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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苑杂谈

□ 轻风

突然间，发现豆腐花成了时下的热
词。我有些不解。我早上还在楼下的路边
早餐摊花一块钱吃了一碗豆腐花，不，是豆
腐脑。豆腐花是江南故乡的称呼，把豆腐
脑错认为豆腐花，那是埋汰了儿时的美味。

虽然我经常会在路边的早餐摊，要碗
豆腐脑，但这豆腐脑的味道，却没有豆腐味
了。据说现在有些豆腐脑都是用什么冲出
来的，高产，自然味道就差了不知几何。只
能用浓汤咸汁，掩盖本味之不足。

不是我埋汰现在的豆腐脑，那是因为
儿时的味蕾记忆太重了。记忆太深，是因
为美味培养的味蕾，顽固地埋藏在舌尖上、
心幽处、脑海里。

其实，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吃豆腐花
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的。虽是生在鱼米之
乡，故乡的黄豆、青豆至今都是上好品质，
但在当年，却是吃不起啊。我吃豆腐花最

多的时候，是在冬天，尤其是临近年关的时
候。

按照故乡旧俗，每年过年，家家户户
都要浸泡黄豆，然后挑到做豆腐人家去
磨豆腐，豆腐可是过年时的当家菜啊，要
吃一个春节的。磨豆腐用的是石磨，不
是每个村都有的，我们村就有一副，是我
堂爷爷家的。在石磨转动的吱嘎声中，
浸泡透了的黄豆变成了白乎乎的豆浆。
而同时，灶膛里的柴火正旺，灶台上的大
铁锅开锅了。把豆浆倒进大铁锅里，加
水，开锅后，把豆浆舀进做豆腐用的纱布
兜里。

通常，纱布兜系在一个十字木棍上，吊
在一口洗干净的水缸上，豆浆入纱布兜是
为过滤，纱布眼细小，豆浆水流淌不畅，通
常要把纱布兜转圈拧把，把兜里的浆水都
挤压进水缸里。此时水缸里的浆水，便是
豆浆了。

往水缸里的热豆浆中加石膏搅拌。这

与北方不同，北方用的是卤水，南方讲究用
石膏。石膏加多少，有讲究的，做豆腐师傅
水平高低，主要靠石膏用量。加进石膏后，
用铜勺搅拌匀，然后盖上锅盖。渐渐地，豆
浆在缸里成糊状了，这便是豆腐花。豆腐
花做好后，做豆腐的师傅就会拿把铜勺，给
在场的每个人手中的小碗里，加一勺，见者
有份。通常早有人准备好了青蒜，剁成了
碎末，每人用手拈一些青蒜末，加进豆腐花
中，然后倒进酱油。条件好的人家，还会偷
偷地放点糖。青蒜末的青绿，豆腐花的白
嫩，酱油的棕红，一青二白三红，虽然色泽
鲜艳，层次分明，但已经无暇欣赏了，赶紧
用汤匙一搅拌，成了红白青混搭，然后用汤
匙盛起一勺，送到嘴边，一边吹着气，一边
迫不及待地送进嘴里。几汤匙戳下，碗便
见底了。

小时候过年前，我常和弟弟跑到爷爷
家，或磨豆腐时帮着加豆，或帮着在灶膛烧
火当下手，其实只是为了骗一碗热气腾腾

的新鲜美味的豆腐花，或者一块新豆腐。
那个时候，每晚上睡觉前吃碗豆腐花，真是
神仙般的生活啊。

我少年时生活在乡下，离前黄镇大约
6华里。所以，镇里的豆腐花早点，是到了
上中学帮父亲看管芹菜摊时，才偶尔吃
到。那个时候，街上买的豆腐花通常装在
木桶里，买一碗盛一碗，里边除了酱油，还
有晒干的糠虾（可不是海虾米）。没有青
蒜的季节，放些切碎的韭菜末，再早一些，
是放切碎的胡葱末。如今，故乡的豆腐
花，我几乎吃不到了。2009年前黄中学70
年校庆，我和同学从北京赶回常州，一早
下火车，同学带我去常州一家有名的小吃
店吃豆腐花，但已不是我渴望吃到的了。
机械化规模化作业的时代，味道都是一个
模子刻出的了。

如今，好想念那一青二白三红，夹杂着
淡淡蒜香味、豆味和酱油味的豆腐花。那
才是童年的味道，过去的味道。

美食文苑

豆腐花豆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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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水公益遍及全国 传
承责任启新大众

“纯净责任，怡路同行”是华润
怡宝2017年世界水日公益行动的全
新主题。“纯净责任”寓意关心水资
源，是每个人的责任，坚守水安全，华
润怡宝责无旁贷；“怡路同行”则寄望
多方参与，共同协作，通过点滴平凡，
创造非凡价值。

为了更真实地诠释这一全新的
主题，华润怡宝特邀上海保护母亲河
俱乐部的代表，与该俱乐部的核心志
愿者黄金海，在启动仪式现场与大家
分享了他们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护水
事迹。

1996年，一位退休孤老在黄浦江
畔，用一根捞杆开启了保护母亲河的
行动。在这位老人的感召下，之后的
二十年间，这根捞杆在一代又一代的
志愿者手中传递，形成了社区、校区、
园区、厂区”四区”联动的保护母亲河
俱乐部，注册志愿者547人，总计参与
河道垃圾清理工作19万人次，打捞各
类垃圾3500多吨。”我从2005年开始
加入保护母亲河俱乐部，参与河道垃
圾打捞，没想到一捞就是十多年。其
实我们没想那么多，只想捞一点是一
点，多捞一点垃圾，说不定饮用水就
安全一点。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
几年，但我希望这根捞杆划过水面的
声音，能一直回荡在黄浦江畔。”保护
母亲河俱乐部核心志愿者黄金海的
话朴实无华，但却代表了千万水公益
倡行者的心声。

启动仪式上，华润怡宝联合中国
高校传媒联盟，与上百名来自高校水
公益组织的学生代表，举行了庄重誓

师仪式，宣誓通过自身的行动，唤起
公众的节水意识，号召公众信任自
我，凝聚力量，共同致力于保护水生
态资源，并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水环境
体系。启动仪式后，“纯净责任 怡路
同行”2017华润怡宝世界水日公益行
动将在全国包括上海、广州、沈阳、济
南、成都、长沙、南昌等地全面展开。
各地公众将与华润怡宝协力，以实际
行动为维护纯净的水生态，创造可持
续发展的水环境，献出自己的力量。

关心水资源是每个人的责任

从2006年的保护白海豚，呵护
70%水世界，到2016年举办“纯净水
生态，共筑水安全”高峰论坛，并在七
大城市开展“怡路同行”公益活动，华
润怡宝身体力行坚守水公益十一
年。1993年首个世界水日的主题是

“关心水资源是每个人的责任”。这
不仅是世界水日所倡导的核心，也是
华润怡宝十一年践行水公益的最佳
诠释。

华润怡宝作为国内最早专业化
生产包装饮用水的企业，“品牌基石，
责任为先”已深植于企业理念。三
十余年坚持以高于国标的生产标准
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的饮用水，践
行企业责任；发起并起草《瓶装饮用
纯净水》国家标准，发布《中国瓶装水
企业社会责任倡议书》，更是倡导行
业践行对消费者和环境的双重责
任。而倡行水公益，唤起公众护水意
识，华润怡宝始终坚守，继续前行。

关注水安全，保护水资源，人人
有责。经历十一年发展的华润怡宝
水公益平台，正在聚合越来越多的水
公益践行者，通过点点滴滴的平凡护
水行动，创造出不平凡的环境福祉。

总督豆腐是河北省保定市的一道汉族
传统名菜，属于河北菜。以豆腐为主料，以
姜蒜末、泡辣椒、辣酱、白糖、虾子、干贝丝、
水淀粉等为辅料，采用炸炒等工艺制作而
成，特点是鲜味浓郁，金黄软嫩。

关于总督豆腐的由来，有个典故：据传
在清代，疆臣之首的直隶总督驻保定，此菜
为总督府中的一道官府菜，而且与清末重
臣李鸿章有关。在清代七十四位直隶总督

中，李鸿章是兼衔荣任衔最多的直隶总督，
有“八实八虚”的美称。他注重饮食，讲究
营养，直隶督署官厨采用传统烹饪手法，
做了一道家常豆腐，李鸿章品尝后不太满
意，于是官厨又加入了虾籽、干贝等原料
重新烹制，色泽浅红、鲜咸醇厚，李鸿章品
尝后甚为满意，从此，“总督豆腐”成为李
鸿章常吃的一道菜。后人将此菜命名为

“总督豆腐”。

食界传奇

总督豆腐

姜蓉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