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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张里的烟火气
| 王洁平 文 |

晚风·龙光塔

曹张新村，前身是无锡郊区扬名
乡的一片菜地。20世纪80年代，一
个不大不小的新村在这里树起。我
曾在曹张新村住过几年，记得新村里
有条曹张街，街旁有个小菜场；早晨，
喜欢拎个篮子到菜场里逛逛，回家时
带上两副大饼油条或两个鸡子大饼，
丰盈的早餐；骑车上班去，已是满满
元气。

也不知哪一天，人们把曹张街叫
成了“曹张里”。“里”，即人们生活栖
居的地方也。无锡人喜欢用“里”来
称呼生活着的里弄、街坊和社区，如

“夹城里”“尤渡里”“盛岸里”“叙康
里”……颇有一种归属的寓意；“窝
里”、家里、乡愁里。

走进曹张里，老新村改造，已是
变了模样。不变的是路旁两排法国
梧桐树情深依依，守望着这里的烟火
气。

围墙上那些壁画，彩绘着“曹张
里”的故事，一下子把人带进了过去
的时光里。梧桐树下，那些开了二三
十年的小店店名是那么熟悉。初冬
晨曦里，阿娟馄饨店里已经人头济
济。阿娟馄饨从1991年开业到现在
已经有 30 个年头，早有不小的名
气。店里营业时间是早晨六点半到
晚上六点半，从开门就客似云来，随
时都是满座。很多人从小时候吃到
现在，已是中年。不少年轻人和外地
游客则是开着小车、打个飞的赶来

“打卡”这碗馄饨。馄饨，在无锡百姓
生活里是最寻常不过的小吃；而人们
对阿娟馄饨如此心仪，也许是为了那
用大骨头熬的汤底，青睐那永远一两
8元10只的鲜肉馅馄饨；欢喜那碗猪
油酱油加点白糖的拌馄饨吧。道地
的无锡“咪道”，“咪道”里包蕴着一份
寻常生活的惬意。

无锡人的早晨大都是从一碗早
面开启。提及吃面，朋友们都会推荐
曹张里的老面馆。店面全称是“曹张
饮食店老面馆”，店面不大，五张餐
桌，坐得有点拥挤。早面，可是无锡
人的心头好，锡城的街头、小巷里，到
处都有的面馆里，总是坐满了“面祖
宗”（无锡地方对于嗜面人的昵称），
而且会从面汤、面身、面浇头三方面
去考究“道地不道地”。曹张老面馆
就是坚守着“三讲究”：面汤，一定是
用整鸡、猪骨、鳝鱼骨等文火熬制的
高汤；面身，一定是多搅揉了几回，在
面机上多轧了几遍，与舌尖接触时明
显感觉到一种劲道、亲密；面浇头，花
色品种也是多了去，而且总有一款是

“面祖宗”们的欢喜。只见食客们，有
的点了一碗白汤面，加上一盘雪菜肉
丝浇头；有的点了一碗拌面，一份三
鲜，边吃着边赞个不已；有人则来了
兴致，点上一碗白汤面，再加一个“蹄
髈圆盅”，炒上一碟鸡蛋，可称标配
矣。“一碗拌面加姜丝”“两碗红汤两圆
盅”…… 店门口那店家老孔的吆喝声
听上去格外亲切；门口还有不少人在
等着翻台；有的等不及，干脆就在门口
小凳子上，就一碗拌面一碗汤，几分钟
完美；嘴一抹，齿颊留香；踩上电瓶车，
淹没在上班族的车流里。

包子，无锡人早餐里的“主角”。
熙盛源、王兴记、超王记的小笼包；鸿
运大包、龙凤大包和功德林素包……
一只包子都在无锡人念念不忘的情
结里。在曹张里，那只包子叫“园
园”，常红好名气。梧桐树下包子店
门口总是排起长长的队伍；包子出笼
了，热气腾腾里“圆圆”的包子好讨人
欢喜；人们总是十几个几十个一买，
大包“小包”，满载归去。牛的是，圆
圆包子铺只做三种馅：肉包、菜包、豆

沙包；把一份专致和“用心”包进了馅
里。特别是那菜包，人人都说“好吃”

“道地”。
吃过早面，带点小菜回家去。小

菜场里，人头攒动，讨价还价，买个称
心如意；水产店里，鱼虾在盆里欢蹦
乱跳，螃蟹在兜里吐沫私语；鲜肉店
里，“帮我斩两斤草排”“我要这块五
花肉”，吴侬软语和着斩肉、剁块、报
价、扫码的声音，犹如市井生活里的
交响曲。而那网红的“阿三百叶”小
店里，总有络绎不绝的人们光顾和牵
记。

小街不宽的曹张里，总是人流、
车流，川流不息；只因它是“无锡小吃
里”。曹张手推馄饨、曹张鸡子大饼、
华丰汤圆、阳山糕团、大饼油条、手撕
面包、生煎包子；还有豆浆、锅贴、发
糕、水饺、葱油饼、酸辣汤……不到八
百米长的“曹张里”竟藏了几乎“吃遍
无锡”的美味小吃。只要你想吃，总

有一款在这里。而每一口都是儿时
的回忆，每一道都是无锡的味道。怪
不得，许多人说：走进曹张里，就像回
到了“姆妈窝里”。

傍晚时分，曹张里又“闹猛”起
来。民记茶餐厅、小顾藏书羊肉店、
小伟百姓馆里，已是“吃货”盈门；或
是举家小酌，或老友小聚，或相约邻
里，点上几道经典的“锡帮菜”，添上
一盘花生米，无锡老酒“咪咪”，笑声
荡漾在灯火阑珊里。而重庆老火锅，
小龙虾，“麻得跳”……则成了年轻
人“种草”的打卡地。一轮弯月挂上
梧桐树梢头，直到夜宵休市，曹张里
回到了她的静谧，人们渐渐地进入梦
乡里。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城市更新里，留住曹张里这般烟
火气，着实让人欢喜。烟火气里，延
续着市井生活的印迹，蕴含着百姓生
活的惬意。

好 食 品

共 见 证 2021“太湖论健”功能食品研发成果招募百名见证官
我们缺少一个你，来见证这场盛宴！12月，我们即将线上线下同步开启2021“太湖论健”功能食品研发成果暨孝仁堂·江

南大学联合研发中心揭牌活动。即日起,“孝仁堂功能性食品见证官”开始招募。

此次研发交流会以共建
功能性食品大健康生态为目
的，将邀请江南大学的专家学
者、业内多位知名专家、优秀
企业展开精彩对话：国内功能

性食品行业新趋势，功能性食
品创新及行业未来发展方向，
中国功能性食品如何实现弯道
超车，在当前形势下，如何从科
技研发到政策申报打造共创、

共建、共赢的产业生态，不断
推动“健康中国”政策的进一
步落地等进行探讨。交流会
致力为国民健康提供更多的
健康饮食选择。

随着健康饮食观念的深入
人心，食品健康与功能化已经成
为世界食品制造行业的大势所
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功能
性食品经历了从药品向食品的
转变、从特定人群服用向广大人
群服用扩散、从目的性向日常化

发展的轨迹。功能性食品逐渐
受到大众的追捧。

功能性食品是一个特定的
食品种类。它具有调节人体功
能的作用，但不以治疗疾病为目
的，适用于特定人群食用。它的
范围包括：增强人体体质（增强

免疫能力，激活淋巴系统等）的
食品；恢复健康（控制胆固醇、防
止血小板凝集、调节造血功能
等）的食品；调节身体节律（神经
中枢、神经末梢、摄取与吸收功
能等）的食品和延缓衰老的食
品。（搜索于百度词条）

“治未病”工程：功能性食品的“逐梦”路

《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
(2014—2020)》提出，加强营养健
康产业迅速发展，构建“大健康”格
局。立足于“治未病”工程，具有营

养功能和调节生理活动功能的功
能性食品将成为健康产业新的发
展趋势，在未来一个时期将走进千
家万户，走进一日三餐。居民健康

意识逐渐提高，具有营养功能和
调节生理活动功能的功能性食品
将成为健康产业新的发展趋势，
未来将全面进入中国家庭。

招募见证官：共赴功能食品研发交流 共建大健康生态

“我也想去！”：如何成为“孝仁堂功能性食品见证官”

大健康大发展：健康、功能性食品逐渐受到市民追捧
我们期待更多人见证好食品我们期待更多人见证好食品，，更多人关爱自己更多人关爱自己。。

如何报名
“孝仁堂功能
性 食 品 见 证
官”，您要满
足：

年 龄 60
周岁以上本地
市民，携个人
有 效 证 件 到

“孝仁堂”门店
报名即可。

成为“孝仁堂功能性
食品见证官”，您将获得

“功能性食品体验包”：
1、富硒鸡蛋一份/12

枚 2、生命源水一桶/4.5
升 3、富硒大米一袋/5斤
装 4、富硒石榴酒一瓶/
720 毫升 5、富硒瓜果蔬
菜包一份/5斤

（过往福利已领取者不可领取，礼

包由工作人员发放）

领取细则及方式：
领取时间：周一至周日 8:00-17：00
领取热线：0510-82835969
领取地址：梁溪区北大街街道中山路

688-2号孝仁堂（海王星辰药店旁边）
乘车路线：乘90、81、65、85、509、60、

83、96、57、29、33、207、52、71、79、609、
635、602支线、610、79区、25支到莲蓉桥
站下车向南50米即到（孝仁堂）

地铁：乘地铁1号线到胜利门站下车，
沿中山路走760米（莲蓉桥方向）即到（孝
仁堂）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