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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不尽的趣味
带“鼠”字的地名和美食

记者 蓝倞 庄啸

� � � � “鼠”在十二生肖中位列第一，2020 年农历庚子鼠年即将到来，鼠年说鼠，且随记
者一起，了解一下咱们丽水与“鼠”有关的那些故事吧。

带“鼠”字的地名
� � � � 带鼠字的地名在丽水并不常见，记
者从丽水地名办了解到，目前“中国·国
家地名信息库” 收录的地名中， 丽水带
“鼠”字的地名仅有 11 个。其中，莲都、缙
云各有 3 处，遂昌、龙泉、庆元、云和、青
田各 1 处。

细细查看丽水这些带“鼠” 字的地
名， 其由来多数是因为当地地势陡峭，

“只有老鼠才敢爬上去”而得名的。
在市区岩泉街道，有两个带“鼠”的

村子———上老鼠梯、下老鼠梯。根据地名
库里记录的信息，该地有处悬崖峭壁，非
常陡峭，当地人形容其“只有老鼠才可以
爬上去”，所以峭壁附近的两个村子才分
别得名“上老鼠梯”和“下老鼠梯”。

在缙云县东渡镇也有一个村子叫
“老鼠梯”，其得“鼠名”的原因与岩泉街

道的两个村子一样， 就是因为村子附近
的地势十分陡峭———该村位于一个陡立
的山坳内， 山坳两侧的层层梯田又短又
窄，要是站在山顶望下去，就像一条级级
相连、只有老鼠才敢攀爬的长梯。

在云和县赤石乡， 一条明清时筑成
的块石岭，因其陡峭狭窄，于是当地老百
姓都便把它称为了“老鼠梯”，而边上的
一个村子也因此得名。在缙云壶镇镇，有
一座山，因为其十分陡峭，而得名“老鼠
台尖”山。

有因地势陡峭，而得“鼠名”的，也有
因地形酷似老鼠而得名的。这不，莲都区
太平乡就有一座“老鼠山”，此山就是因
为山形如鼠而得名。

此外，龙泉龙渊街道的老鼠墩、遂昌
湖山乡的老鼠岗、庆元淤上乡的老鼠山、

青田方山乡的老鼠坪矿区，这些“鼠名”的由
来大多是与当地地形酷似老鼠有关。

在丽水的 11 个“鼠名”地中，有一个与
众不同的地方———缙云东方镇鼠狼坪。

“鼠狼坪”是一个村名，此名虽说是一
个已经弃用的历史地名， 但其来历却和前
面讲述的那些地名不一样。 根据资料，“鼠
狼坪”是清代就开始使用的地名，因为村边
上的一处山坪盛长俗称榛栗的小乔木，有
许多鼠类栖息其间， 于是当地人便管它叫
“鼠狼坪”。

地名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虽然地名信
息库中收录的“鼠名”只有 11 个，但不排除
有些自然村或自然景观有约定俗成的“鼠
名”。 至于这些没被收录到地名信息库中的
“鼠名”的由来，则和文中提及的几个原因差
不多。

与“鼠”有关的小吃

●
“老
鼠
脚
”

� � � �在景宁、庆元等地，一些高海拔的山上，孕育着一种特殊的食材———珊瑚菌。 这种菌子有一个别名———“老鼠
脚”。

“珊瑚菌”可谓菌中之王，由于它的形状像老鼠的脚，所以就得名“老鼠脚”了。
每年 7 月中旬至 8 月底，是“老鼠脚”采收的旺季。 因为用它做成的食物味道十分鲜美，因此每年的这个时候都

会有许多食客翻山越岭前去品尝。
据了解，“老鼠脚”素有“野生之花、菌中之王”的美誉，其含有 15 种氨基酸，其中有 6 种是人体所必需的。食之，

具有补钙、镇静、强劲壮骨、清肺等功效。
“老鼠脚”以鲜食为主。 先用旺火将其随水煮开，然后洗净，用清水浸泡 12 小时。 食用时可放少许辣椒清炒，也

可以做汤。
在景宁当地，炒制“老鼠脚”时会放少量辣椒，或胡萝卜等。 而炒的过程中不能加料酒，因为料酒会使“老鼠脚”

发酸。
经过简单翻炒，出锅的“老鼠脚”带有阵阵扑鼻的清香，入口清淬而不腻，余味爽口而悠长。

●
“油
老
鼠
”

� � � �“传统龙泉小吃，正宗龙泉味道。”在龙泉街头，人们经常会看到有人一边推着辆三轮车，一边吆喝。车上卖的正
是龙泉的传统小吃———“油老鼠”。 这道咬一口满口喷香的美食可谓承载了许多“80 后”“90 后”的儿时记忆。

“油老鼠”，单单从字面上理解，感觉有些“重口味”，但其实，“油老鼠”就是一种颇有特色的油炸食品，只是因其
形似老鼠，所以才得此名。

制作“油老鼠”的过程并不复杂，先将面粉搅成糊状，摊平，包入萝卜丝、肉末、葱等馅料，做成老鼠状的饼，然后
轻轻放入油锅里滚炸，炸至金黄色时即可出锅。

趁热咬下一口，香味扑鼻，松脆爽口，清淳甘辣，令人吃了还想吃。对于许多当地人来说，只要看到“油老鼠”，脑
海里就会不自觉地浮现自己儿时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边走边吃“油老鼠”的画面，那种幸福感是令人终生难忘的。

据了解，除了龙泉，缙云、云和、庆元等地也都有吃“油老鼠”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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