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烟台

3000平米烟台小吃城下月开张
位于胜利路天天渔港，定名为中国烟台丹桂小吃城

本报7月15日讯（记者 毛旭松）
七月来临，气温攀升，避暑胜地烟

台引来了不少外地游客光临。俗话说
“民以食为天”，对于游客来说，除了
享受烟台的好山好水之外，免不了要
尝一尝烟台的特色美食。8月，烟台丹
桂小吃城即将与市民和游客见面了。

在本地学者安家正看来，烟台致
力于打造最佳休闲城市，特色小吃是
旅游产业链上的重要环节。“去西安
不吃泡馍，去天津不吃狗不理行吗？
来烟台可以吃宴席，但一天不能吃两
次宴席，能够长流水的还是小吃。”

南京的新街口、上海的城隍庙聚
集了当地乃至全国的特色小吃，去过
的人总会对那里丰富的小吃津津乐
道。可在咱们烟台，别说外地游客，就
是本地人都很难寻觅到正宗的烟台
小吃，很多本地年轻人大概也就能说
上焖子。

难道烟台真没有小吃吗?这实在
是冤枉得很。市烹饪餐饮行业协会秘
书长荣风光介绍，烟台市在2009年评
出的烟台名小吃就有49种之多。2000

年，市烹饪学会曾携12个款式参加中
华名小吃认定，结果大获全胜：12个
款式小吃顺利问鼎中华名优小吃，捧
回了响当当的牌子。像烟台焖子、蓬
莱小面、福山大面、杠子头火烧、鲅鱼
饺子等都是入围的中华名优小吃。

传统特色小吃的传承难题和老
烟台人对小吃一条街的怀念，催生了
本地人重新打造烟台小吃城的想法。
经过几年的呼吁与努力，一座集合特
色小吃和传统小吃的小吃城，即将与
市民和游客见面。

这座即将兴起的小吃城叫做“中
国烟台丹桂小吃城”，座落于胜利路天
天渔港的1楼和2楼，共开辟出3000平方
米的经营面积，设计了50-60个档位，小
吃、名吃品种300余个，包括烟台传统小
吃、烟台名小吃及国内和国外各地的
特色名小吃。目前小吃城正在装修招
商阶段，预计8月份将正式向市民和
游客开放。

没有小吃城，特色小吃很难保存
听到烟台丹桂小吃城即将

开张的消息，曾经在两届区人
大代表任期内极力宣传烟台小
吃的安家正教授深以为然。“到
小胡同地摊上招待外地客人不
上讲究，不仅主人难堪，客人也
觉得被怠慢。领客人去小吃城
品尝烟台小吃，客人觉得是对
自己尊重，主人也可以自豪展
现烟台饮食文化特色。一个字

‘雅’！”
说起烟台小吃，安家正如数

家珍。烟台小吃物美价廉，适应
过去通过烟台转港去东北。胶东
人闯关东乐意带上杠子头火烧，
因为它储存时间长而且越嚼越
香。“过去烟台小吃十分普及，据
资料记载，掖县（今莱州）城里光
火烧铺就30多家，这还不算拐着
篓子沿街卖的大娘们。各家为了
竞争反复加工，精益求精，但现
在传统小吃已经不多见了。”安
家正不无遗憾地说。

安家正曾经在四眼桥市场

见过一位妇女卖绿豆丸子。别
人卖1 . 5元一斤，她卖2 . 5元一斤。
原来她以前是所城张家的大户
人家，从奶奶那里继承了丸子
的做法，她做的丸子萝卜丝加
得刚好，比其他人的手艺都精
湛。后来安家正再去寻找，四眼
桥市场退路入厅，这位妇女已
经找不到了。“坛子肉入嘴即化，
老太太们最爱吃，可惜现在都
很难再吃到了。烟台没有小吃
城，特色小吃很难保存下来。”

丹桂二字唤起老烟台的小吃记忆
如果有一个地方，既能让

游客品味小吃，又能领略当地
文化，其市场潜力无疑十分广
阔。有名的小吃城福建沙县在
小吃上做足了文章，赚了个“盆
满钵溢”。

烟台是鲁菜的发祥地之一，
“吃在烟台”的口号也喊了多年，
为了打造烟台鲁菜之都的招牌，
小吃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荣风
光说，烟台小吃现在分布太过分
散，而且濒临失传。打造烟台小
吃城就是为了给老百姓提供集
中品尝各类小吃的地方，同时也
能带动烟台旅游业的发展。“天
津麻花，金华火腿，既好吃又便
于携带，盼着咱们烟台小吃也能

够走向全国各地。”
烟台小吃城一定要突出

“丹桂”二字，目的就在于唤起
老烟台们对丹桂小吃的印记。

“半个多世纪前，就在现在天天
渔港周围，是当时烟台最繁华

的地段。丹桂街是烟台饮食小
吃，文化娱乐的著名繁华街道。
主要经营老烟台民众最受欢迎
的各种著名地方小吃，品种丰
富，味道独特，经济实惠。”荣风
光介绍。

让人怀念的昔日辉煌

开埠之后，烟台迅疾从一个
渔港成为中国南北航运的枢纽。
临港经济催生了小吃的大发展
大繁荣。没有现代化的大工业，
不能像青岛那样吹哨开饭，但
是，数以百计的中小企业，拥有
数以万计的工人，特别是大量的
手工作坊工人，他们依靠街头小
吃来充饥。也没有现代物流，但
是靠泊的轮船卸下了大量的货
物，需要地排车分流到周边各
县，港口腹地大量的土特产集中
在海港，居住在“老棍巷”(解放
后更名为“光国巷”)的数千码头
工人，不可能自立锅灶，得靠小
吃来恢复扛大包的体力。云集在
码头准备“转港”的各地难民，不
仅为港城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
也把各地的风味小吃带到了烟
台，烟台成为各地小吃的荟萃之
地。

丹桂地处所城北门外，二马
路中段，是居民集中居住的闹市
中心。借助地缘优势，就成为各
种小吃的展销中心。当时，集中
在这里制作、销售小吃的有数百
家，从最低档的拐篓、挑担，到中
档的固定摊位，再到高档的店铺
均蔚然成风。各种叫卖声此起彼
伏，各种鲜香味此起彼伏。老烟

台没光临丹桂小吃摊的，堪称
绝无仅有，构成了一座城市的
集体记忆。

广大市民的生活方式

“走，到丹桂去。”成为老烟
台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话。这
是因为品尝丹桂小吃已经完全
融会在广大市民的日常生活
中，而且演变成人们的一种生
活方式。

来了客人，即便是“贵客”，
也会领到丹桂附近的小吃店，因
为尽管价格低廉也毫不掉价，这
是向客人展示地域特色，追求客
人的文化认同。至于招待归来的
游子，那更是一种共述乡情———
大家都是吃小吃长大的。

烟台小吃主要是中下层市
民用来充饥的，劳动者功夫贵
金，拉地排车的雁行队，根本不
可能坐下来点菜，然后品色香
味，他们已经筋疲力尽，饥肠辘
辘。一块锅饼，二两火烧，舀一碗
朝天锅里的高汤，三下五除二吃
饱喝足，继续赶路。所以，众多的
小吃都物美价廉，十分实惠，是
劳动大众须臾不得离开的充饥
佳品。

当然，对于上层市民来说，
主要是用来解馋的。住在高门大
宅的老太爷也是小吃的主顾，肩

挑小贩多定时上门服务，小贩熟
稔老爷子的口味，小吃做得绝对
美味可口。

烟台小吃雅俗共赏，有着最
广泛的消费者，平平常常的日子
里，都把小吃当成家常便饭。

不断更新的品牌效应

烟台小吃跟外地绝对不相
同的是，它花样繁多，种类齐全。
不似天津狗不理包子，西安的羊
肉泡馍，一枝独秀，驰名遐迩，而
是名吃林林总总，却绝少拳头产
品。

由于这一特色，决定了烟台
小吃有名吃而无名店。大都是分
散经营，门头很少。聚集在一起，
例如丹桂街，竞争十分激烈。

在烟台街，哪家的小吃产品
要得到社会认同已属很不容易，
受到追捧尤其难！他们技高一
筹，常常是在细微处，下过极大

的功夫。往往是日积月累制作经
验，反复比较，一再改进才形成
自己的特色，创下了自己的品
牌。丹桂小吃品牌多，在市民中
口碑高树，许多海外归来的老华
侨，想重温丹桂风味，往往品尝
之后大失所望，就在于烟台小吃
式微之后，不仅技术失传，而且
精益求精的传统匮乏。

比方炸酱面，近年来烟台街
上起起落落若干家，但几乎面条
不硬，当年蓬莱春的手擀面，调
面的功夫得很大的耐心，所以如
今就找不到一根盛一碗的特色
了。

又比方，万香斋的烧肉，那
种烂保留了形，增加了色，火候
确实有绝技，现在也失传了。

丹桂小吃绝技多，太需要继
承和弘扬了。现在有了烟台丹桂
小吃城，昔日的辉煌重铸指日可
待。招呼老烟台，“走，到丹桂
去！”

走走走，，，到到到丹丹丹桂桂桂去去去
安家正

烟台人跷足以待的丹桂小吃城即将开业，这不仅填补
了烟台作为一座历史名城的空白，而且为“老烟台”释放

“丹桂情结”缔造了一个绝佳载体。老烟台无不具有浓郁的
丹桂情结，一是因为这座号称“京剧码头”的城市，有一座
旧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剧场——— 丹桂大戏院；二是丹桂大戏
院门前屋后庞大的小吃群。

丹桂粉肠

糖酥杠子头

韭菜盒子

油炸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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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与烟台小吃

秦始皇与焙海肠

餐饮界有段脍炙人口的故事，
说的是“福山帮与海肠子”。当年福
山厨师在王府井开饭店生意红火，
相邻的各家饭店老板派人去学，但
就是学不到真谛。原来，在没有味
精的年月，京城的厨师用焙干的海
肠子粉当味精，菜肴出锅后偷偷撒
上点。据说，这焙海肠的来历，还要
从秦始皇东巡烟台芝罘岛说起。

相传始皇二次登岛正值早春，
一夜的风浪过去，沙滩上留下一大
片淡红色的软体动物，如中指般
长，时人用它做鱼饵。当地百姓用
它配以春季头刀韭菜款待贵人，而
去掉内脏阴干的焙粉更是奇妙无
比。据称，秦始皇尝后大加赞赏，称
之为天下第一鲜。

苏东坡与蓬莱小面

苏轼一生，宦游40余年，足迹
半个中国。苏东坡到登州担任登州
军州事，也就是地方军事和行政长
官。到任仅5天，却做成了两件大
事。变更当地军事部署，免除食盐
专卖，同时留下了包括为蓬莱阁增
色的《海市》和珍贵墨迹，极大地提
升了蓬莱的历史文化含量。后来，
当地人建“苏公祠”，感念苏大文人
的功德，清代诗人瞻拜后留下“赖
有公来官五日，三山万古重蓬莱”
的诗句。蓬莱当地流传着苏东坡登
州官五日，顿顿食蓬莱小面的佳
话。

程砚秋与福山大面

烟台有句老话，要想吃好饭，
围着福山转。作为鲁菜之乡的福
山，家喻户晓的头牌大众小吃就是
福山大面，“落水银缕丝，延客品位
高”是它作为中国北方四大面食之
一的独有声誉。

20世纪初，烟台是一座繁华的
商埠码头，南来北往的船只均在此

“挂口子”(靠岸上货卸货上下客)，
而烟台人素来懂京剧，爱京剧，唱
京剧。一时间，登临烟台码头的京
剧艺人不计其数，你方唱罢我登
场。当时，京津沪被称为“京剧摇
篮”、“京剧重镇”和“京剧大码头”，
三地连成一线，烟台是其中的一个
点，这个点在中国京剧史被称为

“京剧码头”。程砚秋是京剧“四大
名旦”之一，程派艺术的创始人，他
曾两次来到烟台，上演过《窦娥冤》
等名剧名段。相传，程砚秋在烟台
期间，最喜福山大面，好事者还把
三鲜面、扁条面、龙须面、空心面，
同京剧四大名旦相提并论。

（据《烟台名小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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