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令营的味道
过传忠

! ! ! !说起暑假，就想起夏令营。
最早听说夏令营这个词，是近七
十年前的事了。新中国成立不
久，有一个代表团访问苏联，回
来告诉大家，苏联小朋友暑期
都去夏令营，生活丰富，活动多
样，可幸福了。

终于从 !"#$年开始，作为
一个初中生，我盼到了夏令营
的日子，并陪伴了我整整三个
暑假。

近七十年后留在我印象里
的，有以下一些内容———

首先，夏令营是一项突出政
治思想教育和文娱体育兴趣的
活动，不复习，不补课。听报告，
读报刊，参观访问，为社会做好
事，暑期过得很有意义。

其次，营里特别强调兴趣小
组的活动。航模舰模、无线电、绘
画、书法、音乐、舞蹈、体操……
都有固定的时间，大多都配备了
辅导老师。我参加的是戏剧小
组，排练小品、小剧、朗诵等节
目。有时为校内外的观众演出，

还曾邀请儿艺、人艺的专业演员
来见面、座谈、辅导。我一生爱好
戏剧活动，跟夏令营的栽培不无
关系。

再次，同学们最感兴趣的是
一系列的军事游戏。操练、射击
等自不必说，夜里的跟踪追击和
去近郊（主要
是高校）的野
营是最受欢迎
的。一支支小
分队根据搜寻
到的军令指示，一边剖析密令内
容，一边循踪前行，一直搞到深
更半夜，仍兴致犹酣。至于野营，
从搭帐篷开始，到自己烧水做
饭、设计游戏内容，有时还要躲
避暴雨和台风，但无一人抱怨，
反而甘之如饴。

最后，人人都是夏令营的主
人，是我至今留下的最深印记。
夏令营里有老师，但不多。绝大
多数的事情都是同学们自己处
理解决的。少先队组织和班级的
干部，共青团派来的辅导员固然

起了重要作用，但广大队员和同
学团结合作，和谐相处是更不
可缺少的基础。这样的夏令营锻
炼了每一个成员的独立生活和
工作的能力，也加强了班级以及
团体的向心力和活动能力。这些，
当时未必大家都认识到，但今

天想来，还是
觉得很亲切，
大有获益良多
之感。

几十年过
去了，夏令营的内容，随着教育
事业的发展和时代、社会的变
化，已经比我们当时不知丰富了
多少，但我总觉得，有些活动已
经变了味道，跟我们当时大相径
庭了。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增
加了复习补课的内容，有的干
脆办成了补习班，高收费不说，
使学生在暑期不仅不能减负反
而增加了负担。二是夏令营成
了单纯的旅游团，足迹不仅遍
布于国内，还动辄出国，耗资
上万也毫不在乎。旅游当然不是

坏事，但不顾年龄、不考虑家长
的负担，甚至在吃喝玩乐方面
攀比，所起作用是正面还是负面
的呢？

我了解的情况不多，其中也
有好的，值得肯定的。譬如黄玉
峰老师坚持多年的“唐诗”旅游，
沿着唐代诗人的足迹，边游边访
边诵边思，既是一种知识和眼界
的扩展，更是一种美的享受，可
称乐其中。还有不少学校组织“红
色”旅游，去革命驻地探寻、采访，
去革命先烈先贤纪念地瞻仰，都
是很好的活动。其实，也不一定都
要外出，找一间安静的教室，耐心
地读读书刊，观赏一些电影、电
视，引导学生静下心来，吸收些精
神养料，也是很有意义的。

总之，夏令营要根据我们的
教育目标来办，使孩子们的暑期

过得愉快而有
意义。
思维穿过三

十年的时光隧

道!明请看本栏"

乡 恋
张勤龙

! ! ! !每当星星，头顶闪亮，
我就出发，漫步家乡。绿色
田野，蒙胧化装。柏油马
路，铺满月光；微风轻吹，
把树摇晃；小河静流，随心

荡漾。走走停停，登高远望。只看见———天上星星数不
清，万家灯火相呼应。大治河水浪打浪，河里轮船比肩
行。家乡啊，我愿伴你到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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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老底子格暑假

责编!殷健灵

慢车去庐山
石 磊

! ! ! !之一，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坐深夜的慢车，晃去
庐山。

绿皮软卧火车，久久久违了，那一晚，听同行的海
上名医潘先生，讲了半夜吞梅嚼雪不食人间烟火的书
法，隔壁铺上的异乡人声势磅礴的国际电话会议，以及
不绝如缕的鼎沸鼾声。热腾腾的红尘，野蛮，强韧，生气
勃勃，辗转反侧。

%&'()*+，这便是，
你们常常说的，在路
上，在路上，以及，诗
与远方。
之二，清晨抵南昌，溽热蒸腾，不可言说。瓦罐汤，

米粉，一点点尖一点点脆的辣，挥汗轻易如雨，黑黢黢
的馆子，湿腻腻的桌椅，一切是如此的南昌之昌。
绳金塔，雄雄唐塔，走去看一眼。想想玄宗骑着照

夜白，杨贵妃乘着步辇，李白先生一挥而就的那三章清
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借问汉宫谁
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啧啧，那样的唐朝，想来只有做
梦才回得去了。

午后上庐山，车子一路盘上去，渐入开扬之境，清
凉顿生，云烟氤氲。
山，总是骨重神寒那一路的，方称心，巍峨耸立，江

山不语，尽显山之凝重。可惜，南方就不太有，黄山算得
秀逸俊拔，庐山则是清灵婉转，两山离骨重神寒，均十
万八千里。南方山色大多笔致清淡，巍峨有限，不过
淡笔之中，还是有醉人绝笔，即是那一笔云蒸霞蔚，
片刻之间，烟岚乍涌，铺天盖地，确实叫人目夺神
移，或清真可爱，或香弱脆溜，一一都是可遇不可求之
上乘美色。流连庐山一个礼拜，低头抬头回头侧头，常
常是不期而遇的半山烟霞，半湖云岚，让人立定了脚
步，长嘘短叹。
之三，宿于如琴湖侧，晨昏无事，一个人，寂寂散尽

千万步。
水景里，偏爱河，最最佳美，乃娇羞之河，而最美的

一条，无疑，是奥菲莉亚随波而逝的那一条。忙于复仇
的王子哈姆雷特，无暇顾及美人心事，那是丹麦版的婉
转蛾眉马前死。%&'()*+，究竟是莎士比亚高明，还是白
居易高明？从前，我觉得莎士比亚够狠够浓郁够爽朗够
戛戛生新，而如今呢，觉得还是白居易鲜灵妩媚，甚至
媚中带老，好得难言。这种四两千金，莎士比亚哪里是
对手？
之四，庐山是一座人文意思格外丰富的美山。做湖

山一日主人，历唐宋百年过客。于是到庐山，全国人民
未必会去攀五老峰，却一定会去看宋美龄的美庐，以及
庐山会议的会址。
这趟一同游山的，是潘先生少年时期，就读于上海

南模中学的老同学们，七十年前初中时候的校友室友，
如今携手步入蹒跚暮年。他们曾经应该是国之重器，是

镇国之宝，而一生历经沉浮。我立在旁边
呆看，杜拉斯的名句浮上心头，杜氏于名
作《情人》的开篇第一句，写，我来，特为
来告诉你，我爱你年轻时的美，我更爱你
如今饱经摧残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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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几日，暑气升腾，到
底是夏天了。
人到夏日，不免食欲

受到影响。这时候，各式的
小吃食便要变着花样，给
夏日的饮食增添味道了。

咸鸭蛋自不必说，端
午一过，已是家家户户必
备。就白粥吃，有时候吃米
饭也就，吃的是一
口咸重的味道。

这时节，早先
备下的皮蛋，也到
了开坛食用的时候
了。为夏日提供一
道独特的风味。
放在老屋厢房

墙角的一个粗土坛
子，用夹揉了细碎
稻草的泥，封了坛
口，已经静静地等
待了一个多月了。
封坛的泥，在一个多月的
阴干后，干脆了，只消轻轻
一击，就裂开、脱落了。
开坛之际，考验嗅觉，

黑洞洞的封存时日的坛
子，一旦打开，是有气味冲
出的，有经验的，光凭着气
味，就可以下结论：“今年
的皮蛋不错。”
手伸进去，摸出皮蛋

来，一个个此前被包裹着
湿泥的鸭蛋，此刻外边的
附着物干燥硬实，湿泥中
混杂着的砻糠，也干得立
起来、向外刺出。

迫不及待，想要尝一
下新做的皮蛋，攥了两枚，
奔向河边。
到了石阶上，蹲下来，

新开坛的皮蛋，遇水之后，
附着的泥壳开始软化，只
消用手轻轻搓揉，就可以
成块成块地落下。

洗去外壳的皮蛋，蛋
壳是灰白色的，带
着一点点或淡或浓
的斑点。

洗净之后，便
要剥壳食用。不论
是咸鸭蛋还是皮蛋
乃至于一般的白煮
蛋，剥壳的时候，记
得先敲击稍圆并且
膨大的一头。

在桌角上一
磕，啪，这一头蛋壳
下的空洞，就显露

出来了，然后再慢慢地顺
着剥下去。

其实啊，剥蛋壳的时
候，你对这一批的皮蛋是否
成功，就大概真正有数了。

蛋白黏连蛋壳的，怕
多不会太好，或是用料不
足，或是时间太短。剥出来
的皮蛋，也不好看。
需是蛋壳完整清爽地

剥下的皮蛋，才是用料恰
当、用时恰好的杰作。剥出
来的皮蛋，表面光洁、完
整，不至于坑坑洼洼，没了
样子。

新剥的皮蛋，真是漂
亮。有蛋白亮酱色的，像是
琥珀一般晶莹。有时里面
还会有鹅毛般或是雪花般
的花纹析出，让人惊叹时
间的造化。蛋黄则在时间
的催酵下，变得浓黄、丰
润。因为长期静置的缘故，
蛋黄是必然在一头或者一
侧的，不会居其中间。

也有人说，这样的色
泽，是皮蛋并未到时候的表
现。确实，这样色彩的皮蛋，
在口感上，有一点偏生的感
觉，如果你用筷子夹开蛋
黄，里面大约会是金黄色、
偏流质的状态。

还有则是通体
灰黑色的。蛋白是
暗红淡黑色，会有
渐变，同样会有花
纹，如绣嵌其中。蛋黄，是浓
黑的球形，上品的皮蛋，球
体颜色均匀，而不够成熟
或是原料有所缺陷的皮蛋
的蛋黄，则会有黄斑或者
黄色的硬块，影响口感。
同样用筷子夹开或是

用刀切开，你会更加看得
明白。
蛋白是渐变的暗红淡

黑，蛋黄的外围是浓黑的
外皮，里面则是从黑软的
固体到浓黑的、粘稠的流
质的变化，最中间则或有
黑绿色的浓稠流质。
说是流质，其实是不

会再流淌了，因为相当之
浓密粘稠。
除了用鸭蛋制作皮蛋

外，还有用鹌鹑蛋的，同样
会有亮酱色的和暗黑色
的，就是个头小一点而已。
吃皮蛋，简单的便是

直接放在碗里，淋一些鲜
酱油进去。

蛋白不吸收酱油，所
以吃到嘴里，先是尝到酱

油的鲜咸，然后咬到蛋白，
有点弹性，但终究是抵不
过牙齿的锋利，变成爽弹
的碎末。
蛋黄则吸味道，因为

是浓稠的流质，所以会粘
黏在筷子头，蘸一点酱油。

蛋黄细润粘稠，加
上酱油的味道，自
是佐粥下酒的好
东西。
工序复杂一点

的，则是切碎了再淋酱油，
再加一点切得细碎的鲜辣
椒，鲜椒皮蛋，一道名菜。

做鲜椒皮蛋，鹌鹑蛋
皮蛋就占优势了，不需切
碎，就是囫囵的一个个。蘸
了酱油，送到嘴里，先嗦酱
油的味道，然后一口咬下
去，蛋白的爽弹和蛋黄的浓
稠，杂糅在一起，奇妙无比。
皮蛋还能做什么？切得

细碎和肉末一起在白粥中
滚煮，便是皮蛋瘦肉粥；皮
蛋切碎和豆腐同食，便是皮
蛋豆腐；换了黄瓜也可以，
一起凉调，凉菜一道……
需要说的是，皮蛋也

叫变蛋、松花蛋，所以虎皮
尖椒松花蛋、苦瓜炒变蛋
等等，都是它的杰作。
得回过来说说皮蛋怎

么制作的。
不知道是否记忆错

误，一直记得，一般农家自
己不会去买原料来完整制
作皮蛋。而是备好了鸭蛋，
等人来“炝皮蛋”。

这大概是因为需要的
料品种多，需要的准备工
作比较复杂，自家一户准
备起来麻烦而且不经济。
“炝”一般是指食材，

用沸水焯烫或用油滑透，
趁热加入各种调味品，调
制成菜的一种烹调方法。
用在皮蛋上，说不恰当其
实恰当。

备着鸭蛋，等得“炝皮
蛋”的匠人，骑着他的重型
自行车来。一般是一边挂着
桶，另一边带着蛇皮袋子。
早先是木桶，大约嫌

笨重并且难以密封，后来
改成塑料桶，清洗干净的
乳胶漆桶较为常见。

里面是调配好的料，
大约有石灰、水泥、泥浆
等等。
“炝皮蛋”的时候，一

边是这个料桶，另一边打
开蛇皮袋子，露出里面的
砻糠来。
一个漏勺，鸭蛋一边

放进料里浸蘸，一边很快
就捞出来了，放到砻糠里
滚一下，让湿泥料黏着足
够的砻糠。

主人家也得搭把手，
上面工序结束，得帮衬着
一枚一枚将鸭蛋码到坛子
里去。荫凉通风处放置，剩
下的就交给时间。
“炝皮蛋”贵么？大约

一毛几分钱一个。农妇们
还会在“炝完”之后趁机压
价：一共不是 ,-.个么，那

多的 .个，你别收我钱了，
我给你 ,--个的钱。
也不算商量，就这么

定了。“炝皮蛋”的匠人除
了尝试一下多要点以外，
一般也不强求，毕竟这是
一门要做口碑、口口相传
的生意，拿下一家的生意，
可能就意味着一个村子的
单子，可不得小心“伺候
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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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里约热内卢固属风情万种，巴西利亚
虽为“现代文物”，但对旅行者而言，城市的
吸引力常不及原野，人们要亲近大自然，热
带雨林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原生态的环
境，便是大自然的代表。世界上热带雨林不
少，但南美洲亚马逊的热带雨林似乎更具吸
引力，一是它大、二是人们对它知之较少。

去亚马逊的热带雨林多需先到玛瑙
斯。玛瑙斯在巴西西北部、由圣保罗或里约
热内卢乘飞机可达，航程约四小时许。玛瑙
斯市位于亚马逊河中段，在其支流内格罗
河左岸，为亚马逊河流域重要的河港。玛瑙
斯与玛瑙无关，却是橡胶树的原产地。
游览亚马逊热带雨林，自玛瑙斯乘船

沿内格罗河顺流而下，内格罗河水富含矿
物质及诸多腐烂之枯枝败叶，使河水呈黑

色。船行内格罗河上时，水之黑尚不明显，及行至与亚
马逊河汇合处，与白浪涛涛的亚马逊河水一比，则是十
分明显的了。奇妙的是两河之水一黑一白比肩而流，却
不相混，两水相邻之处黑白分明，如是者长达 /公里，
遂成“同流而不合污”之奇景。
船行两小时许已入亚马逊雨林腹地，先至一处水

上木屋，有商店、餐厅及码头设施，为进入雨林之集散
中心。我曾两次探访此处，相隔十年，并
无变化。商店所售多印地安人所制作之
工艺品，有木雕、羽毛饰品等。餐厅中供
应自助餐，多肉食，饮料中有一种名“瓜
拉拉”者，据称是以雨林中一种浆果为原
料制成，为巴西所特有，久饮有强身健体之功云云。不
过入口尚属甘爽，每人也就饮了一罐。
第一次游览时，由集散中心换乘摩托艇深入雨林

之中，只见无数大树生长水中，其粗大者需数人方能合
抱，由于树丛甚密，为竞争日光之照射，皆甚高大，以致
浓荫蔽日，树干上又多攀援之植物，以致有无路可走之
感，所幸操船者熟门熟路，左右穿插如鱼得水。林中植
物各异，但几乎皆不知名。按说林中动物亦极丰富，不
过我等船到之处皆已为人类之领地，大型动物皆已远
避，小如昆虫者、林中光线昏暗亦难发现。唯林中稍开
阔处有印地安人架于水上之小木屋，他们世代居此，渔猎
为生，据说他们不能进入城市，若去必染病，因无城市人
群之免疫力云云。船过处见一屋前有妇人在水边洗衣，并
见其身旁有洗衣机样物，不知为何不用？无电？还是为了
节电？不详。河道中有印地安人小孩全身赤裸在水中嬉
戏。亦有小孩赤裸祼地坐于木盆之中，浮于水上，手持蛇
或鳄鱼之类，欲求与游人合影以取小费。其年龄小者估
计只五六岁而已，游人见其幼小，多怜悯而施予零钱。
第二次造访时则由一当地导游领路。说到路，确是

林中本无路，“路是人走出来的”，估计还在森林的边
缘，又兼天气晴朗，林中“可见度”甚高，同行之中甚至
有人采集到一枚颇大的木灵芝。林中之树多粗大，根多
呈板状“竖”立土中，估计有利于抗风。林中亦多朽木败
枝，呈现出一种原生林的风貌。是日天气晴好，众人见
识了亚马逊的森林，但未能体会“雨林”之意。不过探访
了印地安人的家庭，还参与了“抓鳄鱼”等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