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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留守在大山里的村民而言，其

实最怕的还是过节，而是短暂的团聚之

后，就意味着一次别离。当然这只是少

数，更多的子女会因为各种原因放弃回

家，只留给年迈父母牵挂和相思。

池州市墩上街道许桥村，青壮年外

出务工，只剩下老人和年幼的孩子。

临近端午，艾草被绑成一束，然后

插在门头，有招福避邪的效果。村庄上

头总会被一股清香的味道萦绕。青烟

从烟囱里缓缓溢出、散开。这时就有人

念叨了，“估计锅里正在煮粽叶了”。

山里人手很巧，年逾七旬的张奶奶

来到村口的丘陵上，那里有一处粽叶

林，坚韧有弹性，叶香独特清纯，经蒸煮

后更加浓郁。一棵有30多年的栀子树

悄然盛开，村民经过都会 随手摘一朵，

系在扣间。

糯米浸泡一夜，蒸煮粽叶，从谷仓

里翻出过年时仅存的咸肉，洗净切块晾

干。

就连裹粽子的麻绳都是自家备好

的，张奶奶坐在凳子上，麻利地裹起粽

子，“端午子女不回家，就剩下老两口和

孙子。”一下午功夫，一条麻绳上就系满

了形状相同的粽子。

柴火烧旺，大锅蒸煮，粽香味飘散

开来，越来越浓，以至于乡村上头都弥

漫着清香。家里吃不完这么多，热情的

张奶奶都会挨家挨户送去粽子。

端午前后，往往是农忙时期。油菜

要割，棉花要栽，稻秧要下田……田间

地头，经常会看到村民就着粽子，喝着

大碗茶，嚼着咸鸭蛋，匆匆对付过去一

顿午饭。

“五月五，是端阳，门插柳，香满堂，

吃粽子，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

小学课堂里，学生们唱着歌谣。

粽子，糯米混着苇叶的清香。这种

久远的手工劳动，蘸满了亲情、友情，并

且形成了一种叫做文化的部分，得以传

承。 记者 张敏

宿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老城

市。早在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这

里就燃起了人类文明的篝火。在这块土

地上，孕育着一方淳朴的人们，也有着自

己的风俗习惯，这些习俗从舌尖上便可

体现而来。

与传统端午节相比，除了吃粽子以

外，宿州还有着自己的风俗习惯。在这

座以咸味为主的城市，过端午时人们却

将甜搬上餐桌。

粽子馅多，以蜜枣、豆沙为主。除此

之外，糖糕则是另外一个过节时的重要

食物。

糖糕，外形上看金灿灿，不大，约成

人手心大小。一口吃下去，首先感觉到

的是酥脆的口感，接着，一股如蜜糖般的

暖流涌入口腔，这般甘甜仿佛让人回到

小时候最纯真的年代。大口咀嚼，用特

制面粉做出来的黏黏的面团，加上那股

甘甜，真乃人间美味。

胡大爷今年近 70岁，做糖糕已有

30多年历史。对糖糕的这份爱，胡大爷

有着说不清的情节和感怀。

每天天还未亮，胡大爷已经早早起

床，和面、做馅、熬油，待一系列程序全部

准备好后，他家的早餐店开业了。

胡大爷说，糖糕这东西只能现做现

吃，才有味道。如果过夜，或者放置一段

时间，就没有酥脆的口感了。

说着，一块看似普通的面团在胡大

爷多番揉捏下变成一块饼，放入高温油

锅，这块面饼瞬间变成了金黄色。不一

会，一个完整的糖糕呈现在大家眼前。

前来就餐的人们络绎不绝，更是对

糖糕的这份感情的寄存。在端午节这

天，糖糕是宿州人们餐桌上不可缺少的

美食，更是对甜蜜的未来怀揣着希望。

记者 张崴

乡村上头
弥漫着粽香

重回满口甜蜜
纯真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