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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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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中国新闻网刊登文化报道《美食纪录片的热度持续不减：透过美食，看到生
活》。这些年，美食纪录片拍摄播出的热度不减。《舌尖上的中国》《风味人间》《人生一串》

《宵夜江湖》《早餐中国》《老广的味道》等这些美食纪录片，将文化和情感融入其中，让人们
在强烈共鸣中感受到美食背后的中国人的生活。

《舌尖上的中国》2012年播出，美食纪录片由此风靡开来。云南的松茸、浙江遂昌的冬
笋、湖北的莲藕、吉林的鱼把头……《舌尖》为观众制造了足够震撼的大量美食“奇观”。采
摘松茸的藏族姑娘卓玛、湖北嘉鱼的职业挖藕人、绥德骑车卖黄馍馍的大爷……通过一个
个平凡小人物的故事带出对美食的描摹，讲述美食背后的地理、仪式、伦理，观众感受到中
华饮食文化的源远流长。

导演陈晓卿这样解释《舌尖》的走红，“片中充满了人物故事，故事有趣，人有意思”，
“以往美食节目，更多介绍烹饪技术和吃的礼仪、文化。而这一次，更多带着对食物的敬意
和感情。观众能从对美食的热爱中，品读到对生活的热爱。”

2017年，陈晓卿带领《舌尖》第一二季的部分团队，继续耕耘美食等类型的商业纪录
片，拍摄了《风味人间》，开始用更广阔的艺术视角去审视食物，展现世界不同纬度人群的
美食智慧，记录一方水土的文化传承和信念根基。

陈英杰执导的《人生一串》，是一部呈现国人烧烤情结的专题纪录片，“风雪交加，独食
烤鸡架，这是生活的成色；调料不够，还要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
有，这是老饕的待遇；贩夫走卒，汤面才管够，这是搭配的讲究；酒过三巡，点啥能压轴，这
是阑珊的意兴；老炮挥手，知是旧人来，这是时间的沉淀……”《人生一串》的成功正在于它
的“不修边幅”，通过街边烧烤这一中国特色的饮食文化情结引发大众的共鸣，给观众带来
了草根气息的味道……

王圣志执导的《早餐中国》每集不过五分钟，只讲三件事：一道特色早餐、店主闲暇日
常和店主每日必播的一首歌，“早餐的底色是苦的，辛苦的苦”，循环曲目就成了《早餐中
国》的灵魂所在。早餐店老板们日复一日做一件事，听歌不跟风，只循环一首，老歌伴随了
他们几十年，观众感受到的是他们的工匠精神、代际传承、坚守有道……

总之，这些美食纪录片，是通过中国人的“吃”“饮食文化”，来发现和表现其背后的中国
人的日常生活精神、生活智慧，其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我们民族饮食的技艺和艺术趣味，得到
对传统饮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更主要的是领会了民族饮食文化艺术中的中国文化精神。

■故园情思

乡间夏日清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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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间的夏日，是一坛老酒。
可年少时，不识酒香，总以为外面的世界很美。于是，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踏上去往远

方的旅途，在他乡邂逅自己的梦想。
可如今，这一天真的到来了。但与此同时，却愈发怀念起乡间的夏日。于是，每年总

选在夏日里回乡。
夏日回乡，是一大乐事。
走到村口，一张张笑脸就映入了眼帘。村口的榕树下，是老人们的乐园。平日里，一

有空，老人们就聚集在大树下，闲话家常。一年的时光，走到了夏日，如人生一样，已过大
半。辛劳和汗水都将在这个时节里，得到充实的回报。唠着家常，说着儿女们，老人们的
笑脸格外灿烂，连皱纹里都盈满了笑意。

回家的路上，热情的招呼声，此起彼伏。女人们搬了长凳，坐在家门口，一边闲话
家常，手里头也不闲着。说着，笑着，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在乡间交织成了一曲动人
的旋律。

而男人们的身影，是难得一见的。多数年轻人，都飞往了外面的世界。留在乡间老家
的，多是老人和女人，以及孩子。可尽管人在外头，但说起自家的男人，女人们的嘴角，都
噙满笑意，透着知足和快乐。

回到乡间的夏日，别说空调，连风扇都很少派上用场。摇着蒲扇，吹着乡间的凉风，人
往往在不知不觉间，就沉醉在夏日里的宁静里。

夏天的夜晚，来得比往日晚一些。暮色低沉时，一个个归家的身影，出现在了乡间的
小路上。轻盈的步履，如花的笑靥，在薄薄的暮色中，开成了一朵朵美丽的花。远处，不时
有几声犬吠，还有家人们隐隐约约的呼唤声，为这夏日的乡间，增添了几许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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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颐之福

面食之王臊子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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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条是我国大众化的传统食品之一，种类繁多，吃法多样。在我印象中，独领风骚的
要首推陕西关中西部的岐山县臊子面。

当地人又把臊子面叫做“蛟（浇）汤面”。据民间传说，早在西周初年，周文王曾率众兵
在渭河之滨斩龙烹汤，并以龙肉做臊子，让万民食之，故起名“蛟汤面”或“臊子面”。那时
人只吃面，不喝汤，每吃完一碗面便把汤倒回锅里，这样循环往复，汤来汤去，总不见少，更
显亲热与和气，这个习俗便一直沿袭下来。

臊子面好吃难做。做工要特别精细，从选料到汤，经过八九道工序，被行家概括为九
个字：薄、筋、光、酸、辣、香、煎、稀、汪，一口香。要达到这些特点，首先要选上好的白面，提
前二至三个小时用温盐水和好，用湿抹布捂严，等面醒透筋出，案板上撒下一层玉米面，有
的用擀面杖擀，直把面擀得薄如纸，再把面七握八折，用刀切成细条条，切完了，提开一摊，
嘿！人有多高，面就有多长，细的跟姑娘的头发丝一样。现在一般家庭都用上压面机，面
条犹如金丝银线，提起一长条，放下一圆堆，可见吃起来并非一碗半碗就可饱矣。

接着就是做臊子肉和炒菜。先将臊子肉、萝卜、豆腐、韭菜、黄花、木耳、油煎鸡蛋薄
饼、大葱、香菜、海带、响皮等按类和性质切成碎丁，搭汤的大葱和香菜放一边，其余均为大
炒。炒后放入滚开的汤锅之中，调料味精不可少，油泼辣子红艳艳，陈年老醋飘香味，盐合
适，醋得体，只听内当家清脆的一声呐喊，锅滚面就溢，热腾腾，香喷喷的六碗臊子面，整整
齐齐放在木盘里，等待客人品尝。

客人把碗端在手里，用口一吹，油汪汪的看不见面条，随即一搅，说稠不稠，说稀不
稀，一碗吃三口（一般为 2 两），味道好极了，称为一口香。热情好客的主人还在一旁问
候：“调和味道尝着了么，醋酸不酸？”客人满意地回答说：“味正好，燎的很！”吃者只觉嘴
唇烫的发木，额头上冒汗，主人才觉得满意了。实话实说，棒小伙子一人吃二十多碗都
不会松裤腰带。

臊子面吃法较多，一般常见的有三种，特别是外地人因不了解当地食俗，也常会闹出
笑话。因此顺便闲话以下吃法。

一种“合欢面”，光吃面，不喝汤，汤是端来倒去，总在锅里回旋，吃到最后你碗中有我
的，我碗中有你的，味道越吃越浓，这一般是农家遇到过大事才这样吃，外地人觉得不卫
生，当地人觉得格外亲。

再一种“连汤尽”，这种吃法多半在机关食堂和街道饭馆盛行，其优点是卫生，碗是专
用，面是稠的，汤是清的。

还有一种“自己捞”。这种吃法主要流行在岐山邻县搭界上，客人入席后，每人一双筷
子一只碗，然后端一盆臊子面，吃多少，自己捞，吃完一盆再上一盆，吃饱为止。这种面吃
法不足之处就是很难体现出臊子面的特点。

岐山臊子面不光是一种地方美味佳肴，从古到今，流传很广。在改革开放初期，岐山
县有一文化人曾以“何日再吃蛟汤面”为题，写了一篇对台宣传的广播稿件，使台湾陕西村
的乡党们听后感慨不已，有的甚至失声痛哭，直抒眷念故乡之情。现如今，随着城乡一体
化大发展，岐山县农民进城摆摊设点开食堂，在全国大中小城市安营扎寨设有门面，专门
叫卖臊子面成了平常事，并且十分走俏。岐山臊子面名扬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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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的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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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打电话说表哥在搞直播，让我有空看看。当时也没在意，现在直播唱歌跳舞的太
多了，看不过来。

最近，偶然在微信群里看了表哥的直播，觉得很不错，于是下载了抖音有空就看。表
哥前几年游手好闲，手头没几个钱，又不肯吃苦，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后来参加当地的脱
贫攻坚行动，养起了蜜蜂。养蜂是表哥的老本行，他养了十几年了。以前因为技术资金等
原因，一年挣不了几个钱。村里成立养蜂合作社后，表哥开始大规模养蜂。几百箱蜜蜂摆
得到处都是，漫天的蜜蜂飞进飞出。表哥很快脱贫了，盖起了新房，买了小货车，随时可以
带着他的蜜蜂去赶花了，他还成功带动了几个贫困户脱贫。

今年受疫情的影响，表哥的蜂蜜出现了滞销。村委会发动乡亲们“支援一下”，大家你
半瓶我一斤地买，根本无济于事。光菜花蜜就有一千余斤，还有后来的几百斤槐花蜜。销
路的问题，成了表哥最大的困扰，这么多蜂蜜如果不能及时销售出去，工人的工资发放都
成了问题。但表哥总是很自信，他说他的蜂蜜是绿色纯天然食品，肯定能吸引顾客来买。
表哥申请了小额创业贷款，先把工人的工钱付了。再后来，他想到了网络直播，很快有了
起色。

表哥下载了抖音，注册了直播号，网购了一套直播工具，就开始了甜蜜的直播。带着
蜜蜂去采蜜，是表哥直播最多的内容。成千上万只蜜蜂跟随着表哥，哪里有花就往哪里
赶，那画面想想就非常动人。最打动人心的是表哥摇蜂蜜，他戴着防护头罩，把蜂巢里的
蜂脾取出，抖掉密密麻麻的蜜蜂，然后割去蜂房正上面的蜂蜡盖，放进摇蜜桶就可以摇
蜜了。表哥摇蜂蜜的时候，蜜蜂围着他嗡嗡地飞舞。曾以为摇蜜很有诗意，没想到也挺辛
苦，面罩稍有破绽，便会被蜜蜂蜇上几口。“养蜂人没有不被蜜蜂蜇的，但我很享受摇蜜的
过程。”表哥边摇边说。表哥话不多，但脸上洋溢着的笑容足够打动人心，那是劳动的愉
悦。蜂蜜装在桶里，光洁透明，带着少许的花粉，看着就似乎闻到了蜜香。以前听老人们
说“好蜜光如油”，说的就是这种蜂蜜。

直播无论是放蜂，还是摇蜜，给表哥赢得了不少的订单。蜂蜜不愁销路了，但表哥仍
旧坚持直播，他说喜欢那种甜蜜的感觉。

表哥的直播，播的全是甜甜的味道。

■人与自然

霸气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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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的一切都是张扬而有气势的，真的是霸气侧漏，风光无限。有人评价辛弃疾的词
说：稼轩词有霸气。而夏天就像一首豪放的稼轩词，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夏天有着统领一切的王者风范，有着强悍而无所畏惧的气度，富有震慑力和征服性。
我们在夏天面前，只有俯首称臣的份儿。

霸气的夏天，热开始横扫千军，没有任何人能够抵御。一个热字，我们都不知道该如
何形容了，火热、炎热、酷热、燥热、溽热，好像任何词也不能准确表达出夏天那种热的威
力。那种热，直接让人们想到火，因为真的是有被炙烤的感觉。如果你出门到了太阳底
下，瞬间便会被强大的热浪袭击。对，热浪，有滚滚滔滔的气势，有冲撞世界的力量。热浪
汹涌中，你会觉得自己渺小成一枚树叶，只要能够呼吸就足够了。夏天的霸气甚至有些霸
道，让你无处可逃。只要太阳还在你的头顶，你就逃不出热的包围圈。很多人用防晒霜、
防晒衣、遮阳伞来抵抗夏天这横冲直撞、肆无忌惮的热，不过这些措施根本就是蚍蜉撼大
树。用不了几天，你会发现皮肤已经晒黑了。

霸气的夏天，绿呈现前所未有的张扬的姿态。夏天的绿像一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
猛士。绿色的版图不断扩张，直至全世界都成了绿色，连一个最小的角落都不放过。绿色
虽霸气，但却是最惹人爱的。夏天如果没有绿色如此一泻千里，奔涌流淌，炎热的世界真
的无法想象。“绿树阴浓夏日长”，绿色的大树为我们撑起阴凉，带来一丝夏日的惬意。绿
草如茵，田野里的绿毯一再铺展，厚厚铺了一层，软软绵绵的。霸气的夏天，因为有了绿
色，多了温情的一面。

霸气的夏天，连声响都是热烈而喧闹的。蛙鸣和蝉声把夏天的气氛营造得热热闹闹。
霸气的夏天，雨也是霸气的。倾盆、瓢泼、滂沱，都是形容夏天的雨，个个都有铿锵之

音。夏天的雨来得急而猛，你听那雨声，噼里啪啦，点点滴滴落地有声，真的有“醉里挑灯
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的韵味呢！雨，浇
灌着大地，也征服了大地，天与地之间上演着一场豪华大戏。如果没有夏天暴风雨的洗
礼，哪会有这多姿多彩的世界？

霸气的夏天，带给我们慷慨淋漓的体验。夏天的旅程是一次畅快之旅。夏天的奔放
与激情，豪气与梦想，会让所有生命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张力和潜力。

国色天香（国画）。 作者：黄河

乡娃之梦。 苗青 摄

那时青春年少的我在中学读书。小湖公社要修建大
桥，学生也参与到建设当中去，我们主要是从河滩上挑鹅卵
石和沙子。

到了1975年，大桥就建成通车了。记得国庆节头天，傅
桂秀老师让我明天与几个女同学去公社帮着泡茶招待客
人，地点在后门山茶厂。

这天，吃过早饭，我们几个女孩就去了。到了那儿，有
好多人在忙着，他们做饭的做饭擦桌子的擦桌子。看到我
们到了，就有人指挥我们到哪里拿茶叶，哪口锅里舀开水，
还有到哪里抬一筐茶杯来洗……

我们正洗着杯子时，公社有位领导走来说：“你你你，你
们三个学生不要洗杯子了，快点去剪彩！那里没有人。”我
们放下手里的活，跟领导来到了大桥头。公社姚春霖书记
和好多人都已经站在桥头那儿，我一到就有个人把装有一
朵大红花的托盘塞到我手里，并叫另外两个女孩牵着花两
边的红绸站在大桥两边。

鞭炮响起，正式剪彩开始了。好多人在那儿看着，还有
拿着相机的记者拍照。我美美地捧着红花，姚书记拿着剪
刀开始剪彩，不到五分钟这仪式就完成了。

我一个农民的女儿，参加了剪彩，这可真是机缘巧
合哪！

几天后的一个早上，来学校上课的松成同学就指着我
对建明说：公社里挂着的大相片就是她！从此我知道我有
那么一张相片，但是我没有机会看到它。不过心里窃喜。
那时要照一张相片不是那么容易。

好多年后，我开始在报刊发表文章，有次看到一家
报纸在征集旧相片。此时，突然想起，我曾经有一张好

有意义的相片呢！
于是，就想着去找当年的姚书记，我想他肯定有。可是姚书记不是那么好找，他早就

从公社调到了县里当法院院长了。好在我知道他有个高我两届的儿子姚进生，通过他的
同学要来了电话。

有天我给姚学长挂了电话，他很是热情，马上给了我他老父亲的电话，并说父亲年纪
大了，耳朵背。末了他还对我说，回家时会帮我问下他父亲。

随后，我打通了姚书记电话，老爷子果真听不清我的话，沟通了许久，终于明白我要找
的东西，他说他没有这张相片。本来以为这件事无望了，哪想有次我遇到了姚老貌美如花
的小女儿，抱着一点希望，又问起了相片的事。她说父亲所有的相片都一本本地收藏在相
册里，她会去看有没有，会帮我找。我以为这次有希望找到，哪知几天后她在微信里对我
说没找着我要的那张相片。自此我彻底死了要找这张相片的心了。

没想到，几个月后，姚女士在女子书法群里发来了那张我踏破铁鞋无处觅的相片。她
在群里说：“姐姐，这张相片是从澳洲找回来的……”

相片里，时光不会衰老。这张黑白照，是我曾经的岁月，心底的靓丽青春；也是我一川
烟雨，漫山风絮的水墨……

真的好感谢姚老的儿女们，没有他们的帮助，我是永远也看不到这相片的。当然也要
感谢那位不知名的摄影师，是他为我留下了一张那么美的相片。更要感谢我自己的执着
与勇气，才拥有了这一方定格了的精彩。

■微型小说

韩六子摆摊

□

邢
庆
杰

韩六子原是郊区的农民，因为扩城占了他们村的地，他无地可种了，做大生意又没本
钱，所以就尝试着在路边上摆了个卖羊杂汤的摊子。

韩六子家世代都是种地的，为人朴实。客人来了，刚坐下，他就会将一碗热气腾腾的
羊杂汤端过来，躬着腰给客人放在矮桌子上，然后脸上堆着笑说，“料子自己放，怎么对口
怎么调，要加汤，招呼一声就行！”

每天，韩六子从早六点起，一直忙到十一点钟才收摊，听一个常客讲这叫“早午餐”现
在特别流行。这几个钟头，他几乎一刻不停地穿梭在十几张矮桌的夹缝里，为客人加汤，
送火烧。逢有点儿清闲，他也不闲着，双手端着一大勺热气腾腾的汤，挨桌子问，“哪位加
汤呀？谁加汤您就吱一声儿。”有客人说，“六子，你就不能歇会儿吗？累不累呀？”韩六子
就笑笑说，“累啥呀？比种地轻省多了。”

韩六子的羊杂汤实惠又好喝。那汤，全是头天晚上用羊腿骨和大梁骨通宵熬的，又香
又稠；那羊杂，全是头一天的新鲜货，提前用大料炖得烂烂的，第二天用羊汤一热，那个香，
隔老远就闻得见。

凡是卖羊杂汤的，大都有两个毛病：一是在汤上做手脚，少熬，节省羊骨头钱和炭火
钱，到时候一看人多，就往里加水，来得晚的往往只能喝清汤；二是在羊杂上做手脚，羊杂
贵，就往里掺牛杂，多掺那些最便宜的牛肺。这种事韩六子从来都不干，所以他的羊杂汤
就和别人的羊杂汤不是一个味儿，再加上他的谦卑和热情，喝上那羊汤又多了另一番滋味
儿，他的生意就越来越好了。后来，韩六子一个人怎么也忙不过来了，就开始雇小工，一
个、两个，一直发展到了六个，才刚刚喘过气来。

按一般人的理解，一个卖羊杂汤的能挣多少钱？说了您别不信，你可以算一算，六个
人从早上六点就开始往桌子上端汤，一直端到十点，这得端多少碗？几年下来，了不得了，
韩六子发了！

韩六子先在一个新建的小区里买了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后来觉得钱还是有点儿多，
正赶上流行买私车，就买了一辆汽车，还利用业余时间考了个驾照。

开上私家车后的韩六子，觉得自己卖羊杂汤的那套行头和车太不协调了，就又置办了
衬衣、西服和皮鞋。这么一装扮，韩六子就整个儿一个大款模样了。他们都说，“呦！韩老
板体面了啊！”

韩六子的心理慢慢地也有了变化。他发觉，来他这儿喝羊杂汤的，其实也没有几个能
比他有钱的，无非是单位好点儿，工资高点儿；干生意的，也不是什么发大财的，这从他们
的交通工具上就看得出来。他们大多数是骑摩托车、电动车和自行车来的，也有几个开车
来的，车的档次也不如韩六子的车。这样一想，韩六子怎么也不愿意再冲他们露出那种谦
卑的笑了，更不愿意躬着个腰挨个儿问他们加汤了，他想：凭什么是我伺候你？我比你们
有钱哪！这年头，钱就是体面呀！

韩六子不干了。他把羊杂汤摊子交给了他的几个下属，自己躲清闲去了。
韩六子开着他的车，整日里游山玩水，和一帮同学、朋友出入歌厅酒楼，后来还养了只

狗，过得好不潇洒。
这样过了大约半年的时间，韩六子的积累花得就差不多了。这时候，他的那个卖羊杂

汤的摊子，由于那几个伙计偷工减料，很快就黄了。他想：反正我也不稀罕这点头哈腰的
营生，刚好另谋出路！

这时候的韩六子，根本不可能再卖羊杂汤了，那多丢份儿。要做生意，也得做体面一
些的生意。他的一位朋友极力推荐他炒股票，又体面又赚钱。他便用自己的房子作抵押，
贷了款，开始炒股。一入市，他就搞大动作，几天的时间就把二十多万元钱全套进去了。
后来，他又卖了车，又跟朋友借了钱，再炒，结果又被套住了，他哪有炒股的经验呀！

韩六子还欠下了不大不小的一笔债。怎么办？他唯一有把握赚钱的生意，还是卖羊
杂汤。

韩六子的羊杂汤摊子重新摆上了，他那谦卑、热情的笑又回来了。
有客人打趣问他，“六子，今儿咋没穿你那身儿体面衣裳啊？”
韩六子嘿嘿笑了两声说，“只有干活儿，自食其力才是最体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