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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溪史话

□孟继虹
张堰美食

佳作欣赏

张堰是我的家，是我的梦开始的地方，也是

一个很多人羡慕与赞美的地方。

小时候，最喜欢爸爸妈妈带我去张堰公园

玩。那时公园进门左边有个刺猬的窝，我每次都

要蹲在那不肯起来。再往左边走去是一个长廊，

一年四季都有开得很漂亮的花。走过长廊是猴

园，妈妈会带着我把吃剩下的苹果分给猴子吃。

可是这里并不是我最留恋的地方，我喜欢喷水

池，妈妈说那里会喷水。水池上方是个土山亭

子，我10岁生日的一组录像，就是在亭子旁边的

小桥上拍的。再往公园深处，是孩子们最喜欢的

儿童乐园，大象滑滑梯、跷跷板都是我的最爱。

记得妈妈告诉过我：“如果走散了，你找到大象，

就找到妈妈了。”

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班上来了个转校生，刚

开始和同学不大合群，我就在她姓名前加了个

“张”字，叫起来亲切多了，她和张堰一样姓张，

和我们有了共同点，也就合群了。当时好多同

学都在自己名字前加“张”字，现在回想起来很

好笑很幼稚，但是也很自豪。

上完大学踏上工作岗位，出了张堰出了金

山。有一次和同伴去七宝镇游玩，店家无意间

问：“你们哪里来的？”“我们金山的。“哦，金山有

个张堰？”“是的是的，我们就是张堰的，”我连忙

点头。“张堰是卫生镇，很有名”。原来，老板的

亲戚嫁到了张堰，总和他说张堰到处都很干

净。以前在金山时听到有人夸张堰觉得没什

么，出去了听到别人夸奖，竟是如此地开心。当

时我就暗下决心，我要回金山、回张堰工作。

有幸前几年张堰招人，我到了居委会工作，

回到了我热爱和为之骄傲的家乡。对我来说，

在这里工作就像在为家人服务，暖暖的，很喜欢

很满足。张堰，我成长的地方，我梦想的摇篮，

我要努力为你添砖加瓦。

1919 年发生在北京的“五

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

封建的爱国运动，也是中国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

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

合。当年“五四”运动也影响到

了张堰。

1919 年 6 月 6 日，上海各界

联合会成立，号召开展“三罢”运

动，声援北京，张堰各界纷纷响

应，开展罢工、罢市、罢课。6月8
日，设在张堰镇的县立第二高等

小学师生,积极响应上海学联号

召，迅速汇聚到“三罢”洪流中

去。连续数天，由校长方冲之带

领，在全镇大街小巷游行、演讲、

张贴宣传标语，还编写了活报剧

在街市演出，高年级学生成立童

子军维持秩序，又派倪静尘、莫

伯寿等教员带领学生去干巷、钱

圩等地宣传。在“二小”的影响

下，张堰镇尚公小学及其它私立学校也

加入了罢课行列。罢课形成一定声势

后，“二小”师生转向动员工人罢工、商人

罢市，张堰手工业作坊的工人很快作出

了罢工的响应，商人罢市却遇到了阻力，

后经各店业主和行业代表多次协商，终

于得到了广泛响应。

当全镇 200多家商店的罢市开始后，

唯独张堰镇商会会长钱伯勋开设的同泰

仁绸布店依旧营业，学生和市民气愤地

责令他关门，钱却不予理睬。方冲之挺

身直入店堂，严辞训斥：“你身为张堰镇

商会会长，理应成为楷模，却不愿罢市，

你是支持爱国学生，还是忠于军阀政

府？何去何从，请你三思！”钱理屈词穷，

只得叫伙计把店门关了。

“三罢”令反动当局惊恐不安，张堰警

察局长沈叔安率 10余警察企图阻止学生

游行，结果反被师生驱逐出张堰镇。张

堰“三罢”运动最终取得了胜利，有力地

声援了全国的爱国运动。

胡杨树被维吾尔人称之为“最美丽的

树”，因为它能任凭沙暴肆虐，任凭干旱和

盐碱的侵蚀，任凭严寒和酷暑的打击而顽强

地生存，又被称为“沙漠英雄树”。五十年

前，上海有十万知识青年支援新疆建设，他

们就像胡杨树，在那里深深扎根。

当时的金山县也有 156 名知识青年参

加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14 年 9 月 12
日，是他们进疆 50 周年纪念日。半个世纪

的历程漫长艰辛，当年的姑娘小伙子现已是

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为了留住自己生命

中最珍贵的青春记忆，他们历经数月，四下

联系，收集资料，自编了《从大漠中走来——

金山县知识青年支援新疆建设兵团 50 周

年》纪念画册。

我有幸欣赏了画册，不禁油然起敬：

1000 多幅照片真实地再现了当年的情景，

更让人感受到年轻人志在四方的满腔热

忱。正如他们在序言中写的：这一本画册，

记下了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把美好和希望

展现在画册中，把伤痛深深地埋在心底……

生活是如此简单和艰辛，可它还是孕育了我

们的爱情，友谊，家庭和子女，生活和事业，

还有那悠悠的乡情。”

静静地翻看那一张张泛黄的照片，我仿

佛穿越时空，来到了千里之外的大漠：漫无

边际的荒野，胡杨树倔强地生长着，胡杨树

下的土坯房地窝子，是年轻人的家；漫天沙

尘，伴着连绵的沙丘和丛丛红柳，而渠道边

洗鱼的姑娘却满面灿烂的笑容，这是一张过

节的照片；独轮车在沙丘地上压出深深的印

辙，疲惫的身躯拖着双腿，褪色的军装上汗

渍已成片片白色的盐花，姑娘小伙们冒着风

沙开荒运土，这是一张劳动的照片；穿着围

裙，在仓库场地上奏个曲，这是一张娱乐的

照片……太多的照片令人感动，太多的镜头

令人震撼。当年为了支援边疆建设，他们远

离家乡，拼搏在千里之外，为国分忧，为民

造福，无怨无悔，用最美丽的青春换来边疆

新面貌。如今，沙漠已成绿洲，塞北好似江

南。这是何等的担当，何等的伟大啊。只有

面对他们，你才能懂得什么是生活的真谛，

什么是生命的价值。

人们曾经这样赞美胡杨树：活着昂首一

千年，死后挺立一千年，倒下不朽一千年，

铮铮铁骨千年铸，不屈品质万年颂。今天让

我们把这些赞美送给当年的支疆青年吧。

礼赞，伟大的劳动者！

“塌饼”，是金山农村独有的家常点

心。做塌饼往往是在春意盎然的阳春三

月，因为春天里的青菜汁、春笋尖最鲜，那

种鲜是蔬菜的鲜，那种香是田野的香，所以

鲜得清爽，香得自然。吃着塌饼，就会联想

起秦山脚下那一大片金灿灿的油菜花了。

以前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做塌饼的习

俗，用糯米粉包以馅心，揿扁弄塌，然后把

塌饼煎成焦黄，加少量水煮熟。记忆中最

好吃的是“菜筋塌饼”和“笋馅塌饼”。菜筋

塌饼在糕团里揉入了绿叶蔬菜，实心无馅，

煎好后加糖水一收，甜中带鲜，鲜里有香；

笋馅塌饼则用春笋尖做馅，加一点肉糜，留

一点汤汁，味道十分鲜美。

用土灶头烧的“咸肉菜饭”，也是金山

农村的传统美食。最近去张堰山塘苑民俗

馆参观，发现那里有一只烧柴禾的土灶头，

勾起了童年时的回忆。老家也有一只土灶

头，但难得烧咸肉菜饭，在吃不饱饭的年

代，人们是为了填饱肚子才在饭里加入野

菜充饥。如今条件好了，休息日在家烧一

锅菜饭，是为了调调味口，享受春天里的美

味。

咸肉菜饭选用新粳米，加入咸肉、青

菜、嫩春笋、莴苣叶等，烧好后油润晶亮、香

味扑鼻，不用配别的菜，也能多吃一碗。没

有土灶头，用电饭煲闷也能将就，尽管比不

上酒店里的“咸肉香肠菜饭”精致漂亮，但

酒店里炒出来的菜饭不入味，闷出来的菜

饭才香糯，咸肉和蔬菜的味道才更浓郁。

还有“青团”，当地人叫“绿圆团”，更是

名副其实的“绿色食品”。青团碧绿生青，

细腻香甜，形状十分可爱，有一种特别的清

香味。青团的绿色，是在糕团中加入了“绿

汁”。以前取绿汁是将嫩艾、小棘姆草等野

菜放入锅内，加石灰煮烂，漂去石灰水，再

揉入糯米粉中。现在做青团的绿汁都用人

工种植的麦青汁，更为绿色和环保。清明

时节吃青团，是金山农村很重要的习俗，始

于宋代，为清明寒食节佳点。每年清明，人

们吃着青团，闻着淡淡的艾草清香，追忆那

些过往的人和事。

春天里的田间还有“马兰头”，它星星

点点散落在路边、田野里，拿把小刀、挎个

篮子去“挑马兰”，是女孩子的“专利”，拿回

来凉拌着吃，清热开胃；马兰头晒干，清香

扑鼻的“马兰头干烧肉”，是当地一道特色

菜。到了立夏日，就可吃“嫩蚕豆”了，喜欢

尝鲜的张堰人的饭桌上，就开始少不了一

盘味道鲜美的咸菜豆瓣。春天里，农家的

美味实在是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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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向东

张堰是我家

□张琳娜

□李隐樵

诗二首诗二首
山塘苑

行者谁知山塘名，苑前少见靓车停。

古物虽少留踪影，新秀如何臻文明。

柳下犹见明清筑，河边月慰民俗魂。

山塘苑处春光好，莫忘桃花映日情。

家乡古镇
千年留溪楼蜗房，小轩窗兮淡梳妆。

暮想春江花月夜，朝思望月南湖塘。

不离不弃时光度，亦真亦幻梦渺茫。

游子此去何时返，共颂古镇新辉煌。

人生感悟

胡杨礼赞

□查荃荃

春的气息 陆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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