了一份内心
满满的亲切感。

“诗画乡村，七彩长虹”，每次
都有赏不尽、 阅不完的山乡风情
和人文长卷，还会生发出那种动
人心弦、眷恋如初的隐恻之情。

记得春天里，四五天的行程
时间， 天空都在不喘息地下着
雨， 整个世界似乎迷迷蒙蒙，湿
湿漉漉的，让我觉得就是“花果
山”上的水帘洞，云雾交织、水雨
交融，是天上人间难以分辨清楚
的那种境地。开化母亲河的水总
是碧碧澄澄，充充盈盈的；长虹
乡每一座山的溪流也总是激越
高歌，昼夜不息哗啦啦地流个不
停，也让我情不自禁地唱着那首
《三月里的小雨》： 小雨为谁飘，
小溪为谁流， 带着我满怀的凄
清；小雨陪伴我，小溪听我说，可
知我满怀的寂寞？ 我想，不甘寂
寞，不甘沉沦，是小雨小溪的天
然本性，又是长虹溪、桃源河最
美生态河道的生动体现，也是开
化人民所体现的对自然爱护的
那份深沉那份无私和那份绵长。
不然， 汇聚到钱江源头芹江的
水， 怎么能如此彻蓝通透山水、
掬水可饮？

秋到长虹，虽然还是伴随着
天色朦胧，雨水流长，但天空好
像猜透你我的心思，阳光总是在
你需要温暖的时刻喷薄欲出，照
亮了你已经铺展开的“秋意诗
境”———晒秋。 目及之处， 烂漫
“七彩”都在这里开怀吟唱，挥洒
写意，美景、美图、美声、美艳，美
不胜收。

秋日的长虹， 美艳极了，让
我们的眼睛也清澈明亮起来。当
然，缺了“江南布达拉宫”台回山
上的油菜花也不失色呵，自然界
会巧妙地选用丰富的色调向大
地豪爽地“泼墨”，让植物界一个
个精灵之个性， 极度地张扬开
来，跳跃起来，撩拨野趣，感染你
我。 层林尽染中的山茶花、芙蓉
花、格桑花，和那不知名的草儿、
野花， 同样可以去静静地赏，悄
悄地看，醉醉地品。 不经意间几

片飘落的枫叶，它们在相拥大地
时之气姿、神态、语言，也是美轮
美奂、熠熠生辉和美妙动听的。

在这里，总能让我悟出点藏
于心底的柔软私语，就像长虹山
岗、山坡、山脚边每一户农家乐
所展示的店号, 如“英英”、“玲
玲”、“艳艳”、“芬芬”一样，都拥
有了那种山含情、水含笑般的深
情脉脉、笑容可掬和多姿多彩。

岁月如歌，长虹璀璨。
我觉得， 长虹的前世今生，

一定与多彩的颜色有着千丝万
缕的亲密关系。不然，户户养花、
村村摆花所营造的“四季鲜花满
长虹”的艳丽画面怎么能成为现
实呢？长虹位于钱江源国家公园
的西北部，与江西省的婺源江湾
接壤， 境内有梨花古村的高田
坑，“夜色多么好，令我心神往”，
还是华东最佳的天文观星胜地；
浙江第一位科举状元程宿故里
的北源， 还出现了“一门四进
士”，从此，村里的孩子就开始有
了书卷气；范仲淹后裔迁居地桃
源，风生水起，人才辈出，世外桃
源由此而来； 碧水观鱼的西坑，
是野生河鱼的观赏迷宫，村里自
古以来以禁渔为荣，“鱼乐人欢”
成天下奇观，这是长虹全流域禁
渔、禁采的典型代表；天上人间
的西山，可揽月摘星，风云变幻
尽收眼底，蓝天作被，大地为床，
是露宿、野营的神仙乐园。

星河村，明朝就已建村。 这
里山岚锦绣，物产丰饶，一块保
护山林的“荫木禁碑”早在大清
乾隆四十一年就由村民合约伫
立，风霜雨雪，巍然不动，道尽了
山民深藏于骨子里那种对山水
护惜的情怀。 因而，这里当下已
成为浙西乡村休闲旅游的一颗
耀眼星辰。

“红、绿、古”元素的“长虹民
族苑”，是我第二次与其相约。那
里珍藏着陶瓷奇石、 明清古床，
以及农耕女工、红色文化等千余
件稀有之物，经营者是一位天赋
聪颖的女性，她说：“发展村级文
化旅游， 我倾尽了所有的积蓄，
还离开了亲友和家小啊！ ”看得
出， 她是全身心地卯足了劲儿，
把“苑”的打理作为自己一生追
求的希望与寄托，如今“苑”被誉
之长虹 4A 级景区中摇曳多姿
的“文化奇葩”。见她在向我们讲
解时那份如数家珍的自信，以及

一丝也不放弃“推崇”的一个个
细节，让我钦佩与赞赏。

耕读传家，乡风纯朴，从远
古走来，这里的村民从汩汩不息
的山泉中引发思考，创造出由水
车、碾盘、灶台、槽木、油锤等组
成的传统手工榨油坊，渗透着百
姓聪慧之天性，使得梯田里黄灿
灿的油菜和山野间缤纷艳丽的
山茶，源源不断地流淌出芬芳的
油香，名扬山外。

开化县又是“红色种子”的
播撒地，革命先辈的足迹曾经踏
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

在这样一个边远、偏僻的山
区县，让我怦然心动，心情既激
动又沉重，这里为何会集聚着十
大“红色遗址”？中共浙皖特委旧
址、新四军集结旧址、大龙山作
战遗址、 舜山会议旧址和华埠

“七七亭”、徐家村红军墓、霞山
烈士墓、 何田烈士纪念碑等等，
多少仁人志士、爱国将领，为了
新中国的诞生和民族的伟大复
兴，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付出了
巨大的代价和牺牲。

长虹乡库坑村， 是著名的
“红军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时期，中共闽浙赣省委机关所在
地设置这里。 1935年，老一辈革
命家方志敏、关英、黄道、邵式平
等在开化这片土地上点燃了浓
烈的革命圣火。方志敏率领的红
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此与敌军
展开了顽强的激战， 视死如归，
不屈不饶，战况十分惨烈，除粟
裕、 刘英率部分指战员突围外，
先遣队几乎全军覆没，方志敏于
怀玉山被捕后， 在南昌英勇就
义。 革命先烈的英雄壮举，惊天
撼地，可歌可泣，让后人们永远
怀念，永远铭记。

我在长虹乡也深深怀想：今
天这片肥沃深厚的黄土地，其实
是无数的先辈们用年轻的生命
换来的； 群山延绵之七彩斑斓，
是烈士们用鲜血一点一滴染红
的；“七彩长虹” 的流光溢彩，是
烈士后代们继承先烈遗志、砥砺
前行，用勤劳和智慧浇灌出开化
大地上的镂金铺翠、姹紫嫣红！

我想，“开化是个好地方”，
是一个来之不易的地方，是一个
催人奋进的地方，又是一个崛起
腾飞的地方。 这一切，让我深情
难忘。

长虹如歌

清蒸肉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