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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苍南 7风土

陈汉莉

每当退潮时节，濒海小渔村的妇女们三

五成群来到海岸边，熟练地爬上岩礁，拿出

随身携带的特制工具，开始在岩石上敲打起

来。原先离得近的几位还在大声聊上几句，

因为隔着潮音，慢慢就各自闭了嘴。她们手

里一下一下不停地敲打着，随着身后潮汐的

起落，晨昏里的时间就此慢慢搁了浅，而收

获的愉悦却渐渐漫上了海面……

地处温州之南的苍南县拥有 168.8 公

里黄金海岸线，沿途海岛星罗，海岸悠长，

礁岩嶙峋，潮温适宜，阳光充沛，海洋生物

极为丰富，雀嘴就是其中一种。

雀嘴，学名藤壶，浙南一带也叫雀咀、

曲嘴，明弘治《温州府志》载：“ ，其大者名

为老婆牙，壳丛生如蜂房，肉含红膏，一名

头，以其簇生，故名。”民国《平阳县志·食

货志》载：“藤壶，俗名 ，大者曰虎 ，附着

海滨岩石及蟹类具类壳上，渔人去壳加盐

食之，曰曲嘴。”《浙江省岱山县药物志》中

称雀嘴为“白脊藤壶”，谓之：别名“锉”、“锉

壳”，“常成群附着于海岸岩石或其他海产

动物体外。固壳近于圆筒状的圆锥形，壳

口大，壳板厚，壳口上面有能活动的左右两

对壳板。”《岱山县志》则谓之为“触”。《嘉靖

太平县志·物产》中记载温岭有海洋生物为

“ ”、“一名老婆牙，生于岩或簄竹上”，台

州一带则称“冲”或“蛐”，或“蛩”（音），

1992 年出版、叶大兵编著的《温州民俗》中

年提到瑞安四珍包括：“龟脚、红蛋曲、神

眼、雪鳗”四种水产，这里的“红蛋曲”即雀

嘴：“外壳近于圆筒形，内壳由三角形壳片

合成，壳色带红紫，常成簇密集附着于海岛

岩礁间低潮线附近岩石上，每年三月和六

七月采挖，入汤烫过，敲去外壳，再加香料

蒸熟，为佐餐佳肴”。这些文献资料里不同

叫法，概为浙江各地方言口音上的差别，都

是指雀嘴，

雀嘴是生长在浙南沿海潮间带礁岩或

物体上行固着状的一种海生节肢动物，外

形上确实有点像麻雀嘴，并且大多是一簇

簇、一片片密集地生长在一起，大小不等，

个体饱满，外壳是由复杂的石灰质组成，呈

圆锥形，表面粗糙有裂纹，上端开口呈灰白

色，像极

了一座座微

缩 版 的“火 山 ”。

这小小的“火山’之内有四

个活动壳盖，由肌肉牵动开合，在潮水涨没

时，壳盖就会徐徐张开，许多呈羽状的蔓足

从里面伸出，开始捕食海里的浮游生物；在

潮水下退后，壳盖就会慢慢紧闭，储蓄必备

的生活水份，御防其它天敌侵袭。

虽然，这种奇丑无比的海产鲜有人知，

不过，它的鲜美却能征服每一位食客。宋

人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记载了一则佚事，

称南宋两位著名的文学家周必大、洪迈曾

经侍宴，当宋孝宗问到家乡特产时，洪迈是

鄱阳（今江西鄱阳）人，回答道：“沙地马蹄

鳖，雪天牛尾狸”。周必大为庐陵（今江西

吉安）人，则对曰：“金柑玉版笋，银杏水晶

葱”。这时，孝宗顺口问身边的侍从，侍从

是浙江人，脱口而出对答：“螺头新妇臂，龟

脚老婆牙”，此四者皆海鲜也,因此“上为之

一笑。”浙江人好海鲜，对家乡特产如数家

珍，由此可见一斑。

据说，“螺头”指的是辣螺，以肉鲜肥微

辣有清香而著称；“新妇臂”，则指的是蛏子

的白腻润泽(后来也有人说指的是吹沙鱼)；
“龟脚”，即石蜐，苍南海边人常吃的观音

手，也称“龟足”、“佛手”，《本草纲目》记载：

“石蜐生东南海中石上。蚌蛤之属。形如

龟脚，亦有爪状，壳如蟹螯”，龟脚长在海边

岩石临水缝隙处，密集成簇状生长，青苔色

的爪状石灰质外壳，呈倒三角形侧扁，柄部

外裹一层似蛇皮的黄褐色粗糙表皮，内藏

白净肌肉鲜美至极，看外形似乌龟的爪子，

故名。此物极为鲜美，都说这玩意有多丑，

就有多美味。但首次吃者很难下嘴，在苍

南当地有人戏称此物名为“站起来吃”（闽

南话近音），因此惹出很多笑话。其实是说

吃 的 时

候要将龟足

硬壳部分立起来，

象嗑瓜子一样把壳咬开，

再把后部位裹皮剥掉，而不是吃客要站着

吃。

最难解释的是‘老婆牙’，外地人甚至

很难理解为何称之为美味：这种东西常见

于海中岩石、闸门、船底甚至稍大体形的贝

类，如牡蛎、海虹的外壳上，灰黑色，状如火

山，开一圆形小口，中有物如鸟嘴，而这丑

陋的‘老婆牙’，欧洲人甚至称之为“来自地

狱的佳肴”，可见对其味之鲜美形容到了极

致。龟足和老婆牙都是形丑而味美，实为

海味中之奇葩。

旧时，打雀嘴有两种操作方式：一种用

雀锹铲，一种用铁榔头敲。每逢大水潮时，

等潮水退落，妇女们成群结队，手提木桶，

足穿草鞋，带着榔头来到海边岩头上敲雀

嘴。把雀壳敲碎，再把雀肉拾进碗内，等碗

满了就倒入桶中。用榔头敲速度慢，数量

少，只供自己家里当菜蔬食用，因此很少出

售。敲到一、两碗雀嘴，拿回家清水落镬一

爨，即可佐酒下饭招待客人。

敲雀嘴虽然看起来不需更多的技巧，

其实是较为惊险的活——最重要的是要躲

避海浪的袭击，以及小心手脚被雀嘴锋利

的边缘刮伤。另外，由于市场需求而过度

的敲食，导致如今雀嘴资源慢慢枯竭，个体

也变得越来越小。因此，人们不得不将目

光投向那些个大肉肥却生长在临潮、临崖

上的雀嘴，而这些地方又往往非常陡峭、险

峻，不仅攀爬困难，而且恶浪无常，也就骤

增了敲雀嘴的不安全系数。据沿海一带老

人们回忆：“因为海边岩石长期被潮水浸

没，岩面往往非常溜滑，人们要穿草鞋才可

便于行走，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葬身海底。”

每到农历三、五月份雀嘴最肥壮的季

节，村里妇女一般选在初一、十五前后潮汐

落差大的大水潮，被淹没的礁石此时都能

露出海面，因此更容易敲到量多、个大、肉

肥的雀嘴。她们虽熟记潮汐的习性，但有

时又往往受了雀嘴的诱惑而疏忽了危险的

存在，夹在岩缝里被淹死，或在岩壁上被潮

水卷带走的事也屡有发生。因此，老人们

有时会叹气说：一颗雀嘴就是一条命啊。

敲了雀嘴回来，最经典的吃法是：连汤

带水装盘来个隔水清炖，称“炖雀”。除撒

一丁点盐外，无需任何调料，以保持它的原

汁原味。炖熟揭锅，一层富含蛋白质的似

蛋花又像豆腐花的物质被蒸出来，色泽白

嫩、肉质细腻—原来那小小的火山之下，

蕴藉着那样鲜美无比的雀肉，此时喷发出

来的是雀嘴特有的鲜香，如龙卷风般袭过

口腔。将鸡蛋打散加入少许黄酒放入洗

净的雀嘴中清蒸，雀嘴的鲜甜浸润了黄酒

的醇和，足以令人食欲大动。另外，雀嘴

也可腌制，称为“醉雀”，醉雀还可生醉和

熟醉，将新鲜的生雀嘴洗净后加黄酒、白

糖和盐，密封保存后一周左右即可食用。

若换成半熟雀嘴，以同样加工方法即为熟

醉。生醉比熟醉保存得更久，风味也更原

始更生猛。

以前，渔民们敲到大量的雀嘴后，因为

无法保鲜，又一时吃不完通常就加盐被晒

成“雀干”，即《平阳渔业志》所谓的“重盐腌

之，能久藏”。雀干跟其新鲜时的风味自然

不可同日而语，但可用于给其他菜肴提鲜，

做羹做汤时放几颗进去，纯天然的那种鲜

味是味精、鸡精等调味品无法媲美的。记

得那时家家都备用雀干，以应不时之需。

取一小把雀干和家乡特有的酸笋一起烧，

即成一道美味的海鲜汤，既酸爽又鲜美，很

是下饭。

随着雀嘴的产量逐年减少，如今渔民

们有时候根本就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敲

不到几粒雀嘴。等到连鲜吃都已完全供不

应求，那么小时候所熟知的“雀干”就成了

一种封存于记忆里的“奢侈品”。有时，在

岁月深处轻轻触动那小小的“火山口”，记

忆的味蕾就被深深触动，于是，那一股久违

的鲜美便瞬间喷涌而出……

雀嘴

虫族

虫族

虫族

虫畜

虫族

罗进近

岁末清寒，书斋寂寥。今日早醒，忽然

有写点文字怀念外婆家的田园生活的冲

动。或许受那个近期以传播传统衣食住行

而大受欢迎的川妹子李子柒的启发，我也

想顺着记忆的河流去追溯一段属于自我的

美好时光。

外婆家与高炉矗立的矾山电厂只隔着

一条清清浅浅的南堡溪。从我家到南堡小

学，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是矾山到马

站的砂石公路，记得路边有一个“29”的标

志，听大人说，这是公里数，至于为什么偏

偏是“29公里”，大家都说不清，可能是马站

到矾山的物理距离吧。既然是公路，那么

来往的车辆就自然不会少。运输各种生产

物资的拖拉机，或拉练或采购的鹤顶山驻

军军车，还有各地来矾山跑供销的卡车，都

在这条必经的公路上横冲直撞。晴天时一

路扬尘，雨天时泥浆四溅。出于安全和卫

生的考虑，在我小学低年级时，母亲每每叮

嘱我不要走这条路。现在想来，繁忙热闹

与红尘滚滚，不正是当年最有活力的工业

化的矾山的缩影吗？

另外一条路，则充满了田园风光。走

在田间小道上时，可以看到路两边长着青

茂的水稻，总有辛勤的农人在并不规整的

稻田里劳作着，在田头时不时还有几只有

着傲娇身姿的白鹭在游弋，田垄上还经常

种着让人垂涎欲滴的蚕豆（俗称“田垄

豆”）。当然，有时也难免有尴尬的时候。

当我正兴致勃勃地陶醉于面前美妙的田园

风光时，迎面而来的是一个正挑着农家粪

桶的老农，年少无知的我总是会掩鼻而逃，

浑然不知这才是绿色的，生态的，环保的。

外婆家真的有一座石拱桥，桥很敦实，一如

乡人。桥下便是游鱼细石历历可数的溪流

了，不远处有一座长满丛丛的青皮竹和亭

亭的马尾松的小山包。后来，我读到《诗

经》中的句子：“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

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

相犹矣。”（意思是：前有潺潺小溪水欢快流

过，后有幽幽终南山沉静座落。山水之间

有翠竹摇曳生姿，也有茂密松林在风中缄

默。宽厚的兄长和知礼的贤弟，彼此情深

义长亲密无间隔，没有我算计你来你算计

我。）我恍然大悟，原来外婆家的田园生活

一直是古典的，缓慢的，农业的。

走在这条上学的路上，总会碰到一些

熟悉的长辈，只要嘴够甜，常常也能有一瓜

两栆的奖赏。外婆家在南堡垟心，从这名

称就可以知道，那应该是南堡垟的中心

了。果不其然，站在垟心的路口，映入眼帘

的是青黛的鹤顶山，它的顶峰如覆盖着的

古鼎，非常清晰。这里视野开阔，四围方圆

之地都是稻田，是那个以明矾石著称的矾

山难得的一片“后花园”。

连接南堡和中村之间的通道，是十几

个宽阔的矴步，只要不发大水，我就不怕走

这里的矴步，有时还会像所有顽皮的孩子

一样以较快的速度蹦蹦跳跳地冲过去。过

了这段路，再走十几分钟，就可以到达南堡

小学了。那时候的学习比较轻松，基本上

是“放羊式”，虽然也有“小升初”的升学压

力，可是人们不以为怀，反正在家长们看

来，读书不是顶紧要的一件事，要读不读，

全靠自觉。

放学回来时，我还是会常常经过这条

路，有时就会拐到外婆家里玩。外公是老

工人，不过也有点自留地，每年能够产出

一些粮食。记得老房子里建有一格一格

的谷仓，还写上“壹贰叁肆”之类当初觉得

难写的数字。因为家里人口多，冬天时，

我如果留在外婆家住的话，那就会与一个

只年长我一岁、现在供职于苍南县发改委

的舅舅一起住在空出来的谷仓里。那真

是一段奇妙的住宿体验。谷仓里暖和极

了，还有新鲜稻谷所散发出来的阵阵清香

沁入心脾。把最上面的两格谷仓抽屉抽

取出来之后，谷仓内的通风也就没有问题

了。我和“小舅舅”可以谈天说地，并没有

舅舅和外甥的太多的身份区别，有的只是

浓得化不开的亲情和友情，完全没有在我

书桌上摆放着的英伦才子阿兰·德波顿

《身份的焦虑》一书中所表达的那样忧心

忡忡。

自家种的稻米吃起来就是香，土灶烧

出来的农家菜就是甜。勤劳的外公，在院

子里栽种了各种各样的蔬菜，有花菜、白

菜、茄子、丝瓜和芫荽等。记得老房子的窗

台上还种有可用作药材的指甲花。记得外

婆有个“民国风”的梳妆匣，有三层，里面可

以装一些化妆品，上面有一个可折叠的镜

子。好奇的我喜欢把这面镜子翻上翻下，

外婆见了，也不责备，只是慈祥地笑着。现

在想来，端庄、和蔼的外婆总是把头发梳得

纹丝不乱，大概跟这个“宝盒”有关吧？

春天到了，外婆家的路旁尽情绽放着

炫目的紫云英；夏天时，可以听取蛙声一

片。那年，妻子和女儿去马来西亚的沙巴

岛看闻名世界的萤火虫。咨询我的意见

时，我表示不感兴趣，因为我在夏天外婆家

的农田里早已经看够了它们美丽的身姿。

到了小学高年级，因为要和其他小伙

伴结伴而行，再加上我们这边一些罗姓的

小伙伴和来自南堡的一些曾姓同学有过冲

突和芥蒂，我就走原先的那条石子路比较

多了。到了中学，走的就都是这条“29”号

公路了。外婆家的田园风光，就渐渐成为

了我前行的背景存在。

或许，很多矾山人可能难忘的是热闹、

喧嚣的柴桥头。我想说，我的记忆最深处

却是安静、内敛的南堡垟。随着矾矿工业

花环的凋落，在高速发展的后工业时代，我

们矾山人似乎又回到了原初的田园状态

——那种像外婆家一样的慢生活。

外婆家的田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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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第二批市级“四好农

村路”暨美丽乡村公路示范乡

镇（街道）名单近日公布，我县

凤阳畲族乡管养农村公路名

列其中。该公路总计 24.9 公

里，其中县道 1 条 6.9 公里，村

道4条18公里，2019 年完成鹤

山 至 凤 楼 、鹤 峰 至 马 站（岭

后）、坪石至中岗-鹤山至胡家

坪三条“四好农村路”。2019

年是凤阳畲族乡“四好农村路”

建设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一

年，该乡交通状况得到历史性

飞跃和改善。 （温发）

□余明辉
长期以来，不少地方存在着

盗刷医保卡、医保外物品被冒用

医保报销，以及虚假、重复报销等

行为，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医

保基金监管面广，但又没有专门

执法力量，打击力度有限。湖州

成立全国首个“医疗保障反欺诈

中心”，不仅是医保基金监管方式

的创新，而且非常有现实针对性

地破解医保金监管力量薄弱的短

板，对强化医保金反诈骗具有正

能量，值得肯定与期待。

但是，要想有效确保医保金安

全，或者说要想最大限度发挥“医疗

保障反欺诈中心”初设的应有作用，

相关配套工作还有不少。比如，目

前骗取医保金手段五花八门，执法

难度很大，这需要监管部门提升执

法人员发现问题的能力、多部门以

及异地协调合作能力等。再如，就

执法处罚对象来看，目前真正得到

及时严肃处理的并不多。

因此，成立“医疗保障反欺

诈中心”只是遏止骗保的一个步

骤和环节，要让有限的医保金得

到高效利用，发挥好“医疗保障反

欺诈中心”应有作用，还有很多制

度要完善。比如，要抓紧医保相

关法律法规的修正、完善和出台，

让专门医保反诈机构和人员有强

力执法的明确依据，让医保金管

理和使用制度更加科学有效，从

根本上减少骗保的可能；强化专

业执法培养教育，全面提升执法

为民和创新工作素质，尽快打造

专业的医保反诈专业队伍。

期待“医保反诈中心”取得实效

“四好农村路”
蜿蜒山间

本报讯（通讯员 叶新新）昨

日，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副处长徐

伟伟一行来到灵溪镇，为灵江片

区的新港村文化礼堂送来一套全

新的农村数字电影放映设备，让

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电影，看

上好电影，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

活动现场举行了赠机交接仪

式，电影公司用新设备为大家放

映了影片《我和我的祖国》。高色

彩表现力、高亮度的数字电影放

映效果得到了大家的好评。

“接下来我们会派人去培训，

掌握电影播放技巧。”新港村党支

部书记陈岳蒿介绍说，影片由电

影公司提供，我们准备一周放映

两三次，地点就选在文化礼堂广

场上，让电影放送成为新港村丰

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常规项

目。 77 岁的陈大爷看得津津有

味，他坐在最后一排，不时站起来

以便更好地观看到影片。他说，

“以前村里的露天电影我都没怎

么去看，这回村里有了这样高级

的设备，以后会多来看看。”

一直以来，新港村没有固定

的大型场地来播放电影，偶有露

天电影在路中间播放，观影质量

不高。新港村文化礼堂的建成及

此次电影放映设备的投入，让

4000 余名常住居民在家门口就

可以免费观看到海量的国内外优

秀电影，对新港村美丽乡村建设

起到了积极作用。

家门口有了
“数字影院”
省委宣传部
来苍送设备

本报讯（记者 黄允祺）日

前，在省市人代会即将召开之

际，由在苍省市人大代表组成的

视察团集中开展会前视察活动，

近距离感受我县经济社会发展

的累累硕果和“加速度”。县领

导陈晓、温兴华参加视察。

视察组一行首先来到马站

镇，实地视察半山半岛旅游开发

项目、海西游艇俱乐部旅游开发

项目和马站镇旅游集散中心建

设项目。每到一处，映入大家眼

帘的都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

一幢幢崭新的建筑拔地而起、渐

露头角，为马站旅游大发展打下

坚实基础。视察组详细听取各

项目相关负责人就项目概况、建

设进度等情况的介绍，并深入了

解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其

中，作为温州罕有的滨海文旅度

假综合体，匠心打造的半山半岛

项目十分博人眼球。该项目依

山而筑，面海而居，占地面积约

18万平方米，将结合马站镇海岛

文化及独厚的山海资源，创造出

山海城一体的臻美画卷。

随后，视察组还前往县城新

区状元公园、塘河生态公园、中心

绿轴景观生态廊道等地，感受苍

南城市发展日新月异的新面貌。

视察中，大家对所见所闻表示赞

赏，并对我县各项民生实事工程

让越来越多群众得到实惠，以及

重点项目建设有力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给予高度评价。代表们纷纷

坦言，在下一步的履职中，将不忘

初心、勇担使命，继续围绕经济社

会发展重点和民生热点，认真履

行职能，为省、市和苍南的高质量

发展积极献智献策。

据悉，省、市人大代表开展

会前视察活动，是代表的法定履

职方式，有利于代表了解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以便结合实际更好

地审议各类报告，能着眼于省、

市的高度，认真思考，精心准备，

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高质

量议案建议。

在苍省市人大代表开展会前视察

深入一线看发展 立足全局为民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