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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汤定乾坤吃辣有味
情趣·健康桥

甜蜜蜜

要想吃得香，饭里加点辣。一旦有了辣，
吃啥都开胃，哪怕白饭也很下饭。这是我很多
年来的经验，也经常这样实践。同样都是辣，
做法又不一样。十五世纪，辣椒传入中国，从
云贵开始散枝开叶，成为许多地方的调味品，
又不尽相同。川渝是麻辣，湖南是香辣，贵州
是酸辣，江西是咸辣……萝卜青菜，各有所
爱。而我，都挺喜欢。

虽然是敏感性体质，讲话多早已有慢性咽
炎，喉咙不适还常咳嗽，按道理不宜吃辣，却改
不了这习惯。真的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
行。都说江南人吃甜，什么菜都加点糖，清代
王季珠有诗曰：“新蚁芬芳初浸面，子鸡和淡薄
楂盐。不奇桂辣椒辛味，知是吴民性喜甜。”但
我不喜欢太甜的食物，去各地游玩，吃各种辣
也都适应。世事往往这样，越是禁止，越想尝
试；越不适合，越感兴趣。吃辣吃得香，吃得
爽，以至于那时候去四川、去重庆、去贵州，人
家都不相信我是江南水乡来的人。

饮食口味，往往带有地域性，所谓一方水
土养一方人。很多地方人们爱吃辣，带有祛
湿、驱寒等作用。但随着社会发展，辣已经被
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在南京上大学的时候，到
门口小店或路边摊吃面，店家阿姨总要问一
句：“啊要辣油？”坊间传来传去，变成老外遇到
阿姨一问，以为在说英文：“I love you！”感叹
南京人讲礼貌、国际范，连老太都会懂英语。
辣椒，作为舶来品，早已风靡世界，没有边界。
去意大利佛罗伦萨，我们找了家名店用餐，看
见桌子上也放着一小瓶辣椒，随客人取用。

很多年前去成都，赶时髦涮火锅，只见偌
大的大厅里，热气腾腾，飘荡着一股麻辣味，好
多男人光着膀子大快朵颐，有点直呼过瘾的英
雄气概。那种氛围，外乡人也很容易被感染，
直奔主题而去。最爱吃辣的时候在冬天，外面
天寒地冻，在家煮一锅白菜粉丝，放一点白切
羊肉，热气腾腾地端上来，盛上满满一碗，放一
勺辣酱，又烫又辣，吃得浑身发热甚至出汗，既
满足口感食欲，又驱寒除湿，才真正体会一个
爽字。

红红的辣椒，不仅是食物，也是很多地方
独特的风景。多年前去婺源篁岭，顺应自然山
势地形，家家户户在屋顶搭起晒架。一到秋
天，红辣椒、黄玉米等农作物晒满农家屋顶，远
远望去，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搭配着一个个
如调色盘的竹匾，映照在青山夕阳炊烟里，那
便是一幅世外桃源的美景。在丹巴甲居藏寨，
好多藏民家门口就挂着一串串红辣椒，既好
看，还喜庆。

吃辣的人，往往性格刚烈火爆一些，据说
重庆人很容易吵架，一个不顺眼、一句不对路，
就可能引发“火星”。无锡人有句老话说：“不
识相，要吃辣糊酱！”就是提醒人家要有清头、
知好坏，要明事理、懂进退，免得吃不了兜着
走，头撞南墙。生活中，不乏甜酸苦辣。适可
而止，知止不殆，这也是做人的原则。

早年父亲和母亲经营过一
家小面馆，在面客如云的苏州城
也曾有些小名气，面馆名“秀记
面店”，在一条小巷深处，三四张
台子，四五个伙计，除了固定吸
引着附近东吴丝织厂和电话局
职工，也有着近悦远来的热闹。
我记得每次去面馆，总能看到店
堂内客满，店堂外有端了碗“唏
溜唏溜”吃面的客人。邻里盛赞

“秀记”果然优秀，叩问我父母亲
个中缘由，母亲说除了货真价
实、设身处地为客人着想，就是
每天把一碗面汤弄像样了。

把一碗面汤弄像样了。母
亲的意思我明白，小店主要顾客
是丝织厂工人和电话局职员，前
者是体力劳动者，整日奔忙于织
机前，稀罕“重面”耐饥，后者多为
接电话的女话务员，要求“轻面”
即可，但面汤的质量务必出众。
于是父母亲每日价千方百计熬出
美味的面汤，即便是一碗没有浇
头的阳春面，也必让客人喝得滴
汤不剩，抹抹嘴，回味深长。

是否把面汤喝得滴汤不剩，
这是衡量一碗面好吃不好吃的
标准。

面馆行业向有“一汤二面三
浇头”之说，亦即吃面首要者是
汤要好，其次再轮到面，再其次

方始品评浇头。这符合吴地“听
戏听腔，吃菜品汤”的说法——

“吃菜品汤”与“吃面吃汤”一个
道理。当然这三者是有机连在
一道的，缺一不可。比方说，浇头
丰富多彩，汤水多半差不到哪里，
因为烹制浇头的汤汁丰富就保证
了面汤的质量，最基本的焖肉和
爆鱼浇头烹调出色，就保证了面
汤的底色不差，如果再有了各式
现炒的浇头，如炒虾仁、炒鳝糊、
炒腰花，最简单的炒肉丝，考究些
的，炒三虾、炒蟹粉，浇头过桥兑
入面汤，这碗面的面汤要寡味也
难。所以好的面馆，首要的工序
是“吊汤”，“吊汤师傅”是不可或
缺的。“秀记”面店的“吊汤师傅”
即由我母亲慷慨自任呢。

后来母亲告诉我说，她除了
每天把焖肉和爆鱼端正好——
烹调焖肉是要压盆汤的，把厚厚
的陶瓷盆压在肉上面，至少文火
要烹五个小时以上，肉酥而形不
变；至于爆鱼要选八斤以上的青
鱼开片，方始像个模样——她最
耗工夫者就是变着法子吊出好
的高汤。譬如鳝骨、虾壳、鱼鳞、
大骨、鸡壳均是“吊汤”的好原
料。从前太湖多的是鳑鲏鱼，且
说这鳑鮍鱼是太湖地区的一种
小鱼，永远也长不大，有鱼小刺

多、肉少汤美的特点，价廉物美，
用来“吊汤”非常实惠鲜美，取其
汤而舍其鱼，实在再理想不过
啦。但“吊汤”太过辛苦，父母通
常三点钟就要出门，父亲掮去排
门板，母亲即投入烹制浇头及

“吊汤”工作。到五点半左右，面
店就要迎客，在大冬天尤其艰
辛。我曾经问过母亲，“吊汤”那
么艰辛，何不搭用味精？母亲立
即让我噤声，说是一旦用了味
精，顾客是吃得出来的，以后再
不会上面店吃面哩，好不容易打
出的招牌绝不能让味精给毁
了。她告诫说，有个厨师应邀去
客人家“落镬”（到客人家办宴
席，谓之“落镬师傅”），为图方便
和节约成本，搭用了味精，被客
人家品尝了出来，结果“落镬”费
用一笔勾销，所以一定要实诚做
好“吊汤”这一环节，来不得半点
虚头巴脑。

后来父母的面馆公私合营
进了上规格的饭店，父亲被聘用
为会计，母亲则因家务缠身而放
弃了职业，其时开始饮食行业改
造——工农兵化，加之食品匮
乏，一碗面不再要求做精致了，
自然“吊汤”的环节也舍弃了，味
精长驱直入后厨，面客自然不再
奢望也。

香脆的饼皮，厚厚一层的鸡
蛋，夹上一片嫩滑的里脊肉，一
把清香干净的韭菜，刚刚煎好的
韭菜鸡蛋饼香得流油，叫人忍不
住想尝上一口。

从小到大，我认为最幸福的
事，就是放学路上花4块钱买一
块阿海秘制的韭菜鸡蛋饼，趁着
热乎劲一尝，足以解馋，人生的
小确幸莫过于此。

看着装韭菜鸡蛋饼的绿色
环保防油纸袋上，印着“绿色食
品，传统手工，香酥可口，独家配
方”“版权所有，仿冒必究”的字
样，以及全国连锁机构，三个销
售加盟热线的手机号码，三家分
店的地址。我不禁一笑，加盟热
线，全国连锁，看上去口气不小，
真是嗨啦啦的阿海。

阿海是安徽人，十余年前就
携家带口来宜兴创业，靠一块秘
制的韭菜鸡蛋饼俘获了城市的
味蕾，包括我这个忠实的粉丝。
逐渐在小城闯出了名气，带动了
整个家族，在城里开了许多家分
店，成了现在的知名品牌“阿海
韭菜鸡蛋饼”。

看阿海做饼是种享受。一
块看似普普通通的面团，被阿海
用擀面杖擀得极薄，往煎板上一
摊，立刻胀起了一层皮，说时迟
那时快，阿海手一伸，一颗鸡蛋
就落进了薄薄的饼皮中，再经他
用铁铲一阵捣鼓，放上足足的两
把碧绿的韭菜。根据客人的不
同要求，阿海会往饼中加上不同

的配料，一块里脊，一根脆骨肠；
外加他秘制的酱料。色泽金黄，
浓香扑鼻，脆而绵柔，原汁原味
的阿海韭菜鸡蛋饼就完成了。

最近实在是馋得没有办法，
趁周六下午放假，来到阿海的店
里。

“今天人不多啊。”我说。
阿海忙着煎饼，看了我一眼，

说：“人是不多，饼还是一样做，刚
不久才做了20块，外卖刚走。”

说是常客，但自从进入高中
后，放学不经过阿海的店，就不
常来，听说上美团外卖了，那以
后我就不用亲自跑来了。

这时，一个正在等饼的阿姨
突然问：“之前在城北看到的那
家店是不是正宗的？”

“正宗的，我妹妹开的加盟
店，我授权的。”阿海回答。

“那味道……”
“那肯定没我做得好！”他得

意地说。
“虽然原材料都是我提供的，

但每个人做得肯定不太一样。像
我老婆那家的味道和我的也有出
入。上次有一家加盟店做得不
好，我让他关门了，鸡蛋饼的味道
实在不行，全国有十几家分店，再
赚钱也不能砸招牌不是？”他滔滔
不绝地讲着，手下却一点儿也不
停，“来，你的饼。”说完，把做好的
饼递给了那个阿姨。

难怪阿海开了那么多家分
店，口碑却不减当年，想起阿海
招牌下的那行“全国连锁”的小

字，我百感交集，谁能想到从小
吃到大的农家饼竟然已是拥有
全国几十家连锁店的名店了呢！

“那这一年可得用掉多少里
脊肉、多少脆骨肠啊！”我感叹。

“今年在火腿肠上就花了十
来万了。”他比了个数字，“不过
最要命的不是这些，是韭菜。”他
一边说，一边用镊子夹了两把韭
菜放在了饼皮里。

“韭菜？”我不解。
“对！”他一指地上，“就这一

箱韭菜，我和我妹整整挑了六个
小时，一根一根地挑，累人呀！”

“这哪要一根一根地挑？”
“当然要了！这韭菜，还是我

在乡下和几户农民签的协议，专
门种的。露天的，绿色无公害。”

我下意识地看了看那些韭
菜，根根分明，又粗又青葱，嫩得
像能掐出水来，突然体会到了阿
海的良苦用心。

“来，你的饼好了！”阿海把
饼递给了我。

我接过饼，咬了一口，满口
流香，浓浓的韭菜味，还是和小
时候一样的味道。

如今的城市，有多少阿海一
样的新市民，怀揣理想，艰苦打
拼，一如韭菜鸡蛋饼，历经油烟
煎炸，却充满了金黄的色泽。包
裹其中的韭菜，依然那样绿意
盎然，生机勃勃，香气扑鼻。

真是好一块嗨啦啦的阿海
鸡蛋韭菜饼！你不妨也来尝一
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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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啦啦的韭菜鸡蛋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