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能待待客客的的白白面面糊糊涂涂

芥疙瘩的

几种做法

吕富苓

用芥疙瘩（又叫芥根）腌咸菜，
这是胶东自古以来的传统。割芥菜
叶要带一块芥疙瘩底部的蒂，一是
不再生芽，二是叶子不散。在闲房
子里扯上绳子把叶子挂晾，一行又
一行，这是黄菜中的上品，略逊于
蔓菁缨子，比萝卜缨子好吃，以备
春四五月吃，度过春荒。

上网一查，原来芥疙瘩有三大
养生功能。1、能解毒消肿，防癌抗
癌。它含有丰富的植物纤维，可促
进结肠蠕动，缩短粪便在结肠中保
留的时间，稀释毒物，降低致癌因
子浓度，从而发挥防癌的作用；2、
能下气消食。芥疙瘩含有一种硫代
葡萄糖甙的物质，经水解后能产生
挥发性芥子油，具有促进肠胃消化
吸收的作用；3、能利尿除湿。

人们利用芥疙瘩有芥子油的
辣味，做成几种别有风味的小菜。
1、肉丝炒芥疙瘩丝：1976年我调到
婆家掖县，一天去大姑家做客。在
丰盛的菜肴中，有盘菜大家吃得最
带劲，暗红的肉丝参杂在白白的菜
丝之间，尖尖的满满的一大盘子菜
一会儿就见底了。菜丝艮盈盈的，
味道有点特别，在反复品尝之后，
大家猜是玉兰片打的丝。大姑告诉
是将芥疙瘩切成很细的丝，晾晒，
略去水分即可，用肉丝炒制而成。

2、炝芥疙瘩丝：将芥疙瘩切成
很细的丝，放于盆里。锅里放水、花
椒、八角（这几样最好装在作料钢
盒里）、葱段、姜片、盐，熬制到味道
很浓，将滚开的水炝进芥疙瘩丝
里，盖盖，闷些时间，即可食用。微
辣，通气，装盘时也可再加作料调
味，做下酒菜挺好。

3、憋辣菜：胶东一般过了腊八
才憋辣菜。需要天冷。将芥疙瘩用
细镲床搽成细丝放盆里，马上加醋
加糖搅拌，醋要蒙过菜，尝一尝甜
酸合适之后，加几颗红枣，马上装
在玻璃大瓶里，把口严严地封起，
放在冷的室外，住一个星期，打开
即可食用。辣菜辣菜，一股芥末油
辣直冲鼻孔而上，顿时上下一股气
通达，痛快极了。装盘时夹几颗鲜
红的红枣，漂亮极了，闻着、看着，
就有食欲。憋辣菜要用老品种的芥
疙瘩，它成柱状，绿皮，坑坑洼洼
的，有根毛。有些像大桃形很光滑
的憋不辣；再放暖和的地方也憋不
辣。

余爽音

从前，莱州乡间招待客人，
一般是擀面条。面条擀好后，先
做上一盆面菜，再煮面条，煮好
后就可以开饭了。有时家里白
面太少，擀面条不够用，或者冬
春时节白面太金贵，舍不得擀
面条，就做一锅白面糊涂，锅上
沿贴上一圈小饼子，熟了后饭
菜一锅就出来了。喝着糊涂，吃
着小饼子，客人也会挺高兴，因
为这白面糊涂也是轻易喝不到
的。糊涂（读音如度），糊本字
餬，与糊同，故本文写作糊。

冬春时节做糊涂的配料一
般是白菜心、菠菜、香菜、虾皮
儿等。把白菜心的帮切成比指
头肚略小的块，叶切成宽宽的
条。再切好葱花姜丝。先把锅烧

热，加上食油，用葱姜爆锅，倒
上切成小块的白菜帮，用锅铲
翻动着炒一下，再把白菜叶倒
上略炒，添水烧开，把预先泡好
成糊状的面汤倒进锅里，不断
搅动，开锅后停火。把菠菜、香
菜切成段后倒进锅里搅一搅，
再撒上一把虾皮儿，根据口味，
加适量的盐后，即可往碗里盛
了。雪白的白面糊糊，透着菠菜
香菜的碧绿，虾皮儿的金黄，虽
称不上五颜六色，也可以说赏
心悦目，看着就让人来食欲。俗
话说好看就好吃。喝一口鲜、
爽、香，味道荡气回肠。特别是
寒冬时节，喝上两碗后脑门冒
汗，全身热乎乎的通泰舒畅。

读了齐鲁晚报《今日烟台》
对烟台脑饭、咸饭、澥饭及甜沫
的介绍后，本人自以为，这些饭

跟糊涂应同属一类，只不过用
料稍有不同罢了。脑饭用小米
面和玉米面，糊涂用白面，也可
以用黑面（即二麸磨下的面），
那就不能用来待客了。从前在
莱州，除了待客喝的白面糊涂，
妇女坐月子喝的小米稀饭外，
老百姓日常喝的只有高粱面做
的玍（音哥）渣饭。读过行走烟
台登载的《胶东方言刍议》才知
道，即墨、崂山也有玍渣饭一
说。稍有不同的是，在莱州，玍

渣饭仅限于高粱面稀饭，苞米
面稀饭不叫玍渣饭。本人孤陋
寡闻，不知即墨、崂山是否有糊
涂这个名称。但就本人所知，鲁
南、鲁西南一带有。兖州一带的
群众，把我们所喝的稀饭称之
为糊涂。著名长篇小说《铁道游
击队》里，也有糊涂这个名称。

铁道游击队初创时期，刘洪在
枣庄以开炭厂为掩护，建立了
地下革命组织。炭厂的效益不
错，伙计们很满意，说终于能吃
上煎饼，喝上糊涂了。但是有所
不知的是，他们所喝的糊涂是
什么样子。

在莱州没听到脑饭、咸饭、
澥饭、甜沫这些名称。莱州方言
中的事物名称、语音，与蓬黄以
东，确有诸多不同。有些倒是与
昌邑、平度、青岛相似。这是否
与历史上掖县、平度、昌邑、潍
县、高密、即墨、胶州等同属莱
州府，而黄县以东属登州府有
关？可是，莱州和鲁南、鲁西南
一带，地域既非相近，建制也无
联系，却都有糊涂这个名称，这
又当作何解释？企望有见识者
不吝赐教。

老老婆婆爱爱啃啃老老苞苞米米
扈刚

人们当然更愿意品味甜蜜
回忆，我老婆就爱絮叨她老家
那些事，每每作陶醉状，总讲到
意犹未尽。啃苞米常被她提及，
仿佛拷问我家里又多少日子没
吃上苞米了。所以，我这个休息
日除了看看邻居的枣花、赶个
小集、煮锅苞米，完了啥也没
干。

玉米，这据说来自美洲
的黄金粮食作物，扎根华夏
大地已逾百年。各地叫法不
同，北方多叫苞米，也有叫棒
子的。旧时关东有称山东人
为“山东棒子”的，除了说明
山东人的直性、豪爽，好像与
齐鲁大地广泛种植玉米也有
关系。老婆祖上闯关东穿辽
宁进黑龙江，落脚绥化海伦，
那 可 是 玉 米 大 豆 的著名 产
区，那儿都管玉米叫苞米。老
婆 小 时 候 还 是 人 民 公 社 时
代，大田里一眼望不到边际
的苞米是公家的，有专人看
护，再想吃也不能动。各家农
户在有限自留地里，都不忘
种点青苞米，这也算那个年
代妇女孩子的零食吧。只有

机灵的男孩子会结伙摸进大
田，偷偷烧苞米吃，女孩一般
不参与。老婆忘不了她年少
时那段有些苦涩却又不无快
乐的时光。她说一大早去自
留地，劈回一小猪腰子筐青
苞米，我立刻联想到熊瞎子
劈苞米——— 劈一穗丢一穗！

“谁舍得丢啊，那时家家口粮
都不够吃，一穗青苞米老金
贵啦，那是粮食啊！”劈回苞
米怎么弄，老婆开始显摆了

（我知道她需要怎样配合，每次
都耐心逗引）：劈苞米之后捎带
抠几个新鲜土豆，这是主料，苞
米去胡儿（缨子），要留一层苞
米皮，留得一份清香在。先给大
锅添好水，再在锅底扣一个盆，
处理好的苞米和洗净的土豆围
盆一圈摆平。摘茄子、辣椒切
丁，加鸡蛋、豆酱搅在一个小盆
里，置于锅底扣着的盆上，那蒸
出来的鸡蛋羹别有风味。扣盆
的好处还有这样弄不易煳锅。
苞米土豆摆平，上面还可以坐
个粥盆，大锅硬蒸出的小米粥、
二米粥原汁原味都不孬。几样
一锅出，省柴又省事。

经过大锅蒸煮出的青苞
米，嫩且韧，越嚼越香。土豆开

花（开裂）起沙，香糯可口。米粥
较稀，但是“满足供应”，不像鸡
蛋羹因为鸡蛋还要换油盐而特
别金贵，只能当做好就头。想想
当年那个味儿，怕是现在哪家
农家乐都不可复制，所以老婆
有时不免要叹气，怀旧吧，肯定
有，可能还有别的情怀。我岳母
早早去世，让我老婆的少女时
代过早结束，心里留下某种印
记。她大姐继而成为她的心灵
依靠，颇有以姐代母的意思。然

而，大姐被命运作弄，先后嫁两
个男人都撒手离去，她刚刚熬
到将一双儿女好不容易拉扯
大、成家立业，自己却突然脑溢
血发作，抢救过来已是瘫痪在
床。“大姐再不能给我留苞米
了。”老婆喃喃地念叨，令人感
伤。

煮苞米出锅了，老婆默默
地啃。仿佛一粒一粒地品味岁
月，那已逝去的和正在经历的
黄金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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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双黄黄咸咸鸭鸭蛋蛋的的清清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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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德成

小侄子托人给我捎来了一个
纸箱，打开一看，装的是咸鸭蛋，
立刻把我带到遥远的故乡。母亲
那熟悉的面孔和温暖的关怀，一
下子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的故乡江苏兴化，与高
邮邻接，我们庄上很多人家都
养鸭，养的都是高邮大麻鸭，鸭
多，蛋也多，生的蛋多数是双黄
的。高邮鸭蛋腌制后即为著名
的“高邮咸蛋”。讲究吃的随园
老人袁枚说：“腌蛋以高邮为
佳，颜色红而油黄。”

我父亲也养了150只高邮
麻鸭，每天能生130多个蛋，且
双黄的占80％。每年秋收结束
后，农事闲下来，心灵手巧的母
亲就张罗开了，每天早早起床
清洗腌鸭蛋的坛子。接下来就
是全家人齐上阵的时候了。父
亲从鸭棚里，挑选出又大又是
双黄的鸭蛋，提到门前小河边
上，让姐哥和我三人把鸭蛋洗
干净，我和姐姐、哥哥就赶紧
洗。洗好了鸭蛋，父亲又把鸭蛋
提到院内，母亲便小心翼翼地
把鸭蛋擦干，放在院子里铺开
的竹席上。鸭蛋晾干了，母亲再
一个个地小心翼翼放进坛子
里，最后倒进煮开了的加上盐
和调料的凉开水。热热闹闹忙
忙碌碌中，这两坛子鸭蛋总算

腌制好了，母亲盖上盖子，腌制
就全结束了。一个来月后，这咸
鸭蛋就能吃了。

中秋节这天，母亲煮了6个
咸鸭蛋，一个切成4块，24块装
了满满一盘子放到饭桌上，让
全家人吃。饭桌上那黄白分明、
熟悉的味道直往人鼻孔里钻。
我喝着大米稀饭，吃着糯米油
炸饼和色香味均极诱人的咸鸭
蛋，快乐满意极了，感觉如神仙
过的日子。此时再名贵的山珍
海味，对我也丧失了吸引力。

后来，我上私塾读书了，母
亲牵着我，带上6个双黄咸鸭蛋
去见私塾先生。从此，每逢过年
过节，她都要给私塾先生送咸
鸭蛋。母亲不识字，也不善言
辞，她用这种朴实的方式，表达
对私塾先生的敬意和感激。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
响应祖国号召，报名参军，离家
那天，母亲天不亮就早早起床
了，特意为我煮了66个双黄咸
鸭蛋给我装在包里。我说太多
了，她说不多，六六大顺，你到
部队上和同志们一起吃了，一
切都会顺利。

我入伍的第二年，母亲来
部队看望我，她又给我带了几
十个双黄咸鸭蛋，给我和同志
们吃。我和战友们，喝着小米稀
饭，啃着白面馒头，吃着油汪汪
的咸鸭蛋，个个满嘴唇上都粘

着黄油油的蛋黄。你看看我，我
望望你，嘿嘿地笑着，笑得那么
甜，那么开心，大家都沉浸在一
片欢乐纯正的乡情之中。

如今，我已年过古稀了，我
的母亲已离世四十多年了，想起
小时候在家和当兵时，吃着母亲

腌制的双黄咸鸭蛋的情景，心里
就甜甜的，嘴里直流口水。继而，
眼角又会被泪濡湿。现在，我虽
然在遥远的他乡，再也吃不上母
亲腌制的双黄咸鸭蛋了，但那绵
厚的双黄咸鸭蛋的清香，却长久
地留在了我心的深处。


	J1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