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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豆腐啊——”这叫卖声，通
透、嘹亮而又悠长，亲切、熟悉而又
陌生，与傍晚袅袅的炊烟交织在一
起，在村庄上空久久萦绕、回荡。

八十有三的母亲听到吆喝声，
忙不迭地说：“碰巧，邻村卖豆腐的
来了，我买二斤正好你带回城里。”
说着，已循声走出家门。出于对豆
腐的偏爱和深厚感情，我没有推
辞，随母亲走到街口。

上世纪70年代，我们家也做过
这生意，都是由父亲挑着豆腐到街
上叫卖。叫卖声除了“热豆腐啊”，
还有“拿豆子换豆腐啊”和“焦干的
热豆腐啊”。吆喝需放开嗓子，运
足气息，找到节奏，除“腐”和语气
助词“啊”之间不停顿外，其他每个
字之间都拖着长腔，尤其是“啊”拖
音最长，有点京剧吊嗓子的韵味。

“拿豆子换豆腐”，沿袭了古代
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这倒
不是人们不愿用货币买卖，而是计
划经济时期生产队干一天的工值
一毛多钱，家家经济拮据缺“票
子”。黄豆是生产队分给的，一斤
黄豆可换一斤八两或二斤豆腐。

“焦干的热豆腐”则是为显示
豆腐水分少、货真价实。豆腐是水
做的，咋会“焦干”？老舍说，最精
彩的语言来自大众。这里用了形
容、夸张修辞，可谓形象、生动、贴
切。

愣神之间，母亲已称好豆腐。
我打开手机要微信支付，母亲却掏
出省吃俭用的零花钱，说啥都不让
我付。为了给母亲一次“疼”儿的
机会，最后我乖乖顺从。

豆腐拿回家，醇厚的香气溢
满屋子，直沁心脾。而我尘封已
久的思绪，也随着豆腐清香悠然
飘荡……

做豆腐工序复杂，费时费力。
当年，奶奶要提前一天选好十三四

斤豆子用水浸泡上。第二天凌晨
鸡叫头遍，奶奶和父母就得起床，
用将近两个小时工夫推磨盘磨豆
浆。磨好的豆浆放在大铁锅里烧
开后，过滤掉豆渣，点卤凝结成豆
腐脑，再用扁筐、笼布将浆水挤压
掉，生成豆腐。待父亲挑到街上叫
卖时，天刚蒙蒙亮。这生意，必须
起五更睡半夜，烟熏火燎，出力流
汗，抛开技艺不说，不是勤勉的人
家，是真做不了的。

我们老家做的都是卤水豆腐，
有老、嫩之分，多点卤水就老些，含
浆水少，实惠；少点卤水就嫩些，含
浆水多，鲜嫩，口感好。我家做豆
腐宁老勿嫩，且挤压时间长、强度
大、结实，可用马尾提起或用秤钩
钩起。物资匮乏的年代，在实惠和
口味之间，乡邻还是愿意选择前
者。故而，我家的豆腐挑出家门，
从村东走不到村西就卖完了，还不
耽误父亲一早到生产队挣工分。

起早贪黑做豆腐，并非图啥大
利，主要是为赚个下脚料——豆腐
渣。豆腐渣可以放点油配萝卜丝
炒炒食用，也可以用来喂猪。当
时，一两年养一头猪能卖百十多元
钱，是农户惟一的花销来源。

卖盐的老婆喝淡汤。家里做
豆腐，自己是舍不得吃的，每当奶
奶见我们兄妹吃豆腐渣眉头皱起
时，就有意用一则民间故事来驱散
我们的“馋虫”：从前有个恶婆婆虐
待儿媳妇，整天自己吃豆腐，让儿
媳妇吃豆腐渣。一年后，婆婆骨瘦
如柴，浑身是病；儿媳妇却面色红
润，身体越来越好。孩子不禁哄，
听了，心里稍微释然。

现在看来，奶奶糊弄我们的这
些话，竟也不无道理。据科学分
析，豆腐渣除具有豆腐的营养成分
外，还富含纤维素，具有降脂、降糖
等作用，否则，如今也不会堂而皇

之登上高档饭店的餐桌。
当时，农村一年到头几乎吃不

上肉，隔三岔五端大半碗黄豆换斤
豆腐，就算改善生活了。辣椒与豆
腐是绝配，将青椒剁碎或将干红辣
椒捣成面，用酱油调和后配着豆腐
吃最对味。但各家没有这样吃的，
嫌太浪费，都要放上许多辣椒和盐
再炒一炒，作为“大菜”就饭吃。

在乡下，有“二十五，做豆腐”
的歌谣。无豆腐，不成年。若谁家
没豆子做豆腐，年都没法过。豆腐
是过年的主打菜品，除了白菜炖豆
腐外，家境好点的，可以炸豆腐干，
也可做成纯豆腐丸子。豆腐与肉
掺和做丸子是不能奢望的，记忆最
深的是骨头丸子。将猪或牛骨头
放在平面石头上，用锤子慢慢砸得
稀碎，与豆腐混合做成丸子，吃到
嘴还硌牙，但多少增添了点荤腥
气。

过年得吃饺子，那时肉稀罕，
豆腐的主要用途是用来做豆腐白
菜粉条馅的素水饺。即使有肉，初
一也是不吃荤饺子的，母亲至今沿
袭着这一习俗。这倒与缺不缺肉
无关，吃素水饺主要是期盼新一年
日子过得平平安安。

“天不早了，快回家吧，别磨蹭
了。”母亲的催促，让我从有关豆腐
的五味杂陈中回过神来。回城的
路上，有关豆腐的思绪依然随着车
辆的颠簸飘来荡去。豆腐昔日只
是为解馋和佐餐下饭，是贫苦和辛
劳的象征，人们从未考虑过其有无
营养。其实，豆腐富含人体必需的
多种微量元素和优质蛋白，近年来
得到多维度开发，满足了人们的味
蕾和营养需求。豆腐的谐音还象
征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
求——“都富”“都福”，但愿我们的
小家、大家、国家年年“都富”、岁岁

“都福”。

想起当年豆腐香想起当年豆腐香
□ 崔广勋

曾经，不能再低的平房连成片，

氤氲袅袅的炊烟

如今，耸立出一座座高楼

与天空对话，深邃中

有白云在眼里憧憬

小区里有果树，

桃子、李子、杏在枝头闪烁

一树树红樱桃

孩子垂涎欲滴

绿荫下，休闲的长廊

回响着幸福的笑声

微风醉了，琴音在光影里荡漾

老人一言一行把开心提速

棋盘和牌桌上，就有了恋恋不舍

咀嚼生活，忘了远走的光阴

最喜欢滑板车，在孩子的嬉戏里

穿梭成长，也穿梭母亲的视线

这种爱，烂漫了时光

和谐的人，融入景色也抒发情愫

选择风和日丽，尽情酝酿

那一身身时装，来展示自己的年龄

给底色，添加姹紫嫣红

风一吹，划过春夏秋的眼

家园亮了

小区即景
□ 贾林森

盛夏的滋味，是从一碗绿
豆冰开始的。晶莹剔透的绿，
配上冒着一丝丝白气的冰，让
凉爽渐渐浸透每个毛孔。

小时候，每到炎热难耐的
夏天，母亲都会熬绿豆水。要
提前先把绿豆浸泡一夜，放入
锅中由大火烧开，再转小火慢
慢熬。这时，母亲总会守着炉
子。我看她头上的汗珠不停地
冒出来，就问为什么不能焖在
那里，等时间到了再打开。

母亲说，熬绿豆的过程要
全程开着盖子，焖煮的话，绿豆
容易变色，熬出的汤就没那么
透亮，口感也不够好。在煮的
过程中，还要撇去不断浮上来
的绿豆皮，只剩下细软的绿豆
沙，才能清香可口。

那时候，家里没有冰箱，等
煮好的绿豆水慢慢变凉，母亲
就会灌进罐头瓶里，密封好再

放入水桶中，浸入屋后的水井
里，等到我们玩累了回来喝。

每次母亲煮绿豆水，我都
不想出去玩儿，就蹲在门口拿
一本小人书，读着书中的故事，
悄悄看着太阳从枝头一点点偏
西，暗暗算着时间，就只想早一
点尝到绿豆冰的味道。

终于等到冰凉，母亲拿出
罐头瓶，把绿豆泥带水倒入我
的小碗中，给我放几块红枣碎、
几颗葡萄干，就成了一碗清香
扑鼻的绿豆冰。

经过井水浸泡的绿豆冰，

吃到嘴里特别凉爽，让绿豆的
香气更加浓郁，配上红枣的甜、
葡萄干的微酸，更是有一种无
可比拟的美味。一口入肚，那
凉意瞬间让五脏六腑都感觉到
清爽宜人。不知不觉间，一碗
绿豆冰就见了底，我舔舔嘴角，
真想再来一碗。

时光悠悠，我在绿豆冰的
陪伴中渐渐长大了，离开家乡，
去别的城市工作。每到盛夏，
我都会买回很多的绿豆，给自
己煮一碗碗绿豆水，放进冰箱，
等待着那清凉的时刻。只是，

没有母亲在身边的日子，总觉
得再香的绿豆冰，都喝不出绵
密的细腻。

后来，我也做了母亲，家里
买了各种各样的雪糕模具。每
到夏天，孩子最喜欢做各种口
味的冰棒，葡萄味、西瓜味、火
龙果味，甚至巧克力味。而我
还是会在炉子旁慢慢煮上一锅
绿豆水，撇去绿豆皮和浮沫，看
着绿豆的细沙慢慢熬成。我把
凉下来的绿豆水倒进模具，学
着母亲当年的样子，捏几粒红
枣碎，放几颗葡萄干，做成真正

的绿豆冰。
等一根根冰棒从模具里脱

出来时，孩子也被那种沁人心
脾的绿吸引了，抓起一根塞进
嘴里。“嗯，好吃，想不到那么普
通的绿豆，做出来的棒冰这么
好吃啊！”

有人说：“食物和记忆是最
密不可分的。”想想也是，这一
碗绿豆冰，即使变化了模样，还
是记忆里那带着母亲笑容的滋
味啊。

人间滋味，不过一碗绿豆
冰，丝丝入口丝丝凉。

清凉绿豆冰
□ 周晓凡

遗失声明
江利山（17－5－610）将吉

林省延房置业集团有限公司鑫
元分公司开据的房款收据遗
失，金额：128 元，收据编号：
0018789，收款日期：2013年9月
6 日；金额：178453 元，收据编
号：000466，收款日期：2010年4
月28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柴海艳将机动车登记证遗

失，登记证号：吉A9A968；机动
车序号：22010009023086；车辆
型号：BJ4253SMFJB-S4；合格
证编号：WA6112500289166；中
文品牌：福田牌，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