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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锅:
黄山程氏的创意引文人

徽州是菊花之乡，每逢秋季菊花盛开，文人们观花赏菊、饮
酒作诗。

1855年，绩溪程伯昌、程伯言兄弟来到屯溪建起了紫云馆。紫
云馆临江靠水，窗台可览屯溪山城全貌，门前是西镇商业闹市区。
程氏兄弟俩在此开酒店，经营各式酒席和面点小吃。酒店布置高
雅，窗前、阳台依季节摆放盆景花卉，春放兰桃，夏放月季，秋放金
菊，冬摆红梅。

有一天，当地官员宴请上司，时逢菊花盛开季节，紫云馆摆上各
色秋菊，整个酒席置于菊花丛中，并精心制作了一道“火锅”，锅内用
海参、燕窝等各种名菜料配制鲜汤，火锅周围摆好鸡、鱼、猪肉、牛肉
等薄片以及酱油、食醋、辣椒等调味品，用时只需筷子将薄片浸入滚
开的火锅内，片刻即可取出，蘸上调味品食之，味道鲜美，客人边饮
酒用菜，边赏菊吟诗作乐。酒至半酣，偶有官员倚窗观菊，心想何不
将各种颜色的菊花数朵摘下放在火锅内调味。想到做到，他立即采
集各色的菊花香，菜肴也更别有风味，顿时宾客酒兴大作。

此后，每逢贵宾来临，均如此炮制，火锅名曰“菊花锅”，成为紫
云馆的特色菜。这道菜由清官传入皇宫中，当政的慈禧太后大加赞
赏，也常用“菊花火锅”设宴待客，并要求徽州官员每年进贡菊花。

该菜原料为鸡肫、鱼肉、猪瘦肉、鸡蛋、鲜虾、干粉丝、菠菜、熟笋
片、虾米、熟火腿、腌雪里蕻、水发香菇、绍酒、葱姜汁、鸡清汤、盐、酱
油、芝麻油、菊花。

那天，在西湖南岸大慈山上，找到了
虎跑公园。没想到，进门得先买门票。
此次到杭州，上大慈山，访虎跑寺，为追
寻一个人的踪迹，他就是当年在虎跑寺
出家的李叔同先生。所以，来到山脚下，
到了公园大门口，收不收钱，都不重要。

进门后，没有停留，沿着独一无二的
登山道往山上走去。目标很明确，直奔
李叔同纪念馆。才走几步，好像被什么
东西跘了一下脚，不由得停步。低头一
看，“跘脚”的是路边的一条小溪流。一
股溪水从山上蜿蜒而下，淙淙作响。溪
水清澈见底，纯净若无，只有在途中遇上
了石头，颠簸起来，迸发出丛丛细小的白
浪花，才让人意识到溪水的存在。

缘溪行，没走多远，又停了下来。这
次，是好奇心让人却步。路边的一块平
地上，聚了不少人，井然有序，排成一个
长队。队列两边地上，摆放着许多大大
小小的塑料桶，用来装食用油的那种。
离开登山道，凑近人们排队的地方，想探
个究竟。原来，这些人在此排队是等候
接水。一口泉眼挂在山坡上的石缝里，
为方便接水，泉眼里插有一截白色的塑
料水管，管径寸许。一股清凌凌的泉水
汩汩而出，源源不断，灌满了一桶又一
桶。在此排队候水的人，多般上了年岁，
满脸世事洞明的样子。许多人带着水桶
来山上排队接水，必是因为此处的泉水
不同凡响了。原来，龙井茶叶和虎跑水，
自古以来就是西湖“双绝”，杭州人素以
虎跑甘泉冲泡龙井茶叶为快事。

离开接水处，上一道小坡，过一个
凉亭，就到目的地了。一座并不高大的
寺庙式建筑呈现在眼前，门头上悬挂着
一块牌匾，匾上题有“李叔同纪念馆”六

个大字。
参拜弘一大师雕像，观看阅读关于

弘一大师生平事迹图片和文字后，出馆
门，抬头见后山坡上有亭台楼阁，以为与
李叔同有关，继续攀登前行。

到了才知道，此处只关虎跑泉。“虎
跑”的遗迹，收藏在这南北两座亭台里。
南边有一水洼，水洼旁立着一只“老
虎”。“老虎”体型不太大，却很逼真。北
边立一块古旧的石碑，碑上刻“虎跑梦
泉”。原来，水洼，老虎，石碑，共同记载
了一个神奇的故事。

相传，唐代元和十年，僧人性空大师
看上了这块清净之地，在此建庙。不料
山上无水，生活极不方便，只得弃庙而
去。离开前，做了一梦，梦见有位仙人对
他说，南岳有童子泉，将遣虎移泉至此。
次日晨起，果见虎，于寺庙檐下刨地成
穴，穴底泉涌。性空大师遂留此修行，并
扩建寺庙。泉因虎刨而出，名曰虎跑
泉。寺庙因泉得名，叫虎跑寺。

由此，虎跑寺成名刹，虎跑泉亦为名
泉。清代诗人黄景仁作《虎跑泉》云：“问
水何方来？南岳几千里。龙象一贴然，
天人共欢喜。”诗赞美了虎跑泉，还把虎
跑泉的由来，说个清楚明白。

看过“虎跑”遗迹，心头忽然敞亮。
为何别处景点不收费，此处却收费？为
何那么多人不怕麻烦，不辞劳累，不嫌花
钱，来山上接水？一切都是因为虎跑泉。

在杭州人眼里，虎跑泉可不是普通
泉水，那是上天赐予的甘露，是神圣之
水。喝上一口虎跑泉，人就沾上了神韵
和仙气，快活似神仙。

或许，正是因为虎跑泉，因为大慈山，
因为西湖，杭州才被誉为人间天堂吧。

大慈山上虎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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