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英山

立冬取萝卜，小雪取白菜。这是
庄稼人秋季收完了庄稼，紧接着再
收取蔬菜，做好冬季储藏，温馨过
冬，永远不会忘记的两个节气。

我家在老屋后零星种了几垄萝
卜，长得挺好，立冬那天也迎着季节
收取了。取萝卜的天最好是赶上刮
北风的天气，萝卜是又酥脆又好吃，
辣中带甜，还不易糠。萝卜取来家要
留下一些临时食用的，最好用一个
带塑料纸的蛇皮袋装起来，把口扎
紧，随吃随解。余下的在园里挖一个
60厘米高的长方形(根据萝卜多少)的
坑用土埋起来，四周插上木棍做标
记，防止忘了地方。随着时令，土要
逐渐增加，上冻后完全封上，起一个
拱形，防止冻坏萝卜。这两种方法储
藏的萝卜，来年开春拿出来吃，就和
刚从地里出来的一样，没有什么区
别，是真脆真好吃。

萝卜和白菜是冬季餐桌上的最
主要的两种蔬菜。萝卜生食熟食均
可，《本草纲目》称萝卜为“蔬中最有
利益者”，萝卜素有“十月萝卜小人
参”之美称。人们常把萝卜喻为：“头
戴翡翠冠，外披彩霞衣，身如洁白
玉，根是人参须”。萝卜营养相当丰
富，药用价值广泛。民谚有：“上床萝
卜下床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冬吃
萝卜夏吃姜，一年四季保安康”“常
吃罗卜常喝茶，不找医生把药拿”。
冬天是吃萝卜的最佳季节，萝卜生
于地下，带有闭藏的性质，适合冬季
养生的特点，萝卜本身是最好的滋
补品。冬天是一年当中阴气最盛的
季节，身体外面是阴气盛，身体内部
就是“阳气在里，胃中烦热”，再加上
大家都喜欢冬令进补，吃了许多温
补的食物，所以导致胃中烦热。萝卜
含有大量的葡萄糖、维生素及多种
微量元素，营养丰富，性味平和，消
食开胃，所以冬季进补可千万别忘
了“小人参”啰！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对萝卜
情有独钟。无论是青萝卜、白萝卜、
紫萝卜、胡萝卜，还是其他的各种品
种的萝卜，无论是天津的还是潍坊
的我都喜欢。萝卜无论怎么吃都好
吃。晚上看着电视，切一小片萝卜，
就着花生米吃，那是又香又脆，越嚼
越有味。萝卜切成条，用食盐卤一
卤，或者用白糖拌一拌，喝个稀饭，
开胃清口。萝卜打成丝，放在锅里用
热水炸一炸，捞出净水后握成球，可
随时食用。包包子、包水饺，加上肉
籽料、海米、香菜、姜、韭菜、味精，比
三鲜水饺都好吃。萝卜块炖兔子肉，
那是上佳的一盘菜，萝卜块熥虾酱、
蟹酱，吃起来那是非常下饭。萝卜全
身都是宝，萝卜缨(叶)上锅炸一炸，
磨一些黄豆粕，擦豆焖吃非常香。总
之，萝卜是饭桌上不可缺少的美食
佳肴。

冬至已过，家家户户准备了越
冬的各种蔬菜，千万别忘了在食用
进补的同时，一定要多多食用萝卜
这个“小人参”啊！

冬食萝卜小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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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鸡蛋蛋灌灌饼饼飘飘香香

张善文

晨曦未明，黄务街道办事处
和烟台大学广告动漫基地之间
的马路边便热闹起来，俨然成了
食品一条街。卖油条的、卖里脊
烧饼的、卖骨汤馄饨和骨汤小面
的、卖鸡蛋灌饼的、卖汉堡的，更
有那琳琅满目的“好粥道”，什么
小米南瓜粥、红枣八宝粥、皮蛋
瘦肉粥、紫米燕麦粥，让人眼花
缭乱，目不暇接。马路边，熙熙攘
攘，人头攒动。坐在小板凳上吃
早餐的民工三五成群，东一簇，
西一帮，把马路边塞得满满的，
成为附近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买
早餐的还有家庭主妇、上学的学
生、上班的职工。有手里拿着边
走边吃的，有提着买好的早餐匆
匆忙忙赶路的，喧闹的气氛似乎
让寒冷的天气也一下变得温暖
起来。

那日早晨，小孙女一起床
就嚷着要吃鸡蛋灌饼，并催我
赶快给她去买。我赶到时，卖鸡
蛋灌饼的摊位前已围了七八个
人。做鸡蛋灌饼的好像是夫妇
俩，他们二人在不停地忙碌着，
只见那男老板手脚麻利地在擀
饼皮，一块面团瞬间被他擀得

像一张薄薄的纸。随后顺手摔
在烧热的平板锅上，不一会便
鼓起一个大包，用铲子尖在包
上捅一个洞，里面竟分为两层，
真是令人称奇！这可能也是鸡
蛋灌饼制作方法之秘决所在
了。打碎一个鸡蛋直接放进捅
破的小洞中，在平板锅上烙上
一会，翻过来继续烙，只一会儿
工夫，鸡蛋灌饼就做好了。女老
板用铲子铲起烙好的鸡蛋灌
饼，抹上甜面酱，放上生菜、焯
好的土豆丝及煎好的火腿肉，
再抹上一些辣酱，把鸡蛋灌饼
卷成一个卷，一个飘散着诱人
香味的鸡蛋灌饼便呈现在你的
面前，不由地使人垂涎欲滴。

好容易才轮到我买了，看着
夫妇二人忙碌的情景，心想他们
真是不容易呀！此刻我注意到他
们那被凛冽的寒风冻红了的脸
上却始终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显
得十分自信与从容。我乘机与他
们攀谈起来，交谈中得知他们夫
妇是湖北人，今年都三十多岁
了，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八岁，小
儿子才三岁。俩人离乡背井从老
家来到烟台，举目无亲，无依无
靠。唯一的想法就是要通过自已
的努力和打拼，改变一下自已的

命运，为将来更好的生活打下一
个良好的基础。

夫妻二人的乐观态度和灿
烂的笑脸令我深为感动。他们
做的鸡蛋灌饼确实没有什么与
众不同的特色和格外吸引人之
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二人对
信念的坚守，透过岁月的风尘
和时间的磨砺，寻觅到幸福的
明天。

前几天的一个晚上，芝罘

区下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
雪，积雪厚度达二十厘米。翌日
早晨，我路过食品一条街，只见
卖鸡蛋灌饼的那对夫妇仍在漫
天风雪中忙碌不停，为了心中
的理想，始终不渝的执着与坚
守。

鸡蛋灌饼飘香，它给很多
人带来快乐和享受，也将给很
多人带来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
希望！

冬冬至至的的饺饺子子

王红婷

2014年第一场漫天大雪姗
姗来迟，她于一个昏黄静谧的夜
晚悄然落下，就在冬至前的几
天。就这么积了厚厚实实的不言
不语的十几厘米，冬天看见了
雪，就好似看见了年，更仿佛闻
见了冬至饺子的香。

在胶东地区，为了这“气始
于冬至”，人们都要大补，除了热
汤肥肉，在冬至这一天都要吃饺
子。不同于内陆的滕州只是喝一
碗浓稠的羊汤暖胃，也不像遥远
的南方只是吃一盏柔弱的汤圆
嘘寒问暖。我们吃的是皮薄馅
多，满嘴流油的大肚饺子。这饺
子，有人爱吃猪肉糜大葱馅的，
也有人爱吃翠韭菜鲅鱼馅的。但
飞入寻常百姓家最普遍的是那
萝卜丝饺子。冬吃萝卜夏吃姜，
在冬天，家家户户的萝卜白菜都
囤积得夸张，萝卜擦成丝打浆
好，配上些虾皮或海米渣，葱姜
香菜剁剁碎，切一些小小的肉丁
作味，浓稠的大花生油搅拌出一
大盆。饺子的薄皮也很讲究，不
用计量，全靠手感揪出一块块大
小等同的面，左右两手同时开
工，又不耽误嘴上闲话家常，擀
好的饺子皮边上薄心里厚，这样
才能包得住馅料又不失美观，擀
皮擀的好也是衡量一位优秀好
媳妇的标准之一呢。老奶奶小媳
妇团坐在炕头，葱葱玉指一玩
绕，玲珑饱满的饺子就笑盈盈地
堆在那儿了。炕底下的老爷爷带
着小孙子在烧火，咕嘟咕嘟冒着
热气的大铁锅里翻滚着热水，焦
急地等待着那全中国最好的饺
子下锅。

家里的老人们常说：“冬至
不端饺子碗儿，冻掉耳朵没人
管”。听老人的话，我打小就很
爱吃饺子，见了饺子，就像那骆
驼见了柳，蒙古人见了酒一样
激动。在我眼中，那是一顿饕餮
盛宴，无可匹敌。这饺子不是什
么珍馐美味，做它的食材也是
极为普通，之所以它在皑皑冬
日那么地让人魂牵梦萦，是因
为它象征着温暖的团圆，一家
人围坐在一起，不消什么大鱼
大肉，只那一盆热气腾腾的大
馅饺子，就能抵御外面一切的
风雪严寒，这就是饺子，是全中
国最能代表着家庭和睦、温馨
团圆的一种好食物。

北北河河街街上上的的馄馄饨饨铺铺
刘岩

北河街紧挨着所城里的
老房子，天天拥挤嘈杂，热闹
异常。街上的馄饨铺多得是，
说三步一店五步一铺一点儿
都不夸张。这里有传承着合作
社遗风的老婆馄饨；有支着比
铺子本身还要大的凉棚，很受
民工欢迎的廉价馄饨；还有招
牌脱落了颜色，依然能告诉你
它的特色是骨汤的小门头。各
色的馄饨铺在中午时分都挤
得满满的，让人很难分清是哪
家的味道吸引了人还是人多
自然造成了平均分配，反正家
家都是人满为患，呼噜呼噜喝
热汤的声音合着腾起的热气，
让北河街的北半部分变成了
大食堂。

听说有一家新开的海螺
馄饨好吃，特意跑来尝鲜。穿
过热闹的“大食堂”好不容易
才找到。在北河街的中段，是
一个刚租下的铺子，门头新
贴上的写真很薄，是单一的
红色，原来那一家的名号还
能隐约透出来。刚开的缘故
吧，门前静悄悄的。店里加上
操作间，也就20多平方米，一
个书柜模样的展示柜隔开了
里外，桌椅陈设简单整洁。一
个帅小伙在这书柜前招呼客
人。墙上的红纸手写着馄饨
的品种，一共8样，明码标价。

小伙子招呼我就坐，说话
简单热情。“妈，海螺馄饨，小
碗！”一口蓬黄口音，绕过书柜
向厨房喊着。大概怕妈妈听不
清，又走进去，对妈妈小声地
嘱咐了一遍，才走回书柜。

我的座位正好对着厨
房，能看到厨房全貌。小伙子
的妈妈50多岁，高个子，有着
北方女人的健壮，干练利索。
开火、烧水，从自制的木质盘
子里把刚包好的馄饨推进锅
里。包馄饨的案板就在书柜
后面，馄饨皮和和好的馅被
纱布盖着，包好的馄饨放在
木盘子里。木盘子方形平底，
像小簸箕。

海螺馄饨比想象的要
鲜，尽管来之前对它的味道
猜想很多，无怪乎就是鲜呗，
而真正吃到它的时候，感觉
到的鲜是那种新鲜海物刚刚
离水的清新，与海物存放些
日子依然还有的浓郁的鲜味
大有不同，淡淡的鲜亮，感觉

清新淡雅。但是细品起来，其
中还有种特殊的鲜味，跟平
常不同，如同有了绿叶，鲜花
才更有风姿一般，我断定应
该不仅仅是海螺自己的鲜味
所致，便好奇地问小伙子。

“这是俺家独创，哈哈，别家
没有！”小伙子卖起了关子。
倒是小伙子的妈妈听到了我
对馄饨的赞扬，关了火走出
厨房，在我对面坐了下来。

“海螺是刚刚从船上来的，还
是活的呢！”老妈妈话语不
多，和蔼里有些持家女人的
坚毅和果断。“这鲜味不光是
海螺自己的味道，好多调料
在一起的，你看，好味道是谁
调出来的！”老妈妈指着身后
的一堆调料，此时都整整齐
齐地排在一个方形盘子里。

“俺妈是村里做饭的好
手，出岛之前谁家做席俺妈
都是主厨！”听妈妈跟我拉
呱，小伙子介绍起了妈妈。小
伙子一家是长岛渔民。父母
跟海打了一辈子交道，上了
年纪在岛上就医不方便，他
便中断了在北京的学业，把
他们接出岛，在附近租了房
子，让父母在身边生活。可是
爸妈闲不住，也不想成为负
担，就靠老手艺开起了馄饨
铺。“这样也好！”小伙子说，

“馄饨用自家的海产放心，来
这里的客人顺便带走更好，
一举两得！”身后的小书柜
上，放着一些海米，长岛特产
金钩海米是主角。

“大妹子，你吃着好吃
吗？俺尝了好多次的呢，觉得
好吃就记下来，照着做，开店
和做席不一样，口味好人家
才能常来！”可以想象她为人
家做席时是一样的认真上
心，所以才会赢得村里人的
夸奖和信任。

“料得好，手艺也不易
呢!”妈妈还想继续说下去，大
约是怕暴露了秘方，但小伙
子匆匆拉起了她，“妈，妈，人
家大姐都知道，大姐也是文
化人儿！再包俩馄饨吧，一会
儿就上客了呢！”小伙子把妈
妈半扶半拉地拥进了厨房，

“俺爸呢？转圈还没回来？”
“谁知道呢，在家待不

住！再包不多少了，今天差不
多够了！”妈妈在案板前坐
下，随口说着。

“俺爸妈来烟台不久，不
熟！”小伙子跟我解释。他觉
得爸妈在小岛上习惯了乡里
乡亲的不设防，都是掏心掏
肺地说话，在这里，比家乡复
杂多变得多，怕爸妈话语惹
出个什么闪失，受个什么委
屈。像一只长大的鸟，用丰满
的羽翼悉心地呵护着渐渐衰
老的父母，父母心甘情愿地
顺从着，让在一旁的我也感
觉暖暖的。

海螺馄饨好吃，感受一
家子的温馨让人吃起来安稳
放松，虽然此行没有探得秘
密，领略了这份亲情也算是
收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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