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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烤烤的的不不是是肉肉，，是是…………
【小摊故事】

【民间美味】

土土豆豆饼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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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邹芸霞

我一直觉得土豆简直就是
人间美味，怎么做都好吃。土豆
有其独特的优点，非常百搭，既
可以做成菜，又可以做成面食，
土豆最有代表性的面食就是土
豆饼，我怎么吃都够。

小时候，我最快乐的事情就
是一边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土
豆饼，一边等着露天电影上映。
那时候的农村，条件不好油也金
贵，只有我特别挑食的情况下，
或者遇到村里放露天电影的时
候，母亲才会给我做土豆饼吃。
我把切好后黄灿灿的土豆饼用
一个干玉米叶子包着，在放电影
的地方一边吃一边帮父母占着
位置，心里那叫一个美啊！上大
学的时候，每次回学校，母亲都
会给我做好多土豆饼带回去和
同学分享，记得一个外地同学第
一次吃我的土豆饼时，赞叹道：

“土豆饼可比煎饼好吃多了，这
还是凉的呢，刚出锅的能香成什
么样呢？霞，哪天一定带我去你
家吃刚出锅的哈。”

事实上，土豆饼的做法并不
繁琐。先把土豆去皮洗净用擦菜
器打成丝，然后放在开水里焯一
下去生，捞出沥干后放在大碗
里，依次加入鸡蛋、葱花、盐和适
量面粉，搅拌均匀后不稀不稠的
状态最好。下一步就是煎土豆饼
了，我试过很多回才发现在电饼
铛里煎的土豆饼不如在铁锅里
煎的好吃，所以最好选择用平底
铁锅煎土豆饼。锅加热后，把搅
拌好的土豆丝倒进锅里，摊开并
用锅铲压平，团成一个整体后小
火慢煎，火一定要小，不能太急
了，要不然外面黑了，里面还是
粘糊糊的不熟。当锅底那面煎黄
后，再把饼翻个个儿，把另外一
边继续煎成金黄色，反复翻两次
后就熟了。起锅后把土豆饼切成
一块块的装盘，色香味俱全，在
热腾腾的土豆饼上咬一口，外脆
内软，那淡淡的清香之味，吃起
来真的是余味萦绕、回味无穷。

刘岩

青年南路振华量贩门
口到了傍晚就会堵成一堆，
就像肠梗阻，公交、出租、私
家车，上、下车、等车的人们
都混在了马路中间，熙熙攘
攘的混乱和拥挤在傍晚昏
黄的光影里像沙画一样明
明暗暗。

紧挨着候车站牌边上，
油炸臭豆腐的小摊依然兹兹
啦啦地炸着香臭混合的味
道，笼罩其中的候车人带着
它们挤上车，浑身吸满的气
味一齐被挤爆，特有的味道
洋溢在车厢里，常坐车的人
都知道，白石路振华到了。

近来，臭豆腐摊旁边多
了一个烧烤摊。

一米六宽的小推车被
装饰成 了 原 生 态 的 小 房
子，屋顶和前脸都是竖排
着的原木，原色。屋角挂着
灯笼，淡黄的流苏飘摇着，
把笑容可掬的摊主漫画像
晃动得活灵活现。喷绘的
广告语很惹眼：“哥烤的不
是肉，是……”

“呵，好有创意啊！”一
个小伙子和我同时被这个
新颖的小摊吸引过来，不
起眼的小摊如此精心设计
实在是很另类。

“不是烤肉？烤的是什
么？”我惊讶，面前的烤炉
上分明就是烤肉么！

“呵呵，大姐，这可不
是烤肉啊，您仔细看看，似
肉非肉，独家首创！”4 0多
岁的老板戴着宾馆大厨一

样高高的白帽子，挂在胸
前的白围裙有些油渍了，
笑容跟那招牌灯上的一模
一样。

“面筋？这么嫩？”我要
了两串尝尝鲜。两串都不
是常吃的面筋那种切成螺
旋状的，一串是中空的，应
该是横切面，另一串是条
状。先尝的是中空的这一
串。

“我的面筋跟别人不
一样，别人吃完了就完了，
吃了我的你就回家想吧，
越想越有味儿！怎么样，这
一串是嫩的吧？看起来像
您说的肉，其实香嫩软滑，
对不？再尝尝另一串！”师
傅一边忙活着应付客人，
嘴里不闲着跟我说道。我
这才发现，是他故意给了
我两串不一样的面筋，老
板真是有心了！

味道的确不一样，这
一串有咬劲儿，味道香浓得
多。好像每一小块面筋都浸
满了料，吃在嘴里香、软、
辣、柔滋味饱满，不舍得下
咽。在南洪街、北河街、三站
都吃过烤面筋，无一例外地
都是螺旋状的火腿肠的样
子，烤好的面筋艮艮的，本
身没有味道，全靠最后刷在
上面的辣椒油和孜然提味。

“真好吃啊,您这是烟台
第一啊！”我兴致勃勃地夸
他。

“可别这么说啊，大姐！
但是，说我烟台第二倒是可
以的！”老板得意满满。

在时时升腾起的烟雾

后面，老板饶有兴致地说起
自己。“我干这个有4年了，
在烟台地界上应该是最早
的，但是没经过仔细考察
啊，咱不敢自夸是不是？但
是我的确没看到比我还早
的，兴许人家在咱看不到的
地方吧，那咱就称烟台第
二！从前的烤面筋都是一样
的，后来我又去学了现在的
做法，跟别人的不一样，好
吃才行，满大街都有的，咱
不干，我的这个你吃了保准
忘不了……”

“你注册了吗？招牌上
是你吧，看起来很有创意
啊！”我赞赏他把自己这么
小的摊子捯饬得这么有特
色。

“不注了，把这个小摊
弄好就不错，够吃够喝还图
个啥！头像是我的漫画，这
就是防伪，哈哈！”老板自信
地笑着，脸被炭火烤的微
红。

公交车来了，匆匆又
要了两串举在手里，挤上
了公交车，周围的人迅速
投眼过来，在满车的臭豆
腐味道里，我也挺另类！

公交车蠕动起来，他
的小摊消失在拥挤的车流
里。

在大多数人都想生意
越做越大，钱挣得越来越
多的时代，他却守住了这
一份自得与惬意。轻松生
活，开心做事，生活其实就
是这么简单。

哥烤的不是肉，是淡
定的滋味！

蓬莱剪纸和合二仙。

蒸蒸榆榆钱钱和和榆榆钱钱饼饼子子
田长尧

蒸榆钱顾名思义，就是把榆
树钱蒸熟了吃。蒸榆树钱最佳采
摘期是榆树花盛开的青春期，此
时的榆钱丰满厚实、清嫩甘甜。
如果采摘早了，嫩嫩的钱花一蒸
就没了，糜烂，而且也没有甜味；
如果采摘过晚，钱内长出坚硬的
种子，吃起来又老又粗，乏味难
咽。蒸榆钱的配料，或玉米面或
白面。老黄县庄户人家多数用大
锅蒸，锅内添上适量的水，放上
箅子，箅子铺好“笼布”，将摘洗
净的榆钱撒在箅子上，再均匀地
撒上干白面或干玉米面。起火，
蒸熟后，用筷子将榆钱和面粉拌
合于一体，然后洒上白糖，盛到
碗里，吃到嘴里既有榆树钱特具
有的一种清香，又有诱人的甜
蜜，吃上两碗，不仅尝了鲜，且又
顶了饭，美食呀！每年春天，榆树
花盛开的季节，老黄县庄户人有
一个习俗，男人或孩子爬树折榆
树枝，女人坐院子摘榆钱，上锅
蒸榆钱，最后全家围坐一起大吃
蒸榆钱。年景不好的岁月，打的
粮食不够吃，庄户人家就把吃榆
钱饭“当庄”，钱多面少，吃得肚
子胀胀的，一干活又饿了。穷困

人家也没钱买糖，只好榆钱饭就
着咸菜吃。

榆钱饼子就是把玉米面或
高粱面或白面掺上榆钱，做成饼
子状或窝头型，也有混和面的，
放锅里蒸熟吃之。面有生面和发
面两种，生面即把白面、玉米面
或高粮面调好后，往里掺榆树
钱；发面即把白面、玉米面或高
粮面发醇后，再往里掺榆钱。有
人也许提出把面和榆钱放一起
调和还省事，殊不知，榆钱和面
放一起调和，很难“抓个”，形不
成面团，像一盆散沙，揉和不到
一起。所以，必须先调面，再掺榆
钱。如今，能吃上一个榆钱饼子，
可称美不胜收，大饱口福。尤其
是上了年纪的老黄县人，儿媳妇
蒸馒头时，让给自己特做几个榆
钱饼子或榆钱馒头。“钱”面一
体，香甜融和，犹如金镶玉，实属
老黄县庄户人的一种趣吃。

榆钱是榆树春季盛开的
花，传说，早在莱子国时代，莱

子人给槐树开的花叫“槐花”一
样，称榆树钱为“榆花”。可榆花
怎么又换称“榆钱”呢？相传，当
然“相传”归不了野史，更上不
了正史，只是一种传说，无法考
证真伪。故事发生在有了金属
圆形小钱币以后的日子，月主
寺山下有一户人家，老俩口养
了个儿子笨得出奇，十三岁还
弄不明白加减法。一天，他爹领
儿子上山放羊，爹有意赶七只
羊在山上吃草，留五只羊给儿
子在山下吃草。晚间回家吃饭
时，爹对儿子说：“我出个账给
你算，帮你开开窃。”爹说：“有
两个放羊的，一个在山上放，一
个在山下放，都是几只羊，不是
几十只几百只，数大了你更弄
不明了。山上放羊的对山下放
羊的说：你给我一只羊，我的羊
是你的一倍。山下放羊的也对
山上放羊的说：你给我一只羊，
咱俩的羊一般多。你好好想一
想，山上有几只羊了，山下有几

只羊？”笨儿子想了半天说：“不
知道。”爹说：“今天，我在山上
赶几只羊？你在山下赶几只
羊？”儿子说：“你七只，我五
只。”爹说：“我给你一只羊，你
六只，我也六只，咱俩的羊一般
多。如果你给我一只，你剩四
只，我成八只，是不是你的一
倍？你呀，榆木疙瘩脑袋。”儿子
想，我怎么是榆木疙瘩脑袋呢？
榆木疙瘩什么样？从此，他经常
站在后院的老榆树下，仰望榆
树的枝头，寻找榆木疙瘩。春
天，榆树开花，满枝头的榆树花
向他招手点头，他突然发现，这
榆树花多像家里的小铜钱呀！
他高兴地爬上树，折了两大枝，
拿着跑回屋，问爹：“爹，你看这
是什么？”爹说：“榆树花呗！”儿
子说：“不对，是钱，榆树钱！连
榆树钱都不认得，真是榆木疙
瘩！”爹说：“你小子不笨，在这等
着我呢！”娘笑着说：“俺儿就是
聪明，能发现榆花像钱，我看榆
花也像钱，就应该叫榆树钱！”笨
儿子的娘走户串门讲儿子聪明，
榆树花像钱，立即得到村人的认
同了，从此，人们称榆树花为榆
树钱，榆钱取代榆花，如今，很少
有人知道榆钱的老名叫榆花。

《趣吃琐忆》是作者将老黄县一系列独特的情
趣吃法搜集整理，以旧时的庄户人家趣吃为主题，
兼顾近百年一些通俗趣吃，容趣吃的做法、特色、药
用价值、由来、民间传说于一体，且有浓重的乡土情
调。特辟专栏，以飧读者。

【趣吃琐忆】

【饮食风俗】

出出九九吃吃九九样样菜菜饺饺

赵世惠

昨天跟几个外地朋友说要出
九了，赶明儿出去野外剜菜，包九
样菜饺子吃。他们大张了双眼，连
问什么是“出九”？还有这样一个
节？他们的反应，反倒让我惊讶了
半天。原来我们胶东人很重视的

“出九”，竟然这么多人不知道。
所谓“出九”指的是冬至当天

开始数九，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提
冬数九”。数上9天是一九，再数9

天是二九……数到“九九”就算
“九”尽了，那就算是出九，“九尽
杨花开”，天就暖了。“九九加一
九，犁牛遍地走”，说的也是出九
后最多9天，春耕就开始了。2014

年的出九是2014年3月13日，农历
甲午年二月十三。

胶东习俗，九九尽吃九样菜
饺子，寓意数九寒天终于过去，从
此后人们彻底与冬天告别，拥抱
春暖花开的春。只是吃饺子的日
子，虽都属胶东地区，时间也略有
差异。有些地方是九九第九天，也
就是九九尽这天吃，很有些除夕
的辞旧迎新味道；有些地方是九
九尽的第二天吃，寓意完全离开
数九寒天，以示新生；又有些人在
九九尽的第三天吃饺子，这些人
多是因为忘记或者错过了前两
天，算是补上这迎春仪式。所以，
我们这边也有“出九”出三天的说
法。

小时候对出九还是蛮期待
的，那时候生活艰苦，过年的热闹
和饭菜的丰盛，基本没到初五六
就随着走亲戚的结束而结束，中
间加上一个元宵节，总觉得这年
还没过够，怎么就没了呢？饺子的
味道还在回味着，却只能每天继
续就着咸菜吃地瓜饼子了。出九
虽然算不得什么节日，总会吃顿
饺子。因此，还没等父母吩咐声
落，孩子们早拎起小筐，撒着欢儿
奔向田野，去野地里挑挖新钻出
的野菜嫩芽。

春天的原野，积雪刚一消融，
就显露出勃勃生机。麦田里，田埂
上，果园里，尤其是秋冬季里翻耕
过闲置的田地中，到处都是绿绿
嫩嫩的、刚刚钻出来的新生命嫩
芽。果园里荠菜多，苦菜、婆婆丁
也不少；麦田里主要就是面条菜
等几样；最喜欢秋冬季翻耕过的
松软土地，里面冒出的曲曲芽、张
芽子、苦苦菜，带着小小的紫色的
牙尖，需要仔细的寻找才能发现，
然后在离着不远不近的地方，深
深的一小铲挖下去，哇，好长好白
好嫩的须芽就露出来了。吃新鲜
要吃春头，讲究的就在这里。这个
时候的苦苦菜系列，是农家桌上
待客必备的，用清水洗净根上的
泥土，放在清水里养一晚上，第二
天再看，野菜生机勃勃的在水盆
里密密实实向上排排站，就像喊
了立正的小兵。挑一小碗农家自
己做的面酱，拿了这新鲜的嫩芽，
蘸一点酱，放到口里一嚼，满口的
清香，带一点淡淡的苦味，回味无
穷，滋味无穷。

包饺子讲究口感，一般选取
的是荠菜、面条菜、麦蒿这一类，
能凑几样算几样，不够的，母亲自
会 用 萝 卜 、白 菜 、胡 萝 卜 、香
菜……诸如此类的去一样一样计
算着拼凑，实在不够呢，就加一小
撮韭菜，取其谐音“九”，然后加上
猪肉和虾仁，细细地剁好。记得当
年在乡间，出九时，几乎家家户户
都会传出悦耳的菜刀与菜板交响
曲，仿佛是春天咚咚踏着大地的
脚步，那么豪迈，那么喜悦。

如今，远离了老家，也远离了
一抬脚就可以撒欢的原野，剜菜
也成了蓄谋已久的踏青，变了味
道。只是这出九的节气，依然如同
来自故乡的呼唤，仿佛长在骨子
里的芽孢，春风一起就开始鼓胀。

饭店里的饺子再高档，也吃
不出亲手剜菜、亲手调制饺子馅
的快乐，更吃不出九样菜迎接春
天的喜悦。我们吃的不是饺子，是
故乡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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