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善卷洞的由来，从古
至今，在宜兴流传着很多种传
说。其中一种传说与一个善
良的黄鳝精有关。

很久很久以前，苏州、常
州、湖州之间是一片平地。这
里气候温润，风调雨顺，四季
稻麦丰收，花果飘香，老百姓
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

有一年，三州地界接连半
年不下雨，田里的禾苗都快枯
萎了，百姓们忧心忡忡。

那时，江南地下有一个黄
鳝精，已修行千年，它见三州
百姓遭殃，心里很同情。可它
虽有些道行，却不能呼风唤
雨。它转念一想：法力不够，
但我有本领啊。于是，它朝着
东面钻地拱洞，想钻出一个洞
把东海的海水引过来，解救江
南地区的旱情。

它日夜不停地钻呀拱呀，
一连钻了七七四十九天，眼看
地洞和东海就快打通了，不料
却惊动了三州地界的土地
神。土地神立即上天向玉皇
大帝报告。

玉皇大帝听完大怒，命令
雷公电母，前往三州，生擒黄
鳝精，带回天庭问罪。

观音菩萨知道了这件事，
驾起祥云，直奔天庭，向玉皇
大帝求情：“黄鳝精虽然有
错，但也是为了解救百姓，还
请玉帝赦免了它的罪过。”玉
皇大帝听了，觉得也有道理，
就派太白金星下凡，召回雷公
电母。

太白金星奉旨赶往三州，
按下云头，只见电光闪闪、雷
声隆隆，雷公电母正在追赶黄
鳝精。太白金星大声高呼：

“雷公电母听旨：不得伤害黄
鳝精！”雷公电母听见御旨，不
敢怠慢，立即收起雷电，随太
白金星一起回天庭交差。这
个时候，那个地洞已经被黄鳝
精钻通了，东海的海水倒灌进
来，在三州地界形成了一个大
湖，这就是现在的太湖。

再来说说黄鳝精，看到雷
公电母来捉它，只能到处乱
跑。走投无路时，它来到一座
山脚下，便低头用力向地面钻
去。这一钻，正巧在山里钻出
一个大洞来。后来，它就在这
个大洞里继续修行起来。

这个大洞，人们就叫它
“鳝钻洞”。后来因乡音，被叫
成了“善卷洞”。 （裴 昶）

那天去超市，在一个边缘的
货框里，我惊奇地发现了一袋“鲜
货”——粉嫩白亮的嫩姜，我赶紧
拿了好些放入自己的购物篮，又
去拿了半斤多碎冰糖。

吃罢晚饭，我就开始用冰糖
蜜制嫩姜。我先帮嫩姜“沐浴”，
用一盆清水，把嫩姜的“小脚丫”
一个个掰开，洗得通体娇嫩，清清
爽爽。然后，把它们放在阳台上
吹吹风，晾干之后切片、下盐。大
约腌制两个小时，我挤干水分，就
请它们一一入“闺房”。一把嫩
姜，一层碎冰糖，再些许鸡精，一
调羹醋……就这样，层层铺垫，味
味叠加，一直添加到瓶口上。最
后一道工序当然就是把瓶盖牢牢
拧紧，再放入冰箱里冷藏。过若
干天后，将瓶倒置一下，让里面的
调味品再次调和，也使蜜制的嫩
姜更加有味。

大约五六天后，也在我们口

水快要掉下来的时候，娇嫩的“姑
娘”就可请出“闺房”。早晨，熬上
一锅绿豆百合粥，配上这蜜嫩姜，
有点酸、有点甜、有点辣、有点脆，
但更多的口感是爽，品着就让人
胃口大增。

常言道：“冬吃萝卜夏吃姜，
一年四季保安康。”喜欢上这嫩
姜，缘于我妈妈，每到夏季，她总
要用这样的方法，蜜制好多嫩姜，
一瓶瓶地装着，送给亲人们品尝，
每每都深受大家喜爱。妈妈说，
姜能益脾开胃，温经散寒，调理腹
痛、吐泻等疾，益处多多。也不知
道是不是蜜嫩姜起了作用，小时
候村上的小朋友总是头上这里一
个疖、身上那里一个疮，而我们兄
妹仨却从来没有长过这些。

不管怎样，蜜嫩姜不光带给
了我们舌尖上的美味，还让我们
从中体味到家人的爱和关怀。

（邵湘君）

人生五味

纷繁世相

八 仙 台
在我的记忆中，老百姓家中

都会有一张放在客厅的八仙台，
这是我国家庭的传统家具之一。
宋人晁补之《八仙案铭》就有“东
皋松菊堂，饮中八仙案”之咏。台
面四边长度相等，每边可坐二人，
四边围坐八人，犹如八仙，遂称

“八仙台”。普通老百姓家里的八
仙台都是榆木、榉木甚至杉木做
的，有些富贵殷实人家，用红木来
做八仙台，那可就气派了。

我家里的八仙台是榉木做
的，刷的红漆随着岁月的流逝颜
色已经很淡了，有的部位还露出
了木头的本色，台子四面的横枨
上有算盘珠那样的小雕刻件，里
面夹有抹布，还架着一根擀面
杖。八仙台四周各放一张长凳。
台子下方放着一只大缸，那是腌
咸菜用的。八仙台后面靠墙的地
方是一张称为长台的长条形桌
子，上面摆放了鸡毛掸子、瓶瓶罐
罐、茶盘和杯子。平时，八仙台除
了一日三餐时使用外，也用于擀
面条，还是妈妈和大嫂、姐姐做针
线活时摆放材料的地方。

以前，上八仙台是有很多讲
究的。一般主家的妇女和小孩子
是不能上八仙台吃饭的。入座秩
序和菜品摆放也有学问。父亲
说，以八仙台对门为上，两边仅为

偏座。在诸如春节、端阳、中秋等
节日，还有结婚、满月、做寿、乔迁
等宴席上，年长者为主宾或位高
权重的人坐上座，男女主人或陪
客者坐下座，其余客人则按顺序
坐偏座。左为尊，右为次；上为
尊，下为次；中为尊，偏为次。

每逢家中来了客人，父亲总
是让客人坐在八仙台一侧的长凳
上，互相问候、寒暄。接着，泡茶、
上茶，继续攀谈。有一年夏天，家
里来了几个人给姐姐提亲。妈妈
与姐姐开始忙活，洗菜、杀鱼、杀
鸡，忙了足足两个小时，端出几个
像样的菜肴，整齐地摆放在我家
的八仙台上。父亲还叫来邻村的
姑姑、姑父，加上村上的两个长
辈，正好八人一桌席。

后来，家里不再讲究论资排
辈入席了，八仙台俨然成了情感
的磁场，全家人聚在一起其乐融
融，把酒言欢，相互祝福，凝聚情
感。过年时，堂屋里的八仙台上
摆放着瓜子、蚕豆、黄豆、爆米花、
糖果等，给前来拜年、问候的客人
享用。

八仙台如同我们的家庭成
员，每一次过节，它从未缺席，也
从未懈怠，默默无闻履行职责，记
录和见证着全家人的成长与喜怒
哀乐。 （蒋培新）

女儿上小学四年级时，暑假
里我带她去外地旅行，在外面待
了五天，回来时女儿大包小包收
获不小，多是玩具和学习用品。

返程乘火车时我睡上铺，女
儿睡中铺，下铺是一位年轻的母
亲带着一个小男孩，目测也就三
四岁。小男孩的外公外婆也在这
节车厢。

小男孩很调皮也很能闹。列
车启动十分钟，小男孩已经在车
厢里来回跑了五趟。半小时后，
小男孩还没有安静下来，还越玩
越兴奋，从行李里掏出一把玩具
枪，朝车厢里乘客“突突突”扫
射。有乘客实在看不下去了，委
婉地对小男孩外婆说：“这小孩子
精力真好，一早起来就到处跑，现
在还不累。”小男孩外婆听到，笑
呵呵地说：“就是呀，我这外孙精
神头足，将来上学肯定学得好！”

小男孩外婆“答非所问”，那
位乘客也一脸无奈。我也不堪
其扰，躺在上铺书也看不下去，
乘务员推着零食小车过来时，我
下床买了一兜零食，喊女儿下来
一起吃。

这时小男孩又叫喊着飞奔过
来。我对女儿皱眉头表示心烦，
女儿冲我一笑，突然将小男孩喊
住，递给他一袋零食，还对小男孩
妈妈说，这是刚买的安全食品。

小男孩妈妈还没说话呢，小
男孩一把抓了过去，女儿让小男
孩也坐边椅上吃，说吃完了再给
他别的零食。小男孩非常听女儿
的话，坐在边椅上吃了起来。有
了零食的交情，小男孩便成了女

儿的小跟班，女儿坐哪里，他便坐
哪里。

女儿要教小男孩画画，说他
若画得好，便送给他一件礼物。
小男孩听说有礼物，便点头答
应。女儿用画笔在纸上画画，然
后让小男孩比照着画，还告诉他
要安静，否则会影响画画。小男
孩很听话，紧闭着嘴，跟着女儿一
笔一画地学。

画完了第一张，女儿夸小男
孩画得非常棒，奖励了他一支卡
通铅笔。小男孩非常喜欢，主动
要求再画一张。这次画完后，女
儿奖励了小男孩一本小本子。

火车飞驰过一站又一站，小
男孩画了一站又一站，有时小男
孩刚要高声说话，女儿便提醒他
小声点儿，火车上有乘客在睡觉
呢。女儿和他说话把声音压到了
最小，小男孩也学女儿的样子轻
声低语，神神秘秘的样子让人看
得忍俊不禁。

小男孩一家比我们早下车，
要下车时，小男孩还对女儿恋恋
不舍，说下次再坐火车还跟着女
儿学画画。小男孩此话一出，把
车上的乘客都逗笑了。

我从未发现女儿还有这耐
心，陪小男孩玩了大半天。女儿
说，他那么吵，一车厢人除了他的
家人，都烦得够够的，总得有人出
手制止吧！

本来带女儿出来旅游，是为
了让她长见识，没承想，倒让我在
女儿身上“长”了见识。女儿制止
小男孩吵闹的方法，值得我这个
大人学习并点赞。 （马海霞）

“姐姐，姐姐，你快看我的
红指甲！”上周末去逛街，我听
到两个小女孩儿在比较染的指
甲。在她们的笑声里，我又重
回童年。

以前，祖母总会在小院里
种些花花草草，其中就有凤仙
花。那时，太阳余晖褪尽，祖母
就穿梭在凤仙花丛间，拨开绿
叶，挑选最饱满的花瓣。满满
一大捧凤仙花瓣放进罐子里，
祖母用杵轻轻敲击，一下又一
下，花瓣变成糊状，她又在里面
加入了明矾。

我和表姐争先恐后地伸出
手，祖母笑着说：“一个一个
来。”她用手捏住一撮花瓣糊
糊，涂在我的指甲上，再去涂表
姐的，挨个用宽大的树叶包裹
好，用绳子捆住。那一天晚上，
我梦里都是凤仙花在指甲上开
花的模样。

第二天醒来，一伸手，我就
看见裹在手上的叶子已有脱落
的，指甲成了淡淡的橘色。我
连忙喊表姐，比较谁的指甲好
看，在分不出高下时，我们又去
找祖母，伸出小手让她当评
委。祖母笑着弯下腰，拉着我
们的小手，阳光洒在她的脸上，
一时之间，我不知道祖母的笑
容和院子里的花儿，哪一个更
灿烂。

一年又一年，凤仙花每年
夏天都会在小院里绽放如初。
而昔日缠着祖母的小女孩已经
长大，离开故乡。去年，我回去
探望祖母，一进门就看见她孤
零零地坐在堂屋门口，望着远
处失神。一阵酸涩涌上心头，
我喊了一声“奶奶”，她才回
神。我快步走过去，她上前一
步紧紧地拉住我的手，只说：

“回来好，回来好。”
晚上，我陪着祖母在院子

里乘凉。月光袭人，星辰漫天，
一阵阵花香拂面而来。我向那
片花看去，一眼定在凤仙上，转
头看祖母，却发现她在看我，便
笑着说：“奶奶，咱们染指甲吧！”
祖母连忙应了，见她要起身，我
忙说：“您坐着，今天我来。”

祖母伸出的手写尽了沧
桑，我忍住心底酸涩，学着她当
年的模样，小心地捏起一撮撮
花瓣糊糊放在她的指甲上。待
到第二天，我刚起床，就透过窗
户看见祖母在门口，欣赏染好
的指甲。那天，我发了一条微
信朋友圈，两双手冲着阳光，凤
仙晕染在指尖，似凤凰一般翱
翔，并配文：最好看的美甲！

如今，我再看到凤仙花，总
会想起祖母，想回到那小院，陪
着她再染一次指甲，再赏一次
凤仙。 （张金想）

火车上的静音游戏
家有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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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仙染甲凤仙染甲

生
活万家灯火

每天午餐时分，当我刚走
进婆婆家，公公便从厨房拿着
我的饭碗和筷子慢慢走出来，
把东西放在餐桌上，他又动作
缓慢地帮我盛饭。这个习惯，
从我嫁进来他就养成了。今年
公公已经84岁高龄，却仍在延
续着这份温暖。

多年来，婆婆每天奔波于
菜市场，劳作在田间地头，不辞
辛劳。冬天，她那双长满冻疮
的双手，看着都让人心疼。到
了夏天，她又忙得大汗淋漓。
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
头，满满的幸福感和内疚交织
在了一起。

曾经，我向婆婆许下一份
承诺。2022年的春节前，我对
婆婆说：“过年的时候，我来掌
厨，让你们也吃一回现成的。”
婆婆听了，发出了爽朗的笑
声。但随即，她又问：“你从来
没有下过厨，会不会啊？”我拍
了拍胸脯，胸有成竹地说：“当
然会啊，如今网上有很多教烧
菜的视频，我可以边学边做。
不会让你们吃生的！”

可整个春节假期，我一直
忙于工作，这个承诺始终没有
兑现。

如今，我已经退休半年多
了，该是兑现承诺的时候了。
于是，有一天，我对婆婆说：

“妈，明天开始我烧饭吧，您和
爸到我家吃饭。我来烧几个你
们从来没吃过的菜。”

婆婆立马开心地说：“有现
成的吃，我高兴啊！”乐观开
朗的婆婆，戓许早就忘记我当
初没有兑现的承诺，依然信我
如初。

第二天一早，我买了婆婆
爱吃的羊肉，又买了青椒。在
妹妹的指导下，我战战兢兢一
个步骤一个步骤地烧好了青椒
酿肉，又给羊肉调配了合适的
酱料。看时间差不多了，我提
前把公公婆婆的饭盛好，把餐
具都摆放整齐。因为在婆婆
家，每一餐他们都是这么做的，
我下班回家只要洗个手就可以
开吃。吃饭期间，我忐忑不安
地等待他们的评价，待婆婆说

“真好吃”的那一刻，真是开心
极了！我时不时拣饭菜最精华
的部分夹给公公婆婆。之前，
若是宰了自家散养的草鸡，婆
婆将之烧好后，那两只大鸡腿，
一只专属我儿子，另一只，婆婆
每每都夹到我的碗里。吃完
饭，婆婆要帮我洗碗。我赶紧
说：“不用了。趁天未黑，你俩
早一点回家，路上小心一点。”
以前，我在婆婆家吃完饭，每次
提出要洗碗，婆婆总说：“你们
忙，赶紧回家休息吧。”

这些细节，我都是模仿的
婆婆的言行。我所受到的那份
关爱，终于有机会传递回去。
爱，就是这样在平凡的日子里
流转、传递，温暖着每一个人的
心灵。 （丁小枫）

爱的传递爱的传递

善卷洞的由来善卷洞的由来

饮食人间 宜兴民间传说宜兴民间传说
蜜蜜 嫩嫩 姜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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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
木
箱

1978年，我考上大学，母亲把家里的樟木箱找出来，让我带去。我很喜欢，可又有些犹豫，因为这是

母亲的嫁妆。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说：“你能考上大学，一家人都高兴，再贵重的东西妈妈也舍得。”去

大学报到前，母亲和姥姥为我做了新衣物、新被褥，父亲为我准备了生活和学习用品，装满了箱子。

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另一座城市。我将樟木箱包裹严实后才送去托运，可樟木箱的一角还是有些

磕碰，我心疼了好久。

在那座城市，我一直工作到退休，樟木箱跟着我住了四年单身宿舍，结婚后搬了四次家。每次搬家，

我都会处理掉一些东西，唯独这只樟木箱一直跟着我。

现在，樟木箱一直静静地放置在角落里，已经许久没有打开。但是，里面装的都是有纪念意义的物

品……最重要的，里面装着父母对我永恒的爱和我对父母不尽的思念。 ——选自赵盛基的微信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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