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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报业记者 杨淑栋 王晓明
本报通讯员 王大伟 边新军

古人有诗云：“年糕寓意稍云深，白色
如银黄色金。年岁盼高时时利，虔诚默祝望
财临。”自古以来，临近年关，年糕作为有
着吉祥寓意的传统民俗食物，已成为家家户
户餐桌上必备的一道美食。

“吃了年糕年年高，今年更比去年
好。”春节将至，记者走进淄博市临淄区金
山镇搭岭村长岭山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年糕
制作间，品尝那软糯醇香中饱含的浓浓乡愁
和当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殷切期盼。

秉持传统工艺

“时间到，开箱咯！”长岭山农产品专
业合作社年糕制作间里雾气缭绕，合作社负
责人张香菊打开年糕蒸柜，一阵阵蒸腾的热
气和弥漫的米枣清香扑面而来。经过40分钟
的文火慢蒸，一屉屉红枣黄米年糕新鲜出
炉。

“大伙儿快来尝尝刚出锅的年糕……”
张香菊手拿一双筷子，熟练地一划、一挑，
一枚黄澄澄、泛着米油光泽的年糕就立在筷
尖上。蘸少许白糖，轻轻咬一口，醇厚的甜
香、弥漫唇齿的软糯，令人回味无穷。

洗米、晾晒、磨粉、和面、成型、上蒸
屉……制作搭岭年糕，张香菊有着自己独特
的“秘方”。“我们传承搭岭年糕的传统制
作方法，用黍米之黏、小枣之甜，搭配桲椤
叶，这样蒸出来的年糕有着搭岭特有的清
香。”

搭岭年糕主要原料为黍米。李时珍所著
《本草纲目》中曰：黍乃稷之粘者。亦有
赤、白、黄、黑数种，其苗色亦然。

张香菊所用的黍米来自搭岭村山上种的
黍子，具有“黄、糯、筋、香”等特点。
“搭岭村山上的土壤含有机硒，出产的黍米
富含人体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营养价值很
高。搭配上甘甜的山泉水，做出来的年糕又
软又糯。”

不同于南方的糯米糕，搭岭年糕是典型
的北方黄米糕，两者的制作工艺不尽相同。
糯米是经过反复捶打，而黄米糕则是将营养
丰富的大黄米碾压成细细的黄米面，再由老
师傅们一层一层地撒到锅中细心蒸制，将甘
甜的红枣放置在年糕中，让枣香和米香完美
结合，最后工人将蒸熟的年糕切成大块。而
搭岭年糕形态不一，有的是手攥面团而成的
窝窝头状，然后在每一个年糕上嵌上两到三
颗蒸熟的红枣，与豪放的大块状年糕相比，
显得格外精致。

搭岭年糕别具匠心的是，一定要在蒸屉
上铺好桲椤叶，这样年糕就会散发出特殊的
植物馨香，吃起来更加清新爽口。而这也是
张香菊做年糕最得意之处。

张香菊告诉记者，其实黄米年糕的做法
并不复杂，但市面上的年糕为了节省成本，
掺杂了很多其他谷物，导致年糕吃起来不
黏，且味道不够香。秉持传统手工艺做出来
的黄米红枣年糕，既保留了粗粮的营养和健
康，又有着手工食品的别样和精美。这，才
是她记忆中的味道。

年糕的由来

门外数九寒天，屋内热气腾腾，年糕制

作间，五六名工人穿单衣，有条不紊地磨
粉、和面、切段、洗枣、攥糕……一派热闹
忙碌的景象。“搭岭村一直都有做年糕的传
统，俺们从小就跟着老人学，也算熟练工
哩！”说起搭岭年糕的历史，工人们纷纷打
开了话匣子。

关于年糕的来历，有一个很古老的传
说。在远古时期有一种怪兽被称为“年”，
生活在深山老林里，饿了就捕捉其他动物充
饥。可到了严冬季节，兽类大多都躲藏起来
休眠了。“年”饿得不得已时，就下山伤害
百姓，攫夺人充当食物，使百姓不堪其苦。

后来有个名为“高氏族”的部落，每到
严冬，预计“年”兽快要下山觅食时，便事
先用粮食做大量食物，搓成一条条，揿成一
块块地放在门外，人们则躲在家里。

“年”来到后找不到人吃，饥不择食，
便用人们放在门口的粮食条块充腹，吃饱后
再回到山上去。人们看怪兽走了，便纷纷走
出家门相互祝贺，庆幸躲过了“年”这一
关，平平安安，又能为春耕作准备了。

如此，年复一年，这种躲避兽害的方法

传了下来。因为粮食条块是高氏所制，目的
是喂“年”度关，于是人们把“年”与
“高”连在一起，把这种食物称为年糕（谐
音）了。

关于年糕，还有另一个传说。相传在春
秋战国时期，伍子胥帮助阖闾夺了吴国王
位，并帮助他整军经武、强盛国势，但后来
阖闾志得意满，命令伍子胥筑“阖闾大城”
以显示他的功德。

城垣建成后，吴王摆下盛宴庆贺。席间
群臣纵情酒乐，认为有了坚固的城池便可以
高枕无忧了。见此情景，国相伍子胥深感忧
虑。他叫来贴身随从，嘱咐道：“满朝文武
如今都以为高墙可保吴国太平。城墙固然可
以抵挡敌兵，但里边的人要想出去也会同样
受制。如果敌人围而不打，吴国岂不是作茧
自缚？忘乎所以，必至祸乱。倘若我有不
测，吴国受困，粮草不济，你可去相门城下
掘地三尺取粮。”随从以为伍子胥酒喝多
了，并未当真。

没过多久，吴王阖闾驾崩，夫差继承王
位。夫差不听伍子胥劝告非要攻打当时富强

的齐国，甚至逼迫他出使齐国都城（今临淄
地区）。后夫差听信谗言，以为伍子胥叛
国，便赐他自尽。

伍子胥自刎后，越王勾践便举兵伐吴，
将吴国都城团团围住。吴军困守城中，炊断
粮绝，街巷内妇孺哭声惨不忍闻。这时，伍
子胥的那位随从记起主人从前的嘱咐，便急
忙召集邻里一起掘地取粮，当挖到城墙下三
尺深时，才发现城砖竟是用米粉做的。顿时
人们激动万分，朝着城墙下跪，拜谢伍子
胥。

人们敬仰伍子胥爱国忧民的精神，自
此，每到寒冬腊月，就准备年糕，一来表示
对伍子胥的怀念，二来可在送旧迎新的春节
与亲朋好友分享。块状年糕的造型也与城砖
相似，而且煮后不腻，干后不裂，久藏不
坏。

是年味，也是乡愁的滋味

离别后，
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
永不老去。
——— 席慕蓉《乡愁》
如今，在过年的餐桌上，各种美味佳肴

应有尽有，但搭岭村人对年糕的情愫犹如一
抹乡愁，不曾改变。

“做年糕源于年轻时对搭岭村传统习俗
的一种怀旧。”张香菊向记者谈起她做年糕
的初衷。自从嫁到搭岭村，她每到过年就跟
着家里老人做年糕，每每灶台上的年糕冒出
热气时，家里的小孩们完全招架不住飘香的
诱惑，争先恐后地围坐在灶台旁，等年糕一
取出，都争着抢着要第一个尝鲜。一口咬下
去，软黏的年糕形成“拉丝儿”，孩子们总
爱凑在一起互相攀比，谁拉的丝儿越长，来
年谁的福气就越长、越多。

2014年，原本在外打工的张香菊与丈夫
回村一起成立了长岭山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开始从事这项吉祥喜庆又香甜迷人的事业。
张香菊觉得，她为顾客带去的不仅是充满年
味的手工年糕，更是历久弥新的乡愁文化。

“一般早晨7点，工人们就到岗了。年
糕是过年走亲访友的佳品，从2020年11月初
开始，我们的年糕订单就多了起来。进入腊
月，平均一天能蒸400斤左右。”张香菊将
用沸水洗好的红枣倒进盆里，又端起一屉刚
刚攥好的年糕。这样的忙碌要一直持续到腊
月底。

“这几年，除了搭岭年糕，我们村还积
极发展小米、油杏、蜜薯、脆桃等特色农产
品经济，借助四面环山的地理优势以及独有
的古村落遗迹，对村容村貌提档升级，大力
推进乡村生态旅游产业。”搭岭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李强说。

美食、美景相交融，共同交织成牵人心
魄的乡愁。临淄区金山镇党委书记徐庆堂表
示，金山镇将以打造临淄城市后花园为目
标，发挥山区资源优势，实现以特色种植、
养殖及农产品加工为支撑的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全覆盖，依托镇农服中心成立联合社，打
响包括搭岭年糕在内的“边河味道”特色农
产品品牌；同时，充分利用边河山区特有的
梯田、街巷、古建筑等资源，打造景点、串
珠成链，全力推动“印象边河——— 静美山
村”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

目前除了淄博本地的订单，搭岭年糕还
销往青岛、威海等地。清蒸鲜食也好，油炸
蘸糖也好，不管哪种吃法，都是在外游子想
念的乡食，那特殊的香甜正是儿时甜蜜的回
忆。

年年岁岁糕相似，岁岁年年味不同。但
在每个人的心底，总有一种永恒不变的味
道，那是家乡的味道……

□ 周学泽

这一段时间，“贾浅浅”上了热搜，她的
几首诗被人们热传。当然，如果没有一个出名
的老爸，贾浅浅估计还不会这么“火”。贾浅
浅的老爸是作家贾平凹，在文学爱好者那里，
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贾浅浅”的诗被热传，是因为其诗作有
争议。闲话少说，先上几首看看：

《希望》：我已经没有欲望/再驻足观望/

去他妈的/我摇晃得厉害/在不知要/走到何处
的路上/我向老天/竖起了中指。

《那年，那月，那书》：他忽然清清嗓子
对我说/嗨，我叫迈克尔，是来西安的留学生/
你看的什么书/《废都》。我答道，并且努力
把窝着的书角展了展/废都？那是什么意思呢/
那个老外耸耸肩。

《郎朗》：“晴晴喊/妹妹在我床上拉屎
呢/等我们跑去/朗朗已经镇定自若地/手捏一
块屎/从床上下来了/那样子像一个归来的
王。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唐小林
评论说：贾浅浅的诗歌“变态、污秽、猥琐、
平庸”，是继“梨花体”“废话体”走红之
后，“粗话体”横空出世。

当然也有人认为，不能因为几首诗就判定
了一个人的全部，但仅就这几首而言，唐小林
评论并无不当。事实上，“浅体诗”还有更
“污浊”的，这里不便引用。

笔者的感觉是，“贾浅浅”的诗，倒真像
她的名字：浅——— 就像生活中的大白话，然后
“回车键分行写作”，有人谓之曰“浅浅
体”，倒也恰如其分。

浅，并非不可入诗。“疏影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浅得气韵生动，意境绕
梁；“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更浅，但
道出了空彻自在的生活境界。

写诗也不怕大白话，唐诗宋词里边很多好

诗词是大白话，“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是根据童子说
的大白话写的诗。

鲁迅赞扬过“浅”：一条小溪，明澈见
底，即使浅吧，但是却浅得澄清，倘是烂泥
塘，谁知道它到底是深是浅呢？也许还是浅点
好。

因此，浅而清澈，也是一种境界，不幸的
是，“浅浅体”，是浅而浊——— 说粗话，走
“下三路”，这也许是让很多人难以理解的诗
歌路数。

可是，浅而浊的“浅浅体”，却不乏
“市场”。简介中说：贾浅浅，西北大学文
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贾平凹文学馆常
务副馆长，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副主席，鲁
迅文学院32届高研班学员，参加第35届青春诗
会，出席第八次全国青创会。作品散见于多
种文学刊物，出版诗集《第一百个夜晚》
《行走的海》《椰子里的内陆湖》，曾获得
第二届陕西青年文学奖，入选2019名人堂·年
度十大诗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前副院长韩鲁华
强调：浅浅是个好娃，我认为她在诗歌写作上
是有才华和灵性的；文学评论者卢辉则认为：
贾浅浅的文字是颇有灵气和个性的，她拥有诗
人的天赋和能力，把文学变得更加感性、可视
化。

贾平凹也对女儿的诗作表示欣喜：她的诗

在各种杂志上不断发表，偶尔我读到了，也让
我惊讶，她怎么有那么多的奇思妙想！那些句
子是她这个年龄人的句子，是这个时代的句
子，我是远远撵不上了，倒生出几多感叹和羡
慕。

正是贾平凹将自己的女儿引入了文坛。贾
浅浅在《我的父亲贾平凹》一文中写到，她将
一篇文章放在父亲的书桌上，后来听到父亲给
友人打电话称：老孙呀，我这里有篇文章写得
还行，刚好你办的刊物要稿子，就给你吧。贾
浅浅写道：“这就是我第一篇发表的文章。日
后我总结为什么这篇文章能发表，并不是我的
措辞有多高妙，立意有多深远，关键就是我拍
对了马屁，博得了老爷子的欢心，这点太重要
了。”

“虎父无犬子”是人们的期待，“一代
比一代强”也是为人父母者的常情，但生活
实践告诉我们，“一代不如一代”也是常有
的事。

清醒的父母让人钦佩。1936年，鲁迅在病
重之时，在散文《死》的篇末写下遗嘱，其中
第五点是对当时7岁的周海婴的训示：“孩子
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
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文豪如鲁迅者当然知道写文章的“高门
槛”，诗也是有门槛的，所有艺术都有其门
槛。如果脱离了父辈光芒，会有“浅浅体”
么？我们又该怎么看待“浅浅体”？

吃了年糕年年高，今年更比去年好。淄博市这地儿出产的年糕，别具匠心的是，一定要在

蒸屉上铺好桲椤叶———

搭岭年糕有“叶子伴侣”

我们该怎么看待“浅浅体”

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贾平凹之女贾浅浅

□杨淑栋 王兵 报道

长岭山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年糕制作间里，工人们正在赶制年糕。

□杨淑栋 王兵 报道

搭岭年糕用料选用当地出产的黍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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