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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燕

女儿上幼儿园时，老师问她
爸爸是干什么的，她想了想，回
答：煮面的，老师便误以为她爸的
职业是厨师。亲友聚会，这个笑
话经常被拿出来分享，女儿一本
正经地说：“爸爸做的面条好吃，
是可以当厨师呀，我以后也要炒
很多菜。”我们完全没在意，小孩
子嘛，一天一个“理想”，谁会当
真。

上小学后，女儿将过家家的
厨具类玩具丢一边，时不时溜进
厨房观望，嚷嚷着要做菜，当然总
被赶出来，人都没灶台高呢，这可
不是玩的地方，又是火又是刀的，
危险！她不恼不闹，开始另辟蹊
径，瞄上了家里的烤箱、电饼铛
等，一放假，面粉、牛奶、白糖、坚
果之类齐齐上阵，视频里看的，自
己琢磨的，她做了几种蛋糕、饼
干，以及自创的奇形怪状的烘焙
品，卖相和口味多数还不错，当然
也有失败品，她放在手里瞅瞅，掰
开尝尝，琢磨是哪一步出了问题，
以便改进。

到四五年级，女儿长高了不
少，她那颗“入侵”厨房的心又蠢
蠢欲动，为了让我们放心，她承诺
就煮最简单安全的，如凉粉、西米
露、水果羹等，一人忙活，全家享
用，我开始习惯她小小的身影进
出厨房，习惯她冷不防端一碗东
西放在我面前，说：“妈妈，尝尝
看！”偶尔，她还会自行去超市采
购食材和调料，甚至自制工具，嫌
家里现有的太传统，做不了那些
时髦的美食。

真正令我们对她刮目相看的
是其复制美食的速度和能力。有
一回，周六晚上，在小吃摊买了狼
牙土豆，女儿连说好吃，周日，待
我午睡醒来，女儿的狼牙土豆已
经出锅，无论从色、形，还是香、

味，几乎跟买的一样，我有些难以置
信，尝了一根又一根，女儿在旁笑得
甚为得意。还有一次，一家人外出
聚餐，我对其中一道炖酥肉赞不绝
口，女儿便说回去要试着做做。我
看着她切五花肉，拌入淀粉和鸡蛋，
油煎后再蒸，最终与豆腐及泡好的
黑木耳“咕嘟咕嘟”同煮。这道菜肥
而不腻，汤汁鲜美，从此，我称女儿
为“我家的大厨”了。

我家的大厨对自个儿的手艺颇
为自信，有时，家里就我们娘俩，我
说叫个外卖算了，女儿飞快白过来
一眼：“浪费，我做的不香吗？”初中
三年，课业相对繁重，大厨显身手的
时候不多，只有每天晚自习回来，快
速地煮个面条，炒个粉丝，这对她而
言，实在不过瘾。

终于，捱到了中考结束，这个暑
假，女儿可算是放飞自我了，除了各
种玩乐，那就是“承包”厨房，蒸煮炒
煎炖，反正呢，外公外婆回岛上避暑
了，爸爸杂事多，厨房成了她的天
下，我想参观她做菜，被她严肃劝
退，一副“厨房重地，闲人莫入”的郑
重模样，说做好了会叫我的，有人在
边上，不利于她发挥。我不死心，偷
偷移开饭厅的门往里瞧，空调开着，
袖珍音箱放着音乐，女儿系着花围
裙，哼着歌，踏着舞步，洗菜、切菜、
挥铲子，恍惚间，竟产生一种田螺姑
娘光临我家的错觉。

女儿做菜喜欢临场发挥，打开
冰箱浏览一番，大致有数了，便开始
搭配。按照网上的视频做菜过于死
板，她会加点自己的创意，从颜值和
味道上做些改动，且尽量不加调料，
利用食物本身的酸、辣、鲜等特性调
味。我问她这叫什么菜，她歪着脑
袋说：“不晓得，你就说好不好吃
吧？”我说好吃，她学着大人的样儿
回：“那就多吃点咯！”

想起了那句广告词：好吃你就
多吃点。那就不客气了，光盘才是
对女儿厨艺最大的肯定嘛。

家有小女爱下厨

沈潇潇

捧起一本大十六开、700多页
的《民间故事》阅读，几乎是一项臂
力锻炼。这本沉甸甸的书，是自称
筠溪老人的奉化电信局退休职工竺
永华的心血之作。

我对筠溪老人至今仍素昧平
生，但对这条汇徐凫岩周边诸水，流
经董村注入亭下湖的筠溪留有非常
美好的印象，游历其间，颇感唐诗

“兰畹晴香嫩，筠溪翠影疏”、宋词
“桃源望断无寻处”的意境。筠即
竹，筠溪即为竹丛中的清流，竺姓原
为竹姓，东汉时因纪念先祖伯夷叔
齐二贤，在竹下加二横改为竺。清
《四明谈助》载：“奉化桃花坑山筠
溪，夹溪百姓多姓竺，凡宁郡诸竺之
先皆出此。”在筠溪畔长大的竺氏后
人把流传在当地的民间故事收集汇
编成煌煌巨著，自然引起我的兴趣，
尤其是对其中有关筠溪的故事。

《风水宝地建村庄》《竺三太公
的传说》讲述的是筠溪竺氏先祖的
故事。前者讲的是拓村立业的励志
故事，竺氏祖先一早带着蒲留（旧时
山民用蒲草编织的饭包）上山垦荒，
把蒲留挂在竹子上，到中午吃时饭
菜还是热的，且味道还特美，于是决
定在此建村。后来梦见仙人传话，
始在山地进行多样化种植，发了
家。故事很传奇，却实实在在寄托
了古代山民真诚感恩大地、敬重自
然造化的集体无意识，而这也正是
不少现代人所缺失的。后者讲述了
竺氏三兄弟的故事，尤其是竺三为
兄长担罪的义举和后来得到福报的

传说，既有善的传承，也有早期筠溪
竺氏家族开枝发叶的史料意义。这
些故事，我在已发表的《奉化民间故
事》中前所未闻。编者在自序中说：
民间传说故事在我的脑子里并不止
这些，我编写的原则是尽量不被撞
车。这是筠溪老人的功德所在。

读到 《徐凫岩和笔架岩的传
说》是我的一大惊喜。它讲了一个
精彩的遇仙故事：刘、俞两位英俊
小伙在桃花坑边玩水，被水中漂来
的桃花花瓣所吸引，溯溪而上，进
入徐凫岩、笔架岩下的一个山洞
后，眼前豁然开朗，只见天空飘着
朵朵白云，地上长满奇花异草，道
路玉石铺就，店铺和民房碧瓦黄墙
如宫殿一般。两人正在惊诧，迎面
走来两位美丽姑娘，一个叫玉鸾，
一个叫金鸾……

这不是刘阮遇仙传说和陶渊明
笔下桃花源的翻版吗？相传，汉永
平年间，剡县人刘晨、阮肇入天台山
采药，遇二女，容貌绝色，结为夫
妇。居半年还家，子孙已传七代，想
再回二女处，则路迷难遂。这神奇
的故事，最早出现在南朝刘义庆的
《幽明录》。唐以后广泛流传于民
间，还衍生到民间戏曲、绘画、雕刻
等领域，是中华民族最经典的神话
传说之一。刘阮遇仙地指向天台
山，现所称的四明山当时还属于天
台山，以创作游仙诗著称的晚唐诗
人曹唐说：“四明、天台初为一山，故
同谓之‘天台’。刘阮遇仙之际，在
今石窗。其后分为‘四明’，人但知
刘阮入天台，不知实为四明也”。明
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学家、地理学

家黄宗羲也持此说。而雪窦山与石
窗（四窗岩）仅咫尺之遥，周边有的
村落一时属奉化，一时划余姚。那
么，在筠溪民众口口相传的故事中，
把刘阮遇仙的故事放在传说中仙凫
升天之地徐凫岩也就不足为怪了，
犹如梁祝故事发生地的版本，不仅
浙江有，还有山东、河南等地也有，
唯因如此，梁祝故事才成了中国家
喻户晓的爱情绝唱。如此说来，刘
阮遇仙的奉化徐凫岩版本，不是特
别有意义吗？

民间故事在各地的流变，不是
原故事的简单复述，而是以新的方
式的二度创作。我注意到，筠溪老
人所收集记录的近 5000字遇仙故
事，不只是故事地点换了，而是赋予
了新的故事元素和风格，在细节上
增加了桃花坑、桃花等奉化元素，又
浓墨重彩续写了两人别仙后回到故
地所遇的人和事，活灵活现，富有生
活气息和地域特色，应该说丰富了
《幽明录》未及铺开详记的内容。刘
阮遇仙传说寄托着人们美好的梦
想，我判断故事的不同版本不只在
筠溪有。同一源头的传统经典故
事，在各地被重组、整合、改编、二度
创作，微妙地体现出各地民众的心
理异同，这实在值得民间文学学者、
民俗学学者去深入挖掘、梳理、研
究。而筠溪老人则难得地提供了一
份奉化样本。

筠溪老人还编录了一组筠溪奇
人汪夫的传说。汪夫，据说是清末
民初岩坑村人，三岁时双亲被土匪
所害，从小由阿爷阿娘抚养，连六谷
糊都吃不饱，但他心地善良，聪明绝

顶又好学，常去私塾偷听，学会了写
字。同时，苦难、屈辱的生活又养成
了他嫉恶如仇、睚眦必报的性情。
读着这组传说故事，我不禁想到了
广为传诵的绍兴徐文长、姚北横河
（现属慈溪）孙鬼头等机智人物的传
说故事，其中如惩罚八卦新媳妇、讹
诈和尚的“损招”与孙鬼头故事里的
招术类似，只是置换了其中的人物
和语境，而小汪夫短暂流落上海的
经历也似张乐平笔下的流浪儿三
毛。徐文长和孙鬼头都是明朝实有
人物，徐在诗文、戏剧、书画等方面
独树一帜，连郑板桥对其都佩服得
五体投地，曾自称“青藤门下走
狗”。孙为明万历年间进士，官至刑
部主事，他处事机智幽默，令人捧
腹。汪夫的故事有的可能真有其
事，有的则是异地嫁接。即使其中
一些故事是嫁接移植，也真实体现
了筠溪民众对故事人物、行为的价
值判断取向。故事主人公的本地
化，是他们强烈的共鸣共情和代入
感使然，借此表达他们对现实不平
的抗议、抗争，同时也是被现实伤害
后的自我抚慰、疗伤。机智人物故
事是中国民间故事的重要一脉，在
奉化以前也有所闻，但像这样集中
到一个奉化山村小人物身上的系列
故事，我还是首次读到。

筠溪故事多，乡野有奇才。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得以传承，基础
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筠溪老人这样
的无名小草、小花在乡野的角角落
落默默但自在地生长、绽放。我乐
意为这样的草根鼓与呼。

筠溪故事多

原杰

近来有事常乘奉城256路公交
车，发现它往北经停萧王庙街道五
星村丰岭岙自然村，我的眼睛不由
得一亮，因为村后的山道与清修岭
有关。记得十年前编著《奉化历代
诗选》时，我发现宋代诗人张良臣一
首题为《过清修岭》的诗。张良臣
（？—1188），字武子，一字汉卿，号
雪窗居士。宋末元初的“东南文章
大家”戴表元称其为“渡江以来吾乡
诗祖”。名诗人加上诗意古道，一直
想去实地考察一番。

乘车约20分钟后，公交车停靠
在丰岭岙村南。一个四五十岁的人
正蹲在路边庄稼地里拔草，我便打
招呼：“你好，问一下前面村后的岭
叫什么名字？”男子回头说：“就是峰
岭头啊。”我又问：“你知不知道清修
岭？”他瞟我一眼：“不知道，没有听
说过！”想想不知道也正常，毕竟过
去了近千年。在村中转了一个弯
后，村后的古道呈现在眼前——辨
别是商旅步道还是寻常打柴拗笋山
道，主要看是不是用鹅卵石或条石
铺就的。这是一条鹅卵石路，自己
便放心前行。那么，它是不是清修
岭呢？认定不难，有张良臣的诗可
作参照物：“丧胆岩上人，怖死岩下
人。周道自砥直，何枉不问津。人
生贵适意，毋容矫吾真。渊明兀馀

年，漉酒乃一巾。”诗写景不多，特出
一个“惊”字，更多在说爬行的感慨，
可前两句已是鲜明的地理标志。

行走十几分钟后感到，此道与
我走过的众多古道差不多：路在溪
坑边，周边多树木与竹子，许多藤蔓
缠在老树身上而后又垂下来，有一
种阴阴的感觉。不过溪坑里虽有滚
落的大石，可直到爬上岭头也不见
令人“胆失”“心怖”的特大怪石，因
此遗憾地断定它不是清修岭。

几天后，自己又开始了探寻清
修岭之行。上午8时来到丰岭岙村
中岔路口，发现有一块奉化步道示
意图（上次由于匆忙没有注意到）。
上面画着一黄一紫两条线。粗一些
的东西向黄线为主线，西接溪口镇
步道，东连江口街道步道。细一些
的紫线为支线，它就从示意图旁边
开始，最后连接主线。想想这是步
道，而且上次没有走过，因此毫不犹
豫选择了它。

爬了一会儿后发现，与上次右边
走过的古道不同，它沿山冈上去，宽
一米多，没有发现鹅卵石路段，土路
路面还有些新鲜，看得出是由过去村
民打柴背竹之山道拓宽的——真正
意义上锻炼身体的新步道。下来再
经老拱桥——蜈蚣桥后，北边出现了
一条山道，树枝上挂着驴友们留下的
飘带，想想这里应该就是了。

关于清修岭的诗，除了张良臣

的，我还搜到了当过明朝南京兵部
尚书的张东沙的《过清修岭》：“同人
笑我雨还游，雨里看山山更幽。密
树丛中清涧出，虚岩洞口白云稠。
僧因好客来偏惯，鸟为留春啭未
休。石径苍苔尘不到，人间只此是
丹丘。”诗围绕一个“趣”字，摹写景
物比张诗更细腻、更生动，正好作行
走的坐标。在爬行几十米后，自己
开始疑惑起来，因为路上没有卵石
路段，甚至连一块卵石也不见……
大约半小时后，感觉豁然开朗，前面
是数百亩连绵起伏的鄞江茶园。边
上立一块图文并茂的介绍牌，主要
介绍茶园位置和清修岭景物：“清修
岭所属区域地处海曙区和奉化区交
界地带，数有三十六峰，清秀奇丽，
因此名清秀（修）山”。

看完介绍，发现树林边有一块
简易的木牌子，上面用墨水写着“清
修岭古道”，下面的卵石路基本完
好。这使自己错愕：刚才爬的不是
清修岭古道？至少没有爬完整！

于是，不久我又第三次踏上了
探寻之路。下车后遇到一个五六十
岁的人蹲在路旁花木地里松土，忍
不住又打听起来：“你好，你知道清
修岭吗？”出乎意料，他说知道。看
我可能要问许多问题，干脆跳到路
上来。据他介绍，这里的乡民叫清
修岭为“水牛背脊”，过去常翻过峰
岭头去那里拖柴，很辛苦。同时他

伸手指向西北，说那里还有一条岭
叫“黄家落缺”（音）也相接。喜欢探
寻古道的我，自然禁不住诱惑，在村
中步道示意牌前拐向西边。

这条岭海拔约两百米，既不是卵
石路也不是土路，而是石块铺垫的山
路，宽度约在两者之间。下到主步道
向东走约两百米，来到溪坑上唯一
搁树木的地方，便拐了进去。转过
弯后一条卵石路古道呈现在眼前，
它宽约 1.5米，保存基本完好，应该
就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正宗清修
岭！走了一会后发现，此路蛮有特
点：石块在路中间排成一条线，而后
往两边铺鹅卵石。每隔一段距离，
横砌石块提升高度。平缓的地方四
五米一截，陡的地方一二米一截，特
陡的地方直接用大石块铺上去，接
近岭登时才有一段平缓的卵石路。
最大的特点是浓荫蔽日，也看不清
周围（自然也见不到令人“胆怖”“心
惊”的怪石）。约半小时后那小木块
指示牌再次出现在眼前。

这第三次探寻，自己坐在古道
边权作凳子的石块上稍息时，因了
了多年心愿而萌生的惬意诗意也一
阵阵袭来：“……在古道的石凳上稍
息便抬头仰望／最远能看到一千年
前／迂回曲折 前面隐约有人用熟
悉的姿势俯视／那一叶粉蝶翅膀闪
亮不改千年前的模样／只是不能确
定／它是回去报信还是前来欢迎。”

诗意清修岭

慕士塔格峰慕士塔格峰 韩晓霞韩晓霞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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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算
盘
引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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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忆

徐国平

近日在家中的小储藏室里，又看到了那面普通而
又陈旧的算盘。这是一件很有年代感的老物件：干裂
的木框架，磨细的珠杆，光滑的算珠，无不布满岁月的
痕迹。轻轻拂去表面的尘埃，拨动算珠，上下起落仍很
自如，还会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这面木质斑驳的算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我父亲
从当地文具店购买的。父亲从 14岁开始到西坞一家
南货店当学徒，白天忙于做生意，晚间住在店里，自学
会计、珠算。三年学徒期满后，破格被启用为商店的

“账房”（会计），南货店公私合营后又任供销社生活商
店会计，与算盘打了一辈子的交道。我看到过他两手
能同时在两面算盘上进行加减运算，拨珠如飞，数据准
确。当时店堂里有好几面空余的算盘，但他仍自己掏钱
购买家里用的算盘。这既是家中日常生活必需，如购买
柴米之类需算账。当时父亲还兼任西坞“水龙会”（义务
消防队）的会计，晚上在家记账算账也需要。后来我上小
学，也要学珠算，用算盘；这面算盘正好又派上用场。为
了防止我上学时碰撞损坏，父亲在算盘四角包上铁皮，用
细绳绑在两端，我上学、放学时和书包一起背在身上，因
此算盘一直很完好，这面算盘裹挟着两代人的使用印
记。睹物思人，我深深感受到父亲老底子“规矩人”的清
廉和正直，感受到这件传家宝是家庭精神的象征，有厚重
的历史气息。

我在1961年初中毕业后因家境贫困，不能继续升
学。挽亲托友找了个手工业社的会计工作，也算“子承
父业”。但工业会计与商业会计不同，工厂的成本核算
很复杂。我刚从学校出来，很多业务知识都不懂。于
是，我凭着一股啃硬骨头的精神，除参加会计培训班
外，平时刻苦自学，恶补知识，并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这样半年后逐渐
能适应记账、算账、成本核算等工作了。也得益于我在学校里学过珠
算，并且学得很用心，珠算的加减乘除口诀背得滚瓜烂熟，所以运用起
来很熟练。看过我打算盘的工人师傅认为我灵巧的珠算技术是我父亲指
导的。其实，这是我在学校里打下的基础，我还在学校组织的珠算比赛中
得过奖呢。

老伴也当过工厂会计，一做就是40多年。算盘一直是她工作时的计
算数据工具，直到进入电子计算机时代，为了提高工作效率，1980年，她
托在香港的叔叔购买了一个电子计算器。但有时产生怀旧情怀，还会拨
动几下算盘，听一下悦耳的敲算珠的嗒嗒声。

算盘是我国传统的计算工具，它与人们的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有重要的使用价值，一直以来是学校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门课程。
它启迪了一代又一代孩子，提高了孩子们的大脑能力和对数学的兴趣。
通过弄清楚算盘上个位、十位、百位等的位置和算盘的具体操作方法，
提高了孩子们手指的灵活性、协调性和精细动作能力。我的两个儿子都
学过珠算课，就连我的孙女在幼儿园也学过“珠心算”：9档的小算盘，
档中有横梁，上梁仅1颗珠子，下梁有4颗珠子，用塑料制成，设计精巧、携
带方便。

我家的“第三代”也有做财会工作的。儿媳妇从当会计员开始，连续
30多年从事会计工作。现在小孙女研究生学的也是财会专业，可以说我
家是“会计世家”了。算盘见证了我家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成为连接过
去和未来的桥梁。算盘承载着家庭的记忆和期望，它不仅是计算工具，在
家风传承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算盘的方框设计象征着规矩和正直，
上一珠当五，下一珠当一，寓意着做人要一五一十；珠子的碰撞声则象征
着清晰和精准。这些文化意义使得算盘在家庭中不仅仅是一种老物件，
更激励着我们保持清白、勤劳，以诚为本和正直的家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