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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味葱香面
| 陶都风 云小游 文 |

晚风·龙光塔

国人对吃是十分讲究的，开门七
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无一不是
围绕吃来展开。万千美食中，面食
是无法绕过去的一个话题。原汁原
味的饮食风情，在街头巷尾面馆师
傅的一撑一弹中，便得到了十足的
彰显；面的世界，没有谁具有一统江
湖的独尊地位，那些红汤面、白汤
面、凉面、热面、荤面、素面以及林林
总总的各种“浇头”面，它们都散在
人间烟火里各显神通，满足着不同
食客的味蕾需求。

宜兴人对吃面，也有着超乎寻常
的喜爱。百年来，“老味葱香面”一
直就是最受宜兴百姓喜爱的传统名
点。在当年的宜兴老街上，来一碗
一角二分钱的“葱香面”，是人们与
生活温馨相处的一种方式。漂泊游
子的丝缕乡愁，尽数融在了回忆里
母亲埋首厨房为自己下一碗面的暖
黄光影间。吃一碗好面，就像听一
段戏曲的慢板。在这个快节奏的时
代，总需要留一些时间，享受从前那
份令人怀念的浪漫。面食味道，承
载了你我心中关于家乡的最初记
忆。

记忆需要留住，更需要传承和发
扬。芙蓉饭店在老一辈厨艺大师的

悉心指导下，经数百次潜心琢磨，用
最地道的食材，终于让一碗香喷喷
的“葱香面”以崭新的模样回到了餐
桌。三碗甘露水，一缕玉琼丝，清白
不少，芳香自恣。经久不散的面香
不慌不乱地往人鼻里钻，直达心田
去，气味如涟漪般层层漾开，美如画
卷。如今，脱胎于芙蓉饭店的新芙
蓉大酒店除了以“宜帮菜”立足本土
外，更以一碗芳香四溢的“葱香面”
赢得了食客的心。

说起新芙蓉的葱香面，掌门人朱
水珍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她表
示，新芙蓉宜兴味的老味葱香面，取
材自传统种植的有机香菜和香葱，
所用油则是纯正的老芝麻油，从和
面、揉面、切面、煮面，均强调手工细
作，工艺严格。在尽可能发挥食材
原味的基础上，用适当的烹饪手段，
将食物的隐藏属性彻底发掘，最终
达到一种微妙的口味平衡。戏法人
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但对于一
碗面来说，原材料为天，逆天则食不
甘味；调味为地，失地则根基尽丧；
中间为人，以刀工、火候、制法加以
调和，终合天地人三才之成，美食即
得。

滑溜之余又不失筋道，是大众眼

中评判一碗面能成功捕获自己味蕾
的关键。新芙蓉负责制作葱香面的
师傅揉面之时，会谨慎地拿捏着放
一点点盐。盐少了，面条没有韧性，
一扯就断；盐多了，面条根本拉不
开，适得其反，只有经验丰富的老师
傅才能刚好掌握这份拿捏放盐的技
巧。判断面最终揉没揉到位，起泡
是硬标准。何为起泡？便是一个个
小泡自面团表面缓缓浮出，以手按
压上去，好似充盈着鼓鼓气体。

要滑溜之余又不失筋道，仅反复
揉捏还是不够的。揉好的面一定要
醒一醒。醒面的时间由温度以及面
的硬度决定。一般来说，温度越低
或面越硬，醒面的时间就越长，反之
则短。软硬的掌控，也靠经验。制
作葱香面师傅采用的醒面方式，既
省时又省力，他将面团揉十几分钟
醒一会儿，再揉一会儿再醒一会儿，
如此三余次，待打眼一望过去面团
通体光洁似玉，也就算大功告成
了。而后，将醒好的面团按成一张
厚饼模样，涂抹上食用油，置于一旁
待用。涂油，可在拉撑面团的时候
不粘手。重复拉长、对折、再拉长的
步骤多次，葱香面的细滑筋道口感
才有了最起码的保障。

人间烟火里，吃能治愈人。汤
热、面热、碗热，单凭热乎乎的一碗
面挺立美食江湖，没有任何的浇头，
恰似不染风情的亭亭女子，让人怜
爱得不行。在新芙蓉用餐时，我经
常会听到食客对服务员说：“来碗葱
香面！”看来，一碗地地道道的“葱香
面”，已经成了招牌。据介绍，在销
售最旺的黄金周期间，新芙蓉的“葱
香面”一天最高能销售一千碗，年销
售则达到了10万余碗。看来，爱上
一座城市，就是爱上她山水乡土里
孕育出的美食味道。老师傅慢慢
做，食客慢慢吃。做面的不急，吃面
的不躁。热络络的瘦面略有韧劲，
慢慢品味，越吃越香，滋味润心，回
味悠长。这一碗葱香面承载了数代
人的美好记忆。可能就是所谓最简
单的食物，往往带来的，都是最动人
的纯粹。

宜兴味葱香面，藏的是一份初
心，守的是一种情怀。人间飘葱香，
面中滋味长。晨光熹微之际，和家
人朋友一起，慢慢地吃一碗老味葱
香面，感受旧时繁华，体会江南水乡
陶式生活的恬淡与雅致。

这一刻，时光回溯，岁月安静祥
和。

我的小学，位于江南乡土之间，
一个叫长安的地方。在无数古雅的
典籍里，常和“长安”这个字眼不期
而遇。从“长相思，在长安”的缠绵
悱恻，到“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
尽长安花”的畅快肆意，再到“总为
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的沉
沦惆怅，从儿时起，长安在我心目中
总不由自主渲染上几分岁月的光晕
和烟云。

长安的小学，极小，最开始是在
一座庙里，后来搬迁到一处相对比
较正规的校园。一排两层楼的房
子，坐北朝南，堂堂正正，三面围墙，
西侧有一条蜿蜒流淌的小河，青草
茂盛，河水清澈见底，是孩子们天然
的乐园……这样的画面，定格在记
忆深处，虽遥远而历历在目，一切仿
佛就在昨天，却亦同这家乡长安，渲
染上了岁月的恋恋风尘。

小学虽小，各项教育教学制度
却极为完备，语文、数学、政治、历
史、地理、音乐、美术、体育……但凡
镇上中心小学有的课程，我们这里
一样不差，全校老师虽然只有三四
位，却个个都是无所不能的天才。
一位华老师，教我们低年级除体育
外的所有课程，会画画，也弹得一手
好钢琴；一位陆老师，教我们高年级
的语文及其他众多在我们孩童眼里
看来“日趋艰深”的课程，严谨睿智，
学识极为渊博；而校长张老师，则包
揽了全校所有年级的体育课及高年

级的数学课，可谓“文武全才”。每
当我在涉及数字的问题上出现细微
差池，我总能无比坦然又无辜地笑
笑说：“谁让我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
的呢！”

小学是人生启蒙的起点，是价
值观初步定型的关键期，更是一个
人精神成长的“秘密花园”。感谢我
的小学，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尽情地
自由成长，接受知识的浸润和文化
的熏陶。令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
学校里经常组织各式各样丰富多彩
的活动，如每学期开学伊始全校师
生一起“割野草”，去鼋头渚、苏州等
地“春游”“秋游”，全体师生远足赴
斗山祭扫革命烈士……小学科学完
备的教育培养了我们健全的人格和
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为我们
的人生绘就了温暖的底色，校正了
正确的精神航向。

曾和同学冬梅在小学教室楼前
留下一张合影，照片里的我，头大胳
膊小，标准一个“小萝卜头”。喜欢
一个人在空旷的操场上踯躅独行，
风掠过发际，脚底的野草绵软温柔，
踩上去发出沙沙的声响……对于尚
是小学生的我，250米跑道的操场都
已经辽阔得像整个世界了。

时光一瞬而过，当年的小学已
于2000年并入长安中心小学。而
无论我身处世界何方，心里总是牵
挂着它。那些事，那些人，成为我童
年时光里最灿烂的回忆。

收藏戏单，并没有刻意而
为。当初成立首个区级收藏家协
会，藏友大多收藏的是名人书画、
各色古玩、陶瓷红木之类；也有专
门收藏酒器、“红色”物品的，那些
大小酒缸没处放，区作协牵线搭
桥，把它们引进到玉祁酒业酒文
化博物馆，扩大江南酒文化及藏
品影响力。藏协邀我参加，问平
生收藏点什么，我不假思索：收藏
戏单。

戏单包括节目单、戏票、海报
等，主要收集的是前两种。绝不
敢“自夸”收藏，无非因爱好戏曲，
有时为一部心系的好戏，奔赴南
京、市里、街道社区等连续“追戏”
看上10多场次。此外，亦组织参
与了不少文化活动，所以不知不
觉积累很多戏单。

细细翻看它们，这些戏单“会
说话”。《珍珠塔》《青蛇传》《陈阿
尖》诉说劝人为善；《红花曲》《锡
商》《惠山泥人》《泰伯》《徐霞客》
演绎经济人文；《平凡的世界》《戏
台》《柳暗花明》《桃花朵朵开》讲
述人生至理；《歌唱祖国》《江姐》
《焦裕禄》激扬奋斗精神；《大运
河·流淌的文化》《竺韵流芳》《锡
剧名家名票》唱响玉祁戏码头；
《惠风和畅——公益新年音乐会》
《中国·惠山前洲乡村戏曲节》《好
人礼赞》《惠风雅韵沁书香》彰显

惠山特色。
锡剧、越剧、京剧、话剧、评弹

及文艺汇演……各种戏单百花争
艳，其中有小戏《采访》《打分》《今
又中秋》、评弹《幸福在心头》、少
儿戏曲《新苗正嫣》等摘取各个奖
项，有演职员、剧照、剧情、剧团介
绍，有生旦净末丑、国内外戏曲艺
术，小小戏单包罗万象，同时侧面
反映了时代变迁的一个个深刻

“印记”。
戏单越做越精致，从单张、折

页到多页，还有半幅式、书签式。
惠山区锡剧艺术传承中心创演的
大型原创现代锡剧《好人俞亦
斌》，参演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
艺术节，获无锡市“五个一工程
奖”和“文华奖”；《追梦路上》获评

“紫金文化节”入选剧目，并代表
江苏唯一晋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
会演，荣膺“优秀剧目奖”，戏单自
然水涨船高了。

“2021太湖文化艺术季”开幕
了，相约好友观摩开幕式、原创锡
剧《烛光在前》、京剧《红鬃烈马》
等，戏单又多了。人生如戏，戏如
人生。文友说：“作家应该多看些
戏，借以汲取戏曲养分，比如在剧
情发展、戏剧冲突、氛围语言等方
面的有益精华，以利提升文学创
作水平。”诚如斯言，这是由戏单
引发的题外话了。

忆旧·古运河

我的小学在长安
| 姚静芳 文 |

情趣·健康桥

戏单之趣
| 胡建琛 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