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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 道
王丽萍

! ! ! !风弹在
脸颊，从颈
脖那里嗖嗖
钻进胸口，
停在怀里一

咯噔，有了饥饿的感觉
……仿佛把人置身于老
早，从童年吧，一到黄昏
时分，饥肠辘辘，望眼欲
穿等着妈妈回来做饭。
冬天的杭州，西湖的

水呀，嗯嗯嗯嗯，回忆是
噼里啪啦、滋滋作响的油
炸的声音，只见滚滚一大
锅猪油，飘着绝无仅有的
香气，从油锅边走开，夹
着油荤气息，裹在棉袄
上，久久不散。邻居秦师
母正热火朝天做着油墩
儿，一直非常好奇那个油
墩儿模具，用铁做的，下
方平底，腰身像个围兜绕
场一周围起来，就是这么
一个模具，可以将平庸变
成美味。

油墩儿讲究的是用
料，面粉啊萝卜丝啊，搅
到海枯石烂，等油锅沸
腾，模具里满满当当盛着
糊糊，轻轻一放，刺啦刺
啦作响，萝卜的浓香，面
糊的脆香，合二为一，十
分喜人，待炸到金黄色
时，秦师母将油墩儿捞
起，搁在一个筛子上，油
滴滴答答漏着，看久了，

真正体会到，什么是饿，
还有，饿的味道。
那时候盛这些油炸食

物的包纸还真不讲究，有
的干脆拿来粗糙的草纸，
那么一裹，又吸油又便
宜；有的用旧报纸，撕下
一角，呼啦哗啦一包，我
们就窸里窣落捧着边走边

吃，嘴上油光光的，脸上
粘着小葱和粉粒，一哈
气，都是心满意足的味
道。
所以，每次在上海街

头巷口，看见有卖油墩儿
的摊头，我都会驻足相
望，就算是吸一口烟火
气，也像是漫步在童年的
路上，微微满足，小小感
动。
一日，去友人家拜访，

在黄昏的楼道里，突然被
一阵冒出来的油炸的香气
迷住了，像是亲自闻过一
般，在那个油炸气息里，闻
到了生姜的味道……记忆
不会骗人，对了，那是安
徽合肥炸圆子的味道。
年轻时嫁到安徽，婆

婆家逢年过节都会炸圆
子，非常符合团团圆圆喜

气洋洋的年味，炸圆子很
有讲究的，先是蒸好糯
米，然后用猪肉、小葱加
上生姜末使劲搅拌，和到
水乳相交的地步，一个个
小圆子下锅油炸，姜的味
道就在那会儿弥漫开来，
袅袅余香，深入人心，有
一种打动你的煽情的情
绪，它与杭州的油墩儿不
同的是，油墩儿外脆里
嫩，弘扬萝卜丝的主题；
而安徽圆子则是米糯肉
酥，非常杀馋。
吃圆子也是美好的事

情，因为炸过的糯米十分
有嚼头，有的米粒还会嵌
在牙缝里左右为难，就听
见有人吃圆子的时候，嘴
里咂吧咂巴，非常有趣，
而姜的味道真是点睛之
笔，圆子里没有姜就如同
油墩儿里没有萝卜丝，是
无法想象的。
我跟婆家人学过做圆

子，但是永远差一口气，
不是姜少了就是糯米蒸久
了，不是油锅温度不够就
是米与肉的比例不对，直
到如今，依旧徘徊在初学
者的门槛。婆婆说，最好
吃的东西都是你做不出来
的，非常哲理。

这个冬天到来的时
候，我想循着记忆，做一
点点力所能及的美食，天
冷了，刮风了，关上窗户
的时候忍不住感动，万家
灯火里，飘着多少故事，
有多少童年往事带着温暖
的温度，成为今天欲罢不
能的味道啊……

从小笼包到!皱纹"包
周珂银

! ! ! !在一家店里买了糕点，恰逢搞
促销，又赠送了两袋小笼包子。我
平素不大购冷冻食品，既然有送，
翌日上午便打算蒸了当早点用。拆
开包装袋子，咦，一只只圆溜溜的
小笼包子怎么看着更像是汤圆，所
不同的只是在面皮上多压了一枚菊
花形的花纹。只有皱纹不见皱褶的
小笼包，没了层次感，一看便知是
流水线上的产物，轻轻的几条
“纹”就替代了人工的几道“褶”。
啥时候小笼包子成了这等模样？当
然这是速成品，不好太较真，且不
说口味如何，单论品相，若是堂
吃，想必食客是不买账的。
记得好些年前，我家附近有一

家餐厅，生意兴隆，食客阗门，店
里有一道手工拉面，十分叫座。拉
面的案板就设在大堂一隅，拉面的
是一个北方小伙子，面色红润，劲
道十足。看他糅面、甩面，展开双
臂，一拉一扯，开开合合，拉出来
的面条粗细均匀，不黏不断，让人
看得眼花缭乱。来客们均被小伙子
富有表演色彩的操作吸引住，看着
看着就会叫上一碗，果然汤头鲜
美，面条有筋道。久之，竟喧宾夺
主，明明只是一道点心而已，却成
为这家餐厅的招牌特色，进来的食

客都要点上一碗手工拉面。
然不知何时，店堂里的手工拉

面秀不见了，替代的是机器拉面。
店老板说，机器拉面质量稳定，简
单，省心。人有情绪，面条的质量
也随着人的心情时好时坏，忽宽忽
窄，不好弄。老食客有比较，说汤
头味道还不错，面条的嚼劲不如从

前了。其实来客中，有不少人是因
为看了小伙子热火朝天的“表演”，
亢奋了，由眼馋带动了嘴馋。现在
没了亢奋，又少了嚼劲，拉面的点
单自然是一落千丈。

服务性行业的“服务”二字，
原本就该带有温度、交流和人情味
的色彩，有些环节很难用冷硬的机
器替代。有位鞋师傅说起一件事，
他就职的一家鞋业公司前段时期在
搞手工制鞋项目，为此专门进了几
台脚型测量仪器，放在两三家专卖
店里搞试点。凡来店里买鞋的顾客
如果还想定做鞋，只要往测量仪上
一站，这台仪器就自动记录下客人
的脚型尺寸，而后工场就按这个尺

寸定制。然而，后续
问题便来了，客人们
普遍反映不合脚，有
的要修改某处部位；
有的要求重新做；有
的甚至要退货，叫人不胜其烦。鞋
师傅说，手工做鞋，量尺寸是最基
础的，我们以前是摊开牛皮纸，让
客人踩在上面，量第一道尺寸，问
客人怎么样？客人如果说正好，第
二次量又将软皮尺收紧一把，问怎
么样？客人说偏紧了。我们便在正
好和偏紧之间取一个数据，做一双
鞋要与客人数次交流，这样做出来
的鞋方才舒适跟脚。公司老总原希
望通过推广设备的方法，一来节省
人工，二则显示制鞋的科技性。现
在看来仪器的功能还不到位，几十
家专卖店雇用师傅来量脚型成本亦
太高，遂放弃了这个项目。
如今用工成本居高不下，而机

械化的智能性在不断发展，不少经
营者选择用设备代替人工是一个大
趋势。今后的小笼包子是否会变成
统一的“皱纹”包子？这个还真的不
好说，无论消费者是不是买账，总得
跟着时代的潮流走。但小笼褶子里
的浓汤浓汁和浓浓的人情味，才是
人们心底里永不过时的情结啊！

过年!那些曾经的念想 吴榕美

! ! ! !迎来元旦，接下来马
上就是农历的新年了，过
年总有些期许吧，不过除
了看望父母，全家团圆，
现在您还有没有什么愿望
是只有到了过年才能实现
的呢？想想，或许已经很
难找到了吧。而我们小的
时候，许多期盼是真正要
到了过年才能满足的。
对于我们这些在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度过童年和

少年的人来说，一入冬，
好多念想就开始萌发。最
兴奋的是能饱吃几天：终
于能吃上许多一年只能吃
上一次的东西了；再就是
做新衣服：做什么花色的
呢；还有鞭炮：买大炮还
是小鞭呢；还有压岁钱：
爸妈这年会多给点吗；还
有兔子灯：爸爸什么时候
能从干校里回来做呢……
排队是满足过年饱食

愿望的开始。那年月，过
年的票证早早的就发到各
家各户，我们这些半大的
孩子都成为家里采购的主
力，去帮着妈妈排队。年
糕、糍粑、糯米、赤豆、
花生要去粮店排队，排
骨、鱼、肉要清早去菜场
排队。在寒风中排队特别
冷的记忆倒不是很深刻，
可能因为当时有念想，还
有期盼过年的高兴劲儿。
只是拿着票子有时很犯
难，买得晚了，有些东西
就没有货了；买得早了，
有些东西又会坏，像年糕

和糍粑，会霉会干裂。不
过大多数时候还是早早把
所有的东西全买回家，真
怕漏掉哪种东西，留下一
年的遗憾。把年糕糍粑浸
在水里保鲜，不忘经常换
水，以保存到过年；而买
回来的鱼除了吃一点尝
鲜，其他的都要剖开抹上
盐、花椒等香料，悬在风
口做成咸鱼，也会腌制一
点咸肉，过年时派用场。
过年给孩子做一身新

衣裤，条件好一点的人家
还加一双新鞋，是孩子们
的期盼，也是许多父母要
做的事。小的时候都是母
亲为我们选衣料花色，稍
大一些，就要妈妈陪着去
卖布的柜台选择自己喜欢
的花样扯几尺衣料，还搭
上裤料，再到裁缝那里，
量好尺寸，裁缝再忙，年
前都会给你赶出来的。
拖上新的兔子灯上街

也是我们过年的念想。哪
怕是“文革”时期，爸爸
从干校回来，除了带回点

好吃的东西，到家最让我
们期待的是做一年一次的
兔子灯。大年三十和此后
的许多个晚上拖着发亮的
兔子灯，引得一群孩子跟
着飞跑，我们好得意，因
为只有我们的爸爸会给孩
子做精致的兔子灯。

为了准备那顿年夜
饭，一家人要忙好多天。
先要拟个菜单，几个冷
菜，几个热炒。冷盘一般
都要提前做好的，否则哪
怕生上两个煤炉，到时候
还是来不及，或者这个菜
好了，那个菜又冷了。牛
肉、猪心、门腔等等都先
卤好，临近年夜饭时切好
装盘，还要根据过年来客
人的情况留下一些，这些
东西许多可都是一年才能
吃到一次的呀；汤也是提
前烧好的，鸡汤啦，排骨
汤啦；热菜开炒前，需把
所有的菜配好，一旦开
炒，年饭就临近了。热菜
每年有所不同，但全家福
这道菜却是从来不能少
的，其实就是个大杂烩，
里面有讨口彩的团团圆圆
的肉圆、鱼圆，金元宝蛋
饺，还有粉条啦，白菜
啦，有时能弄到点开洋、
墨鱼放进去就很开心了，
内容丰富，热气腾腾，上
桌后最受欢迎。
等吃完了年饭，同一

楼层的各家便飘散开油炸
食物的香味，要知道那年
月只有过年才有些油够炸
东西的呀！而且年三十的
晚上我们那个楼门家家的
门都是敞开的，孩子们吃
够了，也熬不住了，就该
上床睡觉去了。睡前，不忘
把新衣裤，新鞋袜整齐的
摆放好，枕着爸妈给的压
岁钱，一觉睡到新年。第二
天一早，在“爸爸妈妈新年
好！”的拜年声中，拉开了
年初一的大门，因为那时
的邻居间初一早上都是开
着门互相拜年的噢！

七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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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林黛玉老师学习
张大文

! ! ! !在《红楼梦》第四十八下半
回和第四十九回第一段香菱学
诗的全过程中，作为老师的林
黛玉为我们的课堂教学树立了
光辉的榜样。
首先，当她感受到香菱把

到潇湘馆拜师求教当作走应走
的路、吃应吃的苦的一片真情
时，便当仁不让，从容担当，平
等交流，传递信心。
黛玉教诗，有一个步步为

营的长期打算：先读诗佛王维
的五律一百首，再读诗圣杜甫
的七律一二百首，后读诗仙李
白的七绝一二百首，有了这个
底子，再上溯东汉末年至南北
朝的名家名篇，使自修一以贯
之，使拓展承上启下；同时，随
着实践的逐步深入，必需理论
的有机支撑，无论读写，概莫能
外，这就是既要在格律规矩的
限制中取得自由，又要用新奇
的句子表达真情实感，有所突

破，有所
创造。

老师的指导，使学生解除
了疑惑，解放了思想，尤其是在
“取法乎上”这个关键之处，香
菱用黛玉指明的“出入法”登上
了读诗、写诗的新台阶———要
“进入”深入浅出的诗刻苦钻
研，要用“深入”到“浅出”里去
的方法让自己从容“走出”，以
利再读再写。
对此，林老师在听取

香菱读王诗、谈感悟时，一
定是“深得我心”的：读《塞
上》一首，她研究这样的语
言文字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
情，又研究这样的思想感情为
什么要用这样的语言文字、而
不用那样的语言文字来表达；
读《送邢桂州》中“日落江湖白，
潮来天地青”两句，她为什么会
有必得这“白”“青”二字才形容
得尽，“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
重的一个橄榄”这种感觉呢？莫
非在白光茫茫，青色层层，暮色
苍苍，苦吟阵阵的氛围中，她已
沉浸在“青白一天地，暮色催苦

吟，忽生橄榄香，真味几千斤”
的再创造的愉悦中了？———难
怪贾宝玉听了如此体会，不禁
脱口夸说她深得诗歌三昧，何
妨立即作诗。
值得注意的是，林老师没

有这样说，相反，她认为香菱才
走了一小步，写诗的条件远未

成熟（果真后来她看了香菱的
第一首诗，就指出之所以措词
不雅，“皆因你看的诗少”），但
是，既然贾宝玉热情鼓励，她也
不能兜头泼冷水，何况边读边
练、读练互动也未尝不可，所以
顺水推舟，命题作诗。因此，林
老师的指导重点也由读诗方面
重要诗人的依次排列、诗歌内
容形式的辩证阐述、师生讨论
中的启发与畅谈转移到写诗方
面中肯简练的点拨了。

其实，这种点拨，早在谈
“出入法”之前，已经有过。当
时，香菱听林老师说起“词句究
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
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
是好的”，便笑道：“我只爱陆放
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
微凹聚墨多’，说得真有趣！”林

老师却当即正色道：“断不
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
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
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
学不出来的。”———这可以

说是对香菱的启蒙之句，所以
现在香菱学习写诗，始终是抱
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态
度的。而林老师，也始终恪守着
作为一个教师的本分。
香菱以“咏月”为题的第一

首习作，虽然因为第一联起点
不高、第二联承接不一、第三联
转向不明、第四联合归不力，始
终没有从月亮里走出来，显得
拘束难化，但是林老师却是鼓
励说是“意思却有”，“再作一

首，只管
放开胆子
去作”。
然而，第二首却是“离题写月

色，状物不抒情”。林老师经过分
析，指出原因在于刻意求工，导致
过于穿凿，吃一堑，长一智，未始
不是进步，所以十分同情地说“难
为”你了，“还得另作”。
香菱毫不泄气，当她把第三

首递与黛玉及众人看时，众人眼
睛一亮，顺联而读，原来是：一起
破云之时，便承怀人之机，顺转倚
栏之苦，会合问天之急。众人不由
笑道：“这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
意趣。”香菱听了不相信，料着瞒
哄自己，便要去问林老师。
但是，林老师在哪里呢？《红

楼梦》接着是另起话头了。我想，
林老师一定退避在众人之后，用
充满期待的眼光，向着香菱这几
天经历了发呆、发疯、入魔三阶段
的背影，投去温暖的一瞥。
这就是林老师，我们要向她

好好学习的林黛玉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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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狗狗因机灵、聪明、活泼而受到人
们的喜欢。

然而，由于主人管理的原因，有
时，狗狗也会令人烦心。例如，我每天
早晨出去锻炼时，看到主人一边在活
动，一边将
狗狗放在活
动器材上，
既 占 了 位
置，也由于
狗狗平时到
处跑动，狗

脚的不洁，使人感到十分
无奈。
还有平时遛狗时，狗

狗拉屎，多数人能自觉清
理。但也有少数人，看到
有人经过时才清理。若无
人经过，则若无其事，一
走了之。当行人一不注
意，一脚踩上去就非常尴
尬了。
文明，无处不在，要

自觉养成习惯。贵在坚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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