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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秧泡的酸甜时光
“小满天天赶，芒种不容缓。”

小满芒种，正是庄稼人最忙碌的
时节。

水田漠漠，稻禾青青。新栽
的秧苗如一片片新织的绿毯铺展
开来。田埂上，一种鲜为人知的
野果——栽秧泡，这时候也渐次
成熟了。

栽秧泡，有人叫它“树莓”，有
人叫它“山莓”，还有人说，它就是
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中提到的“覆盆子”。但在我的老
家，它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栽
秧泡”。你想啊，栽秧时节它就成
熟，还有什么名字比叫“栽秧泡”
更自然、更好记？这有点像乡下
人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字，腊月生
的男娃叫“腊狗”，春天生的女孩
叫“春花”，质朴而天然。

不同于那些广为人知的浆
果，栽秧泡没有鲜艳的色彩，没
有 硕 大 的 体 型 ，不 易 被 人 察
觉。它小巧玲珑的果实，如同
一颗颗暗红的玛瑙，隐藏在密
密匝匝的绿叶之间，泛着微微
的光泽。每年春耕结束，夏日的
热浪还未完全铺开，栽秧泡就悄
然成熟了。它的味道，既非纯粹
的甜，也非纯粹的酸，而是一种
混杂了田野清新与果实甘甜的
复杂滋味。轻轻咬破那层薄薄
的果皮，汁水便从唇齿间迸发出
来，先是微微的酸涩，紧接着便
是丝丝缕缕的甜意，如同夏日里
的一阵微风，拂过心头，留下久
久不散的余香。

乡村长大的孩子，身上总带
着股泥土味。抽茅针，掐刺苔，挖
甜根，掏鸡脚爪……小时候我们
没有什么零食，只要能嚼出点甜
味的，我们都往嘴里塞。当然，最
让我们着迷的，还是这酸酸甜甜

的栽秧泡。
发现栽秧泡，先别忙着去

摘。要用棍子敲一敲藤蔓，来他
个“打草惊蛇”。栽秧泡香甜，会
招来虫子、青蛙，蛇也喜欢藏在藤
蔓下“守株待兔”，若不小心被“土
聋子”（一种毒蛇）咬到了，那可不
是闹着玩的！确定无蛇后，方可
靠近。熟透的栽秧泡，花托上一
枚鲜红的泡儿，看着让人流口
水。这时候如果迫不及待地伸手
就摘，保管你的手臂被划出一道
道细密的血痕。栽秧泡暗红的藤
条和椭圆的叶子背面，长满细细
密密的钩刺，被藤蔓上的刺划到
了，会又痒又疼，所以摘栽秧泡
时，须格外小心，得一手扶起藤
条，一手麻利地摘下。

熟透了的栽秧泡，暗红油
亮。放一枚到嘴里细品，一点点
的酸，夹杂着丝丝缕缕的甜。如
果采摘得够多，洗干净了塞一大
把到嘴里，大口大口地咀嚼，顿时
清香四溢，满嘴酸酸的甜，那才叫
一个“爽”！

如今，我已离开故乡多年，但
每当夏日的阳光洒在身上，我总
会想起那片绿意盎然的田野，想
起隐藏在绿叶之中的栽秧泡。它
们已成为我心灵的寄托，让我在
喧嚣的城市里，找到一丝宁静与
安慰。 （徐 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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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蕾是一个人

一生最忠诚的记忆。

清爽的消暑粥，

酥脆的小肉块，可

口的浆果，鲜香的

龙虾……夏日时节，

这些美食如同一条

条无形的纽带，将我

们与情感记忆紧紧

相连。不论何时，不

论何地，只要熟悉的

味道在味蕾上绽放，

我们就会忆起那些

限定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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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嫩的五香小肉
苏州一入夏，街头巷尾的卤菜

店门口便纷纷支起一口口大油
锅。而这油锅里所炸之物，便是姑
苏特色夏令美食——五香小肉。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一位
苏南作家在《吴侬趣谈》中写道：

“近数年中，苏州风行一种油煎猪
肉，名曰排骨。骨多肉少，每块售
铜元五六枚，此前所未有也。一入
玄妙观，排骨之摊，所在皆是。甚
至茶坊酒肆，亦有提篮唤卖排骨，
见者辄曰：‘阿要买排骨？’”

我祖父年轻时，每逢下班，途
经玄妙观，总会叫车夫停下来。
他撩起长袍下车，来到排骨摊上，
称两斤五香排骨带回家，给孩子
们打打牙祭。排骨是现氽现卖，
拿到家中仍是热的，油香四溢。
彼时，车夫一家住在我家老宅的
墙门间。车夫的独生子小海闻到
炸排骨香，馋得哈喇子直淌，嚷嚷
着也要吃。车夫无奈，于是便在
祖父买排骨之际，他也会顺手买
上一包廉价的五香小肉。

何为五香小肉？是摊主氽排
骨时遗落下来、舍不得扔掉的边
角料，将其油炸后撒上五香粉，香
气冲鼻，勾人食欲。拈一块丢进
嘴里，嚼着外脆里嫩，舌底生津。
这种颗粒分明的小肉块可口解
馋、价格低廉，一度成为清贫人家
的“宝藏吃食”。相较块状的排
骨，颗粒状的小肉更入味，于是，
其风头渐渐盖过五香排骨，进而
成为一道深受各类人群欢迎的开
胃夏令小食。

但可不是任何撒五香料的炸
小肉块都能成为苏州的五香小
肉，这其中颇有门道。选材方面，
要挑肥瘦相间的带骨肋条肉或五
花肉软肋部分，去皮去膘，切成比
骰子略大的肉块，然后按比例加
入葱、姜、盐、料酒、酱油、八角、桂
皮等调料腌制；为了让肉更加入
味，其间最好多搅拌几次，使调料
充分均匀地渗透到每块小肉中。
小肉腌制好后，便可烧油起锅。
与寻常炸物不同，烹制五香小肉
要备好两口锅：一口水油锅，一口

清油锅。水油锅里盛放的是四比
六的高汤和油混合物，把小肉放
入水油锅里氽，轻轻翻搅，小肉不
断在水、油之间交替经历。待小
肉变色后，用带网孔的铁勺将之
捞出沥干油，随即放入清油锅内
再氽一下。这一炸，肥肉中的油
就走掉了，有一点点焦，却不是全
焦，倒是把小肉的鲜香味全激发
出来了。

炸好的小肉从锅中捞起来后，
还需要经历最后一个步骤——被
均匀地撒上五香粉。五香粉是各
家各店各自调配的，按比例加桂
皮、草果、肉果、八角、甘草、丁香
等中草药。其中，草果燥湿、肉果
暖脾、八角勾香、桂皮开胃，甘草
则中和了各种草药的苦味，回味
之际带有一丝甘甜。

实际上，在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五香小肉在苏州街头渐渐销
声匿迹了。直至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这道小食才重现江湖。眼下，
这样一种大拇指指甲盖般大小、
老少咸宜的五香小肉越来越被重
视，走上了苏州人吃早茶的桌面，
从充满烟火气的地摊小食一跃成
为精致风雅的苏式茶点。

可我心里清楚，要吃上地道
的苏式五香小肉，还是得离开茶
楼，寻一处路边摊，叫上两瓶冰镇
啤酒或汽水，看老师傅热火朝天
地现氽热炸，撒五香粉、装盘、插
牙签。若有微风吹过，整条弄堂
便弥漫着一股诱人的炸肉香。此
时，用牙签穿上一块五香小肉放
在嘴里嚼下去，老底子的苏州味
道顷刻间就喷涌而出了……

（申功晶）

鲜香四溢小龙虾

多年前，当我猫在鱼塘边的
树荫下钓龙虾时，无论如何都料
想不到，多年后，这家伙会成为夏
季不可或缺的美食。

初夏的夜晚，家乡安陆的大
排档随处可见，街头巷尾，几乎每
桌的食客都在对着桌上那一盆盆
小龙虾“张牙舞爪”，吃相虽有点

“难看”，但是那么无所顾忌、旁若
无人，成了一道特别的风景。

据有关资料记载，小龙虾学
名“克氏原螯虾”，原产自美洲，二
战期间传入我国，广泛分布于长
江中下游地区的淡水湖泊中。小
龙虾是杂食动物，且繁殖能力
强。每年6月至8月是小龙虾繁
殖生长的活跃期，因而在夏天，生
活在农村的小孩子常常将钓龙虾
作为一种乐趣。

小龙虾味道鲜美，营养丰
富。它富含蛋白质、维生素等，脂
肪含量低。虾壳提取出的甲壳素
是美容、美发等的重要原料之
一。因此，人们普遍认为食用小
龙虾好处多多。夏夜里邀上三五
好友，吃一盆小龙虾，饮几瓶冰镇
啤酒，极为惬意。

巧手的主妇往往喜欢自己动
手。不过，光清洗处理小龙虾这
一环节就极需耐心与技艺，要将
小龙虾一边对着水冲，一边用牙
刷刷干净，然后抽肠衣，剪虾鳃，
稍有不慎就会被小龙虾夹伤。待

到烧制环节，锅中要多放油烧热，
下虾翻炒，炒到能听见虾壳爆裂
的声音、香味开始散发、颜色变得
红亮有光泽时，加入少量水，煮至
汤汁剩余不多后，放少许盐和鸡
精、辣椒，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上
桌了。那一盆红彤彤的诱惑，任
谁也拒绝不了。

对于口味略重的人来说，油
焖龙虾是最爱。要吃到美味的油
焖龙虾，取材得纯正，即小龙虾需
具有体大、色艳、壳薄、肉嫩、鲜
活、无污染的品质。现吃现做，已
经清洗干净的小龙虾，去除头部，
剪去八只脚，只留大螯；龙虾背部
剪开，保证各种佐料香味完全沁
入虾肉；挑去虾线，去除腥味；最
后用多种秘制中药材在锅中焖上
10多分钟，起锅。

经过如此精心烹制而成的
油焖龙虾端上桌来，一只只龙虾
色泽鲜艳耐看，味道香辣鲜美，
肉香夹杂着中药的香味，可谓色
香味俱全，让人不禁食欲大振、
垂涎欲滴。拿起一只放入口中，
奇异香味渗入脾肺，经久不散，
令人胃口大开。尽管大家被辣
得嘴巴通红、眼泪汪汪、满头大
汗，却依然是那么乐此不疲、大
快朵颐。

事实上，这种吃法是最迷人
的。它彻底摒弃了所谓的优雅，
换句话说就是放松，不用端着，随
着性子来，爱怎么吃就怎么吃，戴
不戴薄膜手套都不要紧，吃得满
手汤汁也没关系，辣得满头大汗
也无须管它，重要的是吃得爽快，
吃得透彻，吃得畅快淋漓。那种
独特的鲜味，从舌尖一直传到脑
海的深处，让人久久难忘。

（甘武进）

清爽消暑粥

炎炎暑日，来上一碗清清凉
凉的消暑粥，在我家已成惯例。
对于奶奶而言，饭可以少吃，但粥
必须喝足了才行。她常念叨，啥
节气就得配合啥样的吃食，一年
当中最热的日子来了，不喝粥消
暑怎么行？

近来，吃西瓜时，奶奶常对着
啃剩的瓜皮摇头，不无惋惜地说：

“现在的西瓜，皮越来越薄了，当
然挺好，可也少了一锅好粥。”奶
奶指的是她拿手的“西瓜翠衣
粥”。所谓“翠衣”即西瓜皮，将其
削去硬皮后，切成小段与大米一
起煮。西瓜性凉，清热解暑，而西
瓜皮比西瓜瓤的效果更佳，食用

“西瓜翠衣粥”，能快速给身体降
温，有效预防中暑。

为了让奶奶过把瘾，也为了
能再喝上一碗“西瓜翠衣粥”，我
逛了好几家水果店询问有无厚皮
西瓜，均遭冷遇，店主眼神里写满
了莫名其妙。买不成西瓜，我就
去菜市场买了半个冬瓜、一袋莲
子，因为“冬瓜莲子粥”也是奶奶
会在夏季熬制的粥食。粳米淘净
泡发，冬瓜削皮切丁，莲子浸泡去
芯，然后按特定顺序混合煮沸，不
多时便可出锅。奶奶对火候的精
妙掌控，可谓炉火纯青，让冬瓜、
莲子与粳米的味道完全交融无
间，恰到好处。

如果说“西瓜翠衣粥”“冬瓜
莲子粥”是奶奶粥谱里的偶尔为
之，那么“五豆粥”则是我们家的
夏日常客。黄豆、绿豆、赤小豆、
黑豆、炒扁豆，每一颗豆子都要经
过奶奶眼神与指尖的联合筛选，
必须圆润饱满才能进入下一道工
序，否则只能被无情剔除。“绿豆
清热解暑，赤小豆利水消肿，黑豆
除烦解毒，炒扁豆健脾止泻……”
对于豆类的药用价值，奶奶懂的
可不少。她先将豆子泡好，然后
加水大火煮开，小火熬上一小时
关火，再闷上20分钟，“五豆粥”就
成了。每年暑气逼人的时候，我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捧起奶奶凉
好的一碗粥，伴着她“慢点慢点”
的叮嘱，“咕咚咕咚”一气喝完。
口感清爽，却又不似冷饮那般刺
激肠胃，从内到外浑身舒畅。

前几日，楼下李阿姨的外孙
不太爱吃饭，去诊所开了些药，
孩子嫌苦怎么也喂不进去。天
气本来就热，李阿姨急得口干舌
燥，却又无可奈何。奶奶听说孩
子是暑伤津气导致的食欲不振，
便赶忙熬了两碗“荷叶消暑粥”
端过去，让李阿姨跟孩子一起
喝。粥里加了冰糖，又混合了荷
叶的香味，格外清甜，孩子没有
拒绝，喝得津津有味。奶奶很是
高兴，连熬了三天，直到孩子的
胃口跟往常没啥区别。李阿姨
逢人便夸奶奶是“神医”，还郑重
其事地要拜师学艺。热心的奶
奶绝对是“竹筒倒豆子”，不仅手
把手教授煮粥的全过程，连菜市
场哪个摊位的荷叶最新鲜都抖
落了出来。

一碗消暑粥，消暑更暖心。
我相信，每一碗精心熬煮的消暑
粥，都饱含着耄耋之年的奶奶对
家人、对邻里浓浓的爱意，时间越
久，就越深厚。 （任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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