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乡的美食，也是人们心中
的一种乡愁。

一个人长大后，总有些滋味
在心中缭绕，停留在回忆里，挥
之不去。无论走遍天涯海角，吃
过多少珍馐佳肴，最让人念念不
忘的便是故乡的美食和小时候
的味道。因为，时光将味道烙在
我们的味蕾上，永不磨灭，那滋
味，让人回味。

中国人讲吃，不仅仅是一日
三餐，解渴充饥，更包含了华夏
民族对美食的热爱，把菜分为：
鲁、川、粤、闽、苏、浙、湘、徽八大
菜系。川菜的麻辣、闽菜的“山
珍海味”清鲜爽淡、粤菜的淡中
求美……人们对美食的诱惑力
源至菜品中色、香、味、形；追求
膳食的饮食习惯与健康的搭配；
讲究素食的两者完美结合。

中国侨乡——泉州，我来此
地有好些年头了，是我的第二故
乡，由于此地异域殊风，饮食与我
的祖籍湖北平原区别很大，湖北
人喜辛辣，闽南人喜食鱼虾螺蚌。
这里依山傍海，终年气候温和，雨
量充沛，四季如春，地处沿海，浅滩
面积大，鱼、虾、螺、蚌等海产佳品
丰富，常年不绝，为闽南菜提供了
得天独厚的烹饪资源。当地人利
用本地特殊的自然条件、根据时
令的变化烹制出色、香、味、形俱全
的食补佳肴，无论是海鲜、药膳和
南普陀素菜，还是当地的风味小

吃：海蛎煎、鱼丸、肉粽、菜粿、面线
糊等，配合甜辣酱、芥末等调料，其
清新、荤香、不腻、甜辣的风味特
色，令人垂涎欲滴。

一次友人从外地到泉州办
事，想吃泉州的特色菜，我想到
渔村盛产海鲜，想到了蟳埔渔
村。我们沿着江滨路，开车来到
距离泉州市区十公里的蟳埔海
鲜市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一
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蟳埔靠海，
海里有很多海产品，在海鲜市场
卖的海鲜品种繁多，各类鱼虾、海
蛎、海螺、海蜇、鳗鱼、蟹、龟等。
参观完海鲜市场，我们来到蟳埔
海边的海鲜大酒楼就餐，在楼顶
的平台落座后，望着晋江入海口，
听海风徐徐，闻浪涛滚滚，渔船泊
港，这蓝色海岸是如此温馨，心中
便会觉得纯净明朗。不一会一道
颜色红润、鱼肉鲜美、清新淡雅的
桃花桂鱼上桌了，接着清蒸大虾、
水煮海螺、炸春卷等好几道闽南
菜陆续上齐，有趣的是北方的友
人吃惯了猪马牛羊，对新鲜的海
鲜比较陌生，在每道菜上桌后，他
都会说：“别吃，我拍照后再动
筷。”他的幽默引起我们哈哈大
笑，于是众人在欢声笑语中品尝
完脍炙人口的海鲜。此时，熟知
闽南的泉州友人提议品尝完具有
特色风味的海鲜，应再去了解一
下蟳埔的民俗人情。

蟳埔人是离不开海的，渔业

为生，平常，男人出海，女人就在
家帮忙织渔网，认认真真地经营
着自己的海鲜生意，把家里家外
的事打理得井井有条。不管是
平日里或挑着担子沿街叫卖，或
于菜市场大声吆喝，或蹲于家门
口撬海蛎，蟳埔女都会把自己打
扮得鲜亮诱人。都说川妹子泼
辣能干，殊不知蟳埔女温和而坚
定的执着也令人钦服。

沿着村中小路，我们向村中
走去。这个时候，迎面走来几位
蟳埔女，有的手上提着鱼篓，有的
肩上挑着盛满各种海鲜的担子，
可能她们常年在海上劳作，风吹
日晒，皮肤显得有些粗糙黝黑。
只见她们身穿大裙衫，下穿黑色
宽脚裤，她们的头饰比衣着更具
特色：头梳圆形的发髻，头上用玉
兰花、玫瑰花、含笑花、菊花、茉莉
花等芳香四溢，时令鲜花的花蕾
或花苞，以发簪为中心围插在脑
后，活像姹紫嫣红的“头上花园”。
她们的头上如此繁琐，脚下却简
单的是赤脚套凉鞋，满脸洋溢着
丰收的喜悦，走向农贸市场。只
听身旁的泉州友人告知：这就是
俗称的蟳埔阿姨，头上花园是她
们显著的“商标”。北方来的友人，
从未在现实生活中见过此装束，
情不自禁赞叹道：好一种独具心
裁的传统民族特色。

在位于蟳埔村上路角的顺
济妈祖宫前，我们见宫前有一只

大铁锅，锅里放着油。旁边有人
带着手套，一手拿着一个厚厚壳
的海产品，另一只手拿着一种头
尖尖的工具，朝海产品的嘴插下
去，那壳就分开了。里面露出白
白的、嫩嫩的，摸上去软软的肉，
此时泉州友人告知：他们在挖海
蛎，一盆海蛎肉得有好几十个，
甚至还几百个海蛎才能挖出一
盆海蛎肉。再见挖海蛎的旁边
有人在切葱姜蒜；有人搅拌海蛎
佐料，有人掌勺炸海蛎，只见他
用大铁勺把搅拌成糊状的海蛎
放入大油锅中，只听大铁锅里不
失发出滋滋的响声，空气中弥漫
着香气扑鼻的味道，刚挖出的白
色海蛎此时都换上了华丽的金
黄色外衣，忙碌的师傅见我们在
观望，热情地邀请我们品尝。

我们品着外酥内软、香脆细
腻的海蛎煎。用鼻子轻轻闻着
海蛎煎，海的味道和蔬菜的味道
融入到了一起，飘入心中的是一
种奇特的味道；用眼睛看海蛎
煎，它是形状不一的不规则图
形；把海蛎煎轻轻剥开，陆地和
海洋的精华海蛎呈现在眼前；沾
上甜辣酱，慢慢咬上一口，那种
酥脆绕口一圈，海蛎煎不仅好
吃，而且还包含着闽南风味。

海里有好多的美味：石花、
海螺、螃蟹、海蛎……我更喜欢
海蛎，它样子不好看，可里面钙
质丰富。和鲍鱼、鱼翅同席，不

以为贵；与青菜萝卜同煮，不以
为贱。在富豪家的酒宴中与龙
虾同烹不以为喜；在穷人的大锅
里与青菜杂烩，不以为悲。这才
有了泉州传统名菜“海蛎煎”。

泉州友人的一句话打断了
我的思路：“正宗，海蛎煎就是这
个味道，是一种久违的妈妈做的
味道。”

听泉州友人如是说，我又想
起了在菲律宾大酒店友人聚会
时的情景，在座的多为华人，菜
肴也以中国菜为主，其中两道菜
让我记忆犹新。一道是此酒店
的招牌菜，是切丝如发的发菜和
恰似鱼翅的菜品，与鸡茸、蛋糊
混为一体做的汤。食时细嚼缓
呷，尚有鱼翅嫩脆之感，鸡茸松
软，不拖泥带水，鲜润香鲜融为
一体，汤品甜酸爽口，满桌美食，
我食这道菜居多；另一道海蛎
煎，味道似乎欠了点什么，吃着
总有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感觉。

现在想想，家乡菜成了在海
外华人维系家乡感情的纽带，被
人们亲切称为家乡风味，所谓
“因风思物、因物思乡”正是这一
道理。我在王彬街吃的“海蛎
煎”缺的正是乡味。

我此时还在怀念朋友聚会
时的那种休闲和享受时间的惬
意，口中也不禁泛起那天蟳埔海
蛎煎铺洒在舌间混着调味品的
浓郁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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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苑杂谈

美食文苑 味蕾上的闽南菜味蕾上的闽南菜

□ 丁吉槐

临近中秋，大红枣熟了。细风吹
过，墨绿的树叶轻轻晃动，掩藏在树
叶下的一串串大红枣时隐时现，似珍
珠，玛瑙。浓浓的枣香沿山沟四下散
去，没多久，小山村和它周围的大山
就淹没在一片浓郁香甜之中。

天刚蒙蒙亮，小山村就醒了。三
五成群上山打枣的队伍从村里开出
来，一队队儿，一伙伙儿，沿着弯弯的
羊肠小路向深山枣林进发。一阵阵
犬吠，一声声雄鸡的鸣唱，为他们演
奏着美妙的进行曲。

走在队伍前面的背一支长长的
竹竿，那是用来打枣的工具。后面跟
着的，有的背着背篓，有的挑着两只
大大的柳条篮，有的推着独轮车。几
个小小子、小姑娘边揉睡眼边跟着跌
跌撞撞地走，手里提着的小篮子四下
乱晃。

路边青草上的露水打湿了他们
的裤腿，天上慢慢现出的光亮照亮了
他们的双眼，藏在草丛里的鹌鹑被他
们惊醒，惊叫着扑棱棱飞起。沉甸甸
的枣树枝撑开“苍翠大伞”在山坳里
等着他们，等得不耐烦的大红枣，早
已从树上跌落下来，树下一片深红。
举着长杆子的男人在树前站下，小小
子小姑娘早钻进树下，把枣捡进自己
的小篮子。打枣的大人们还没准备
好，他们的小篮子就装得满满的了。
“嗖”，一竿子打下去，大红枣似冰雹
般砸下，钻到树下捡枣的小小子、小
姑娘的惊叫声、笑声一片……

太阳已经偏西，西边天上的朵朵
云彩，忽然变得红彤彤的，似大红枣

的深红。柳条篮，背篓，大布袋都装
满了一辆辆独轮车上。推车的人肩
上勒着挎带，半弯着腰，东几步西几
步，摇来晃去地朝前走着，独轮车“吱
吱”直叫。扁担一边一只大柳条篮忽
悠忽悠地上下跳动，挑担的人一只胳
膊扶着扁担，另一只胳膊高高摆起，
大步流星地飞走。

没几天，小山村家家户户的院子
里、屋顶上、窗台上就变成一片深红，
整个小山村也就红彤彤一片，恰似有
人将晚霞采下来放在那里一般。

秋天的阳光格外明亮，格外温
暖，山民家里满院子满屋顶满窗台的
大红枣，懒洋洋地躺在秋天的阳光
里，接受着阳光的恩惠。

晒枣是女人、老人和孩子们的
事，老人们搬来一只木凳，坐在院子
里，手持一根长杆，他们怕鸡呀、狗
呀、猫呀前来捣乱。女人们拿着木杈
时不时地翻动大红枣。轻轻地，慢慢
地，生怕碰坏大红枣光滑圆润的皮。
孩子们东奔西忙，追着鸡狗乱跑乱
叫。到处晒满了大红枣，村里没有了
鸡狗活动的地方，它们只好怏怏地朝
村外山坡上走去。大红枣很听话，随
着木杈的搅动，一骨碌就翻过身来。
于是，阳光又将它的明亮，它的温暖，
它的能量，慷慨地注入给大红枣的另
一面。

接受了阳光的滋润，大红枣慢慢
变酥，变软，变得更加香甜。此时，倘
若捡一颗拿在手里，你立刻会感觉到
它的体温，它的温润，它的光滑。轻
轻掰开来，深红绵软的枣肉就呈现在
你的眼前，一股浓浓的甜香弥漫在秋
的收获中。

收枣时节

饹馇又称咯扎，一种河北唐山的汉族
面食小吃，用豆面做成饼形，切成块，熬菜
吃、炸着吃或炒菜吃。是百姓逢年过节，婚
丧喜庆，迎来送往的必备之物。饹馇分为
两种，既有大小之分。大饹馇，薄而不透；
小饹馇，略厚成半透明状。

在唐山的民间对“饹馇”一词的来源流
传着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椐说当清王朝在
遵化建东陵以后，守陵人为讨得皇家的欢
心，就把这一特产送进了皇宫。当时的慈
禧太后吃饭有个习惯，端上来的菜最多只

夹两口就撤下。有一次，御膳房端上了醋
熘咯扎，她一看没有吃过，问了声：“这是什
么菜呀？”太监赶忙回答：“还没起名字呢，
请老佛爷赐个名吧。”慈禧太后一边听一边
吃了两口，太监就忙着往下撤。谁知，慈禧
太后还没有吃够，就说了句“搁着”吧。太
监以为这是太后赐的菜名，马上传下去：
“老佛爷赐此菜名为‘ 咯扎’。”咯扎与搁着
谐音，从此以后，咯扎的叫法便在民间流传
至今，咯扎的身价也大大提高。在当地，甚
至还有“不吃咯扎宴，不算到唐山”的说法。

饹 馇
食界传奇

蒜蓉白切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