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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周末，一位痴迷摄影的挚友打来
电话说：“曹师，现在是洒渔最妙的季节，
可观赏烟柳、红彤彤的苹果、金灿灿的稻
浪。我去摄影，你去采风，期待我们都有
好收获。”他或许是担心我不去，话语中带
着几分激动。我更正说，这时节有啥“烟
柳”！所谓“烟柳”是在初春，柳条刚刚冒
出新芽时，春风一吹，宛如烟雾一般。他
哈哈大笑：“你就是咬文嚼字，看柳，看秋
柳，得了吧！”

原本我不想去，但他一个“妙”征服了
我。“妙”不仅是“美好”，还有“神奇”的含
意。洒渔烟柳是“昭阳八景”之一，风景怡
人。我去过几次，景色确实不错，但始终绘
不出别样的“画”，索性作罢，何必为难自己
呢？写作需要灵感，唯有不重复他人的路
径，才能够写出好作品。

人们常说：“洒渔坝子宽又宽，一条大
河夹中间。”坝子地势开阔，是凉风台北风
最先抵达的地方，我与朋友不约而同地穿
了件偏厚的外套。从鲁甸县城驾车出发，
路过旧圃镇的葡萄井时，我们忍不住稍作
停留。昭鲁大河边茂盛的柳叶刚刚泛黄，
透露出秋的气息。葡萄井地处老鸹岩，是
昭鲁大河的尾水段，著名的昭阳区六祖分
支文化广场就在老鸹岩山上。这里依山傍
水，是一处不容错过的景致。朋友匆忙下

车，迫不及待地举起相机“咔嚓咔嚓”地拍
了起来。

洒渔河是昭鲁坝区最大的一条河流，
发源于鲁甸县水磨镇滴水村大海子，流经
乐居、洒渔、青岗岭、靖安等乡（镇），最后汇
入大关河，全长 186公里。洒渔河上建有
昭通最大的水库——渔洞水库，总库容达
3.64亿立方米。水库周边群山环抱，满目
苍翠，山花烂漫；深灰色的混凝土大坝雄伟
壮观，浩瀚蜿蜒的水面波光粼粼，一派湖光
山色景象。春天，水库大坝下醉人的樱花
长廊与河流堤岸的烟柳相映成趣，柔软的
柳枝低垂在清澈碧绿的河面上，微风拂过，
柳枝随风摇曳，宛如翩翩起舞的少女，成为
昭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洒渔镇历史悠久，营盘村遗址的考古
发现证实，早在春秋时期此地就已形成村
落，并留存有战国时期的古崖墓群。《昭通
志》中记载其“寨大似天庭，环行似迷宫”。
这里曾是商贾马帮北上昆明、南下四川歇
脚的重要驿站。

洒渔镇巡龙村段是洒渔河最迷人的
河道景观带，全长4公里。这段河道无论
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保持着原始自然形态。
据悉，2023年，当地投入数千万元对其进
行维修改造，在保留河堤原始风貌的基础
上，巧妙地运用了大量浑圆硕大的天然江

石进行护堤。虽然这些精心布置的江石仍
能看出人工痕迹，但整体上较好地还原了
自然韵味，这样的生态建设理念值得肯
定。这让我想起曾读过的《欧洲纪行》，文
中提到在欧洲国家已很难见到浆砌石护坡
工程，而是普遍运用藤本植物进行生态护
岸。事实上，许多地方正在逐步拆除传统
的浆砌石护坡，代之以灌木草本，力图恢复
原始河流的生机和活力。是的，社会越发
达进步，人们就越向往复古的东西，如生态
河、仿古建筑、仿古家具等。

洒渔河之秋，可谓“晓来谁染霜林
醉”。河畔垂柳枝条细长，随风轻舞，尽
显婀娜之姿，成为生态旅游的理想之地。
杨柳根系发达，易栽易活，且生长迅速，是
护堤防洪最理想的树种。先民们深谙此
道，世代沿袭植柳护堤的传统智慧，使得
河堤上的柳树大小不一，树龄从几十年到
近百年不等。如今，野生灰鹭等鸟类纷至
沓来，在此栖息繁衍；河堤上芳草萋萋，秋
蝉鸣叫，成为一条独特的生态风景长廊。
巡龙村段河堤上的柳树，长势独特，两岸
垂柳隔河相向而生，虽隔着 20 余米宽的
河道，却几乎在空中相接，茂密的柳枝将
河面遮蔽得难见天日，只透下斑驳的光影
在水面跃动。

节假日，厌倦了城市喧嚣的游客喜欢

来这里体验“原始生机”：野外烧烤，尽享慢
生活乐趣。五颜六色的露营帐篷支满宽敞
的堤岸，四角的、锥形的、斜顶的、圆顶的
……形态各异，不由得令人联想到童话故
事里的情景；数十只皮划艇在河面上漂流，
桨叶掠过水面，激起层层涟漪，搅碎了满河
波光。游客们身着红色救生衣，有的专注
划桨，有的嬉戏欢笑，玩得不亦乐乎。清澈
的河水倒映着两岸茂密的柳影，微风轻拂，
柳枝摇曳，在水面荡起层层涟漪。这般景
致，这般明快张扬的色彩，宛如一条如诗如
画的长廊，恰似北宋范仲淹《苏幕遮·怀旧》
所描绘的秋色：“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
波，波上寒烟翠……”

昭通被誉为“苹果之乡”。洒渔镇的
苹果种植历史可追溯至 1940年，历经“金
帅”“红富士”“红星”“元帅”“大将军”等数
十个品种的更迭，种植规模逐渐扩大。截
至目前，昭阳区苹果种植面积已突破40万
亩，其中洒渔镇就有 10 余万亩。有人说

“云南苹果数昭通，昭通苹果看洒渔”。走
近洒渔坝子，除去道路、村庄和水田，旱地
几乎都种满了苹果树。这些苹果树多为成
年老树，树干粗壮黝黑，树皮皲裂，吃力地
托举着满树红艳的果实。晚熟品种“红富
士”“瑞雪”各具特色，“冰糖心”苹果凭借其
甘甜爽脆的口感畅销全国。洒渔镇因苹果

产业而繁荣，河岸两侧村庄连绵，田园风
光如画，堪称昭阳区的富庶之地。

洒渔河沿岸数万亩的苹果园，一望无
际。河堤大道旁错落有致地分布着数十
座钢结构的观景台，每座观景台可容纳四
五十人。登上这些高耸的观景台极目远
眺，整片苹果园尽收眼底，蔚为壮观。枝
头上的“红富士”红艳欲滴、硕大饱满，散发
出浓浓的果香，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果园里，金黄的树叶与红彤彤的苹果交相
辉映，构成了一幅绚丽的秋日画卷。秋风
吹落片片黄叶，更衬得枝头那一串串饱满
圆润的红苹果格外夺目。熟透的苹果表皮
泛着蜡质光泽，向阳面红得发亮，背阴处则
透出淡淡的红晕。少数熟透了的苹果，经
不起风吹雨打，坠落地面，沉闷的声响惊飞
了几只前来偷食的麻雀。这些落果与枯叶
渐渐化作春泥，默默滋养着土壤，以待来年
丰收。

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枝头，一些年轻
的果树因不堪重负，被果农们用纵横交错
的绳索牵引固定，或用木杆精心支撑。一
只麻雀停在枝头津津有味地啄食着红彤彤
的苹果，那专注的模样仿佛在品尝人间美
味。透过被啄开的小口，隐约可见晶莹剔
透的果肉。

朋友欣喜若狂，举起相机不停地变换
角度拍摄。他时而用长焦镜头捕捉特写，
时而换上广角镜头取景……

洒渔之秋便是这样，不似春之萌动，夏
之热烈，冬之肃杀，自有其独特的韵味——
一种将尽未尽、欲说还休的况味。人们在
这况味中行走，不知不觉便已步入深秋。

洒渔秋色：一幅流动的田园诗画
通讯员 曹志光 文/图

在昭通之南的鲁甸县城，一条
青石铺就的老街干净整洁，街上有
一家专卖油糕饵块的老店。在岁月
的长河中，油糕饵块不仅深受市民
喜爱，还成为了每一个鲁甸人的舌
尖记忆。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进鲁甸
县城的街巷，早餐店升起袅袅炊烟，
铁锅里的油花似一群灵动的仙子，在
炽热的舞台上翩翩起舞；竹匾上，饵
块被炭火温柔地拥抱着，微微发胀，
憨态可掬，散发出清甜的米香。油糕
饵块的香气飘荡在街巷之间，宛若无
形的丝线，轻轻挽住每一个行人的脚
步，不经意间就将他们拉进这家充满
烟火气的早餐店。

产自鲁甸高寒山区的洋芋，带
着山间的清新与大地的醇厚，是大
自然慷慨赠予的珍宝，也是制作油
糕的原料。油糕的制作工艺颇为讲
究，需经过多道工序。首先将马铃
薯切成粗细均匀的丝状，经蒸煮或
焯水后备用；再把颗颗饱满的大米
研磨成乳白色的米浆。只见小吃店
店主手脚麻利地用铁勺在装满洋芋
丝的盆里一转一挖，随即淋上一层
米浆，被米浆包裹住的洋芋饼仿若
无畏的探险家，纵身跃入热油的怀
抱，在油浪中轻盈翻腾。转瞬间，洋
芋饼便换上了一件金黄色的华服，
出锅时外表酥脆，内里糯软香甜，洋
芋特有的醇香瞬间弥漫开来，令人
垂涎欲滴。

饵块静卧于烤架上，接受着炭火
的焙烤。红通通的炭火在炉子里欢
快地跳跃，似一群火焰精灵。洁白的
饵块在炭火温暖的怀抱中悄然蜕变：

扁平的身形逐渐舒展，原本脆硬的外
表变得软糯有韧性，仿佛被赋予了生
命的韵律，静候与油糕的完美邂逅。

小吃店店主熟练地拿起烤好的
饵块，宛如一位技艺超群的艺术家，
开始精心雕琢。金黄的花生碎似夜
空中闪烁的繁星，翠绿的小葱如春日
里抽出的嫩叶，店家自制的油泼辣
子，热烈似火，像极了鲁甸人滚烫的
热情。根据食客的口味偏好，小吃店
店主将香葱、折耳根、花生碎等调料
均匀地铺在软糯的饵块上，最后放上
酥脆的油糕，利落地一
卷，一个美味的油糕饵块
便制作完成。

咬上一口，油糕的酥脆在口中
“咔嚓”作响，饵块的软糯在舌尖缓缓
流淌，作料的香辣鲜甜热烈迸溅，各
种滋味在口中交织融合，似一场绚丽
的交响乐，在味蕾上尽情绽放。每一
口都弥漫着浓郁的烟火气息，让人仿
若置身于昭通的街头巷尾，感受着这
座城市的温暖与包容。

油糕饵块不仅是鲁甸的特
色美食，更是当地人

生活的文化印记。它见证了鲁甸人
的成长，承载着许多人的回忆。对于
鲁甸人而言，每天清晨来上一个油糕
饵块，就如同给生活注入了一股蓬勃
的力量，让他们以更加饱满的状态迎
接崭新的一天。无论是奔波忙碌的
上班族、天真无邪的孩子，还是休闲
的老人，都对这小小的油糕饵块倾心
不已。

油糕饵块已成为鲁甸的一张特
色名片，吸引着许多食客慕名而来。
当他们初次品尝油糕饵块时，那惊讶
与满足的神情，正是对这道美食最美
的礼赞。油糕饵块，如同一座跨越时
空的桥梁，连接着鲁甸与外界，让更
多的人通过味觉了解鲁甸，爱上这座
城市独特的韵味。

历经岁月变迁，油糕饵块的香气
始终萦绕在鲁甸的大街小巷。它宛
如一位忠诚的挚友，陪伴着鲁甸人走
过风风雨雨；又恰似一位无声的时光
记录者，见证着这座城市的繁荣与发
展。无论时光如何流转，这道承载着
乡愁记忆的小吃，始终以其独特的滋
味，温暖着每个鲁甸人的心灵，成为
这座城市永恒的文化印记。

鲁甸老街油糕饵块：

舌尖上的岁月诗行与烟火情怀
通讯员 牛文炬 文/图

在 永 善 县 莲 峰 镇
最受欢迎的当数凌魔
芋 豆 腐 ，这 道 传 统 美
食 多 年 来 经 久 不 衰 。
每年进入数九天就可
以 制 作 凌 魔 芋 豆 腐
了 。 每 逢 赶 集 日 ，人
们总要买几斤凌魔芋
豆 腐 回 家 煮 酸 菜 吃 ，
其独特的口感令人回
味无穷。凌魔芋豆腐
的 独 特 风 味 ，源 于 其
讲究的时令工艺。冬
至 过 后 ，莲 峰 街 巷 间
便可见有人在门前垒
起 灶 台 ，架 上 一 口 直
径约 1.2 米的大铁锅。
午 后 炊 烟 袅 袅 升 起 ，
全 家 人 围 着 灶 台 忙
碌。魔芋豆腐主要分
为 两 种 ：一 种 是 用 白
魔 芋 制 作 的 ，洁 白 如
玉 ；另 一 种 是 用 花 魔
芋 制 作 的 ，色 泽 偏
暗。大家在制作花魔
芋豆腐时往往喜欢添
加 一 些 大 米 面 ，这 样
既 调 和 了 颜 色 ，又 提
升了口感。

经 过 碱 水 点 制 过
的魔芋豆腐，出锅稍凉
后，人们会把它切成片
状，用筛子装了放在屋
顶上，任由凌风吹。待
次日早晨起床后收回，
只见此时的魔芋豆腐
已 被 凌 得 黄 澄 澄 的 。
借助阳光将表面的冰
凌晒化后，再用篾条把
它们串起来，晒干后备
用。这样做出来的凌

魔芋豆腐，不仅美味可口，还兼具药膳功效——既能
降低血糖血脂，又能辅助减肥。

凌魔芋豆腐是莲峰镇的特色，有一段时期凡路过
这里的乘客，都要买个三五斤带走。每逢佳节，家家
户户必备凌魔芋豆腐，或炖鸡汤，或炖猪蹄，再佐以少
许洋芋粉条，便成就了一道独具特色的佳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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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洒渔秋景。

永善县莲峰镇一角永善县莲峰镇一角。。

诱人的油糕饵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