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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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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在锁金五村，出了小区，向南走几
十米，经过烟火气热闹的锁金菜场，再拐一个
弯，便是一边风景一边市井的板仓街。

板仓街有深远的历史渊源。明初，南京设
有37座粮仓，太平门外的这处粮仓为木板钉
制而成，故名板仓。民国时期，这里分布着中
央大学、金陵大学的实验农场，由此，板仓街
还有浓厚的高校文化氛围。

这条紫金山脚下的三里长街，地理位置绝
佳，西临玄武湖，南起岗子村。长街两边，皆
为山景房。巍峨绵延的紫金山，成了家家户户
俯仰之间的街景。晴天早上，霞光万丈，头陀
岭、紫金山天文台……山上诸多风景，清晰可
辨；阴雨天，山中雾气缭绕，宛如仙境。

说起紫金山登山口，游客总以为在樱驼村
或太平门，而资深板仓人会告诉你，板仓街49
号，有一条便捷的登山便道。10多年前，我随军
来南京，第一次登山，49号，便是登山的起点。
穿过一个不起眼的小铁门，绕过几排民居，前方
豁然开朗，仿佛进入了陶渊明笔下的千古桃花
源。几分钟前，眼前晃动的还是钢筋水泥的建
筑物，听到的还是各种嘈杂的声响，一条山石铺
就的小径从天而降，蜿蜒伸向青山深处，把紫金
山的翠绿展现在游人的眼前。

板仓街还是藏龙卧虎之地，中国科学院南
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设在板仓，其天文仪器
研制水平享誉世界。紧邻研究所，乃大明开国
第一功臣徐达之墓，洪武十八年，徐达在应天
府病逝，朱元璋追封其为中山王，赐葬钟山之
阴，又为他御制神道碑文，备极哀荣。曾看过
一张上世纪的老照片，这一带曾是开阔的农
田。岁月悠悠，沧桑巨变，如今，陵园修整，变
成窄窄的墓道。每当路过静谧的陵园，心里有

种神秘而肃穆的感觉。600多年前，那些刀光
剑影的激越，已没入历史的烟尘中。墓道两旁
的石马、石羊雕像静静矗立，它们是沉默的历
史见证者。

板仓街78号，洋溢着青春色彩的南师大
紫金校区，这片记录着60余载青春回忆的热
土，从2019年开始，历经数年改造，蝶变成南
师大玄武科技园，建筑形式和色彩的变化让人
惊叹，还有一个相当文艺的名字——梧桐里。
在一座座被岁月善待的老建筑里，修缮过后，
更显风韵，新与旧的碰撞并不违和。盛夏，参
天法桐还在为人们遮住骄阳，老人、孩子依旧
坐在树下乘凉嬉戏，创业者们在这里谈论着热
情与理想，探店爱好者们挖掘出隐藏在园区内
的精致小店。

板仓街，还是一条美食街，以风味面条闻
名金陵，任何一位对面条怀有热情的食客都能
在这儿吃到爽，而街头巷尾的面条味道，画风
都不一样。靠近岗子村，秦都瓦罐面和重庆小
面门挨着门，到底是吃瓦罐臊子面还是吃重庆
小面，全看胃口；钟麓花园公交站旁边，三百
碗宝应长鱼面，滋味十足；相约烩面，就连不
怎么吃羊肉的食客，也可能瞬间被转粉；开心
面馆里永远人挤人，香肠面配油渣，面条比较
硬，油渣香脆，一点不油腻。

我刚搬到锁金时，常来板仓乘坐公交。
6路开往珠江路，70路驶向仙林，68 路奔赴
湖西街……一趟又一趟，时代在这里奔涌向
前。地铁四号线通到岗子村，板仓人的出行
方式改变了不少，人们逐渐习惯于狭长的地
下通道，匆匆来往穿行。岁月永恒的是，板
仓人抬头仰望紫金山，依旧拥抱清晨，手握
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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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时，一盆开得正旺盛的二月兰中，竟
冒出了一棵土豆苗。

那棵土豆苗的出现，源于我曾经的一个小
小尝试。把一个土豆切成几块埋在几个花盆
里，满心期待着它们能发芽、结出新土豆。然
而，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没有任何动静，渐渐地
我便将此事抛诸脑后。直到那与众不同的叶
芽在二月兰中崭露头角，才唤醒了我的记忆。

看到初生的土豆苗，我并没有动手为二月
兰铲除异己。它们在一盆之内，和睦相处，和
而不同，岂非一个美丽的愿景？于是，土豆苗
贴着花盆的一侧扎了根。二月兰娴雅地舒展
着叶子开着花，端庄地接受了土豆秧子，仿佛
没它不少，有它亦不多。

可土豆秧子越长越放肆，没几天就蹿到二
月兰那么高了。反观二月兰，倒显得纤细柔
弱。我也没觉得这一盆两样不伦不类，只觉得
这别样的搭配有一种互补的美。

我的注意力被土豆秧子强健的生命力和
豪横的长势吸引，却没有看到，二月兰一天天

地默默萎谢，直到它那些曾经泛着绿光的饱满
叶子全都蔫缩，一个植株竟然无力地瘫倒了。
我以为是二月兰太渴了，但花盆里的土并不干
燥。

一连几天，浇足了水，也没有挽回二月兰
的颓态。它的每一片叶子都走了样，每一朵花
都失了色。楼下有一大片二月兰，眼下这棵就
是我当初从那里移植的。我下楼去看了看，它
们依然青春正茂，绿叶衬着紫花，引来蜂蝶流
连。有个别开花早的，结了籽，叶子泛出黄色，
显出自然的衰老之色，但并无病态。

我看着歪着身子长得有拇指般粗大的土
豆秧子，它发达而霸道的根系攫取了这一盆土
中所有的养料，导致二月兰奄奄一息。

二月兰最终香消玉殒，土豆秧子还在肆无
忌惮地长。它的秆子，已经比成年人的大拇
指粗多了。我虽为二月兰的离去感到内疚，
却不打算去拔了土豆秧子。它活生生地把一
个道理呈现在眼前：生命之间总有竞争，适者
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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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籽儿”豆，你没听说过？“石籽儿”豆就是用土灶铁锅
炒出来的香蚕豆。脆而不焦，香味浓郁，与鲁迅文章中孔乙
己吃的茴香豆比，我觉得比它好吃多了。如果你牙齿还坚
硬的话，嚼上一小时，吃上一斤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是越嚼
越香，欲罢不能。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过春节时炒上几锅子蚕豆，已是很
奢侈的一件事。把六月份晒干了的枯蚕豆拿出来，可以炒

“石籽儿”豆、“沙子”豆，也可以拿到小街上去找爆炒米、爆
玉米花的人帮机爆蚕豆，机爆时可以加入一点糖精，爆出来
的蚕豆酥、香、脆，吃起来甜蜜蜜的。

我是不喜欢吃机爆蚕豆的，喜欢吃“石籽儿”豆，“石籽
儿”豆吃起来香脆。炒“石籽儿”豆也是有技巧的，刚开始不
懂，炒嫩了，有生蚕豆的腥气；炒过了，有焦煳味，都不好吃。

进入7月，大忙已过，遇上了梅雨天，有了点休闲时间，
拿出早已晒干的枯蚕豆，让老婆炒一锅“石籽儿”豆嚼嚼，回
忆一下童年的趣味儿，也是一件美事。

我小时候曾偷偷在土灶铁锅里炒过几次，没经验，炒熟
后蚕豆浑身漆黑，抓两把放在袋子里，上学的路上嚼嚼，当
美味零食，又香又脆，还可以与小朋友一起分享，比一比看
谁的牙齿硬。但放学回家后父母一翻口袋就发现“秘密”
了，袋子里全是漆黑的。

大热天晚上，我们把吃饭的四方桌子抬出去，放在房子
前的场地上，坐上去乘凉，扇着一把蒲扇，嚼着刚炒的蚕豆，
脚下是蚊烟，兄弟之间轮流挠挠痒，别提有多快活。

炒的蚕豆可以拌盐、拌酱油当搭粥菜，还可以炒到8成熟时
加水焖煮，煮成“兰花豆”，蚕豆煮开了就像盛开的兰花，所以笑
称“兰花豆”。枯蚕豆还可以通过浸泡后剥成豆瓣儿，豆瓣儿吃
法也多，可以沥干后油炸、可以炒雪里蕻咸菜，等等。也可以不
剥瓣儿，枯蚕豆在浸泡好后，用剪刀在蚕豆屁股上剪一个口子，
晾干，直接放入油锅里炸，吃酒的人把炸好的“莲花瓣儿”用玻璃
瓶子灌起来，长期当搭酒菜。

我还记得冬天嘴实在馋时，把生蚕豆放进炭灰里烘，不
管是熟的还是半生不熟的，用手捞起，就放进嘴里嚼嚼香香
嘴了。

我为了不忘少时吃炒蚕豆那股劲儿和对童年的依恋，
请隔壁的电焊工师傅帮我用废油桶制成了一个简易柴火土
灶，每年炒上一两次“石籽儿”豆练练牙齿。特别是过春节，
炒一锅子枯蚕豆，香味如旧、童趣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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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古村，一本族谱。石埝水荆墅位
于秦淮河支流三干河畔，毗邻风光旖旎的
禄口国际机场，素有“万亩良田”美誉。

走进石埝水荆墅村口，水荆墅门楼静
立村庄。村内宽阔的水泥路好似一条玉带
环绕于沃土之上，道路两旁是一排排灰瓦
白墙的楼房，古朴典雅。

水荆墅村史馆沿河而建，向人们娓娓
述说八百多年的历史沧桑。据《铜山乡志》
记载，水荆墅村与刘氏家族有着深厚的渊
源。宋朝末年，刘氏家族的一支由江西泊水
村迁居此地，取“水”“荆”“墅”三字为村名，

“水”即故乡泊水，“荆”谓占荆州的刘备后代，
“墅”指野土，意为客居外地，不忘故土。后来
又有沈姓、潘姓等世家来此定居。如今，村
民们和睦相处，安享幸福生活。

石埝水荆墅还是古秦淮河上一个重要
的水陆码头，乾隆皇帝下江南去驻驾山，就
在村东柳林渡码头下的船。

石埝水荆墅是一个民族团结村，回族、
布依族、彝族、水族、土家、侗族、壮族、苗族
等少数民族会聚于此。红石榴广场坐落于
石榴林的怀抱，这是由村民共同栽种的同
心林。“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文化长廊中，一幅幅石埝求索共富之路的
辉煌画卷向人们徐徐展开。

石埝水荆墅马灯久负盛名，经过200多
年传承与发展，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水荆墅马灯集乡音情愫和多种民间文
艺于一体，是特有的传统大型说唱舞蹈，寓
意五谷丰登、繁荣兴旺。这里的村民告诉
我，社区定期组织60多名村民和南航金城
学院的学生进行水荆墅马灯训练及表演活
动。不仅为节日增添了吉祥如意的气氛，
还使学生们在非遗传承中体验技艺，让非
遗活起来，让民俗文化唱出新声。

剪纸也是村里走出来的民间艺术文化
瑰宝。江宁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传承人
周荷英，继承和发扬民间剪纸技艺，定期来
到石埝公共文化客厅“回家书房”，手把手
传授村民、学生和游客，让我们零距离体验
传统非遗手工制作，感受孝亲文化和乡贤
文化的魅力。

迈上连心桥，走入河塘中蜿蜒曲折的
水上栈道、廊桥，映月荷塘、民俗文化馆、返
璞归真的滨水民宿宛如在水中央。漫步其
间，青砖灰瓦交相掩映，绿树红花清风拂
面，桂香阵阵柿红味蜜，流水潺潺碧波荡
漾，倒影相融，移步换景，沃野如画，水韵回
乡跃然眼前。

民与水唱和，人与水问答。在石埝水
荆墅，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L同学是我五十多年前的初中同学，同住一个村，还是一
个生产队的。他出生比较苦，母亲在困难时期跑了，家里就父
亲带着L同学姐弟。父亲整天不着家，L同学就成了散养的牛
羊。两间破房子，大门是柴草编的。放学后，我们都喜欢到他
家玩，家里没有大人管束，玩起来痛快。

L同学初中毕业后当兵去了，他似乎比我大上两三岁。那
时候，一人当兵全家光荣。我上高中的第二年暑假，到兴化西
北乡的姐姐家玩。姐姐的几个邻居的小孩与我年龄相仿，白
天晚上都在一起玩。其中，一个女孩的母亲悄悄找我姐姐说：

“我家姑娘与你家兄弟岁数差不多，不如谈门亲吧！”姐姐告诉
我，我说，那哪成啊，我还在上学。

第二天，我认真地看了看那姑娘，个头不高，皮肤很好，两
个眼睛大而有神，很少说话，常笑嘻嘻地站在一边，听别人说
话。我心里有了主意。

我对姐姐说，我有一个同学，比我大两岁，在部队当兵，与那
姑娘倒是蛮配的。姐姐一听是当兵的，来了精神，连连说好。赶
忙拉着我，到邻居家通通气。那姑娘的妈妈听说是当兵的，两眼
放光，满意得一塌糊涂。一报年龄，比姑娘大三岁，更是高兴得
了不得，说“男大三，沈万三”，意思是说，男的大三岁好，会像沈
万三那样有钱。姐姐又问姑娘，姑娘低着头，双手拨弄着辫梢，
笑而不答。这样的表现，十有八九是同意了。

进展出奇的快。姑娘家要求L同学先寄张照片看看。照
片一到，女方全家激动，一身军装，浓眉大眼，神气得不行。女
方母亲拿着照片给亲戚朋友看，眼睛笑得细成一条缝。

女方也请人到我们村上访亲。到男方家里走了走，什么
也没有说，一口水都没有喝。我妈说了大实话：小伙子不丑，
就是家里寒了点。女方父母很豁达，说：“穷富不要紧，只要小
伙子有出息。”

女方访亲的回家没几天，L同学回家探亲。我陪他到准丈
母家拜访。一进村子，前前后后多少人围着，穿着军装的L同
学比照片上还神气。有几个女孩一路跟着，迟迟不肯离去。

准泰山怕有眼疾，恨不得把眼睛贴到L同学脸上看，看看
笑笑。那位准丈母娘，从锅上忙到锅下，又是荷包蛋又是烧
饼，只恨L同学肚子小。我连带着也吃了不少好吃的。

假期中，就把亲事定下来了。女方什么彩礼也没要，酒也
没办，仅仅是L同学和对象到兴化城里拍了照片。第二年春
天，姑娘到部队旅行结婚。我作为牵线搭桥的，没有喝到喜
酒，我妈是媒人，连喜糖都没吃到。

结婚的第二年，L同学退伍了。我只知道，L同学用退伍
的钱砌了两间房子。再后来，我在外地工作，关于L同学的消
息渐渐少了。我曾通过多种渠道了解过，但得到的都是不确
定的信息，有的说他买了大船，到江南一带跑运输了。有的说
他带着一家人到当年部队所在地做生意了。有的说他到丈母
娘所在的大队承包荒塘养鱼养蟹了。

我估摸着，日子过得不会差，L同学是个神气人，也是个不
甘寂寞的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