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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湖是天柱大峡谷景区的一

部分。我原来上去过一次。据潜山

县志记载：“茶庄西侧仙桃崖下有

洞，洞旁遍生野桃，花开五色，桃可

食，世称桃源洞。”桃源湖的得名就

与这处叫做“桃源洞”的景点有关。

这个湖名本来就很美，又听说东汉

方士左慈曾栖身此地炼丹，所以到

过的人就又不免多了几分世外之

想。中年以后，渐喜山水，渐爱渐

深。在家乡的山水里，桃源湖是个

非常值得赏玩的去处。这次与作协

的朋友一道上山本来是打算从上而

下再走一趟大峡谷的，但我一到桃

源湖南码头服务区就停下了。

服务区临湖有一个观景茶台，

游客到了这里是不可能不停下的。

坐在廊道的长凳上瞭望，湖光山色

一览无余。在白鸟碧波的秋韵里，

吹一吹清新的山风，旅途的疲惫一

下子就不见影了。这是一个面积不

大的狭长的人工湖。从高处看，她

就像一块无瑕的绿翡，绮丽温婉，格

外喜人。曲折连绵的山峦将整个湖

面分成了几个形态各异的区域，如

扣如镜，如汤勺，如葫芦。周围群山

环抱，树木蓊郁；湖面清澈明净，波

光粼粼。远处，天柱山的主要山峰

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天蛙峰、飞来

峰、迎真峰、覆盆峰、天狮峰、少狮

峰，从左到右，一字儿排开，形成桃

源湖的一道天然屏障。在初秋骄阳

的照射下,那盐积玉叠的山峰光彩

夺目。“皎皎信非冰削出,莹莹疑是

玉雕成”，白雪皑皑，千年不化，这样

的景观让人仿佛置身云南的玉龙雪

山。朝山水相连处极目望去，峦媚岭

秀，树青水碧，墙白瓦红。在湛蓝的

天幕下，那才是初秋最明媚的画卷。

我偏爱桃源湖这样的山间小

湖。爱她的清纯，爱她的娇媚，爱她

的静水流深。也许有人会嫌弃她的

单调，或敬畏她远离尘嚣的高寒。

可春天一到，湖边的山上会开出各

种颜色的花，尤其是漫山遍野的野

桃花；倘若是深秋，杏树槐树的叶子

变黄了，栌树槭树的叶子变红了，颜

色都是很漂亮的。现在是初秋，湖

边的色彩虽不怎么丰富，但天蓝、湖

绿、峰白，在秋阳的朗照下却显得格

外明艳。

远离湖口的人工堤坝，沿着岸

边小路向湖的深远处走去，我看不

出她有一点点的单调和落寞，也不

觉得波谲云诡。这一湖深蓝的水，

宁静、柔和、隽永，波澜不惊。湖边

没有柳，湖面没有荷，水里也看不见

鱼儿。湖面只有一片蓝，只有白云

和群峰的影子。绕湖树木茂密，藤

蔓缠绕，郁郁葱葱。岸边干干净净，

几乎看不见一根腐草：水和岸的吻

痕纯洁到了极致。与别的湖泊比较

起来，这桃源湖才真个是清纯处子，

落落大方，不染纤尘。

静，周围是静得出奇。我深深

地震撼于她的这种安静。平滑如缎

的湖面仿佛有吸附人间声响的魔

力。白鸟从此岸掠过湖面飞依对面

的树枝不带一丝的响动。 偶尔有画

舫经过，船头划开湖面的褶皱，小小

水花在船尾欢快地跳跃，长长的波

光尾随其后。涌浪拍岸的声音，只

有肌肤能感受得到。耳朵仿佛什么

都听不见。可是，当我们拐过湖堤，

来到大坝下面，却可以观赏到另一种

奇观。上午的阳光照在大坝孔洞倾

泻的瀑流之上，万斛珍珠溅落在两侧

温冷的岩石上面，七彩水雾在空中升

腾。汹涌奔泻的激流像脱缰的白马，

桀骜不驯，四蹄生风；巨大的轰鸣声

随波逐浪，抟着转着、挤着撞着、呼

啸着，向下游的河谷喧腾而去。其

气势之雄浑绝对是你意外的收获。

原来桃源湖韬光养晦，蓄势待发，竟

然孕育着这么磅礴的生命力！

我对她的敬意不觉油然而生。

儿子寄我一本2021年的《故宫日历》，厚

厚一本。只是寄的时间不对，这一月份都过完

了才寄来，是忘了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儿子在

微信里回答：没忘。之所以等到现在寄您，是

农历牛年就要到啦！

翻阅这本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藏品

为承载，以“福牛贺新岁、丰年禾黍香”为主题，

分别展现了牛迎丰年、春来牛肥、吉牛纳福、耕

织为本、仙牛呈瑞、牧牛意趣、丹青写牛、百牛

贺岁等丰富内容。从不同角度展现了365件不

同朝代、不同类型、不同材质的珍贵文物藏品，

从历代书画到雕塑、服饰、器物，应有尽有，天

天不重复。其中有三套不同朝代的“耕织图”，

分别是康熙朝的“曹素功制耕织图墨”、雍正朝

的“胤禛耕织图册”和乾隆朝的“御制耕织图瓷

板画册”，从文物历史上反映出历朝历代自上

而下对农事的充分重视。尤其是日历的每一

页，都有一幅与牛或由牛引申出的与我国农耕

文化相关的故宫藏品图片，再配以简洁的文字

说明，通俗易懂，趣味十足。

牛，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的好朋友，至今还

流传着许多与牛有关的俗语，如:任劳任怨，被

誉为吃的是草挤的是奶；执拗倔强，被称为牛

脾气；赞誉精神无畏，则说初生牛犊不怕虎等

等。此外，1963年根据神话故事改编的黄梅戏

电影《牛郎织女》更是家喻户晓。戏中的老牛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人和神仆角色，而老牛的

扮演者是我的舅舅王少舫。我的母亲王少梅

在戏中扮演拆散牛郎与织女爱情的王母娘

娘。戏的结尾是每年农历七月初七，银河上空

便飞满喜鹊，鸟儿用自己的身体搭出一条鹊

桥，让牛郎织女能够相会。

说到电影《牛郎织女》，曾让我“耿耿于

怀”。那年我12岁，学校包场看《牛郎织女》，当

看到由妈妈扮演的王母娘娘拆散牛郎与织女

时，全场的同学们都哭了。我没哭，只是气得

就差站起来骂王母娘娘。电影散场时，同班的

同学都站起来看着我，说我妈妈是个坏女人，

并宣布以后再也不和我玩了。我是哭着回到

家的。妈妈问我怎么回事，我冲着妈妈说，我

不要你管，你是个坏妈妈。站在一边的奶奶问

我是不是被同学欺负了，我哭着说同学们都骂

妈妈是个大坏蛋，拆散牛郎织女他们一家人。

妈妈哭笑不得地说，儿子，那是演戏，是假的。

我说假的也不行，你要保证以后不许演坏蛋。

妈妈答应了。不久，妈妈在现代戏《江姐》中扮

演双枪老太婆，英武的双枪老太婆形象，让我

在同学们面前一下抬起了头。

我在网上查了，《故宫日历》的前身可以追

溯到20世纪30年代。1925年故宫博物院建

立后，相关学者对留存在宫中的大量文物进行

清点、整理，并在稍后编辑出版了不少专业刊

物，如《故宫周（旬）刊》《故宫》《故宫书画集》

《掌故丛编》，以及新年送礼送的《故宫日历》。

俞平伯曾将《故宫日历》送给老师周作人。梁实

秋也曾收到一册，写下：“顷接故宫日历一册，既

有阴阳日历可察，复逐日有古物照片欣赏，实日

历中至佳之作，拜领谢谢矣。”由此可见，当时的

《故宫日历》，算得上“头号社交礼物”。

翻看着布面用色是象征故宫的红墙色的

《故宫日历》，这可不是那种手撕日历，可以说

这是一本不同一般的日历书，是具有珍藏价值

的。拥有这本日历，也就是说新的一年将在三

百六十五页的翻阅中度过。一个小小的动作，

宛如一个小小的仪式，在用惯了月历、年历甚

至是电子日历、手机日历的现代人中间，翻一

翻《故宫日历》，也是别有一番乐趣的。

雀之梅 ■ 徐艳/摄影

小时候生活贫苦，也许是祈望

着能甜甜蜜蜜过一年吧，家家户户

总少不了糖，糖果是没有的，但是自

家做的酥糖总是不可或缺的。酥糖

分两种，一种是米花糖，一种是面

糖。不管是米花糖还是面糖，吃起

来香甜可口，但做起来却颇不容易。

我家做糖是从冬月的熬糖开始

拉开序幕的。进入冬月，准备熬糖

了，母亲先找来一碗大麦，淘洗干净，

放进小馍筐里发泡大麦芽。发泡大

麦芽，每天都要淋水，水多了，容易泡

坏，出不了芽；水少了，芽出得慢，而

且不水灵。如果气温过低，为了催

芽，还要及时在锅里加上温水以保持

温度。过了几天，大麦芽泡得齐整整

的又黄又嫩，就可以拿来熬糖了。

头天下午，父亲掀开红芋窖，让

我下去拾出窖藏的大块红芋，母亲

一块块切洗干净。第二天一早，天

色微明，父亲母亲就起来忙活了。

母亲在厨房里收拾停当，父亲架起

劈柴烧起了红芋锅，这个时候母亲

趁空去找碓窝把大麦芽捣碎。红芋

锅烧好了，一锅红芋被烀得又绵又

软，简直要流出糖来。母亲把红芋

盛进一个大红陶盆里，父亲用大擀

面杖用力地搅拌起来，母亲则适时

地加进捣碎了的大麦芽，直到把红

芋捣成糊状为止。

吃过早饭，父亲和母亲每人拿

了一个布袋，装入搅好的红芋糊，在

斜支起来的案板角上用力地挤、压，

把红芋糊里面的汁水挤压出来，接

入一个大盆里。待把红芋糊挤压完

毕，吃过午饭，就可以把挤压出来的

汁水倒入大锅进行熬制了。

熬糖的时候，开始要大火，锅开

以后火力渐渐减弱，最后就要文火慢

熬了。锅下火苗舔舐着锅底，锅里咕

嘟咕嘟地响，馋得我们小孩嗓子眼里

简直要伸出小手来，母亲拿起两根筷

子，在锅里戳了两团琥珀色的糖稀，

犹似如今的棒棒糖一样，递给我们，

我们就欢蹦着跑出去玩了。糖熬好

了，父亲和母亲又费力地把糖稀拉

成糖坨，放到年底好做酥糖。

到了二十三小年，就要做酥糖

了，做得最多的是米花糖。没钱去

炸米花，母亲就自己在锅里炸。父

亲烧火，母亲把小米、芝麻和捣碎的

粉丝粒炸开花，放在一起备用。开

始做糖了，母亲把糖坨重新化成糖

稀，用筷子搅起一团，放进炸好的米

花里，趁着糖稀的热劲儿像和面一

样揉制成一个大大的米花团。然后

把米花团放在案板上按、压、拍、打

起来，接着用大擀面杖擀成长饼状。

等糖饼稍稍凉一些，就可以切成条

了。单是切糖，也要把握好时机，切

早了，糖块儿会粘刀；切晚了，糖块会

发硬，切起来很费劲。切成条的糖就

是一块一块香甜的米花糖了。

米花糖做好，母亲往往还要做

一些面糖。做面糖，更要见功夫。

只见母亲把一团糖稀放到预先炒熟

的红芋面上面，不顾糖稀的热烫，双

手飞舞着，一番揉、搓、翻、拍，只一

会儿，糖稀就成了软软的一团，不

烫，也不粘了。稍松一口气，母亲用

小擀面杖把糖团擀得薄如细纸，然

后均匀地撒上一层薄薄的炒熟的芝

麻馅儿，接着像做菜饼一样，又是一

番叠、折、按、压，一条面糖坯子渐渐

成型。最后，父亲小心翼翼地一小

块一小块切开来。

有了酥糖，我们的每一个年都

过得甜甜蜜蜜。

年到酥糖甜
■ 亳州 李运明

桃源湖
■ 潜山 方卫东 牛年到

■ 合肥 王唯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