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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豆记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木
格花窗投下一地斑驳，书院内，学
子们正与夫子诵古论今，任凭窗
外花开花落，草长莺飞。书院萌
芽于唐，繁荣于宋，延续于元，全
面盛行于明清，历时一千余年。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成人
教育机构，书院集聚徒讲学、藏书
印书、学术研究等于一体，多由民
间集资创办，学生不受身份和地
域限制。文旅融合发展的当下，
古书院将承载更多功能，它不仅
仅是思想交流碰撞之地，更可以
成为美好生活的体验空间。

无锡市首届文化场馆月里，
东林书院推出了“书院生活体验
之旅”，15个名额很快就报满了。
15个孩子穿上汉服，在家长的陪
同下，由工作人员带领步入书
院。“跟以前自己瞎逛的感觉完全
不一样了。”这位母亲口中的“不
一样”，表现在她和孩子专注听讲
的眼神里。东林书院创建于北宋
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经过900
多年的岁月洗礼，顾宪成、高攀龙
等东林先贤讲学风、讲正气、为官
清廉、躬行实践、锐意图新的精神
依然在书院里回荡。

参观只是初级体验，来到小
辨斋，老师早已等候在此。一人
一桌，孩子们端正坐好，学习之
前，先学规矩，上课下课，作揖行
礼，都有讲究，马虎不得。拿起

《弟子规》，跟着老师大声诵读。
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流传千年
的做人处世道理，在一遍遍的诵
读中，一点一滴滋润着年幼的心

田。古人抄经是一种怎样的体
验？从握笔开始学起，沾墨提笔，
定神抄录，横竖撇捺间，行笔收笔
中，感悟字里行间的淡然心境，磨
炼心性、修养身心。

过去，东林书院是江南地区
的理学研究重镇和针砭时弊的舆
论中心，享有“天下言正学者首东
林”之美誉。现在，东林书院仍然
吸引着全国知名国学“大咖”做客

“东林国学讲堂”，传播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以古人智慧启迪今人人
生。“接下来，书院不但有学，还会有
赏、读、养、饮和食。”今年以来，东林
书院管理中心主任荣骏炎一直在忙

“东林书院文旅融合项目”，打造“书
院生活文旅体验中心”，增添文旅
休闲项目，让文物“活”起来。

随着文旅融合的加快，人们
对人文休闲游的需求也不断增
长，这给深具人文气质的文化场
馆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东林
书院可以体验什么样的生活？可
以学礼仪、诵读、陶艺、国乐、书
画、手作、非遗技艺；可以赏锡剧、
昆曲、古琴，听文物故事；可以参加
读书沙龙与志同道合者讨论古今
名篇；甚至可以交流太极拳、国术、
瑜伽等健身项目；还可以品茗喝咖
啡，聆听茶文化讲座、学习茶道；品
鉴锡城特色美食，带走书院文创。

让我们走进古书院，与过去
和现在的美好生活不期而遇。

（张月/文）

淮海风味宴，此菜一落桌便可让四时
佳肴盘列其后，看相虽无多嘉辞，然寒冬
食罢三九无可惧，这食不够的少年滋味，
名为盐豆炒鸡蛋。

旧年冬寒快而早，入冬不久北风即穿
梭淮海，这也在催迫乡民们开灶烧作盐豆。

制作盐豆，首要准备的是柴火。朝阳
微暖，黝黑健硕的汉子们备上铁锨大斧、
钢镢长锯，驱车在田外湖野，朝一棵一人
抱的早已魂归乡土的老大枯柳迎风而去，
制作盐豆前最耗力的活计都要交给他
们。铁锨四围开挖，待额头汗绽，大根疙
瘩断尽根须暴露无遗，汉子们又抡起钢镢
开始劈砍，为不致疲累而轮番上阵，活将
尽，汉子们席地漫些痛快话，穿林长笑之
声，可使寒风绕路。面对等均份额，大家
必是一番称兄道弟互相谦让，归家后即商
量着今年制作盐豆如何胜过他人。

择一烂漫日子，哗哗响亮的豆子声比
邻起伏，开启了冬季年货第一战。盐豆盐
豆，豆质绝佳才能拔得好名。筛净夏秋曝
晒的大黄豆，那匀整饱满的金黄颗粒被簸
箕扬得声韵铿锵，阳光里上下翻飞跳动，
竟要与隔壁簸箕里的同类一决雌雄，这簸
箕里的激越，成了最富生机的乡村大乐。

大铁锅直径四尺许，一锅热水可供四
口人家饮用三日，淘滤得清澈的山下甜美井
水漫覆黄豆后，媳妇们就将轻巧的留缝泡桐
锅盖盖上，然后围起用稻草缠扎可防热气逃
散的圆圈锅围。干燥的麦秸细秆、稻草软纤
为引火上品，因不能持久，豆萁便迅疾助阵，
继而柳枝杨条齐齐加威，而后那蓄势待发被
劈成长块的根疙瘩开始勠力鏖战。

此刻，烟囱袅袅，村庄儿女各当家，而
那纵横田野沟林的孩童们即刻就辨出自

家方位，你追我赶，声啸长风，齐齐畅想着
自家盐豆将来如何名动四邻三庄。

熬透的大豆入口可化，舀出做菜，美
味皆依各家本领，然若做成盐豆，却必经
时间的藏捂。当岁稻草或麦秆乃是最佳
藏身之所，即便寒冬腊月雨雪霏霏，各家
锅屋柴堆里的冬眠宝贝却睡得分外安详，
只等时间成就风味长名。

很快四五日过去，布袋内的希冀迫不
及待要见光了。一大盆用花椒和盐拌匀
的鲜香辣椒汁，一大盆从地窖挖出的鲜红
萝卜片，经历一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
动，即将成就餐桌上那迷人的香辣和柔
脆。此刻，刚出鏊的煎饼内已捋好一根大
葱，两勺鲜盐豆沾匀饼内，一气三卷，北风
虽雄，却汗出额发，盐豆滋味，受享烟火，
痛快甚矣。

须晴日，那平房屋顶，院落高台，十米
外也能鲜香四溢，如同苔干，非晒干而不
能称作贡菜，盐豆也要晒干方能再出绝倒
滋味。阳光下水分尽出，岁月的沉淀，再
依厨师们亮出各式绝活，这香辣的盐豆也
就有了特立独行的味质。

童年菜品鲜稀，放学归来就拿出煎
饼，盐豆味之，随饿随食，撑起了农家饮食
大半个天下。这用盐豆炒就的鸡蛋，无论
何种面饼，卷之而食，无论何种宴席，皆能
借其特质美味倾倒众客，食之不忘。

如今，盐豆炒鸡蛋已成为徐邳大地坐
标式美味佳品，曾有老者拄拐慨叹道：“淮海
有数千万民众，一味盐豆，足可怀抱万里，情
系千秋。”此言一出，有心之士不无击节。而
他乡异客，寒冬炉火旁若能一卷食之，那香
浓滋味动人满室，淮海虽有千百味，能让味
蕾畅怀的，还是那乡梓盐豆旧年情呵！

古书院里遇见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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