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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在时间的长河中
积淀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在
我看来，中华文化最引人注目的
莫过于中国的饮食文化，从某种
意义上来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就
是关于吃的文化。中国地大物
博，这也就导致了各个地方的饮
食文化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中国
独特的饮食文化。

我是个爱吃的人，只要是美
味的东西都是我的最爱。我的
家乡是在徽菜的发源地安徽，所
以我从一出生就与美食结下了
不解之缘。我的母亲是位家庭
主妇，因此使得我的母亲爱上了
做菜，这也就使我从小就生活在
食物的海洋中，也因为这样，在
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一份非常
重要的工作——试吃。或许，对
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个令人垂涎
欲滴的工作，但是在儿时的我眼
里这个工作就是个把人引向地
狱的恶魔。而导致我产生这个
想法的就是我那个迷上做菜的
母亲，自从她迷上做菜后，我就

变成了品尝她杰作的唯一人。
因为这个使我一度对于食物产
生了厌恶感，直到我上小学的时
候，我真正的美食天堂才真正到
来，而把这个天堂带给我的也恰
恰是我的母亲。在经过几年的
努力，我的母亲也进入了厨师的
大雅之堂，这时的我尝到了真正
的美食，母亲做的小炒、金玉满
堂、鱼头火锅等等，现在想来还
是口水直流。在那以后的很长
时间，吃对于我来说已经不仅仅
是为了填饱肚子，还是一种享
受。我也慢慢的从吃妈妈菜转
变到吃街边小摊。合肥是个夜
生活很丰富的城市，白天它如同
其他许多城市一样喧闹而繁
忙。但一到晚上，那可就大大的
不同了，一到晚上六七点合肥的
夜市也就开始了，一顶红色的大
帐篷，丰富的食材和炊具就形成
了夜市中的一员——排挡，每当
那个时候我总拉着父母去逛一
逛，夜市虽然吵闹，但也处处散
发着和谐，在宁静的晚上，吃着

小炒、烧烤，喝着饮料，和家人朋
友一起聊天、说笑，很舒畅。待
酒足饭饱之后，漫步在喧闹的夜
市里，望着形形色色的路人，感
受着大家的喜怒哀乐，也是一种
享受。

我最爱的节日是春节。春
节意味着过年，这也就使得我有
了更多的美食可吃，在合肥，家
家户户过春节时，那一桌年夜饭
总是特别的丰富，合肥人讲究过
年要吃彩，即好彩头，这不仅仅
是相对于菜名，同样的还要求菜
的数目要有彩，所以合肥人的年
夜饭总是要有三十六个菜，六个
凉菜，六个热菜，六个拼盘，六个

油炸，这代表了六六大顺的好彩
头。当然，每年的年夜饭都必不
可少四个菜是鸡、鱼、肉、圆，鸡
即炖鸡烧鸡，代表着足；鱼，即蒸
鱼、煮鱼、红烧鱼，代表着勤俭；
肉，即酱肉、红烧肉，代表着舒
适；圆，即肉圆、汤圆、挂面圆、芋
头圆，代表着团圆。过年不仅仅
只有年夜饭这一个重头戏，在吃
完年夜饭后，也就迎来了另一个
重头戏，喝粥。在每年的大年初
一拜年时，要喝粥，这里的粥可
不是一般的粥，而是八宝粥，八
宝粥是将花生、枣、杏仁、核桃、
栗子、莲子、百合、桂元肉这八宝
和糯米一起煮制而成，这是我童

年最期待的时刻，因为这粥的味
道实在太美妙了，闻一下就已经
令人垂涎三尺了。

中国人喜欢吃也讲究吃，并
将吃完美与文化融合在一起，在
你精神上被那丰富的文化所熏
陶的时候，你的舌尖也将被中国
那更加丰富，更加多彩的美食锁
住。儿时的我最大的一个梦想
就是吃遍中国，领略各地不同的
风味美食，虽然，现在在本地就
可以吃到来自五湖四海的美食，
但对我而言，真正的美食是要靠
自己去寻找，因为那样才能吃得
到真正意义上的美食，领略到那
舌尖上的那一瞬间的美妙。

盆菜是广东深圳、惠州、河
源和香港新界的汉族饮食习
俗，据传起源于南宋末年，已有
数百年的历史，是一种杂烩菜
式。盆菜的食物会按一定的次
序一层叠一层地由上至下排
好。上层会放些较名贵和需要
先吃的东西，例如鸡及大虾；最
下层则放些容易吸收汁液的材
料，例如猪皮和萝卜。吃盆菜

的时候，会由上至下逐层逐层
吃下去。

关于盆菜的由来传说不
一，其中广为流传的是：宋末大
将文天祥率麾下被元兵追杀，
过伶仃洋狼狈逃至现时深圳市
（当时的东莞）的滩头，通常会
有文章写成是新安县，其实新
安县设于明万历元年（1573
年），别说宋，即使元时都还未

出现此县。当其时，文天祥登
陆滩头时天色已晚，部队只有
随身带备之米糕，缺乏菜肴。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汀洋里叹
伶汀”，文天祥的心境可想而
知。船家们同情忠臣，用自己
储备的猪肉、萝卜，加上现捕的
鱼虾，船上没有那么多碗碟，只
好将就些，拿木面盆一齐盛出
来，盆菜由此而来。

食界传奇

盆菜

美味旅行

美食文苑

云南千年百岁老树茶林立，
享誉古今中外，茶气强劲，几乎有
疏通气血的妙用。这里也是丝路
之一著名的茶马古道区，最早接
触西洋文化的地域，各种东西方
的生活享受，仿佛也成为这一文
明古国的独特文化风貌。

在大理打呼噜寓所，你会发
现在清晨，老板做的第一件事是
给自己泡一杯茶——它可是浓郁
的大理大树普洱茶，带着果树香
气的滇红，文化气息浓郁的白族
三道茶或者最奇特的大理农家绿
茶。

普洱茶在云南地区算是具有
源远流长的故事，有趣的是，每道
茶饼都有它自己的个性，泡茶的
人需要充分了解它的性格，所谓
性格，即是它喜欢如何的水温和
如何的冲泡力度，在第几次冲泡
时分，能够给品茶人带来最好的
口感和舒畅感。“打呼噜”也珍藏
了许多从前在云南各地收集而来
的好普洱，每天玩味，与三五好友
分享。

白族三道茶，算是观光客最
爱体会的。寓意深远，先苦后甜，
再回味。几乎用上了云南人最常
用的所有香料来制作。三道茶算
是甜茶的一种，如果喜欢甜茶，可
以尝试它，体会白族人用茶比喻
的人生。

秋冬时分，必须在院子里生
好炭火，用铁器烧烤茶叶直到喷
香，再放入滚水中熬煮而成，这是

我喝过的最奇特的茶道。这茶浓
烈顺气，据说白族农村从事劳力
工作的人，每天若不来上一杯，定
要生病，不喝的人认为这是上瘾
症。一入口的当下，果然是神清
气足，过瘾极了。

打呼噜寓所的现磨手冲云南
小粒咖啡，采用了最新鲜的现烘
焙的小粒咖啡豆，香气轻飘，满屋
子的咖啡香气，不喝咖啡的人都
忍不住尝试一杯。“打呼噜”建议
你品尝单品的小粒，入喉以后回
吸气息，试着感受下新鲜的小粒
给你带来的丰富口感，“打呼噜”
老板每天清晨的第二件事，喝杯
手冲的现煮咖啡，每天便充满了
感激之情。

大理人爱吃土豆，当地人称
它为洋芋，无论煎煮炒炸，老少咸
宜，在大理古城，几乎走两步就能
看到各种土豆摊，或者以土豆为
配料的摊。大理在此地的品种相
当多，不仅口感松、脆、绵、软或大
小或色彩的差异多样化，就连上
的菜色也变化多端。“打呼噜”最
爱的一道土豆美食是——老奶洋
芋。这是大理最地道的一道菜，
原料是大理最好的面洋芋，或者
红心洋芋，还有不能少的大理当
地奶奶腌制的酸腌菜，连平日不
爱吃土豆的小朋友都霸着一盘，
消灭光光！绵滑的土豆泥，入口
喷香浓烈又甜蜜，无论是狼吞虎
咽还是细嚼慢咽，都能让人余味
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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