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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盛薯菇籺
一

山水相逢，张弛有道。
刚柔并蓄，内外兼修。
这是薯菇、马铃薯的珠联璧合，

虾米、花生粒的鸾凤和鸣。
这是粉与水的艺术，力与美的

结晶，传承与创新的最佳呈现。
这是最接地气的人间美食——

南盛薯菇籺。
二

盛夏，烈日当空，高温灼人。再
高的温度，面对我们的热情，也只能
退避三舍，甘拜下风。

满腔的热情被点燃，点燃的，不仅
仅是内心的躁动，更有深切的期盼。

在南盛薯菇籺街，文友的目光，
逡巡，搜索，如鹰，如隼，生怕错过蛛
丝马迹，错过偷师学艺的机会。

黄记小伙侃侃而谈，如数家珍，
薯菇籺的前世今生从他的口中飘
出，如一部励志大书。

聆听，神情专注，四名不惑之年
的老师，居然成了听话的学生。

远离教坛多年的我，倚老卖老，
端坐在已有年份的长凳上，一边聆
听，一边用牙签与薯菇籺作长久的交
流。四十多年前的一些磨粉做籺镜
头若隐若现，往事如风，怆然涕下。

风卷残云，抑或细咀慢嚼，都是
源于对你的爱啊！

享受美食，享受这深藏民间的
薯菇籺，一同享受到的，还有南盛干
群如火的热情，以及黄记小伙子的
淳朴与真诚。

三
品尝完毕，友人争相扫码付款，

只为抢购一袋回去，与家人分享，晒
朋友圈。

到家，取出薯菇籺，八旬母亲激
动流泪，双手发抖，一如见到阔别半
个世纪的老朋友。三岁小儿连吃三
块，停不下嘴，嚷着叫“好吃，好吃，
还要，还要。”

我在一旁仔细端详这貌不惊
人、味却出众的南盛薯菇籺，思考她
是如何穿越百年，永葆本色，受人青
睐的。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南盛薯
菇籺，变的，是容颜；不变的，是一颗
慈悲为怀、最接地气的心。

河西松糕籺
一

对你最初的记忆，是在四十多
年前。

一个担货郎，将你挑到我的家
乡——一个交通闭塞、贫穷落后、形
如蝈笼的小山村。

乳臭未干的我，面黄肌瘦的我，
跟着担货郞，屁颠屁颠满村转，口水
洒落一路。

母亲，用一大盅米，终于换来你
的青睐。

我看见，担货郎手起刀落，将蓬
松的你切成若干小块，再往你身上
洒点香油，就迫不及待地塞入我的
嘴，抚慰我的胃口。

我狼吞虎咽的模样，定格在岁
月深处，心酸难掩。

母亲转头擦泪的镜头，连同你
的味道，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如
一块永久的胎记。

二
后来，目不识丁的母亲节衣缩

食，学会了自制松糕籺，味道虽逊担
货郎，但我知道，这籺里面多了一份
叫母爱的材料。

一路走来，有风，有雨，有阳光，
也有血和泪。

四十多年后，我人到中年，沧桑
写满额头；母亲，也年过八十，脚麻
腰疼折腾着她，对制作松糕籺，有心
无力。

昔日味道梦中会，方晓岁月不
饶人。

三
情怀依旧在，物是却人非。
为寻找你当年的味道，我踏遍

橘乡的山山水水。
几度觅寻不见影，却在河西终

遇君。
你平躺在一老人摩托车尾架

上，外表金黄，发亮，糕体蓬松。周
边围满人，或就地品尝，或打包拎
走，络绎不绝。

我如获至宝，侧身挤了进去，为
一睹你风采，一尝你风味。

拿一小块入口，松软，柔韧，有
弹性，不甜不涩，恰到好处。

连吃几块，竟然停不下嘴，心满
意足。嘴角那抺香油，与少年何其
相似。

笪桥鸡屎藤籺
你的名字，俗不可耐，缺少亲和力。
你的枝叶，臭气难闻，缺少诱惑力。
你的价值，少为人知，蕴藏爆发力。
你，来自大自然，不问环境，随

遇而生，或山坡溪边，或灌木草丛
旁，甚至来自岩石之上，无惧寒旱，
以丰饶碧绿诠释生命力的顽强。

是谁，慧眼识珠，将你列为花卉
景观植物，装点裸露之地，张扬希望？

又是谁，知才善用，以一双巧
手，将你的功效融于各种薯粉，化臭
为香，率先成为药食同源的先行者？

初见你，在办公室，同事将你递
予我，黑不溜秋，面容丑陋，犹如蚂
蟥，我望而却步。

再见你，在化州笪桥市场，身材
修长，腰肢柔软，别具风韵，如一名
黑美人。咬一口，弹牙，略带苦味；
再一口，味蕾清凉，味道绵长。

三见你，在高雅的酒楼。糖水
包裹下的你，传承千年的风俗，藏于
碗底，不动声色。尝一口，惊奇！再
一口，惊讶！！三尝，惊叹！！！

与酒楼老板对话，方知你可祛
风活血、止痛解毒。再深谈，还知你
身怀绝技，外治皮炎、湿疹、疮疡肿
毒，内服可缓肠炎、痢疾、消化不良、
小儿疳积、肺结核咯血、支气管炎，
还预防衰老，保养肾脏。

你想用一生之爱，治愈人间顽
疾啊！

高人在民间，山鸡变凤凰。昔
日乡下人以鸡屎藤为材料，配合其
他食材，目的是填腹饱饥，后来还作
药用，乃至妇女产后、术后的滋补
品。再后来，将鸡屎藤捣烂成粉，伴
以糯米粉、粘米粉做成籺，不但臭味
全无，而且清香可口，回味无穷。你
从此叫响粤西，从村野走上都市餐
桌，成了食客新宠。

人不可貌相，水不可斗量，鸡屎
藤籺亦然。

化南三籺
■黎贵

在春天
我曾写下芳林新叶翠
转眼，已是“木叶动秋声”
从春天走到秋天
草木荣了又衰
月亮圆了又缺
时间在季节交替中
默然消逝
人们把太多悲欢离合
赋予月亮
人间朝朝暮暮
亦是人生朝朝暮暮
季节，本来就没有悲喜

苏轼在《西江月》里感叹：
世事一场大梦
人生几度秋凉
我们都能读懂他的凄然，况味
经历悲苦多才会变得豁达
黄州也罢
惠州也罢
儋州也罢……
被现实的鞭子无情抽打
依然热爱生活，热爱美食
把日子过成诗意
把苟且活成最美人间烟火
世事纷繁复杂

忙碌的
也许从来都不是生活
而是一颗纷扰的 心

情绪

壬寅年七月十六日子时
小区解封
渴望自由的人们
迫不及待地奔向外面的世界
相比外面的喧嚣
我更喜欢缩在
自己打造的温暖小舍里
安然度日

有人抱怨活得太苦
原谅我
无法体会你的悲伤
因为我没有在黑夜里
流过泪
我喜欢坚强、尚善这些正能量
我也有过伤心愤怒的时刻
但我选择，缄默
有很多时候
文字与情绪无关
却让人们误以为
我有很多，悲喜……

时间（外一首）

■汪丽燕

父亲向来待人诚恳、乐于助人，但不
善交际，一辈子与人交往从不拉拉扯扯，
搞团团伙伙。他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然后
从地方法院到几个镇政府，工作了四十多
年，相熟的战友、同事及工作对象不下千
人，但从未主动请其中的任何人到外面的
饭店吃过饭。亲朋好友来访，到了饭点，
也是家里有啥吃啥。

2013年的秋季，父亲已经病重，体力
急剧下降，甚至无法到他每日必去的县老
干部活动中心与老伙计们玩麻将了。突
然有一天，我接到父亲从老家打来的电
话，父亲高兴地告诉我，他所在退休支部
的同志们要从霞洞镇到县城来看望他。
原来，从未缺席组织生活的父亲，这次却

未能像往常一样来回乘车 80 多公里，去
参加支部组织的重阳节活动。退休支部
的老同志年龄跟父亲差不多，大多在八十
岁以上，当得知父亲病重，就相约要到县
城来看望他。第二天，我又接到父亲的电
话。父亲在电话里说，大约会有七八位老
同志要到家里来探望他，然后父亲话音一
转说“这几位叔叔伯伯计划早饭后出来，
到我们家估计已经晌午了……”我明白父
亲的意思，马上抢着说：“爸爸您放心，我
虽然不能回来接待，但一定让妹妹挑个好
饭店请叔叔伯伯们吃了午饭再回去。”隔
着电话，我能感知到父亲舒了一口气，开
始一心期待他的老伙计们的到来。大约
又过了两天，我再一次接到了父亲的电

话。父亲在电话那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要过来的老同志里面有两位叔叔平时都
好喝两口，我明白了父亲的意思，很干脆
地向父亲说：“爸爸您放心，到时候一定菜
管够、酒管足！”

叔叔伯伯们如期而至，与父亲把手絮
谈，不知不觉到了中午，父亲依依不舍地把他
们送到门口，互道珍重。大家心里都明白，这
很可能是父亲与他们的最后一面了。

妹妹按计划将叔叔伯伯们接到饭店，
安排吃好午饭并顺利送走后，向父亲详细
复命，了却了父亲的一桩心事。这是父亲
一辈子唯一的一次请客。它代表了父亲
的人情往来，更寄托了父亲对同志、对组
织的感激、感恩。

请 客
■崔彦伦

高州人喜欢吃籺，这是毋庸置疑的。
琳琅满目的籺店就可印证。不同的籺，其
形状、色泽、馅料和味道各不相同，做法也
各异。其中薯包籺的味道最为特别。它
是高州独有的传统民间小吃，已有百年历
史。喜爱它的人很狂热，可以百吃不厌。

在高师求学期间，有段日子，我食欲
不振。同学娟提议，逛街吃薯包籺。那一
刻，我才知道有一种叫籺叫薯包籺。她说
薯包籺入口鲜香，爽口不腻，开胃消食，一
定要尝一尝。于是，我对薯包籺充满了期
待，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籺呢？

我怀着好奇心，随娟坐上竹筏渡过鉴
江，直奔中山街。途中，娟告诉我，薯包籺
的馅料主要是猪肉、花生、香菇、虾米、瑶
柱等。品种有普通、特制、传统、包皇等。
它的吃法非常特别，可以淋上上好的花生
油、生抽，再加上一点秘制的辣椒；也可以
佐以熬制的甜醋或辣醋。听完，我越发对
薯包籺充满了好奇心。

中山街有一间卖薯包籺的百年“卢字
号”。走近，独特的香草气味扑鼻而来。
在那里，我终于得见薯包籺的真容：两头
扁中间鼓，呈小长方形，用柊叶层层包
裹。剥开柊叶，露出褐绿色的肌肤，像美
女吹弹可破的肌肤。其浑身通透，馅料可
见。醋倒入碗中，醋香缕缕，顿时让人垂
涎欲滴。娟接碗拿筷，夹起籺就往嘴里

送，全然忘记了她的淑女形象。我发现，
有食客端碗站着吃，不在乎吃相的。斯文
点的才搬个小凳坐下悠着吃。不过，站着
吃感觉更有一种散漫、随意和惬意。有个
食客吃完薯包籺后大口喝醋，砸吧几下，
酸辣爽中散发出一种江湖好汉的豪气。
也有食客戳碎籺混着酱料吃，慢条斯理下
显出小家碧玉的温婉。一种籺，不同吃
法，演绎别样的风格。

籺进嘴里，软糯顺滑，入口即化，我嘬
一口醋，酸感骤来。我不觉皱起眉来。卢
伯微笑说，第一次吃薯包籺吧！许多人开
始都不习惯这个味道，多吃几次你就会爱
上了。我半信半疑，勉强着把这籺和着醋
吃下去。过后，有一种大汗淋漓、全身舒
畅的感觉，好像刚运动完毕。娟问我吃完
薯包籺是否舒畅多了。我连连点头。

后来，我无意翻阅资料得知，薯包籺
又叫“姨包籺”。极富于想象力的高州人，
流传了一段感人的民间传说：在清朝末
年，一位外嫁的“高州姨娘”，回娘家省
亲。为表孝心，想为双亲做一道特别的食
物。苦恼之际，她灵机一动，用地里的柊
叶，家里的番薯粉，以及现有的食材，用心
调制，蒸煮了一道食物。没想到得到了众
人的一致认可，其他邻里乡亲也纷纷效仿
制作。乡亲们为“高州姨娘”的孝心感动，
把这种籺称为“姨包籺”。一碗薯包籺，一

份孝心，不管年岁如何增长，无论身在何
处，它都永远刻在我们高州人的基因里，
世代相传。

“卢字号”虽隐藏于小巷，却时常食客
盈门，还曾经被央视采访。听说最多一天
卖上千只薯包籺。其实大家的做法无二
样，可“卢字号”薯包籺的味道却比其他人
的略胜一筹。何故？我满腹疑团问卢
伯。他轻描淡写地说：“做薯包籺像做人，
要真材实料，还要不急不躁，精心制作，才
能做出好味道。”我想，当然还有卢伯的祖
传秘制，要不怎能与众不同呢。每一道美
味的背后，无不是用心的付出。

而更让我惊喜的是，薯包籺竟然也
名声在外。我以为说起高州特产，许多
人只知道高州荔枝、高州龙眼、高州桂
圆肉。工作后，出外培训。有人问起我
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羨慕万分，“哦！
你家乡的籺很好吃，尤其是薯包籺的风
味很独特。”虽说有些外地人不大接受薯
包籺的味道。正如我也吃不惯长沙的臭
豆腐一样。但是时间长了，有些在高州
工作的外地人开始慢慢接受它，并且爱
上它。

时光缱绻，岁月生香。在我心里，薯
包籺已不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情怀。
我相信：无论在天涯海角，我们高州人都
会思念那一碗“ 烟火慰平生”的薯包籺。

薯包籺情思
■三月桃花

小区旁边多了个“榕园夜市”，灯光
熠熠，热闹非凡。经历过疫情，人心开始
变得柔软，犹爱饺子下油锅般鼎沸的人
间热闹。

夜市大约有五百个摊位，一个八九
平方，天地虽小，容载乃大。每个摊主都
是生活的奋斗者，还有部分摊主时兼职
的，白天工作一天后，夜里继续努力朝幸
福进军。

民以食为天，众生多如尘埃的欲望
里，食欲是最容易得到满足的。夜市抓住
了大众的“胃”，大都是吃的地盘。

如果你被人怠慢了，如果你难过哭
泣了，那么，请你到夜市来，它可以治愈你
的一切不开心。每个摊主脸上，笑容可
掬，不管你光顾与否，热情都和这三十九
度天气一样，热到冒火！哪怕你穿着拖鞋
睡衣呢，也没人低估你的消费能力而轻视
你。即使你不帮衬生意呢，只是路过赞一
句“好香”，摊主们就可以笑盈盈地将你从
头到尾夸一全身。就算是一块钱的钵仔

糕呢，摊主都会用比银河系还要亮眼的笑
容，小心翼翼用竹签在小碗刮个圆，再双
手诚意拳拳地递给你。

如果你最近的钱包不大争气，在不期
而至的朋友面前有点尴尬。那就带大伙
儿去夜市吧。夜市的吃食，罗集了人间烟
火，调和了众生口味，在这密密当当的吃
档里，总有一款可以闯入你的眼球，撞进
你的心扉，并且爱护你的钱包。

喜欢甜的，有广东糖水、精致包点、
花式冰淇淋，还有外貌与味道并存的各
味千层糕……喜欢清淡的，有关东煮、
虾滑、汤粉面、牛杂……喜欢重口味的，
则有臭豆腐、烤生蚝、羊肉串、麻辣烫、
烤全鸡烤鸡翅鸡腿，还有煎牛排……偏
爱辣劲的话，你可以选择麻辣小龙虾、
酱螃蟹、鸡丁……随意选取一张桌子坐
下，不用先看菜单上的价钱，只管你的
胃钟情哪款吃食，你也可以打包一堆旁
边的店品过来，落座的档口绝不会有

“不可外带食品”这类字眼。吃饱喝足

了，大胆说“结账”，你的钱包在这里可
以理直气壮。

如果你是慕名初次而来，又或者源于
偶尔路过，吃心突起，进去夜市溜达溜达，
不知道吃点什么，又或者心里有吃的对象
却找不到档口方向，不用担心，一切都可
以从口中开启这段吃的缘分。你可以随
意问一家档口老板或者路人，他们会十
二万分热情指引你，告诉哪里的柠檬茶
够酸，哪里的臭豆腐够正宗，哪里的烧烤
够新鲜……这便是夜市的情怀，不管你
光顾哪家都欢迎。摊与摊之间虽说营生
是独立的，但以热情带火夜市的宗旨是
共同的。

食物都是带“气”的，清蒸有水气，
煎炒有火气，烹炸有油气，焖焗有锅
气，冰镇的有冷气……汇聚成人间烟
火气，一气下胃，暖暖的，很贴心，可
抚平五脏六腑所有波动的情绪。而夜
市里的烟火气，则是其中极美极暖的
缕缕……

夜市——人间烟火气
■何小雯

扫码关注，快捷投稿
多彩夏日。 禾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