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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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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一过，天猛然间就凉下来了。
七月以来西安的酷热，可谓空前。有

报道说关中地区遭遇了37年来最严重的
旱灾，水库都干了，农作物也枯死在烈日
下。上周看到一则消息，说是给西安市供
水的黑河水库告急，如果这一周还不降
雨，城市用水就会出现危机。好在老天爷
没有热糊涂，昨天开始降温，城市供水的
压力应该能缓解。夜晚虽然只是零星的
飘雨花，毕竟是雨，多少也能浇灭肆虐一
个月多的暴热。盼望已久的秋意似乎比
哪一年都及时，说凉真的就凉快了。

“天凉好个秋”古人这句话有意思。
辛弃疾表达无奈和伤感的一句词，让后人
们单凭字面传递的信息，就能随意感叹秋
天的清凉。

在天水东部山村，立秋后的第一件大
事，就是摘花椒。在我少年时，每逢暑假，
最期盼的就是立秋，等着摘花椒。那时候
生产队的花椒不多，大人小孩齐上阵，三
天就能全部摘下树。摘一斤花椒给一毛
钱，我最多的一天摘到八斤，整个摘椒季
节也能挣两块多钱，上学足够了。当然，

这期间的快乐是现在的孩子无法想象
的。那时候，我们跟着大人潮水一样扑向
一块块花椒园，争抢花椒最繁密、椒刺最
少的树枝，挂上自己的竹篮或衣服后，大
声呼喊各自的妈妈，那种打仗似的紧张和
赶集样的热闹，很是难得。很快，顽童的
热情过去了。没摘几把花椒，手被扎了或
眼睛被花椒水蛰了，小家伙们就会三三两
两地溜到树荫下喝水，玩老虎吃羊，偶尔
也打打扑克，更多的时候是拔来野花野草
编制凉帽，再穿戴起来打土仗。有时候会
悄悄地爬进瓜地里去摸个甜瓜，也摘桃子
李子啥的，时常有看管的老人追进花椒园
来大声责骂。大人们很是气恼，有时候还
会打自家不争气的孩子。那些瓜地果园
都是生产队的，摘了也就摘了，似乎跟

“偷”沾不上边儿。大人真正气恼的是男
孩子逮着空子就会钻进渭河里戏水，年年
都有淹死人的事情，年年都断不了我们下
河凫水。

那时候，每到立秋季节，满是花椒的
味道。要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对我们来
说，首先收获的是不能生吃却弥漫着浓浓

气息的花椒，还有少年的快乐。
现在变了，家乡的花椒产量不仅比以

前翻了几十倍。而且家家都有成片的花
椒园，两个月也摘不完。端午节过去没几
天，大多的花椒还是绿壳，根本没有成熟，
有人就开始摘了。我多次说这样的花椒
没味道，能卖出去吗？人家都说能，还说
做火锅专门要这种绿椒。我明白，提前摘
没有成熟的花椒，一方面是金钱的诱惑，
有人上门来收，收益快；另一方面是人手
不够，年轻人都进城去了，也雇不到人，等
到成熟了根本摘不过来。

在近日的天水新闻里，我看到《麦积
区元龙镇花椒喜获丰收》这样的报道。说

“元龙花椒”2003年被国家农业部认证为
绿色食品A级产品，并在工商部门注册了

“元龙大红袍”商标，取得了绿色无公害认

证。新闻配了几幅熟悉的摘花椒图片，展
示着父老乡亲摘花椒的温馨图景。可是，
那日子离立秋尚早啊。再看新闻的第一
句话，人家说的是盛夏时节摘花椒，似乎
现在的花椒采摘季节变了，而我的思维还
停在老地方。这些我能理解，早摘几天不
碍事，花椒树带刺，摘起来不容易，母亲的
双手时常千疮百孔，这是在漫长的摘花椒
季节留下的痕迹。我不能理解的是现在
的花椒味道也变了，当年那种麻得能让人
闭过气去的花椒，差不多已经绝迹。尽管
花椒价钱好，成了乡里的支柱产业，给人
印象深刻的还是当年的花椒，立秋以后才
能采摘的那种，味道隽永绵长，久久飘散
在岁月的深处。

立秋了，燥热将会慢慢褪去。想起花
椒，怀念曾经的快乐，能清爽许多。

白斩鸡又称三黄油鸡，是
上海地区传统名菜，多作为宴
席冷盘，供佐酒之用。以制作
简易，刚熟不烂，不加配料且
保持原味为特点。色泽金黄，
皮脆肉嫩，清淡鲜美。

关于白斩鸡的由来，有个
典故：1940年，16岁的绍兴人
章润牛从乡下逃难到上海，为
了生存，做起了卖白斩鸡和用
鸡汤熬制的粥生意。时间一
久，他和他的鸡粥摊位被吃客

们称为小绍兴，善于经营的
他，生意越做越好，当时经常
有一些地痞流氓和警察到小
绍兴敲诈勒索。一天，两个警
察吃饱喝足后，又要拿鸡。小
绍兴无奈，当从烧锅里取鸡
时，不小心把鸡掉在了地上，
刚好边上放着一桶井水，就顺
手将鸡拣起在井水里洗了一
下，本想报复吃白食的警察。
没想到，警察吃过了说这只鸡
特别好吃，还想再吃。小绍兴

感到十分意外，细细一想，觉
得大概与井水洗过有关。后
来他如法炮制，将烧好的鸡放
入井水浸泡片刻，果然鸡皮又
脆又嫩。从此，这种独特的方
法使小绍兴的白斩鸡以皮脆
肉嫩而名声大噪。后又在火
候、调料等方面下工夫，使小
绍兴白斩鸡更加鲜美，吸引了
大批顾客。据说当时一些著
名演员周信芳、王少楼等也经
常到此吃夜宵。

食界传奇

白斩鸡

美味旅行

美食文苑

我是个好吃之人，多年来有
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我最关心
的不是人文地理，也不是美景民
俗，而是风味小吃。在我心底深
处一直认为：热爱美食的人对生
活也是充满热情的。每当我看
到那些散发着诱人香气的色香
味俱佳的小吃，心情就会一下子
纯净轻快起来，灵魂也似乎进入
了空灵飘然的境界。

因为这个缘故，在去过几次
云南之后，我对云南的美食便多
了一份特别的情结。每每与友
人闲谈起饮食，挂在我嘴边最多
的是云南小吃，因为我心底一直
牵挂着百年滇味。

走进滇味餐馆，鼻子早已被
那飘然而来的纯正香味灌了个
满满当当。跨入门去，那典雅别
致的文化和装潢，那些独具特色
的佳肴，更是让人涌起大快朵颐
的冲动。吃云南菜与其说是品
味美食，不如说是品读云南文
化：酸辣适中的昆明凉卷粉、细
腻的石屏烧豆腐、味鲜润口的大
理砂锅鱼、营养丰富的东川乳
扇、回味无穷的宜良烤鸭、品质
优良的宣威火腿、地道纯正的过
桥米线、竹筒饭、鸡肉饭、百年口
袋肉、千年汽锅鸡……这些美食
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百般滋味，

更是千种心情万缕思绪。
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历

史上由于交通不便，是人们心目
中一块神秘遥远的土地。随着
现代社会的开放，滇人的饮食逐
渐向国人掀开了它的神秘面
纱。仔细品来，滇菜的总体特色
是选料广，品种多，以烹制山珍
水鲜见长，其口味特点是鲜嫩清
香，偏酸微辣，讲究原味，酥脆香
糯，酥而不烂，嫩而不生。云南
大地上各种可食用的植物均引
入了筵席，或做素菜，或用于点
缀，体现了清淡纯朴的山野特
色；肉类入肴，或烤或烧，或炖或
焖，浓中有味，味中见鲜。与虫
草、天麻、三七、贝母等云南出产
的滋补药材为伍，既吃鲜嫩，又
能健体，一举两得。厨师还会因
人因地配上云南特有的香茅草、
香多草、草果、香菇、香椿籽等香
料，烹制出酸、甜、咸、苦、辣等多
种单纯和复合口味的菜肴，更增
添了诱人之感。

而今人们的口味日趋清淡，
追求食用天然食品和绿色食品，
滇味饮食文化适逢大好时机，滇
味活色生香，经得住食客的频繁
咀嚼与品味，更有独特的人文环
境和民族风俗。抹净嘴角的余
渣，却抹不掉心头的万缕情怀。

云南滇味
□ 杨永平

□ 建学

立秋时节想花椒立秋时节想花椒

红烧划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