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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从娟

小时候，每到春天，母亲常
为吃菜发愁。以前，可不像现在
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蔬菜。
那时的冬天，大白菜和萝卜是
唱主角的。开春后，白菜萝卜已
失去水分，不待人吃了，凉地的
菜还没长出来，便是青黄不接
之时。发芽葱下来了，人们便欣
喜若狂。春风和煦的午后，母亲
拿上小，去房后菜园剜上一
把发芽葱，回家剥去老叶，掐去
根须，冲洗干净后，白嫩的茎，
翠绿的叶，水灵灵、鲜亮亮，只
需看一眼，就令人口舌生津，勾
起馋虫。

发芽葱炒鸡蛋，再撒上点
虾皮，好吃得令人难以忘怀，寂
寞了一冬天的餐桌由此活跃起
来。不过，这道菜不常吃，因为
那时候鸡蛋还算是奢侈品，吃
得最多的当属发芽葱蘸酱了。

“大葱蘸酱，越吃越壮”，酱可以
是面酱、甜酱以及各种虾酱，但
小时候吃得最多的便是发芽葱
蘸虾头酱。每年开春，卖虾头酱

的人便推着小车来到村里，只
需扯着嗓门吆喝一声“虾头酱
喽”，村里男女老少便手拿着小
钵小盆，赶趟儿似的从各个小
巷胡同里钻了出来。虾酱不用
称，用罐头瓶量，一瓶八分钱，
用不多久，两桶虾头酱便见了
底。

虾酱买回家，当天必做一
顿熥虾酱贴片片。挖上几勺虾
头酱盛在小钵子里，放点葱姜
末，滴上几滴花生油，坐于小
箅帘上，锅的四周贴上一圈玉
米片片。小火慢慢溜着，不一
会儿，香味便飘溢而出，玉米
片片的清香与虾酱的鲜香相
融相依，极其和谐。揭开锅，金
黄的玉米片片、熟透的虾酱一
并端上桌。咬一口片片，拿起
一根发芽葱，狠狠地蘸一下虾
头酱，“咔嚓”一口咬下去，脆
生生、鲜溜溜，那滋味，那感
觉，怎一个“爽”字了得！虾头
酱还可以炖萝卜茧子，难吃的
萝卜也变得美味可口。虾头
酱、发芽葱炒鸡蛋，更是鲜美
得无以伦比。

虾头酱是用大对虾的虾
头制作的。以前冷冻设施差，
大对虾晒成虾仁出口，加工时
扒下来的虾头、虾尾变成了废
弃的东西。人们觉得扔了可
惜，就用粉碎机研磨得极细，
加上盐搅拌均匀后密封发酵。
十天半月的便发酵成熟，颜色

绛红，咸鲜味美，香气浓郁。真
是佩服沿海人的智慧和节俭，
本该丢弃的虾头虾尾经妙手
匠心之下，竟变成如此营养丰
富的珍馐美味。就是这种味道，
伴随着沿海人走过无数春夏秋
冬。时至今日，很多老烟台人仍
忘不这一口。

发发芽芽葱葱蘸蘸虾虾头头酱酱
【胶东美食】

徐爱清

每年的四月中旬，莱阳的
梨花竞相绽放，美不胜收，前来
赏花的游客络绎不绝。赏花让
人心情愉悦，走进农家小院吃
吃梨乡农家饭，饱一饱口福，也
是很惬意的事。

照旺庄镇西淘漳村是全省
生态旅游村，从事农家乐的有
二十几户。开农家乐的大都是
文明示范户，在顾客中声誉比
较高。农家乐的招牌十分醒目，
一杆黄色的酒幌子插在房屋的
显眼处，旅客不用打听，看见小
黄旗就能找到农家乐的主人。
农家院的环境十分优雅，屋檐
下挂着一辫辫、一串串的大蒜
和红红的辣椒，浓浓的乡情味
就显示出来了。

客人来到的时候，主人笑
脸相迎热情招待，给人一种宾
至如归的感觉。饭菜没有山珍
海味，一色地道的农家口味，主
菜是小鸡炖蘑菇、清蒸五龙鲤
鱼、五龙河鸭蛋炒鸡蛋、当地名
吃羊杂汤。如果你喜欢吃青菜，
西红柿、黄瓜、小油菜都是从蔬
菜大棚刚采摘的，十分新鲜，另
外大葱、野菜蘸面酱也是客人
喜欢的吃法。

主食是莱阳特产芋头、地
瓜玉米饼子、玉米棒子、地瓜面
包子和五谷杂粮熬做的八宝
粥。招侍客人的饭菜一般是女
人掌灶，男人打杂，手艺是传统
的农家做法。吃农家饭客人没

什么特珠要求不需点菜，一般
上的都是套装餐，花钱不多，主
人保你吃好吃饱。虽然说农家
饭的做法不如饭店那么讲究，
但吃过的人都啧啧称赞味道不
错，不少旅客冲着农家饭慕名
而来。游客们说在农家乐尽兴，
寄托的是一种乡情，细细品味
今日的甜美，更多的人图得是
吃个地道尝个新鲜。旅游旺季
的时候，光顾过农家乐的客人
有几千人。

我认识一位姓姜的大嫂，
过去以种大棚菜为生 .自从村
里搞起了旅游业，姜大嫂看准
商机，投资一万多块钱将露天

小院搭上新棚子摆上新桌椅
办起了农家乐，招牌菜就是

“八盘八碗”。刚开始的时候，
姜大嫂饭做得小心翼翼，生怕
客人吃不惯，慢慢地她掌握了
做饭的技巧，根据不同客人的
口味变换花样。她做的大梨、
芋头拔丝很有名气，香椿芽、
韭菜、西红柿炒蛋味道纯正，
并把当地开口胃的小葱拌豆
腐、咸制的牛蒂丝、熟炒花生
米做成压席小碟，增加客人的
食欲，花色品种多了，生意越
做越红火。一年下来，几乎每
天客满，收入比种菜要客观。
但光富了口袋不行，还要富脑

袋。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农家
乐，知道美丽乡村，她倡导举
办了乡村农家乐美味大餐比
赛，推出了游客自己动手采摘
做饭享受全套农家乐系列活
动，让游客一展身手体验农家
乐带来的兴趣和快乐。姜大嫂
说，现在城里人大鱼大肉吃腻
了，农家饭越来越受到城里的
喜欢，她要把农家饭做出名
堂，像莱阳的梨花一样誉满省
内外。

又是梨花倾城时，我想再
去西淘漳，去看一看洁白如雪
的梨花，品尝品尝那香喷喷的
农家饭！

梨梨乡乡农农家家饭饭
【乐在乡间】

林宛宁

现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
逐渐提高，鸡鸭鱼肉已不再是
餐桌上的主角了，人们不再喜
欢过于油腻的菜肴，而野菜却
相当受追捧，绿色健康的山珍
野菜，更是受到上到老年人，下
到想减肥瘦身的姑娘们的喜
爱。

清明节假期，我和朋友带
着孩子相邀去昆嵛山游玩，下
山的时候，看到两个阿姨每人
拿着一个塑料袋在薅野菜。朋
友说现在荠菜都老了，肯定是
在挖苦菜，打发两个孩子过去
查看是否是苦菜，女儿蹦跳着
过来跟我说是山苜楂。我对山

苜楂很陌生，忙拿出手机，百度
了一下山苜楂的信息：山苜楂
又称山麦楂或者山菜，属落叶
小乔木，叶子对生，长椭圆形，
嫩芽及嫩叶翠绿，均可食用。每
年清明节至5月中旬，是山苜楂
最佳的采摘时间。古人有云：野
菜中菱科为第一品，而山苜楂
可谓野菜中的第一品。

听到我在读关于山苜楂的
资料，薅菜的一位阿姨打断我
说：“你们连山苜楂都不知道
啊，我和你们说说吧，我对山苜
楂可是很有研究的，每年都上
山薅好多次。山苜楂不但味道
鲜美，而且营养丰富。最重要的
是，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现
在长出来的山苜楂就是最新鲜

的嫩芽，能够很好地调理身体
机能，你们也一起薅吧。”

听到山苜楂具有这么高的
营养成分，天色也还早，我和朋
友就加入了薅山苜楂的队伍，
由于我们能见到的山苜楂只有
四片叶子，所以两个大人两个
小孩薅了大约两个小时，才把
一个矿泉水瓶装满。

回家后，我按照薅菜阿姨
的指导，用开水把山苜楂焯了
去生，沥干后，足有拳头那么
大的一团。这时，朋友从市场
买回了红根韭菜、里脊肉、扇
贝丁和4块钱的饺子皮，我们
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调好馅
并包完了60个饺子。煮饺子的
时候，两个孩子对山苜楂饺子

非常期待，都急切地盼望着饺
子出锅。饺子出锅后，我用怀
疑的心态在饺子上轻轻咬了
一口。只见饺馅翠绿芳香，在
咀嚼的时候，从饺子中散发出
淡淡的山苜楂的清新味道，并
伴随着扇贝丁溢出的鲜醇汤
汁，真是香嫩不腻，风味独特，
吃后令人齿颊留香，回味无
穷。朋友一边吃，一边和我说：

“下周末，咱们还上山薅山苜
楂。”女儿说：“不但是下周末，
不止是咱们，叫着爸爸和叔叔
一起去薅，到时候，想吃山苜
楂饺子吃饺子，想吃山苜楂包
子吃包子。”真没想到，一次昆
嵛山之旅，我们没被风景所倾
倒，却被山苜楂征服了。

春春风风又又绿绿山山苜苜楂楂
【时令野菜】

香香椿椿的的情情愫愫

吕富苓

胶东农家的房前屋后，都栽
几棵香椿树。二月春风似剪刀，
春分一过，睡眼惺惺的香椿枝头
就悄然地骨芽了，吸蓄了一冬的
营养，厚积而薄发，憋了一冬的
劲儿要释放了，不经意间，在春
风扑面还觉寒中，香椿枝头就伸
展出一束束紫莹莹的叶子，在风
中摇曳，在春光中闪耀，该采香
椿芽尝鲜了。

揉的香椿芽最能吃出香椿
的味道。把香椿洗净控干，撒少
许盐，用手揉，揉到香椿出汤，香
椿特有的鲜味满院飘扬，扣起来
闷些时候就好吃了。香椿炒鸡
蛋，黄笼笼的鸡蛋裹着紫色的枝
芽，散发着香味，可惜头茬香椿
太少，不出数。油炸带糊香椿脆
生生的，特好吃。

在春风里，香椿长得很快，
是家家餐桌上的常菜。捞一碗面
条，撒上些剁碎了的咸香椿末，
一搅合，别看白白的面条点缀些
黑星星，嘻嘻哈哈地扒到嘴里，
那真是的道的家乡味。

春天，加吉鱼下来的时候，
出嫁的姑娘是要向娘家送鱼过
鱼市的，焖加吉鱼时上面盖上成
枝的香椿，鱼鲜叶香，那留在舌
尖上的记忆，绵远流长。

闯关东的哥哥姐姐们，最想
念的是揉的香椿。回老家看亲，
走时背着母亲的揉香椿，回去给
一家大少解馋。过去农家春节前
向东北邮花生和香椿是必须的。

1995年的五月，我去哈尔滨
给80岁的姐姐过生日，姐姐说，
别的别捎，捎点香椿吧。那已经
是第三茬香椿了，我捎了十五六
斤，喜得姐姐用三天去分送给老
乡，我真没想到在外多年的老乡
还是那么喜欢。

现在超市里一年到头卖香
椿。但，鲜嫩的头茬香椿还是那
么娇贵，我拿一把紫莹莹的头茬
香椿头送给老年大学的同学，她
那么感激：“20多元一斤不说，好
几棵树采不了多少。真是礼轻情
意重……”

【养生鲜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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