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10 星期五 投稿热线：87880265 E-mail：tmhzhanggu@126.com 编辑：蒋立文 版式：吕莹秋

连载/掌故06

有一种乡愁，情牵远方，叫“回家

过年”；有一种记忆，无关风月，叫“家

乡味道”。随着市旅游局会同中国烹

饪协会、市餐饮业商会等单位主办的

2016 中国长寿宴暨“过年菜”大赛的

圆满落幕，从 155道长寿宴菜、116道

“过年菜”中脱颖而出的获奖菜品成

了市民关注的热点。获奖的68道“过

年菜”，集历史传承性、发展创新性、

经典特色性、经济大众性于一体，将

溧阳美食文化推上了新的高度。市

旅游局特开设溧阳“过年菜”专栏，介

绍获奖菜品及其来历故事，以飨

读者。

溧阳市旅游局溧阳市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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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吃鱼意味着年年有余，生活富裕，蕴含着人们对财

富的企盼。

满载而归庆丰年的做法：将处理干净的白鱼去骨切块

摆入盘中，然后再把鱼肉做成小鱼圆煮熟，白鱼蒸熟后摆上

菜心和鱼圆，最后浇油即可上桌。

溧溧 阳阳““过 年过 年 菜菜””·满载而归庆丰年

儿媳妇是山里人，才过门，因为没有下

过水田，老婆婆脱了鞋，在门前土场上教她

学拉草。俗话说：念书人怕上考，种田人怕

拉草，拉草是门苦力活。儿媳妇也脱了绣

花鞋，双膝跪在地上战战兢兢跟着婆婆学。

儿子从田里回家吃饭，见烟囱管里还

没冒烟，又见扔在一边的两只绣花鞋，狠声

咕了一句：“当着弗着！”

当着，意谓应当这么着，弗着，意谓不

这么着，当着弗着便是应当这么着而不这

么着，这便有违常情有悖常理了，通常是有

点二的人才会干得出来（或是说得出

来）的。

儿子这么咕自己的母亲，母亲哪里受

得了，套上鞋子去老头子坟上荷天罢地哭，

说儿子有了老婆不要娘了，硬是要老头子

剖开坟来把她也带了去，可见一句当着弗

着有多重。

儿子说当着弗着，可能一是自己肚子

饿狠了，二是确乎心疼自己的老婆，他说的

当着弗着，一是这个时候媳妇应该在灶上

忙饭菜，二是母亲不该教媳妇水田拉草这

样的苦活。只是不该对自己的母亲，也不

该对所有的长辈用上当着弗着。

也有个做母亲的见自己的儿子都十二

三岁了，喜欢得不行，老喜欢跟儿子你一拳

我一脚地打闹，一次儿子一脚踢痛了她的

小腿骨，她竟饱含着眼泪狠狠给了儿子一

巴掌，儿子也饱含着受屈的眼泪对她怒目

而视。过后这做母亲的说给做父亲的听，

做父亲的想笑笑不出来道：“当着弗着！”是

的，哪有跟儿子这么贼脱兮兮的母亲呢？

也有个女婿端午

中秋不去给老丈人张

节，学着洋人过圣诞

节，老丈人笑着跟自

己的女儿说，真个是

当着弗着的。女儿

笑：你女婿不二，他是

两节并一节呢，意思

是省着一个节的钱。

农村人说，不怕

一村人当着弗着，就怕

村长一人当着弗着。

当着弗着

□罗泉报


时 光 倒 退 到 西 晋 太 康 十 年

（289），以文章诗赋名冠当世的陆

机、陆云兄弟，在当朝名士文坛泰斗

张华引荐下，在都城洛阳拜访驸马

侍中王武子（王济）。王武子指着宴

席上丰盛的羊酪对陆机说：“请问你

们江南可有比得上它的美味吗？”王

武子微抖下巴，神态倨傲得意而略

显不屑。陆机不假思索应声答道：

“我们千里湖的莼菜汤，不放调料就

可和羊酪媲美了（有千里莼羹，但未

下盐豉耳）。”从此，“千里莼羹，未下

盐豉”这个典故成了常说常新的千

古话题。

北宋太平寰宇记九十曰：“溧阳

县千里湖产莼，陆机云‘千里莼羹，

未下盐豉’即此。”南宋《景定建康

志》千里湖条目注明：“在溧阳县东

南十五里，至今产莼，俗呼千里渰 ，

与故县相连（今天的古县村）。”宋朝

以后历代有关文献及现代汉语词典

都肯定了千里湖在溧阳。千里湖，

源出安徽广德至溧阳境内的高友

溪，举善溪，北入白云溪。明朝初

期，因固城湖筑了东坝，千里湖在溧

阳逐渐变成了湖荡滩涂湿地。现溧

城镇南面的黄墟荡一带即千里湖原

址。民国时期，黄墟荡、古县村周围

还有以莼字开头的“莼湖乡、莼南

乡、莼和乡”的建制。现在溧阳的河

塘之中，稍加留心，仍随处可采摘到

莼菜。

莼菜，古称“茆”。《诗经》中有

“薄采其茆”的诗句。为睡莲科多年

水生草本植物，叶片呈卵形或椭圆

形，叶开微岔似马蹄，别名马蹄草，

现为国家第一批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莼菜含有丰富的胶质蛋白、碳

水化合物、脂肪、多种维生素和矿物

质。李时珍《本草纲目》对莼菜的药

食用价值作了介绍。莼菜本身没有

味道，口感清淡滑嫩。味道全在于

好的汤，鸡汤、骨头汤常是莼羹的辅

料，配以茭白、冬笋、豆腐、鲫鱼、鸡

肉、腊肉，可炒可羹。《齐民要术》有

《鲈鱼莼羹法》：芽羹之菜，莼为第一。

“千里莼羹，未下盐豉”的意思，

千年以来，有认为“未下”为“末下”

之误，并谓“未下”即秣陵（南京）及

其它诸多说法。虽有各种争论分

歧，但以“千里”为湖名的说法一直

是主流。陆机的堂弟陆晔曾担任永

世县令（溧阳地域在内），作为江南

世家大族的陆机对溧阳是熟知的，

王武子以羊奶来夸中原食物之美，

陆机则以清淡的“莼羹”来赞美江南

食物之鲜。以江南的家乡菜，强调

自己文化上值得自豪的个性。

陆机和王武子关于羊酪和莼羹

的话题，看似普通随意的关于南北

菜肴味道的评价，实际却是现实政

治在日常生活中的反映。晋武帝于

太康元年（280）灭吴，西晋灭吴后，

江东大族子弟或战死或被俘或沉溺

书斋，南北统一后，西晋统治者压抑

排斥江东大族。北人南人互存偏

见，北人鄙视南人为“亡国之余”，称

他们为“吴儿”、“伦父”；江南士人则

有丧亲亡国之痛，看不起北方人，时

有反抗之举。南人在新朝仕途受

阻，仕进十分困难。江南豪杰多隐

而不仕，加深了南北文化的冲突。

与莼菜有关的名气最大的成语

是“莼羹鲈脍”、“秋风鲈脍”、“莼鲈

之思”。《晋书·张翰传》：“翰因见秋

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菜、鲈脍曰：

‘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

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后人称

其思乡之情为“莼鲈之思”，用在不

慕功名，隐归故里的人身上。“莼鲈

之思”也成了思乡的代名词。

陆机所夸“纯羮”与张翰所思

“莼鲈”不一定是同一个地方所产。

莼羹、鲈脍、菰饮、秋风、思乡，这几

个看似平常的词语，对中国文化所

产生的影响却巨大而深远。西晋以

来，有关“莼鲈”的故事和诗文比比

皆是，充满了乡愁、悲秋的人文意

味。《南史》记载，高帝为庆祝成为齐

王，筵席中有莼羹和鲈脍两菜。祖

思为在齐王面前显示自己的博识，

说：“这两样是我们北方人南方人都

爱吃的呢！”这时席上的南方人侍中

沈文季应声道：莼羹和鲈脍都是江

南吴中的名菜，不是南北所推啊。

据传清康熙帝南巡江南时，有吴地

书生献莼菜和贡莼诗被封了京官。

《红楼梦》中有贾宝玉、贾母品尝莼

羹的细节描写。历代文人雅士对莼

羹加不加盐豉，盐豉是什么，在诗赋

文章里争论不休，见仁见智，至今没

有定论。依笔者愚见，其实应该就

是农村过去家家做的“酱油豆”。

“千里莼羹，莼鲈之思”，今天看

来，是透过溧阳味道体现的江南隐

逸文化。

□ 潘荣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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