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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在粤东，是潮汕地
区的一个客家小镇。榕江
河就从小镇那历史久远的
中学旁边蜿蜒流过。

那里有整片的稻田，有
树根被茂密青草簇拥而挺
拔的橄榄树，有细节生动有
趣的客家山歌，更有我记忆
深处无法抹去的特殊味道
——客家擂茶。它是我生
命的一部分。就像一棵小
芽，在不经意间回望，已长
成参天大树。

擂茶，就是在一个土钵
中，放入各种原料，用特定
树木（如油茶树）做成的擂
槌，不断地擂动、搅拌、捣
碎。为了更容易产生摩擦，
钵中还有许多细密的纹。
那些原料，有花生、芝麻和
各种芳香的植物，如小叶薄
荷。慢慢擂动之下，这些原
料都变成了细碎的末。开
水一冲，便是绿色的有着浓
郁香气的茶汤。芝麻香和
植物的芳香掺杂着，构成一
种独特的风味。

有些地方，给它起了个
很特别的名字：三生汤。没
有刻意去查这名字的由来，
我想或许是三生三世都无
法忘却的味道罢？

但我喜欢擂茶，不仅仅
在于它味道的特别，还在于
它构成了我童年最初的底
色，是小时候的我对世界最
初的味觉认知。

那 时 候 的 日 子 很 简
单。早上喝完粥，就跑到巷
子口、田野上、山林里，跟熟
悉的小伙伴疯玩、疯跑、弹
跳、爬树、摸鱼。

到中午回家时，路上会
遇到许多伯父和伯母，他们

会热情地轻问一句：“某某
某，你去哪玩啦？”也会听
到他们互相打招呼：“上午
淋菜去啦？”“是啊，上午好
热，中午准备煮茶吃。”淋
菜，在客家话中，是浇菜的
意思；煮茶，则是前面所说
的擂茶。

这是乡人常见的午饭
形式。擂完茶后，还会将米
饭、各色煮熟的蔬菜和茶汤
泡在一起。随手简单组合，
便是一大碗有菜有饭有汤
的佳肴。它温润了那简单
又炎热的夏日，也是乡人最
经济实惠的饱腹之餐。

那种芝麻香，浓烈且有
火烤的温度，一闻便直冲鼻
腔的最深处，仿佛烫染了每
一个细胞。那小叶薄荷的
芬芳，是所有不快乐的时
候，最无声的陪伴和慰藉。
这种味道和感觉，在我记忆
最深处扎根，拼命生长，就
像客家人颠沛流离的历史，
早成了情结，在血液里咆哮
奔 腾 ，不 可 抹 去 ，不 可 动
摇。长大了，那便是乡愁。

实际上，返乡的路程并
不遥远。可是，那样的年
月，却仿佛是年久失修的相
片，已经隐约而泛黄。这种
感觉，别人未必理解，回想
起来，总有一点跟过去告别
时的不舍和怅然若失，又有
点像那很久以前唱过的歌，
一听总感觉清晰如昨。

擂茶，那一钵乡愁
□刘文映

所有的小生灵里，我最熟
悉的莫过于那使人望而生畏
的蜜蜂。我家养过蜂。春夏
秋季，蜜蜂常盘旋头顶，嗡嗡
声不绝于耳，蜂蜜也常年不离
口。

父亲是个养蜂好手。而
我对养蜂、分蜂、护蜂、喂蜂、
割蜂蜜等事，也是样样通晓，
近乎专业。养蜂就得懂蜂，家
里有本《养蜂法》，绿色封皮上
有只黄褐色蜜蜂图案，早被我
翻烂了。

常见的蜜蜂是工蜂——
工作的蜂。工蜂有刺，却是和
平主义者，是爱憎分明的勇
士，严格执行所谓“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以死
犯人”。但蜂落到人身上，不
用紧张乱拍，因为即便拍死，
蜂刺也可能蛰到你。遇到群
蜂攻击，最好躺地不动，蜂自
散去。其实一想到蜂蜇人后
会连刺带肠拔出而死，我十分
心疼，并不希望它蜇人。

蜂巢里只有一只母蜂，即
蜂王。还有数量有限的雄蜂

（无刺），主要工作是与蜂王交
配，繁衍后代。天气渐暖时，
蜂王会抓紧时间孕育，到春末
夏初，大约老槐抽新枝时，新
蜂会很快填满蜂巢。蜂王是

“明君”，总会及时产出新蜂
王，每个新蜂王长成试翼之
日，就是“分蜂”之时。

初夏晴天的上午，突觉
“嗡儿嗡儿”的声音和气流袭
来，便是要“分蜂”了。抬头，
看见无数蜜蜂飞出窝来，在距
离院子三四丈高的半山崖面
周围密匝匝地排成阵势，缓缓
移动。这时得赶紧追着蜂群，
不断将一把把草木灰朝空中
的蜂群里扬撒去，可拦截它们
飞逃。幸运的话，盘旋着的蜂
群很快会聚拢，越聚越密，不
一会儿，就会有一只是工蜂身
量两倍的新蜂王逐渐接近蜂
群，最终落定——蜂王落了，
其他蜂就会跟着蜂王纷纷下
落，最后形成一团灰褐色鸡蛋
大的蜂群，周围的蜂不断踊跃
加入……慢慢的，那团蜂会攒
成拳头大，很快又变成碗口

大，越来越大……半小时后，
蜂全落到一起，安静了。这时
得抓紧收蜂。给笊篱里抹上
蜂蜜，一人高举着笊篱，将大
口朝下轻轻挨过去，反扣在那
个攒成一个“脑瓜盖”模样的
蜂团上；另一人攥一大把中槐
嫩枝叶，从黑褐色的“脑瓜盖”
下方朝上不断撩拨，驱蜂入笊
篱；这两人还不住地念叨：蜂
儿蜂儿上笊篱，蜂儿蜂儿盖庙
哩……再过大约一个半时辰，
蜂便全被收入笊篱——一窝
新蜂就分好了。早有人赶来，
高兴地付钱买走。

“分蜂”很需要运气。有
一年，我家“分蜂”时，一连跑
走了几窝新蜂，真让人难过。
跑走的蜂，多是老早就踩好窝
点的，有些则是受到什么影
响，临时飞走的。但有来有
去，我家的空蜂窝，也曾莫名
其妙地来过一窝蜂。若不需
要“分蜂”，可以直接扳掉蜂王
住的蜂王台，便能得到昂贵的
蜂王浆。夏天的中午，如果细
心观察，还可看到蜂王与胖乎

乎 的 雄 蜂 当 空 交 尾 的 一 幕
——父亲经常拍死那雄蜂，说
这样就能减轻蜂群的负担，不
用再“分蜂”了。

蜜蜂非常勤劳。春天乍
暖还寒时，冬眠的蜂被个别暖
天催醒，便会懵懂地飞出巢去
采蜜，但有时等不到飞回就被
冻得香消玉殒。这时，养蜂人
要将蜂巢口用棉花堵上，不让
它们出去。如遇春荒，还得防
病、供粮，否则打开蜂巢，会见
到 饥 寒 交 迫 而 死 的 蜂 尸 成
堆。但只要蜂王还在，蜂群还
是会生生不息。

夏秋是采蜜的好时节。
蜜蜂会成群成群地飞出蜂窝，
在花丛中辛勤劳作。初秋的
荞麦花对蜂会有麻醉作用（或
因蜂太贪，采蜜过多的缘故），
采完蜜飞回蜂窝口的蜂，往往
飞着飞着就坠下来，落了一
地。这时养蜂人该施救了，把
它们弄到干爽地方，歇息一会
便能缓过来。醒来的蜂会绕
着滞重的圈儿飞走。到中秋
后，北方渐冷，蜂蜜也灌满了，

蜜蜂仍不会放过最
后的机会，还有野
菊蜜可以采。

不久，气温再
降，就得给蜂巢加

厚保暖了，只留指头粗的上下
两个小口通气。到冬季，选择
暖和天，还要开蜂巢打扫、补
食。

养蜂有历险般的乐趣，最
充满危险诱惑的，是割蜂蜜。
夏天时我们会视情况割一点
蜜，不过主要还是在中秋时才
会割蜜熬糖。到晚上，取出备
好的盆、锅、刀，点好火引子，
戴上头罩，扎好衣袖口子，我
们打开蜂窝。里面的蜂黑黢
黢地挤作一团骚动着，护卫它
们已满是蜜糖的蜂片。我们
先用火引子熏烤，驱走蜂群，
再从紧挨蜂箱木板的地方开
始割蜂片。一般一次会连割
好几窝蜂的好几个蜂片，只留
极少给蜂——但这种割法损
伤很大。把割断的蜂片捧到
盆里，拿去煮，往往等不及熬
成糖，我们就拿着生蜂片吃起
来，咽下糖，吐出蜡来。生蜂
片除了用来“打牙祭”，滋润冬
日里发皴的皮肤也是极好的。

遭此大劫的蜜蜂是会报
仇的，疯了似地成群乱撞。别
家的蜂、大黄蜂也会趁机寻衅
滋事，这时往蜂巢里喷点酒精
白糖水，便会好点。

养蜂是我的童年乐事，回
味只觉妙处多多。

每个节日，都是用来感恩
和铭记的。

端午那天，天刚翻出鱼肚
白。母亲叫起我，她手里握着
两把柴刀，让我一起去割艾。
厨房里，粽叶裹着糯米，清香
已溢出屋瓦，轻烟一样袅进凉
丝丝的空气里。几颗星子仍
垂在西天，又大又白。田野湿
漉漉的，大颗大颗的露水白珍
珠似地凝在叶尖上。母亲说：

“这世间所有的东西，都有它
们的日子、它们的禁忌。像喇
叭花、萱草花，都爱开在露水
里，太阳一出来，它们的好时
辰就结束了。艾，也是。要赶
在五月初五露水晞干之前，割
下来的，味道才最正宗，泡脚
洗澡，除湿除痒，效果也最
好。”

如院前栀子花的盛开，村
庄也在宁静中酝酿着一场盛
大的欢喜事。而灶膛里，火哔
啵哔啵地笑着。“火在笑，客来
到。”村里人的欢喜，少不了它
的助燃。

母亲把刚割回的艾草摊

开在道场上，抽出两根最粗壮
的，悬挂在门楣上。不同于春
节的大红，青绿灰白的艾，让
屋宇有了幽幽的清凉和潺潺
的水意，万物相生相融，这色
调匹配初夏，相宜得没法说
了。

母亲又钻进厨房，祖母也
早起来了。对节日的珍重，和
节日本身的喜庆气氛，弥合了
两个女人日常的嫌隙。这一
天祖母对谁都和和气气，一脸
酡颜；母亲则把她一向的温
顺，升华为观世音般的慈悲。
母亲负责包粽子、揉面、煮鸡
蛋；祖母负责炸麻花、蒸发粑、
染鸡蛋。

粽子是昨晚就包好的。
一大一小两片粽叶，前后一
搭，顺时针一卷，一个密密实
实的圆锥形粽身就备好了。
清水泡过的糯米盛在白搪瓷
盆里，拌入红豆、芝麻、蜜枣，
再滴上几滴香油——裹起来，
便是只馥郁的粽子；展开来，
便是幅潋滟的山水。

灶台上，两口锅热气腾腾

的大锅里，从昨夜焖到今晨的
粽子，终于温软下来；小锅里
的鸡蛋、鸭蛋，像一条条鱼在
沸水里上蹿下跳。祖母拿出
藏在壁橱顶端、去年年底用鸡
蛋从货郎担上换回的洋红，倒
进一只白瓷碗里，用老酒化
开。她挑没有煮破的蛋，擦干
水，趁着热乎，搁进碗里，来回
一滚。一枚艳压春花的红蛋
就染好了。

我们这些小儿女都坐在
道场上，就着渐渐妩媚起来的
霞光结蛋笼。线，当然用胭脂
色。双数的、长短相同的线段
结成环，套在同样色系的串绳
上，然后如左手拉右手，相邻
的两条线，两两相结，如此结
过四五圈，把尾端的线收结成
一束流苏，一个蛋笼就完成
了。这场景，总让我想起张先
的两句词：天不老，情难绝。
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

小妹的手最巧，她结的蛋
笼细密、匀称，大小恰恰好。
染好的红蛋装进新结的蛋笼
里，挂在脖子上，它如环佩般

随着我们的行动而有节奏地
颤动着，让人颇感别致和新
颖，宛若自己全身也是新的，
焕发着节日的光彩。

粽子起锅后，又蒸上了
粑；蛋捞起来了，就开始炸麻
花。锅，没有一刻闲着，火，也
不嫌烦，依旧春风十里地笑
着。

新熟的小麦金灿灿的，磨
出的粉滑腻腻，搓得出油来。
祖母做出的发粑，不像外面卖
的馒头呈长形，它圆乎乎的，
像从空中借来的半边月亮。
后来读《红楼梦》，妙玉说，古
人自汉晋五代唐宋以来皆无
好诗，只有两句好——“纵有
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
头”。我就想，祖母嘴里的“发
粑”，应该才是最正宗地道的
馒头。

炸过麻花，锅里还剩有
油，祖母摘下新鲜的苋菜叶
子，裹上面糊，丢进去。不一
会儿，金黄色的船帆，乘风破
浪，从油锅里哧哧啦啦飘过
来，夹起一片，吹散热气，搁进

嘴里，又酥又脆，鲜美得无字
可形容。也许人最大的智慧
就是让节日的追思、纪念和感
恩，与味蕾的欢畅淋漓、胃的
饱满充实紧密相连。

我不知道祖母和母亲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继承了这些
节俗，只知道端午节除了纪念
伟大诗人屈原之外，又称女儿
节，是所有出嫁的女儿归宁的
日子。这天早晨一过，村庄里
所有的孩子都会提着刚刚做
好的吃食，跟着他们的母亲回
娘家，去看望外公和外婆。村
庄里嫁出去的女儿也会在这
一天携夫带子，满载而归。我
们现在已无从知道，是因了
谁，开始了这一习俗，只知道
千百年来，所有女儿都是这一
节俗忠诚的践行者。

爱极了曹雪芹说的那句
话：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她们
感念天地的恩德、季节的赐
予，用自己的诚挚和一双巧
手，丰富起这个节日的内涵和
外延，让这个节日充满迷人的
温馨和隽永的美感。

飘
香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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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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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利香老人住在沙坪街道越塘社
区。车停外面，我们一行人走进深巷，
巷道幽静，偶尔见到有人坐在家门口
的石阶上聊天，小孩也不怕生，玩得正
开心。老人家的窗户关着，但屋内亮
堂得很。冯利香老人坐在入门右侧的
木椅上，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小缝，看
上去只有七八十岁，精神状态极好。
我夸赞她保养得真好，老人一听，笑得
更开心了。

老人有 6 个兄弟姐妹，育有两个儿
子，现在儿子都已七八十岁了。她和大
儿子住在一起。

冯老告诉我们，她 20 岁才嫁人，在
当时，这个年纪已不算小了。她同她的

先生是自由恋爱后步入婚姻殿堂的。
问起老人家长寿的缘由，冯老淡然

地笑道，自己什么都吃，不太挑食。她以
前很爱运动，年纪大后就没做什么太过
剧烈的运动了。“说起来挺不好意思的，
我这人贪睡，晚上 10 点我就要睡觉了，
一般睡到早上7、8点才醒。”

她媳妇告诉我，老人家平常饮食很
清淡，最爱吃鱼。每天都会听她那台老
旧的收音机，平常还爱看新闻类的电视
节目，关注时事。

冯老心态好，看物客观，看事通透，
似乎没有什么烦心事。她说记忆中最开
心的事情就是儿子娶媳妇、孙子娶媳妇
的那一刻。

姓名：冯利香
性别：女
出生年月：
1920年3月（101周岁）
民族：汉族
户口登记地：
江门鹤山市沙坪街道
拜访时间：
2020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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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人生
欢乐是一种无形的生命力。欢乐，可带来灵动，可

感触热爱，可保持敏捷……欢乐人生，满堂喝彩。

□月 同

老人资料卡

□
巴
陇
锋

养
蜂
记

地址：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15号，邮政编码：510655 广告热线：（020）87138888 广告经营许可证：440000100058 订报电话：（020）87133333 全国零售价2元 新闻记者证查验、举报电话：（020）87138800。查验网址：http：//press.gapp.gov.cn

“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1153期

36选7投注总金额：377756元
中奖基本号码：23 28 01 02 10 03 特别号码：30

好彩36投注总金额：476858元
类别
好彩2
好彩3

投注金额（元）
31026
445832

中奖注数
508
859

单注奖金（元）
30
259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中奖等级 中奖注数 总中奖金额（元）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0
1
4
79
131
3029

0
20442
10220
39500
13100
30290

2555
500
100
10

中奖情况

累计奖金4342446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20442

好彩1 第2021153期

投注总金额：448002元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中奖符号

投注方式 投注额（元）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30 蛇 冬 北

数字

生肖

季节

方位

434378

8544

3928

1152

5245

351

126

149

46

15

5

5

3D 第2021153期

中奖号码 4 1 1

奖等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组选3
组选6
1D
2D

通选1
通选2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和数6

328
499
0
19
10
0
7
0
0
0
0
44

本期投注总额：2139700元；
本期中奖总额：516779元；
奖池资金余额：3732598元。

1040
346
173
10
104
470
21
693
173
606
86
37

341120
172654

0
190
1040
0

147
0
0
0
0

1628

开奖时间：2021年6月12日 ●●●●●●●●●●

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授权发布

彩票开奖公告栏

12886440.28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
395810134.86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8月11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排列5 第21153期

排列3 3 6 8

排列5 3 6 8 1 7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销量
（元）

本省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29177946 1263152

中奖情况

全国
中奖
注数

7379

0

22299

57

本省
中奖
注数

431

0

768

1040

346

173

100000

排
列
3

排列5 13039084

超级大乐透

前区号码 后区号码

第21066期

全国销售量(超级大乐透)：311082841元

506581578.8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8月11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一等奖

二等奖

本期中奖情况

29 35 34 24 26 09 11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元)

合计

应派奖金合计
(元)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八等奖

九等奖

185159684

443

1202

30594

27605

47958

827056

7577873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4430000

3606000

9178200

5521000

4795800

12405840

37889365

基本

追加

317

134

38691

30952

12265047

4147568

基本

追加

12

4

5981636

4785308

71779632

191412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