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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小国光

刘岩

又到了苹果收获的季节了，市
场上卖苹果的多了起来，郊区的路
边上整整齐齐的红彤彤的箱子墙，
把灰灰的路染上了颜色，于是一个
沉甸甸的秋天充满了丰收的味道。

现在吃苹果已经是再平常不
过的事情了，但是近30年前，小国
光的诱人味道想起来还是让人流
口水。

小国光不好看，个头小，青绿
的多，有红色的，也像在田间劳作
的大姑娘脸上被晒红的光斑，表面
也不光滑，巴巴拉拉的，虫眼、被鸟
啄过的痕迹有的是。皮厚，肉薄，咬
一口不小心就咬到了菰。但是味道
好极了，又甜又酸，吃的时候不舍
得削皮，连皮吃下去，那个味道沁
凉甜美，那个舒服的劲，至今想起
来，满嘴似乎还有那个鲜美的味
道。

那个时候吃苹果，似乎还是一
件比较奢侈的事情，不是每家都会
有那么多的苹果吃。我们家里到了
这个季节就会在床底下藏上一筐
苹果，大约有60多斤，藤子编的筐
子，里面垫着蒲草，上面盖着藤子
编的盖子，该是就像古代战士用的
盾牌。这筐苹果就是我和弟弟一冬
天最好的水果，放学回来偷两个装
兜里出去玩，上学的时候趁着爸爸
妈妈不注意塞到书包里路上吃，那
时候从不知道还有农药残留这回
事，不洗、不削皮，在衣服上蹭蹭就
吃，也没觉得会坏肚子，染上个什
么三长两短的。

每年冬天的苹果就是在我们
的偷偷摸摸下，渐渐见了底，爸爸
妈妈肯定知道，但从没责怪我们，
他们时常会把筐子拉出来，拣拣里
面的烂苹果，烂的轻的削削再吃，
烂的太大了，就在一片叹息声里，
被十分可惜地扔掉。无忧无虑的童
年就在这小小的满足和甜美的味
道里肆意长大了，小国光的味道成
了冬天里最美的回忆。

我还是怀念那些小国光。

丹桂小吃系列之五

难难登登大大雅雅之之堂堂的的疙疙瘩瘩汤汤
安家正

老烟台把“汤”与“面”严格
地区别开来，过了水的叫面：打
卤面、炸酱面、肉丝面甚至清汤
面；不过水的叫汤：杂面汤、豆
面汤、疙瘩汤都是煮熟了，一锅
端，汤汤水水交汇一起，主食副
食都在碗里。

因而，疙瘩汤成为人在旅途
中最受欢迎的小吃，犹如上海的
阳春面，佐料不多，物美价廉，拥
有庞大的消费群。

它是一个小吃群的代表，
包括片汤、馄饨乃至绿豆丸子，
朝天锅的肉杂汤，可说皆是丹
桂名小吃。老烟台没光顾过丹
桂，喝过那里汤汤水水的实在
不多。

跟片汤、馄饨相比，疙瘩汤
可说是十分实惠的小吃。种植
结构变革之前，主要粮食作物
是玉米和地瓜，面粉十分罕见，
喝疙瘩汤就兼有充饥和解馋的
功能。吃的是细粮，又可以少胜
多，不多的面下成一大碗，不耐
饿可也饱肚，它还具有御寒的
功能，烟台的冬天北风劲吹，寒
意袭人，喝上一碗疙瘩汤浑身
暖和，尤其是患上轻微感冒 (烟
台人称冻着了 )，叮嘱摊主多放
点姜，喝下去后浑身发热，感冒
就不治而愈了。

片汤和馄饨就没有这种效
果，它们崇尚皮薄，薄到什么
程度？1961年技术大比武时，丹
桂师傅真露了一手。擀的皮撩
起来，观众透过皮可以看清报

纸上的铅字。如今，绝技已经
失 传 ，只 知道是 用蛋清调的
面。

片汤皮薄，当然不耐饥。在
民众中常把那华而不实的人讽
刺为耍片汤的。馄饨皮也极薄，
馅也很少，主要都是喝汤。那汤
叫做高汤，是用老汤勾兑的，老
汤 是 日 夜 不 停 一 直 煮 着的鸡
汤，是店铺资格的见证，老汤锅
停火了，生意也就接近收摊子
了。

馄饨当然比片汤讲究，摊
主也在努力推出特色，于是又
有了鸡丝馄饨、蛋饼馄饨、肉末
馄饨、清真馄饨等等。

然而，无论是片汤还是馄
饨，都不当饭吃，顶多是用来吃
宵夜“垫补垫补”。要耐饥，得配

上烤饼、火烧之类的干粮，否则
很快就饿了。

当然，能够有这种消费的，
得是进项(收入)多的上层市民，
周子元在《齐鲁晚报》上说，他
父 子 俩 去丹桂 买 了 碗 三鲜片
汤，父亲竟舍不得喝上一口，就
是当时的写照。

广 大下层 市 民 能享用的
汤汤水水是绿豆丸子，这才有
了 烟 台 真 正的街 景 — —— 挑 夫
坐在摊贩备下的简陋条凳上，
身旁还立着一条扁担，摊主端
上了大沙碗盛着的绿豆丸子，
热气腾腾，漂着韭叶。挑夫从
扁担头 上 解下了 小 手 巾 包 着
的片片，然后和着丸子汤狼吞
虎咽……

烟台昔日草市十分繁荣，

需求量很大，但运力主要靠挑
夫。他们从四乡不吃早饭即上
路，在芝罘卖了柴草就光顾小
吃摊。绿豆丸子极便宜，一文钱
一大碗，既解渴又下饭。饭是家
人临行时包在小手巾中的，挂
在扁担一端，虽然是冷干粮，现
在也让绿豆丸子泡得热乎乎的
了。

绿豆丸子是用绝好的绿豆
磨成泊，掺上萝卜丝炸制而成。
掺少了丸子硬不说，口感还打
折扣；掺多了，丸子不成个儿，
口感更谈不到。既要保证口感，
又要降低成本。众多的摊贩真
是绞尽脑汁，让一个最普及的
小吃精益求精。

它难登大雅之堂，却深深地
留在老烟台的记忆中。

我我的的第第一一课课堂堂——— 雷雷神神庙庙
贺宝璇

四十多年前，我离开了
幼 儿 园 ，迈 入 了 小 学 的 大
门——— 雷神庙，从此雷神庙
与我解下了不解之缘，我在
这 里 读 过 小 学 、初 中 ，读 书
时，我曾给在这战斗过的姜
克伯伯和师生们讲解过雷神
庙 战 斗 留下的石 碑 和 雨 搭
子，1974年经雷神庙联中学校
长常宏传的邀请，在雷神庙
以回乡知识青年的身份向全
校师生作报告，讲接受贫下
中农再教育的体会。后来，我
又在这里任教师，我在养马
岛世界马联赛广播后调入公
安局工作。这里的一草一木
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雷神庙位于烟台市牟平区
城东南王贺庄村南50米处，遗
址本来是一座小庙，这里“地形
豁爽，气象郁葱，左控庐山，右
瞰武宁，前列岿峰，后依古郡，
缭长河之沃流，萌乔木之萧
森。”

雷神庙分为东西两个大
院，西院为花园，史称为范园，
是金朝宁海州学正范泽的花
园。王朝殿原为玄都宫，直至清
初，由于统治者崇佛黜道，玄都
宫才露败象。

雷神庙建于明崇祯七年

(1634年)，当年宁海州大旱，知
州绕登率大小官员去城南八里
金龙山祈雨，归途中经过范园，
适逢电闪雷鸣，暴雨大作，认为
是雷神显灵，于是便在此建起
雷祖殿，俗称雷神庙，庙内有庙
堂三间，内塑雷神，雨神、闪神
等神像，香火供奉。

七七事变后，1938年2月5

日，日军占领了牟平城，为了打
击日寇的嚣张气焰，2月13日，
中共胶东特委书记、山东人民
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司令员理琪

同志率第三军一大队一举解放
了牟平城。战后，部队向南转
移，理琪等同志在城南雷神庙
开会，中午，从烟台赶来的日军
海军陆战队百余人包围了雷神
庙。我第三军干部战士坚守雷
神庙顽强地抵抗着数倍于已的
日军，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
的进攻。战斗中，理琪同志不幸
英勇牺牲，年仅30岁。特务队长
杜梓林壮烈牺牲，林一山、宋澄
等同志光荣负伤。

民国二年在雷神庙办起了

区立“雷神庙小学”。1984年10

月，在正殿办起雷神庙战斗展
览。2001年春，为了迎接建党80

周年，雷神庙战斗展览进行充
实更新，于7月1日对外开放，受
到各界的欢迎。

近几年来，参加过雷神庙
战斗的姜克、常毅传、林一山、
张玉华、夏来、丛桂滋、刘中华
等近十名老领导来雷神庙战斗
遗址访问，特别是姜克伯伯于
1962年、1979年先后两次访问
雷神庙。

““农农业业学学大大寨寨””时时的的民民谣谣
蔡同伟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全
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普
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各地
利用秋后冬闲等有利时机，整
修“大寨园”，兴建水利设施，
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那种
人山人海、彩旗飘飘、号声阵
阵、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鼓
舞人心、令人难忘。尤其是那
些政治口号式的民谣广为流

传，至今还萦绕在我的脑海：
寒风呼啸雪花飘，整修梯

田掀高潮，男女老少齐上阵，革
命干劲冲云霄。

抡起镐、挥起锨，全党全民
齐参战；出大力，流大汗，定叫
山河变新颜。

谁英雄，谁好汉，农田水利
建设工地比比看。

大干苦干加巧干，尽快建
成大寨县。

公社社员志豪迈，胸怀朝

阳学大寨，战天斗地不停歇，挥
汗如雨乐开怀。

刨的刨，挑的挑，革命干劲
冲云霄，开山劈岭造梯田，大寨
红旗遍地飘。

五尺大镐攥在手，斗天战
地腊“三九”，镐起镐落春风吹，
大寨红花开心头。

干到腊月二十八，吃了箍
扎(饺子)就上马。

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箍
扎(饺子)就动手。

跟山斗，跟水斗，山水乖乖
低下头，山随咱的意志绿，水随
咱的意志流。

公社社员志气高，水利工
地逞英豪，牵着龙王鼻子走，浇
出山乡新面貌。

公社社员无冬闲，治山治
水斗志坚，冰天雪地绘宏图，气
得老天干瞪眼。

学大寨，赶大寨，大寨精神
放光彩；学大寨、赶大寨，大寨
红花遍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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