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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地

我是一个嘴馋的人。我
曾对友人开玩笑：“对身外之
物不要计较，自己多注意身内
之物为好。”我的解释：身外之
物指衣、住、行，身内之物指食
物，是直接与身体健康相关且
解馋的东西。当然我说的是
玩笑话。

离开家乡几十年了，双亲
已故，对家乡的思念却越来越
浓，特别怀念家乡的吃食。家
乡确实有几道特殊的风味，虽
然其实到处都有，可在我感觉
里却总还是比家乡味道差了
很多。

年少时，家境贫寒，温饱
将就，更不要提美食了，只有
逢年过节才能有几样好吃的
略微解馋。即便是年前买点
肉也只能买肥膘，炖肉时要把
肥油炼出来，用勺撇出封存
好，来年开春炒菜炝锅用。余
下的肉或炖或红烧，虽然嘴很
馋，但也吃不了两口，因为肉
实在太腻太肥；可要是加点豆
腐或豆泡就不一样了，能吃上
一大碗呢。

说到豆腐，那是我的最
爱，“豆腐处处有，唯有家乡
浓。”可能是吃习惯了的原因
吧，对家乡的豆腐始终有一种
特别的情感。

家乡小镇上有三家豆腐
坊，村西老韩家、村东老蒋家
和村南老谢家，豆腐味道各有
不同。小时候没有发现特别
之处，只觉得看起来都是白白
的，但长大后再吃就品出不一

样的味道了。听人一说才明
白，原来是点制方法不同，老
韩家用的是石膏，老蒋家用的
是盐卤，“盐卤点豆腐，一物降
一物。”

家乡人都知道，每天早晨
天刚亮，大街小巷就会传来当
当的木梆声和一会儿远一会
儿近的“豆腐、豆腐”的叫卖
声。说是这些叫卖声和木梆
声 唤 起 了 黎 明 也 一 点 不 为
过。小镇沸腾起来，大街上油
条豆浆、烧饼老豆腐、油饼豆
腐脑……全都活泛了起来。

豆腐坊是简单的门面房，
挂一块菱形招牌，上写着斗大
的“豆腐”二字。其他的买卖
门脸也同样挂着幌子，弹棉
花、缝衣社、铁匠铺、杂货铺、
小饭馆……不同的是，豆腐坊
的门脸就上午开门，因为店家
得凌晨两点开始磨浆，所以下
午泡上第二天的豆子后就关
门休息了……

家乡豆腐的制 作 过 程
是 ——先提前用家乡含矿物
质的水将豆子泡上，然后将泡
好的豆子用石磨磨成浆，边磨
边用溜子水点在磨盘顶的黄
豆上，黄豆随着磨盘漏入磨
孔，在上下两扇石磨的磨制下
变成乳白色的浆，浆流入一个
大的木桶，桶满后过滤掉豆腐
渣。其实豆腐渣可油炒食用，
也可用来喂牲畜，日后还能有
一笔不小的收入。

过完渣子后，把浆加温，
随后放入大桶点卤。无论石

膏还是盐卤，点卤都是绝对的
技术活，老了出量少，嫩了不
成团，好坏全看把式的手艺。
点卤后压制，便成了现成的
豆腐。豆腐的滑嫩清香，和
水有很大关系，有经验的人
知道，水资源最好的地方，往
往也出美味的豆腐。

我为什么这么熟悉豆腐
的生产过程呢？因为村东老
蒋就是我家邻居，儿时放学经
常光顾他家豆腐坊。如果帮
忙干活，老蒋都会奖励我一块
新鲜出产的豆腐。

如今，现代生产线已取代
了传统手工艺，豆腐的制作从
泡豆到打浆，全部采用机械流
水作业，一天的产量是传统工
艺的50倍，不仅形成了工艺化
的生产模式，也促进了产品的
深加工能力。

每次回老家，我还是会光
顾老蒋家的豆腐坊，虽然老蒋
不在了，但他儿子还在干，家
庭作坊变成了先进厂房，传
统石磨变成了电动磨榨，但
他家豆腐的口感和味道保持
不变。

母亲在的时候，我最喜欢
吃她亲手做的鲇鱼炖豆腐和
大肉炖豆泡。母亲“走了”之
后，我回家的次数少了，但每
次回老家或老家来人，我还
是能够吃上老家的豆腐——
虽然这么多年，我吃过很多
地方的豆腐，但唯有老家的豆
腐，才是深藏我心底的正宗味
道。

豆腐炖乡愁豆腐炖乡愁
□ 吴海涛

冰雪消融的春天，春风把
肥沃的大地吹得渐渐松软，泥
土散发出清新的芳香，小河边
的柳树萌出嫩嫩的绿芽……
这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的小
根蒜、曲麻菜、婆婆丁什么的
总是率先拱出地面，铺满在田
间地埂，像刚刚睡醒的孩子，
为人们传递着春天的信息。

小时候，每到春季，各家
各户都没有什么蔬菜可吃，留
到这时的白菜拾掇得只剩个
芯儿了，留作栽子的土豆也开
始发芽了，冬储的大萝卜也已
经变糠了，只能吃去年秋天晾
晒的干菜，诸如干豆角丝、干
土豆片、茄子干什么的，人们
常把这个青黄不接的时节叫
做“苦春头子”。于是，大地奉
献给我们的绿色美味——小
根蒜、曲麻菜、婆婆丁便走进

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小根蒜又名野蒜、大脑

瓜，属多年生百合科植物，其
气味接近葱。小根蒜的根和
叶皆可食用，根部如一个微缩
的独头蒜，生食、凉拌、腌菜、
炖吃均可。通常的吃法就是
小根蒜蘸酱，它还有健胃、去
痰等功效。

曲麻菜也叫苣荬菜，为多
年生草本植物。将曲麻菜摘
去老根，用井水清洗几遍，便
鲜鲜灵灵的，可做蘸酱菜，味
道微苦，但吃起来很爽口，有
解毒的作用。

婆婆丁学名蒲公英，属菊
科植物。婆婆丁可生吃、炒
食、熬汤、炝拌，也可以做馅。
入药的主要功能是清热解毒，
消肿利尿。

相对来讲，我更喜欢婆婆

丁，因为她开着鲜艳的花朵，
我常常采摘一些，攥在手里玩
耍。

很早以前的饥荒年景，青
黄不接，只有田间地埂的野菜
依旧茂盛地生长，仿佛是老天
爷特意赐予穷人的果腹之食。

我曾经问母亲，蒲公英为
什么又叫婆婆丁呢？母亲说
她听老辈人讲过，婆婆丁不是
很苦吗？就像老婆婆的嘴一
样，对儿媳妇总是挑东拣西
的，说一些难听是话。难听的
话虽苦，可却是好心，不管老
婆婆对儿媳妇骂得多难听，都
是为了儿媳妇好，就像这野菜
既能当菜又可以治病一样。

我不知道母亲说的是否
是“婆婆丁”这个名字的真实
来历，却觉得很有道理，因此
我至今不忘。

春季挖野菜春季挖野菜
□ 王爽

今晨 喜鹊飞临了小窗

驰载一语

缠绵的诗行

送我一份

久违的渴望

曾几何时

我还依偎在娘的怀里撒娇

听娘给我们讲

公主的美丽和善良

长大后

经常学娘 悄悄剪裁

落在窗台上的几多琼花

就怕这抹寒凉

落在爸爸单薄的肩膀

昨晚 依稀梦见娘

被一大束红红的康乃馨环绕

娘温暖的笑容啊

还是那么慈祥

今天

我有个小小愿望

就是 为娘再做一碟香

望着娘满足的模样

阳光和芬芳啊

就会暖暖地

溢满心房……

为娘再做一碟香
□ 叶淑华

我去一家面馆吃饭，点
了一个砂锅面，慢慢儿吃，吃
得锅里的汤都没剩。

我叫老板娘买单，她笑
盈盈地问吃得怎么样，我说
味道挺好的。我没有离开座
位，抽出餐巾纸擦汗。一名
捡桌子的女人走过来，五十
岁开外，怼了我一句，真能
吃。我想反驳，话到嘴边停
住了。

我小时听老人说，人与
人说话不能挑字眼儿，有些
人说话不加考虑，不经意地
溜出来，跟这样人咬字眼地
较真儿，打起口水仗实在不
值得。

我觉得人与人接触，尤
其是经常来往的朋友，谁都
会有把不住嘴边的话，稍不
留神溜出口，有朋友就往歧
意上理解，越想越偏离了说
话人的宗旨，越是压不住性
子，于是，朋友之间因一句话
不饶不过地撕破了脸。

但也有人不是这样，我
在一次婚礼宴上遇到过这样
两个人。一个人酒喝多了嘴
上没有了把门的，说另一个
人，你退休金开的比我多，有

啥可美的，工资开得多，不如
活得年头长。这句话不怎么
好听，可另一人却心平气和
地说，你说得有道理，生命长
与短人生无定律，现在人活
的是生活质量。这个人说的
话，避免了打嘴仗的事情发
生。

常言道，忍一下风平浪
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说的
是在某个事情上人不能求
根、不能不饶人。人在针尖
对麦芒的情形下，你不服他，
他也不饶你，水火不相融，争
来斗去，双方给彼此的关系
设立了一道墙。

无论现在还是过去，交
一个人难，得罪一个人很容
易。人活着，无论生活还是
事业，人与人打交道，相识是
缘，交往是心与心之间加深
情感的桥梁。

有些人在朋友说话的字
眼里挑毛病，疑心重重，总是
把对方的话曲解成攻击的子
弹。

生活中做人要随和，人
容人，和为贵，在融洽的人际
关系条件下，做人为事，做事
为人会更好。

和为贵
□ 刘金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