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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那天好友李姐在微信中
晒出了她亲自包裹的一碟菜
肉馄饨，并自奉为“李氏馄
饨”，我见后，立即连送三个
“赞”。确实，绝无恭维之意，李
姐的馄饨一直出现在我家餐
桌上，她的手工菜肉馄饨让我
们吃不厌，也是被我们亲朋好
友公认的美味餐点。

菜肉大馄饨，老早就是上
海人家作为改善家庭烹调餐
食或口味，或招待亲友的一道
既可作为主食又可作为点心
的家常餐点。以前邻里之间，
哪家包了馄饨定是要端送一
碗给隔壁邻居家品尝，我家要
是吃了邻居端来的馄饨，母亲
也一定记着自家包了馄饨也
要送一碗给邻居作为答谢，一
碗普通的家常馄饨成了维系
邻里之间情感的信物，这风尚
现早已荡然无存。我成家独立
门户，每隔段时日，也会包上
一餐馄饨过过口瘾，我是喜吃
面食一族，馄饨是我百吃不厌
的传统面点。儿子小时候，老
不爱吃素菜，吃点粗纤维，就

说卡喉咙，后得了疳结，于是我经常包馄饨，
让儿子能多多吃下馄饨里的菜馅，儿子的疳
结也渐渐好转。
近几年，我却越来越懒散，正儿八经包馄

饨的事儿渐已淡忘，包馄饨要剁菜拌馅，太麻
烦，想吃时，就到外面小吃店，家附近的“王中
王”，买碗菜肉馄饨尝味，但吃来吃去，口味哪
能和家中包裹的馄饨相比呢。好友李姐知晓
我爱吃馄饨又怕麻烦，就经常把她的馄饨作
品送到府上，让我好感激。因现成馄饨不好
拿，她总先到市场上买好新鲜腿肉，加工成肉
糜，然后剁菜拌馅，和买好的皮子，逐一装好
袋，连小葱也不忘一起带上。到我家后，我便
同她做起以前常做的事———包馄饨。李姐包
的馄饨又快又好看，一个个像花式金元宝，挺
着圆滚滚将军肚，看着都嘴馋。待馄饨一下
锅，沸水里滚几下，一个个突起的将军肚儿，
馅里的嫩青从半透明的皮子里呈现出来，就
像翡翠一样晶莹剔透，咬上一口，皮子富有
嚼劲，馅儿香喷喷，美滋滋，菜鲜，肉嫩，汤
浓，凡吃过李姐的馄饨都会赞不绝口，纷纷
讨教她的馄饨技巧。她总是爽爽地说，她的
馅无非也就是青菜或荠菜，肥精相夹的新鲜
热气猪肉，加些香菇或香干，馅里加盐，糖，
两个鸡蛋，六月鲜，外加些白胡椒粉，拌馅时
淋上些香油，虽然她的馄饨和其他大众馄饨
并无迥异，但李姐的菜馅剁得特精细，可见
她用很多真功夫，大家都夸她的馄饨异样鲜
美，那是李姐真正投入了她的热情真诚，全
心全意地亲力亲为。我儿子还特别喜欢吃李
姐的油煎馄饨，这也是上海传统馄饨的又一
吃法，把下好的馄饨冷却后，放油小煎，入口
皮黄香脆，馄饨更美味且耐饥。
有句俗语：“迎客的馄饨，送客的面。”每

次我家亲友来做客，必有李姐奉上拿手的“李
氏馄饨”作为餐桌上一道可口美点。每次李
姐先带上剁好拌好的馅和皮子到我家，而我
非常享受和李姐一起包馄饨的时光，我们一
边包着聊着，看着手中变戏法似地变成一个
个鼓鼓的小元宝，好欣喜，当亲朋好友尝上一
口馄饨，皮薄馅足，实实墩墩，满口鲜香，齐口
对李姐的手工馄饨大加赞赏时，而我对李姐
始终热衷于手工馄饨不离不弃的勤勉精神大
加赞赏，更对她的乐于助人，愿让大家分享她
的精巧手艺赞赏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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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原大地，物产丰富，第一站到郑州，
喝胡辣汤。这种糊状似汤、麻辣相间、内容
丰富的食物让我一见如故，再见倾心。我的
家乡，里下河大平原办红事必有八大碗，其
中就有一碗糊拉，与郑州胡辣汤极其相似，
此番遭遇，恰似故交重逢，顿生亲切。
清晨郑州街头，路边小店，男女老少每

人一碗胡辣汤，配一盘油条，开宝马的和骑
自行车的一个样。鲜汤加清水和生姜、茴香
等调料煮沸，炒制好的牛肉丁或者羊肉丁、
面筋、豆腐皮、粉带、黄花菜之类的辅料推
进锅内，用武火熬制，再加入洗面筋水勾
芡，加胡椒粉、五香粉拌匀，吃时加醋、香
油，撒香菜，调辣椒油。此地水土碱性大，人
们口味偏酸，嗜辣，辣中有麻。喝第一口有
味，再喝一口暖胃，三口下去就觉得和这种
吃食趣味相投、相见恨晚。
胡辣汤起源可追溯到北宋末年。相传

宫中有小太监回河南南阳省亲，第一站
到嵩山少林寺，方丈看到小太监面红耳
赤、口唇干渴，便奉上一碗少林寺的“醒
酒汤”，小太监饮后体气清爽，向方丈讨
要方子，小太监继续南行来到武当山，掌
门人见小太监食量很大，却身体消瘦，就
备了“消食茶”，小太监饮用数日形体渐
丰，又将此方讨来。回宫后让御膳房按此
二方为基础做出一道汤献给宋徽宗。徽
宗大喜，赐小太监为国姓，御封此汤为
“赵氏延年益寿汤”。靖康之难，离乱中小
太监逃至逍遥镇码头，被卖茶水的王老汉
收留，为谋生计，小太监将茶水摊变成了
早点摊。一天，一位北方客商带了一瓶胡
椒粉来吃大肉粥，王老汉不小心将客人随
手放于粥桶边上的胡椒粉瓶碰翻，小太监
无意中又将翻入的胡椒粉搅进锅中，客人
吃后，身心俱畅，通体舒泰，胡辣汤就这
样在一次次偶然的碰撞中诞生了。到中
原大地，不尝尝地道的逍遥镇胡辣汤，真
是枉来一趟啊。

! ! ! !天气转冷，羊肉汤开始飘
香。俗话说，“羊汤补一冬，来
年无大病”。羊肉汤味道鲜美，
香而不腻，可强健体质，倍受
国人喜爱。不仅被载入食谱，
也风靡大江南北。
相传道光年间，在今山东

单县境内有位刘老汉，带领两
个儿子，打铁为生。一日，老汉
外出，突遇瓢泼大雨，身体虚
弱，昏倒路旁，当地土郎中为
老汉诊脉瞧病说，老汉病得不
轻，随后开了些中药，叮嘱一
日三次煎服，并配上羊肉半
斤，加姜片煮汤，药后服用效
果更佳。大儿子飞奔抓药，二
儿子到集市买羊肉。随后煎
药，老汉刚喝两口就吐了出
来。这时，大儿子看见刚熬好的羊肉生姜
汤，一闪念，干脆把药放到羊汤里。于是，老
汉顺利服下了汤药。几日之后，老汉身体逐
渐好转，重操旧业。一日，突然想起了病重
时喝的羊汤，于是自己买肉熬制，但喝起来
很是腥膻，于是问儿子，儿子如实说来，是
加了郎中开的中药。于是老汉又让儿子抓
来同样的中药，放在锅中和羊肉一起熬制，
果然味道香浓。
从此，加味羊肉汤名声大震。许多地

方的大厨也各显身手，在羊肉汤里放入
各种调料，有的加党参、北芪，有的入当
归、白芷，陈皮、花椒和草果，可以消除腥
膻，补气健脾，强壮身体，为寒冷的冬日
添加暖意。

逍遥镇胡辣汤
文 ! 王晓舌尖掌故

! ! ! !我和朋友在北海道的街道上闲逛，狂风
夹着冰雪打在我们的脸上，朋友提议找家小
店喝杯热茶暖身"恰巧附近有家店牌子上写着
“御茶渍”三个字，我们便走进了这家店。和侍
者交流后得知这家店并非茶馆，而是专门经
营茶水饭的小店，既来之则安之，我们便决定
尝试一下，侍者推荐了一款梅子茶水饭。

侍者说茶水饭在日本也有悠久历史了，
据说江户时代的日本武士行军常用热茶来浸

泡冷米饭，既能热饭，又能够提神，增强力量，
行军途中物资短缺，而茶水中又有许多微量
元素，能够补充士兵体能，因此深受喜爱的茶
水饭也被称为“武士之食”。二战后日本经济
凋零，物资供应不足，茶水饭成了穷苦人的主
食，被称为“茶渍饭”。

后来日本经济发展，人们摆脱了贫困，但
茶水饭未被忘却，还不断翻新，出现了许多种
类。其中最受喜爱的便是梅子茶水饭，甘甜可

口，清香提神。做法也十分简便，首先将梅子
切片，海苔和生菜切丝备用，将熟米饭打散置
于碗中，将梅子片与海苔生菜丝均匀地铺在
米饭上，再撒上些鲣鱼粉与芥末粉，将刚泡好
的热茶冲入米饭中即可食用。梅子茶水饭味
道淡雅，茶香浓郁，米饭的土气被茶水中和，
只留鲜香，口感极佳。梅子茶水饭还能解酒，
助消化，能软化血管，降低血脂，称得上是一
道健康美食。

品尝着这道美味的梅子茶水饭，感受着
异国的茶文化，一种别样的感受涌入心中，梅
子茶水饭蕴含着一种文化，激励着人们坚强
奋进，渡过难关。

! ! ! !这不是社会集成点菜系统，也不是一个
网络虚拟厨房，如果那样，带给人们的兴奋，
最多等同于几年前的偷菜游戏。这是孩子们
真实世界的一间课堂，一头的数据线连着浩
瀚的知识天空，一头的炉灶食材连着人间烟
火的世俗乐趣。这就是卢湾第一中心小学“云
课堂系列”之“云厨房”。
“云课堂”是基于云计算技术的一种高

效、便捷、实时互动的教学形式。学生学习不
用纸笔，而是用终端显示器，如 #$%&等。上课
时，这些终端快速高效地与教学平台数据库
以及教师教学终端连接互动。学生可以选择
自己需要的课程内容和教辅材料，而他们在
终端上做出的反应又可以通过计算机数据
综合及时反馈给教师，以适时制订出区别化
辅导方案。云课堂最终可能达到的目的是可
以与全球各地学生、教师、家长等不同用户
同步分享语音、视频及数据文件，让学生可
以随时随地学习，让家长随时随地了解教育
资讯，让教师随时随地借鉴先进经验，从而
形成教育资源生态内循环的庞大系统。

所有观摩过云课堂的人都会惊讶于现
代化教学手段给课堂注入的生机，同时难免
纠结于显示屏与纸质课本的孰优孰劣、课堂
使用 #$%&时间的长短。然而，看到了云厨房，
才会发现，被网络民众诟病许久的中国学校
教育不是死水一潭，反而在科技进步的引领
下正在悄悄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看看一中心包滢蕾老师为云厨房设计的

小厨师课程方案吧。
目标：了解中华美食，感受中华美食的魅

力，培养民族自豪感；了解常见的食物及其
营养价值。培养孩子从小养成健康饮食的
习惯；了解常见的厨房工具及其用品，学会
简单的操作；能够挑选合适的食物进行搭
配，烹饪简单、可口、营养的菜肴；在操作的
过程中体验烹饪的乐趣，激发学生的创新
潜能，培养和提高动手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和服务他人的能力。
内容分为四个模块，分别是“走进云厨

房”、“中华美食之旅”、“简单家常菜肴烹饪”
和“传统节庆美食及制作烹饪”。

孩子们自进入云厨房的那一刻开始，一
个现代小厨师的养成经历也就开始了。
先利用学生信息卡在平台上登录，然后

点菜，选择当天所学家常菜名称，在云平台中
储存了必学的家常菜各种信息，点击屏幕后，
就会出现这道菜的历史、传说和特点。有了这
些菜的基本知识，就开始选食材。屏幕上会显
示这道菜的各类配料和营养成分，学生按照
屏幕指导要领，在备好的配菜盆里选配齐了
料，然后分工在水斗里洗菜的洗菜，在砧板上
切菜的切菜，也有打蛋的，或者制作点心面
食。如果操作不熟练，可以对照视频上循环播
放的操作技能示范反复练习。烹制过程，炒菜
或者烘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环节。等到菜烧
好，或者烘焙的小饼干等点心出炉，孩子们将
自己的劳动成果精心装盘后放在固定区域，
有摄像头拍摄成像，再刷信息卡，成品图片即
刻上传至“云厨房”微博。
学校要求每个孩子在校五年必须学会烹

饪 '()个家常菜，要制作一个创意菜。云平台
会储存所有孩子们制作的菜肴图片，还提供
一个自评互评空间，让孩子们的成果得以呈
现，并获得公正诚恳的评价。

云厨房开设的当口，就见到一中心吴蓉
瑾校长在朋友圈里晒宝贝：五四班小忆维为
妈妈买早饭，切水果；双休日小欣怡学做通
心粉；二年级小昀霏、三年级他心、五年级的
寇响休息天在家里帮妈妈包的馄饨……设
想自己若是家长，看到孩子精心摆好的水果
盘端到面前，尝到塞到嘴里的孩子们在云厨
房烘焙的五彩缤纷的卡通造型饼干，是否会
感到这一代孩子跟以往的独生子女们有很
大不同？而这云厨房，只是众多小型社会实践
课程中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