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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飘落前，我便早早开始了囤货。
首先是囤玉米：今天买8穗玉米，

后天买10穗，黄粒的、白粒的、紫粒
的，样样数数地买。当地的苞米虽然
穗小，但鲜甜软糯，透着一股地道的苞
米味儿，好吃得停不下嘴来。我一共
囤了30多穗玉米，用自封袋装好，整
齐地码在冰箱里。黄粒的，留着过年
做松子玉米；早餐一般会有牛奶面包
鸡蛋，附加上几咕噜玉米，既添彩又垫
饥；炖排骨，放几段嫩玉米可解腻。寒
冬大雪的日子，拿出几穗解冻熥透，软
糯甜美、新鲜如初，别有滋味。

下一个囤的目标是鲜花生。眼看
着老农从花生蔓上把花生一个个摘下
来，装袋上秤。以这种方式买花生，有
种把心放进肚里的感觉。花生提回
家，把泥巴洗净，放盐和大料瓣煮熟凉
透后，一袋袋装起来放入冰箱。水煮
花生是俺家先生的最爱，喝点小酒、剥
个花生，一副很享受的样子。哪天晚
餐菜品准备的不是很多，我也会拿出
一袋煮花生加热，端上餐桌凑个数。

花生前脚刚到，栗子后脚跟着就
来了。栗色皮儿，油亮亮的，肉仁如害
羞的新娘躲在里面。栗子好吃皮难
剥，但我自有妙招。在每个栗子上割
十字口，下沸水焯几分钟捞出，趁热剥
开，一个个金黄灿灿的肉仁便光溜溜
地滚了出来。剥多了放一起，超级悦
目。做栗子鸡时，拿出一袋就可下
锅。熬小米粥放点栗子，色相近，味相
远，却不违和，小米的香气和栗子的香气
合二为一，温暖着舌尖，熨帖着胃口。

地瓜芋头像是一对姐妹，总是搭
着伴一块儿出生，带着新鲜的泥土出
现在小市上，以温暖可亲的姿态出现
在我们的视野里。初期，先买回家一
些烀着尝鲜，后期便开始囤货。几个
纸箱早已准备好，只待地瓜芋头入
囤。为了找个合适的地方给它们安
身，我绞尽脑汁，环视家里家外一切可
放之处。放在家里怕热着，放在阳台
怕冻着，宝贝一样呵护着。此刻，我多
么想拥有一个地窖啊！最后把它们放
到车库里才算安心。

有一大截暖气管子途经车库，里面
冷暖适宜。家有地瓜芋头，底气满满。
烀食的时候，地瓜芋头一起入锅，一甜
一糯，各具其味。即使用烤箱烤地瓜，
我也会放上几个小芋头作陪。做地瓜
饭，地瓜便移情别恋，与豇豆黄豆红小豆
搭伙了；做芋头面条汤，芋头也舍弃了地
瓜，自顾自与面条“你侬我侬”去了。

山药和山药豆是在一个地摊上买
的，摊主是一位家住福山的老大叔。
山药豆大小不均，一共三斤多，我都包
圆了。山药才一捺多长，不如大车上
卖的那般光滑，可吃起来口感软面。
回家用纸盒把山药和山药豆装起来，
放在北阳台上阴凉通风处，下大雪时

就拿回家。我把这两样东西当做冬季
的滋补品，这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最
天然、最淳朴的食物。我绝不变着花
样做山药系列菜品，只采取最简单最
原始的方式，“煮”，把它们原汁原味吃
进肚子里。似乎这样，才不会破坏它
的营养。

我以淘宝的方式，把豇豆、黄豆、
绿豆、黑豆、红小豆、绿茶豆、花生豆
等，一点点淘回家。老农们不是固定
在小市出摊，他们的豆宝宝也不是很
多，这家两三斤，那家一小兜，逛小市
需留意，才能淘到你所需要的豆豆。
这是名副其实的季节货，错过了要等
一年。当然，粮食店里一年到头有售，
并且溜光水滑无杂质，但我却对老农
们售卖的、土生土长的豆豆们情有独
钟，每年都会在秋冬季节囤够一年吃
的豆豆才肯罢休。看吧，我家橱柜里，
十几个瓶瓶罐罐，豆豆们群豆荟
萃。有了这些豆，可以做豆饽饽，可
以磨豆浆、生豆芽，可以油炒花生
米、煮八宝粥、做地瓜饭等。居家过
日子，不可一日无豆啊！

一老农在我们小区外面卖大白菜，
围了不少人。挤过去一看，这是久违了
的小帮菜，卷芯结实，于是我一下子买
了6棵。老农大叔把6棵白菜装在网状
编织袋里，我连拖带拽搬回了家。

“拨雪挑来踏地菘,味如蜜藕更肥
醲”，白菜，是冬日里最质朴的主角，以
其平和的味道，慰藉着我们的味蕾和
心灵，没有白菜咋过冬？两捆大葱早
已晾干，五六棵握成一把，入库保存。

我囤的东西多了去了，还有几个
老方瓜、一小箱鬼子姜、一兜地瓜粉
条、几个辣菜疙瘩、一兜山楂、两串玉
米叶，还有绍瑞口的青香蕉、福山老官
庄的小米、福山钟家庄的熟地瓜干
——若这个时候来我家看看，准会让
你咋舌：这么丰盈的囤货啊！

这个秋冬季节，我忙得脚不沾地，
一趟趟地往家置办，跟老鼠搬家似的，
囤藏着过冬的食物。待风雪冒烟之
时，就在家里猫冬啦！

俺家先生老说这些东西有的是卖
的，到时现买就赶趟。我却说，等风雪
冒烟了老农就不来了，你去哪里买？
买来家握在手里才是自己的东西。再
说了，老农自产的这些东西，也就那么
点儿，一个秋冬季几乎也就卖完了。
我固执地认为，在哪里生活，就应该吃
当地的食物。人所吃的食物始终要与
所处的环境、季节保持一种平衡，“一
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摆弄这些囤货的时候，我会滋生
出一种“家境殷实”的感觉。看看家里
粮食满囤，蔬菜满框，心里便很踏实。
这是生活的保障，是我们安心度过寒
冬的底气，正如俗话所说：“家有余粮，
心中不慌。”

家乡西罗格庄最大的山是福山一
条重要的山脉，村民称其为大北山。大
北山作为家乡的灵魂之山，给世代百姓
留下的记忆是深沉而味长的。

大北山距离我村约两公里，它在我
的心里永远是神奇而美好的，它是我小
时候的乐园。

那漫长的山岭上、山腰间、深谷中，
那清清的溪水边、水库旁留下了我和伙
伴们搂草、挖药材、刨鬼子姜、摘松果、
赶野兔、捡蘑菇、抓鱼摸虾的足迹。

当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爬上海拔
350多米高的洪钧顶挖药材（红根）的时
候，站在最高处，眺望着古现北部一望
无际的大海，感觉那肯定是神仙们居住
的地方。可是小小的年纪，想去看看奇
幻的大海根本没有指望，只能想想而
已。我时常梦到大海里的鱼呀、虾呀、
螃蟹呀、海怪呀、海夜叉们在那里跳呀
跳、跑呀跑、游呀游。

大北山的神话是很棒的。最能引
起我的无尽乐趣的莫过于神仙台了。
在大北山神仙顶山阳半山腰的地方，有
一块巨大的方石，百姓称其为“神仙
台”。这块大石头长约2.5米、宽约1.5
米，老辈传说铁拐李经过大北山时造出
这块大石并在上面睡觉休憩，休息完后
为了赶时间，便通过叠山叠道的神术瞬
间赶到了蓬莱，并留下了这块大石头。

每到夏天，村民和小孩都喜欢来此
乘凉和玩耍，尤其是在过去，秋后学校组
织小学生到山上摘松树果，或村里放山
拾草时，我们都以能到神仙台站一站望
一望、挥挥手喊几声而感到格外自豪。

神仙台够神奇了，但更奇特的是在
神仙台西南不远处的半山腰上，还有一
尊形似弥勒佛肚子的小山峰，百姓称之
为“弥勒佛肚”。它背靠神仙顶，两边

“扶着”东西两山，形状如太师椅。这里
林木格外茂盛，山坡冬暖夏凉，传说很
有灵气。

大北山最有名气的山就是鲅鱼
wang(音）了。在大北山海拔最高的洪

钧顶山阳处，有一条三面环山南向出口
的大山，就是闻名遐迩的鲅鱼wang
(音）。之所以起这个名，是因为山峰中
有一个形似“大鲅鱼”的白色石像，是由
白色发光的小石英石堆积成的。神奇
的大鲅鱼头朝下，尾向上，上下长100
多米、东西宽80多米。这条白色发光
的大鲅鱼在距离5000米远的高疃镇驻
地仍能清晰可见，远看更是活灵活现，
栩栩如生。

小时候，每当秋天和小伙伴一路打
闹着来到树木葱郁的鲅鱼wang(音）
拾草、采药，常常会在这条大鲅鱼的头
上、肚上、尾巴上，前后左右地翻筋斗。
玩累了，干脆躺在其身上，望天空中朵
朵白云，听不知名的小鸟和蝈蝈鸣叫，
幻想着成群的大鲅鱼在身边游来游去，
心里别提多爽了。

大北山更是一座英雄的山。听老
人讲，在大北山东侧的“歪嘴山”一带，
当年八路军北海独立营的战士曾与日
军进行了一次激烈的战斗，多名战士壮
烈牺牲。更久远的故事发生在大北山
洪钧顶上，据村里老人们讲，洪钧顶上
草帽箍形状的战壕，是清朝同治年间官
府组织村民抗击捻军的战场。

时代在变迁，大北山也日新月异。
如今，由我村新修的双车道水泥大道直
通山顶，代替了过去崎岖不平、磕磕绊
绊的小土路，极大地方便了村民上山植
树和护林防火。近几年，随着大面积植
树造林，大北山真的成了绿色的世界，
成了金山银山，村民们有事没事经常到
大北山去逛逛、去看看，欣赏绿水青山
的美景，感受大自然的鸟语花香。

家乡的大北山静静地、稳稳地坐在
我们村庄的北方，像极了手拿旱烟袋、缓
缓吸着旱烟的老爷爷，像极了盘腿坐在
花边机旁为家庭子孙勤劳编织的老奶
奶。家乡的大北山用她那宽阔的胸怀轻
轻地环拥着一方水土里的美丽家园，用
父母般的关爱，祝愿着家乡西罗人民生
活永远幸福安康。

秋冬囤货忙
鲁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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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大北山
柳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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