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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的香味
从饺子开始

今天是冬至。
老人们说冬至交九，意味着数九寒天的到来，童年时倒背如流的数九歌，年年从冬

至时节开始飘荡:“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
诸多的农事被跃动的节气牵引着，一路向前。
它之所以在中华数千年古老文化的演变中，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一直流传迄今，

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有关冬至的古老神话传说，以及所酝酿而成的富有含
义的习俗。

包括食俗。
“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有关冬至所流传下来的美食佳肴。诸如：馄饨、饺子、汤

圆、赤豆粥、黍米等。而每一种可口喷香的食物，又承载着一个个美丽动人的故事……
“冬至饺子夏至面”，千年的习俗在历史深处闪亮，也在人们的记忆里飘着弥久的清

香。在合肥，“吃了冬至面，一天长一线”。此外，喝老母鸡汤也是多少年传下来的传统。
过了冬至，有些食物也要开始准备了。 ▋张亚琴

灵性龙川
▋刘学升

古徽州给我的印象，一直是庄重、大气的。近
日到了绩溪，我又不得不信服，古徽州不仅庄重、
大气，而且还是充满着灵性的。甚至，一个小小的
龙川，就代表了整个古徽州。我指的是灵性。

皖南有山。隶属绩溪的龙川，就在山区。
山区有公路，有路就有人。如今信息和交通的
发达，让龙川这个有着 1600 多年历史的古村
落再也无法隐藏。

龙川所在的位置很奇特。村东，是巍然耸
立的龙须山；村西，则是婀娜多姿的凤头山。
东有龙，西有凤，龙凤呈祥。再加上龙川北有登
源河蜿蜒而至，南有天马山奔腾而上，村内清澈
见底的龙川溪自西往东长流不息，更显得这个
地方是块风水宝地。据说东晋时散骑常侍、山
东青州人胡焱奉命镇守新安郡的歙县，在咸康
三年即337年的一天来到龙川，相中此处。胡
焱经过占卦，大吉大利，于是向朝廷奏请在此
安居，得到恩准，成为龙川始祖。

有着龙与凤的护佑，龙川人一直生活得很
幸福。幸福的话题很多，其中就有人发现，龙
川的整个形状，竟像一艘大船，颇有龙舟出海
之势！这艘“船”上，自两晋以来，曾经“载”过
多位名人：胡焱常侍、胡汝能太守、胡思谦太师、胡子荣枢密
使、胡富贤国师、胡富尚书、胡宗宪尚书、胡宗明巡抚……尤
其到了明代，龙川已经发展到一个鼎盛时期，先后有十多人
考中进士，是古徽州闻名遐迩的“进士村”。

说起明代的兵部尚书、太子太保胡宗宪，许多人都很熟
悉,他就是龙川人。胡宗宪让我感到惋惜的，是因为他遭别人
弹劾是奸臣严嵩的同党而被朝廷逮捕入狱。胡宗宪愤然写下

“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的诗句后，自瘐于狱中。前人功过
是非，自有后人评说。二十五年后，通过多方努力，万历皇帝
终于为胡宗宪平反昭雪，恢复了他的官衔，并赐予了谥号和御
葬的荣誉。龙须山以它爱怜的胸怀和悲悯的心情，将胡宗宪
葬于家乡的土地。胡宗宪的事迹，一直在龙川流传着；胡宗宪
的画像，至今在胡氏宗祠里供奉着——他是龙川的骄傲。

我很钦佩和敬重龙川人的自我保护意识。
龙川胡氏宗祠保存完好，是令人赞叹不已的。这座具有

强烈徽派建筑的宗祠，规模恢弘，结构精巧，砖、木、石三雕一
应俱全，尤其木雕以保存完整、内涵丰富、做工精湛而赢得

“木雕艺术殿堂”的美誉。胡氏宗祠始建于宋代。明嘉靖年
间，兵部尚书胡宗宪捐资对胡氏宗祠进行了扩建，距今已有
400 多年。此后，宗祠进行过几次修缮，其中较大的一次修
缮是清光绪二十四年即 1898 年，因此，修缮后的胡氏宗祠，
仍保持了明代的艺术风格。胡氏宗祠虽然经历了数百年的
风风雨雨，却被龙川人心照不宣地加以保护，如在“文革”时
期，胡氏宗祠大都写着毛主席语录，非常巧妙地将胡氏宗祠
建筑遗存保护了下来。1986年，胡氏宗祠被国务院定为国家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众望所归。

被龙川人保护的，不仅是胡氏宗祠，还有龙须山。龙须
山至今仍以原生态的模样展现在世人的眼前，这与胡氏家族
的历代保护有关。我在胡氏宗祠内的墙壁上，就看到有一块
镌刻着胡氏族规的禁碑。禁碑主要的意思是，因为龙须山是
护佑胡氏宗族兴旺发达的龙脉之山，始祖胡焱等历代祖先安
葬于此，所以禁止胡氏子孙开山取石，否则严厉追究，按律重
办，决不姑息宽容。禁碑看似未免封建迷信，实则使龙须山
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永久的保护。

应该感谢龙川人——正因为他们有着强烈的保护意识，
所以让我们看到了原汁原味的古徽州文化之一的龙川文
化。不管你作为游客，还是作为参观者，只要到了龙川，有没
有时间没关系，哪怕是走马观花呢，也感到不虚此行。

胡氏宗祠享堂西厢有一组四幅的隔扇门的荷花裙板，构
思奇巧，图中荷叶下皆有成双成对的水生动物。第一幅，一
对螃蟹，意为“和(荷)谐(蟹)”；第二幅，一对鸳鸯，因为鸳鸯有
和和美美之意，所以意为“和美”；第三幅，一对大虾，意为“和
顺”(在中国传统艺术中，由于虾通体光滑，且有弹性，故对虾纹

饰有和顺之意)；第四幅，一对蛙，取蛙鸣荷下，意为“和鸣”。四
幅荷花图依次寓意为“和谐”、“和美”、“和顺”、“和鸣”。现在，
国家倡导构建和谐，以和为贵。看来，龙川的先祖早就有所
思考、有所领悟啊！

龙川是有灵性的。从龙川归来，我觉得自己仿佛也是一
个有灵性的人了。

南瓜的妙用
在很多安庆人的心里，冬至和南瓜密不可分。
现在也有很多人家将制作南瓜饼的习俗简

化，吃蒸南瓜、南瓜粥等等，以此来代替南瓜饼。
冬至当天，先是将南瓜切块蒸熟，碾成南瓜糊

后加入适量糯米粉，揉成粉团。然后将粉团分成小
块上锅蒸熟。冷却后分成小团子，直接做成饼状或
者包入馅料做成小饼，最后放入油锅或煎或炸，最
终成了色泽金黄，口感醇香、酥软甜糯的南瓜饼。

糯米成团子
长江南岸有繁昌。
一过冬至，繁昌的农村，家家都开始做糯米

团子。要选用新近碾制的糯米和籼米，用竹篾编
制的大号筲箕，淘去米中杂质，然后浸泡两天；再
用毨子在地上围城一圆圈，圈里面铺一层草木
灰、稻壳或其他吸水物质，上面再铺一床洗干净
的床单，旁边架一电磨，将泡好的米稍带点水，一
勺一勺地喂入磨眼进行碾磨，磨好的米粉流入床
单里，草木灰慢慢吸取米粉中的水分，软硬合适
时，将所有米粉放入大缸中。

之后，一人将泡好洗干净的蓼叶按规定长宽
一排一排地铺在案板上，另一人将缸里的米粉捏
成大小一致的粉团，其余三、四个人将粉团搓成
双圆锥形，放在蓼叶上，每排蓼叶上只放七个团
子，每屉蒸笼里放七排，寓意有的“吃”，一屉四十
九个，一笼六屉，寓意“万事一顺”。一笼团子大
约蒸一小时左右，刚出笼的团子称为“毛团子”，
蒸熟的团子冷却变硬后，撕去蓼叶，放在大缸里
用冷水浸泡，想吃时捞出，烧热即可吃。

藕糖全手工
丫山藕糖，历史悠久，早在我国宋代就开始

熬制，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每年的冬至一过，丫山便是加工藕糖的繁忙

季节。藕糖，采用上等大米，而尤以糯米为主要
原料熬制而成，并以麦芽、桂花等为配料。加工
过程需要经过九拽十八拉形成支支七十二孔，待
稍稍冷却后再下蒸锅熏蒸软化，最后再用纯白脱
壳熟芝麻拌和，整个加工过程全系手工操作。

在吃法上，丫山藕糖也特有讲究，吃时需要
把藕糖含在嘴里，慢慢吹出三口热气，然后再轻
轻咬嚼。如若不然，贪吃心切，则会弄得满嘴都
是糖屑，很是尴尬。

藕糖的“藕”字因与“偶”字谐音，于是，人们
便赋予了许多新奇的含义。送给年老人则有敬
祝身体健康、永不孤独之意；送给年轻人则有祝
愿喜气盈门、情结连理之意；送给要好朋友则有
希望互相往来、增进友谊之意等等。

麻油炸鸡蛋
六安舒城，每到冬至，家家户户都要吃油炸

的食品。
各种东西都能炸，一般用菜油或芝麻油。像红

薯片、老豆腐（要用盐稍微腌制下）、小麦饼、南瓜饼，
馒头片等等，其中每家必吃的就是麻油炸鸡蛋。

说是炸，其实是用少点的油煎出来，鸡蛋呢，可
煎成碎的，也可像荷包蛋一样煎成整个儿的。煎完
后，那鸡蛋金黄金黄的，再用红糖拌一拌，趁热吃。

因为说这东西补身体，所以大人们一般都会让
小孩子吃完鸡蛋还要把碗里剩下的麻油喝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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