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审稿：宁煜   责编：刘振华    版式：严立    总检：尹一冰 2025 年 2 月 23 日    星期日

爱莲池

武冈的美食享有盛誉，而武冈

小吃无疑是其中最具特色的代表。

武冈小吃，按地名分，有南门

口的米粉、水南桥的米豆腐、太平

门的洗沙包子、旱西门的蕨粑粑、

四牌楼的卤味、高庙下的发糕；以

人名分，则有刘满驼的凉巴粉、陆

二吾的绿豆糕、玉壶春的大片牛

肉面、火神庙的蒸蛋糕。岁月流

转，这些传统小吃也随着时代的

变迁而演变。一些小吃已经成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有些小吃则

逐渐发展成为地方特色产业。

从独特性来看，武冈空饼可

谓是独树一帜。我游历过大半个

中国，从未在其他地方见过空饼

的存在。武冈空饼拥有五六百年

的历史，它呈圆形，中空，由面粉

和麦芽糖精心制作而成，工艺复

杂。品尝起来，既香又甜又脆，带

有纯天然的坚果香味和令人回味

无穷的面粉香气。

武冈米花同样是一种历史悠

久的传统小吃。据史料记载，早在

两千多年前武冈建都梁侯国时，

民间就有了油炸米花的习俗。武

冈米花圆形，面红底白。米花的制

作过程并不复杂，几乎家家户户

在过年时都会制作。武冈米花中，

尤以胡冲米花最为出色，这主要

得益于当地优质的糯米，使得米

花炸制后不易碎且膨胀得更大。

武冈米粉是武冈的传统特色

小吃，以其独特的风味和制作工

艺而闻名遐迩。武冈米粉粗细均

匀，柔韧有余，色泽洁白透红，香

鲜爽口。最负盛名的当属南门口

桥头老店的米粉。该店始建于清

朝光绪年间，是真正的“百年老

店”。该店米粉的种类很是丰富，

如土猪肉粉、鱼粉、生炒牛肉粉、

三鲜粉、肥肠粉等。各大媒体纷纷

来店拍摄，使得此店的名声日益

显赫。近年来，以米粉为原料的凉

巴粉也迅速走红。辕门口的凉巴

粉小店已成为网红打卡地，夏天

时每天能卖出一千多碗。很多从

外地回来的武冈游子都特意要去

辕门口吃一碗凉巴粉，说是寻找

家乡的“味精”。

武冈的发糕也是不容错过的

美味。发糕，又称为米糕，细腻、松

软，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吃。武冈

的米糕有杯糕和切糕之分。杯糕

一般用酒杯蒸成，圆圆的，弓形背

上裂着花纹，一个杯糕看上去就

像一朵花一样。切糕则是用蒸笼

蒸成，然后用刀切成方块或者三

角形。

说起武冈小吃，不能不提糖。

武冈做糖是有传统的，曾经的武

冈糖厂在城里是家喻户晓，其生

产的糖不仅花样多，而且独具特

色。如脆糖、牛皮糖、麦芽糖、柚子

糖、爆花糖、油麻酥、马屁股糖等，

数不胜数。我印象最深的是脆糖。

脆糖也是用米做成的，因此也有

人把它叫作米糖。在大街小巷，经

常可以看到一些中老年男人，挑

着一担箩筐，一头箩筐里载着爆

米糖，一头的箩筐上摆着一个长

方形木盆，木盆里就是一圈圈淡

黄色的脆糖。他们一边走，一边敲

击着小铁锤招徕顾客。

武冈小吃不仅种类多，更是

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体现了人

民对美食的热爱和追求。

（熊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武冈小吃
熊 烨

母亲一直喜欢给我们过生

日，却在自己生日前许久，就开始

辞客。久而久之，大家就习惯了。

母亲三十岁和四十岁生日时，外

祖父母坚决要来。母亲实在拗不

过，才默许。其他人，一律婉拒。母

亲以吃不得鱼等有腥味的食物为

由，夹点青菜、倒些菜汤，笑呵呵

地站在他们身后陪着，并时不时

用公筷给大家添菜。

记忆中，母亲唯一一次摆生

日酒，是在她五十岁时。个中原

因，说来心酸。母亲四十八岁那

年，突然患上重病。医院都快跑遍

了，不但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糟

糕。医院不肯再接收，要我们“母

亲想吃什么，就多买点给她吃”！

“我准备趁你妈还在，给她风

风光光办一席酒……”父亲说母

亲自十八岁嫁给他后，过生日时

从未摆过一次酒。而此刻，我们家

里早已债台高筑了，怎么办？父亲

找到我，说他知道我们三兄妹为

给母亲治病，不仅花光所有积蓄，

还负了债。他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才来找我。原因是我在工作单位

时间长些，借钱要相对容易些。母

亲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哭着责怪

父亲，说他又在连累我们！母亲苦

苦哀求我们省下这笔钱，给她日

后办丧事用。院子里的人见状，纷

纷做母亲的工作……他们还未从

里屋走到外屋，就个个泪流满面、

连声长叹，说我母亲命苦，没享到

一天福。

母亲至今还在说，父亲给她

办的五十岁酒，是当地办得最好

的一次。这些话，是她躺在病床上

听人说的。那一刻，她觉得心里和

眼里都热乎乎的……

不久后，母亲就慢慢地好了

起来。而我的父亲，却从此一病不

起，不到三年就走了。为此，时至

今日，母亲还一直在深深自责，说

若不是因为自己，我的父亲也不

至于走得那么早。

父亲去世后，母亲更加不愿

意过生日，说担心父亲又“送”梦

来。临近母亲生日时，她一天好几

个电话，不准我们回去。

母亲六十岁生日时，我们想

为她摆几桌酒，她坚决不同意。母

亲说，你是机关单位的干部，要起

带头作用，且你刚买了新房，囊中

羞涩；你的弟弟和妹妹正在创业

阶段，钱和时间都紧。还说如果摆

酒，她就外出。好说歹说，母亲才

同意在县城的一个小酒店里摆一

桌酒席。客人，包括我两个舅舅等

在内，共十一个人。

这桌生日酒席，最终归母亲

买单。她说我们三兄妹买房的买

房、创业的创业，都是“负翁”，自

己则是“富翁”。原因是我们给她

的钱，她舍不得用，都存了起来。

母亲还说，一餐饭就吃了五百多

元钱，好贵；早知如此，在家里吃，

多好！送走舅舅等人后，母亲婉拒

了我们的挽留，又急匆匆地坐班

车回去“陪”父亲去了。

我考取某乡镇党政领导班子

成员后，母亲以“怕影响我”为由，

愈发拒绝过生日了。每年生日还

未到，就打来电话，说我干好工

作，就是送给她的最好的生日礼

物。我们说接她到城里过生日，顺

便住一段时间，她头摇得像拨浪

鼓似的。

母亲七十岁生日时，还是坚

决不同意摆酒。说快到年底了，又

是特殊时期，大家都很忙，别相扰

亲戚和乡邻们了。不过，最心疼她

的小舅舅还是来了。

“你爸爸如果还在，家里今天

肯定会热闹一些。”小舅舅不经意

的一句话，触动了母亲。母亲强忍

着眼泪，倒满一碗酒，来到小舅舅

身边，连声说是自己不愿意摆酒，

要他千万别误会和责怪我们兄

妹。边说，边仰起脖子，一饮而尽。

母亲哽咽着，不停地往小舅舅碗

里夹菜。

这是母亲有生以来第一次

喝酒！

 （周志辉，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不愿过生日的母亲
周志辉

母亲包的蛋饺特别好呷，有蛋的香、

肉的鲜，还有入口即化的嫩。

一个霜花爬上瓦面的清晨，荫家堂

古老的灶间，母亲手持锅铲，在做她最喜

欢的事——包蛋饺。

天井漏下微光，糊着牛皮纸的木窗

微微泛白。母亲用锅铲舀一点猪油，均匀

地抹在锅底，待青烟初起时浇入蛋液，手

腕轻旋间便荡开一轮“满月”。肉馅里掺

着莳菇丁与香葱末，在蛋皮刚凝时点缀

一团“红心”。锅铲一勾一按，“满月”顷刻

变成一个“金元宝”。铁锅在煤炉上左转

两圈，右转两圈，蛋皮边缘便结出焦糖色

花边。母亲常常说，包蛋饺的功夫全在火

候，而蛋饺好不好呷全在食材——蛋要

用土鸡蛋，肉要用土猪身上的五花肉。

小年前夜，荫家堂像一锅沸腾的高

汤。西厢传来舂糍粑的闷响，东廊飘着炒

瓜子的香气，而母亲总守着灶台，荡开一

轮轮“满月”，收获一个个“金元宝”。父亲

望着青花海碗里冒着热气的蛋饺，咽了

咽口水，讨好地打趣：“你包的蛋饺又好看

又好呷，原来里面包的都是福气啊！”母亲

抿嘴一笑：“你莫馋，三十夜团年时保证让

你呷饱。这一碗蛋饺你先给海大爷送去，

他冇崽冇女冇老婆，自个又不会包。”蒸腾

的热气漫过母亲清瘦的脸庞，氤氲里我

恍惚看到先祖买米济困的旧事。

十一岁那年冬天，我生了一场大病，

躺在床上，不想呷红薯，也不思米饭。门

外响起熟悉的脚步声，母亲裹着满身寒

气走进门。她双手捧着一碗冒着热气的

面条，面条上卧着三个蛋饺。“好呷，好

呷！”我一次又一次张嘴，接住母亲用筷

子送过来的蛋饺和面条。母亲笑了，眼尾

皱纹漾开，宛若荫家堂墙砖的裂痕。我却

瞥见她手背上的伤口——被霜风吹裂的

伤口——像张开的婴儿嘴。那天的蛋饺

和面条，混着母亲泪水和汗水的咸涩，比

灵丹妙药更抚慰肠胃。

后来定居他乡，每次回荫家堂“做

客”，母亲总要包蛋饺招待我。她握着菜

刀慢慢剁五花肉，花了近两小时，才把肉

剁成肉泥。我说要给她买台绞肉机。她坚

决反对：“机器绞出来的肉馅味道就不一

样了！”返程时，被塞得满满的小车尾箱

里，也总会有一海碗蛋饺。车子缓缓前

行，母亲小跑着跟在车窗外不停叮嘱：

“回家先呷蛋饺，馅里加了莳菇、香葱，搁

久了会变味。蛋饺热一下就可以呷，放点

辣椒粉、蒜苗……”

今年春节前夕，我依然从老家带回一

海碗蛋饺。除夕，女儿吃了一个蛋饺，大声

嚷嚷：“蛋饺里面的肉没剁碎。”我剥开一

个蛋饺的蛋皮，果然，里面不是肉泥，而是

肉丁。看来，七十七岁的母亲已无力反复

挥动菜刀。可她为什么还是坚持包蛋饺？

其实，这方寸间的金黄，从来不是简单的

吃食——它是母亲以锅铲为笔、蛋液为

墨、时间为笺，绘出的一个个心愿。

茶壶咕嘟作响，锅铲轻叩陶碗，荫家

堂老灶间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时间长

河不停流淌，母亲那柄锅铲，始终在岁月

深处散发着温暖的微光。

 蛋饺中的爱
申云贵

2010 年，为生计所迫，我和妻子不得

不忍痛隔爱，把不满一周岁的女儿留给年

过花甲的母亲照顾，然后南下广东打拼。

母亲没什么文化，既不能教孩子唱歌

跳舞，也不懂得教孩子读书写字。说真话，

当时把女儿托付给她时，我很担心女儿的

教育和成长问题。寻思良久，我到县城买

回一些童谣、儿歌之类的光碟，以及铃铛、

口琴、哨子等小玩意儿留给女儿。临走时，

我一再嘱咐母亲，平时要多给孩子放放音

乐，有空要多给孩子摇摇铃铛、吹吹哨子

和口琴，这样既能锻炼孩子听觉，也能开

发孩子智力。

那时，打工收入很低，但打电话很贵，

长途一分钟要一块钱。尽管如此，我几乎每

个礼拜都要打电话回家，了解女儿的成长

及健康状况。有时，女儿有点头疼脑热，我

除嘱咐母亲照顾好她外，还会打电话给卫

生所的医生探个究竟，这样才能放下心来。

在女儿三岁生日那天，我给她买了不

少连环画和一盒讲解《弟子规》的光碟寄了

回去，要母亲必须每天把这个碟放给女儿

看。虽说孩子还小，不解其义，母亲也无从

向她解释，但我深信，耳濡目染下，孩子是

会有收获的。

等女儿进幼儿园后，我除了通过母亲

了解女儿的近况外，又时常和她的老师取

得联系，通过多种手段了解女儿的成长情

况。并且，每次打电话回去时，我还总要跟

女儿说上几句。虽说孩子还小，不明白我的

用心良苦，但我觉得最起码她会感到爸爸

妈妈是存在的，并且是疼她、爱她的。

等女儿上小学三年级后，我们之间在

原来基础上，又增加了一项新的交流手段

——写信。那时，几乎每两个礼拜，我们都

要通一次信。我觉得，电话交流是很方便，

但传统的书信能更好地表达和交流感情。

我时常在书信里，提到我在广东打工的点

点滴滴，有时还会附张工作照片过去，目的

就是让孩子明白父母在外的艰辛。儿女也

常在信里提到她的学习情况，以及和老师、

小伙伴之间的事。当然，在信息化的今天，

每逢节假日，我也会选择和女儿网上开视

频聊天，更进一步交流。

我的女儿一直健康快乐、品学兼优，

直到去年以全年级第一的成绩考上了重

点高中。

一位南漂爸爸
的的 远程育儿经

刘长虹

下棋是一种很好的消遣活

动。无论何时何地，均不乏个中

名手。

一些人会在火车站、汽车站

之类人比较多的地方“摆残局”。

这种“摆残局”，其实很多就是骗

局。棋摊旁往往摆着“一赔五”之

类的牌子。也就是说，你出钱挑战

一次，赢了的话就能获得五倍的

钱。一些不懂下棋奥妙或对棋一

知半解、又想逞能的棋迷，很容易

自投罗网。而“摆残局”的往往是

结伙行骗，由一人当“擂主”设局，

其他人当“托儿”围观。其实是造

成一种气氛，吸引他人来挑战。

（唐文林、王艳萍，宝庆烙画
传承人）

摆残局
唐文林 王艳萍

◆岁月回眸◆故土珍藏

◆六岭杂谈

◆湖湘三百六十行

茶园春色 曾晓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