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故乡湖南永州的密林深处，

生长着一种珍稀的野生菌——天

鹅菌，又名丛树菇、茅草蕈等，因地

域差异而有不同称谓。它之所以

被视为“菌中王子”，不仅因其营养

价值，更因其生长条件严苛难以人

工培育，自古便被奉为山野珍馐。

北宋诗人黄庭坚笔下“惊雷菌

子出万钉”的意象，恰似春雨后破

土而出的天鹅菌。它们从湿润的

土地中探出头来，尽情地舒展着身

姿，形成一片蘑菇圈，宛如一朵朵

五彩缤纷的小伞，装点着森林的春

色。

天鹅菌喜欢阴凉、潮湿的环

境。它在松树下厚厚的落叶杂草

中，如精灵般藏在令人难以察觉的

角落里，数量不多，很稀有。它生

长两到三天，还没有完全舒张开的

时候，是最好吃的，十分鲜嫩。若

生长一周时间左右无人采摘，它就

会变老腐烂。

采摘天鹅菌不仅需要经验，还

需要一定的耐心、毅力，以及一份

不错的运气。雨过天晴，山上的天

鹅菌就一个个都冒出头来，我们三

个一群两个一伙相约去山上采

摘。到了山上，我们像一群撒欢的

小兔子，开始分散寻找天鹅菌。我

眼睛瞪得大大的，低头仔细地在草

丛里、树下找啊找。“嘿，这里有一

个！”我兴奋地叫起来，小心翼翼地

把一个漂亮的天鹅菌采下来放进

篮子里。刚刚冒出地面、五颜六色

的天鹅菌鲜嫰娇小，有红、绿、黄、

蓝、紫等多种颜色，其中绿色、红色

的既漂亮又好吃。

天鹅菌味道鲜美，具有独特的

香气和鲜嫩的口感。适合煲汤、焖

煮、炖肉或炖鸡等，无论哪种做法，

都能让人感受到这份来自大自然

的馈赠。

老家常见的做法是焖猪肉。

先把天鹅菌的根部摘掉，用清水慢

慢冲洗干净。接着将锅置于火上，

加水烧开。然后把清洗干净的天

鹅菌倒入开水中，略烫一下就捞

出，并再次用清水冲洗一次，备

用。这样既能保持天鹅菌鲜艳的

颜色，也能除去表面的杂质。

天鹅菌本身味道鲜美，烹饪时

不需要放太多的调料，以免掩盖食

材本身的味道。先在锅中放油烧

热，放入姜蒜爆香，而后把切好的

五花肉放进锅里，翻炒至出油。再

将天鹅菌和瘦肉倒进锅里一起翻

炒。翻炒时动作要轻，否则会把菌

伞破坏，加入适量的盐翻炒后，加

水大火焖煮。烧开后，继续焖煮至

汤的色泽变浓，天鹅菌的味道浓郁

扑鼻，撒上葱花即可出锅。天鹅菌

吸收了五花肉的油脂和香味，使得

整体口感更加鲜美。五花肉肥瘦

相间，经过煸炒后释放出油脂，与

天鹅菌的鲜美相结合，使整道菜品

的味道非常鲜美，具有浓郁的香气

和丰富的口感。令人欲罢不能。

天鹅菌端上餐桌，夹一朵放入

嘴里，顿觉味道鲜美，口感丰富，具

有独特的香气。菌肉的爽滑与脆

嫩交织，伴随着微微的鲜香，仿佛

每一口都在诉说着山林的故事。

五花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吸收

了天鹅菌的鲜香。天鹅菌则变得

软糯入味，饱含肉香，二者相互交

融，咸香浓郁。天鹅菌不仅是美味

的食材，更是乡愁的寄托。每次吃

到它，总能勾起许多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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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的地铁
刘庆方

水碧天蓝意气扬，长龙消隐铁龙装。

上天入地当空舞，唤雨呼风任我翔。

打破隔阂成一体，点通城脉畅八方。

一车激起千重浪，再立潮头启远航。

这是我十年前写的诗《地铁助龙华腾飞》，

概括了龙华地铁的特色和作用。

地铁的优势自不必多说。很多地方都盼

望把地铁修到家门口。龙华也不例外，龙华产

业发达，人口密集，区位优势明显，修地铁尤为

迫切。但直到2011年，龙华才有地铁。那一年

龙华一下开通了四号线、五号线两条地铁线。

五号线途经龙华两个站，四号线则纵贯龙华全

境，所以四号线也叫龙华线。当时整个深圳只

有五条地铁线，就有两条开往和途经龙华的地

铁线，加上广深港高铁深圳北站在同年开通，

与四、五号线换乘，让龙华一下子成为深圳大

型交通枢纽，龙华趁势后来居上，插上了腾飞

的翅膀。

记得四号线开通之初还是免费试乘的。

我随着拥挤的人流坐上了首趟龙华的地铁，算

是喝上了“头啖汤”。此前，我也坐过地铁，但坐

龙华的地铁，感觉还是不一样，龙华的地铁大

部分走高架桥，车厢更加敞亮，还可以欣赏沿

线熟悉的风景，一种踏实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我很早就关注龙华的地铁，因为地铁与我

息息相关。2005年我就在龙华地铁口旁的青

年城邦园买了一套小户型的房子。那时四号

线还在规划之中，只是听说会在小区门口建一

个地铁口，但不是板上钉钉的事，也许是开发

商一个促销的噱头。但凭着对龙华多年的了

解，觉得小区位于龙华核心地段，建一个地铁

口应该众望所归。于是便下决心买了房。

买房后，我几乎天天关注龙华地铁的建设

进程，从破土动工到雏形初现，再到轨通、电通，

直到地铁在四号线来回穿梭试运行，而且龙华

地铁站地铁口真就建在小区门口。看着地铁

从无到有来到家门口，梦想成真的感觉太棒。

现在在建的地铁25号线又在小区旁经过，

并新建了一个地铁口，与四号线龙华铁换乘，

建成后出行就更方便了。

我坐过深圳所有的地铁线，觉得龙华的地

铁最有特色、最有人气。其中四号线是深圳首

条引入港资经营的地铁线，硬件和软件都充满

港铁风。四号线南向终点直达福田口岸，与港

铁无缝衔接，是港人北上最便捷的通道，加上

龙华线直通深圳中心区，是上班族通勤的首

选。因此，龙华线一开通就爆满，至今仍是深

圳人气最旺的地铁。

龙华的地铁有两条线在空中飞舞，一条是

四号线民乐到清湖北段，一条是六号线龙华

段。六号线与四号线有两个站段还是并驾齐

驱，犹如双龙飞舞，十分壮观。龙华的地铁大

多在高架桥上飞舞，有人说不是地铁，而是轻

轨，其实无论在地下跑还是在地面跑，抑或在

空中飞舞，都是地铁，只是辅设方式不同。有

人觉得地铁走高架阻挡视线和景观，我倒觉得

在高架桥上飞舞的地铁，更加敞亮，乘坐体验

更佳，还可以欣赏沿途的风景，为枯燥的旅程

增添乐趣。每次坐龙华的地铁看龙华都有惊

喜发现。荒山变公园，旧屋变高楼。特别是地

铁沿线的深圳北、红山、上塘、龙胜段周边过去

还是一片荒芜，短短几年工夫就变成龙华最繁

华的区域之一。

随着城市建设越来越快，人口越来越密

集，现在龙华在建的22号线、25号线、27号线和

深大城际线，均是走地下隧道，两横两纵的走

向基本覆盖了龙华全境，龙华人出行更加无

忧，通向四面八方的地铁连成了网，出行有了

更多的选择方向。千军万马过梅林关的盛况

或许一去不复返。而先前开通的四号线和六

号线高架段可能是龙华唯一还保留的“空铁”，

兼备通勤和观光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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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 何必漂泊

管启富

住处旁边有一排早餐店，多是做肠粉、卖

包点。初时有家不起眼的路口店面，是夫妻

档。丈夫皮肤黝黑，中等身材，说着带川音的

普通话；妻子是短头发，容貌有些沧桑。他们

配合默契，丈夫在后头蒸煮，妻子则在店前做

生意。直到他自己不忙了，才又到前台去。

我去那里买过几次早餐。头一回到店里

买了两个糖包。老板热情招呼我。等我微信

扫码时，发现他的昵称甚是有趣，叫“何毕漂

泊”。猜想他大约姓何，叫毕，漂泊则是他对自

己远走异乡的感慨。小人物也蕴含着大才华。

这次过后我总去那里买早餐，有时买肉

包，有时买玉米、肠仔包和粉丝包。店里的品

种差不多吃了个遍。

附近居民喜欢网购，为了方便，送货地点

大多选他的店，这样很多小件快递到了他的店

面。粮油米茶，样样俱全，不一会儿就占满了

店门处。他估计也有些好处，只是张罗得勤

快，收拾得干净整齐。旁人要来拿货品，他甚

为耐心，对一下信息，就把东西送到对方手上。

去年下半年，店门贴着一张用毛笔写的几

行字：回家有急事，如有不便，请新老顾客见

谅。笔走龙蛇，倒透着一股遒劲。这种启事见

多了，以为只是他撤走的一种委婉方式，可能

意味着这店就将假手于人。

每次经过时，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张望何记

早餐店。心想何老板定是家里出了急事，才会

如此仓促回去。一天天过去，我慢慢不再盼望

了，兴许人家就是彻底回老家谋生了。店面紧

闭，再也不会有以前人满为患的情形，那种场

面颇有亲切的人间烟火气。

何记没开，我有些失落。旁边倒是新开了

一家早餐店，把许多顾客都抢了去。没办法，

东家不开西家开，顾客总得有个新去处，不然

早餐可就没了着落。

今年开春，过完年，当我从住处下来散步

时，居然发现何记又重新开了。老两口穿着工

作服，把店面里里外外洗了个干净。第二天就

又正常营业，生意又回到了从前，旁边新开的

早餐店生意顿时变得萧条。吃东西也一样，只

要好吃，人都念旧，好的自然会顾客盈门。第

一次是品味，两次三次则是认定这块招牌了。

老何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重新开张后，老何见人还是笑，只是笑容

里多了几许憔悴。中年男人的悲伤无处言说，

尤其在一线城市，每日一睁开眼，发觉身边无

人可依靠，全是依靠自己的人。母亲走了，父

亲也老了，孩子又未真正踏入社会，不拼搏如

何立足？照我看，老何早餐店虽红火，可起早

贪黑，挣的却是辛苦钱。

我说：“怎么回去那么久？”他低声道：“家

里老人走了。按照老家风俗，得在家里守孝。

一头是亲人，一头是生计。只能挑重要的来。

这不，刚料理完家里的琐事，就又奔出来了。”

“难怪好久不见。这里好多住户，还是习

惯去你店里买早餐。你不开门，我都张望了好

几回。”

“还是多谢你们帮衬。要是没有你们，小

店也开不下去。”

莫道何处可安家？此处心安即为家。我

又想起他的微信昵称，“何毕漂泊”。是啊，这

句话戳中了多少人的痛处？假如老家能够养

活一家老小，谁又愿意背井离乡，又何必漂泊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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