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丽水邂逅美食
周丽强（莲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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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千万不要以为丽水人只会吃
知了，以我的亲历，丽水人会吃，
懂吃，吃得健康。

丽水人的吃来头可大了。相传
当年朱元璋被陈友凉打得懵圈，跑
到丽水刘基的地盘找他帮忙。刘基
看这位将来能成大事的仁兄又气
又饿，便让家人为他烧了碗羹。 朱
元璋三下五除二喝下觉得通体舒
泰，郁闷顿消，浑身清爽，忙问什么
东东？刘基告诉他此物乃丽水隋唐
以来贡品，处州白莲，具有补脾止
泻，益肾涩精，养心安神，治贫血、
减疲劳之功效。后朱元璋打下大明
江山，处州白莲从皇室到民间更是
名动天下……

丽水西曳岭脚， 相传曾有仙
人拖着鞋子走过，所以有了名气。

照现在的说法， 大概就是外星人
来过了。 古越时有蔡氏迁来此风
水胜地。 南宋蔡氏后人蔡仲龙考
上状元任信州知府时， 当地孕妇
产后多有弱毙。 老蔡遍览医书，以
晨露、红糖、糯米、草药酿酒。产妇
生孩子后温此酒打入鸡蛋服下，
从此产妇多健。 皇帝知道后一开
心送了个金盆给他， 从此宋朝酒
谱里就有了“金盆露”，丽水人喜
喝金盆露，俗称“蛋丝酒”。

丽水人对美食的创造性是生
生不息的。 老包是位正处级的部
门头头，高大魁梧，红光满面有关
云长气派。 喜收藏懂风雅，为人平
易接地气， 多年前辞去公职回了
龙泉老家， 这在过去那个时代少
见。 朋友小洪有一天神秘地告诉
我： 带你去吃好东西……我跟着
他一路向西来到云和雾溪乡所在
地，刚下车，一股浓郁的异香扑鼻
而来， 这香用任何语言来形容都
是苍白的！ 寻香进入村头小店，见
一彪形大汉面大锅挥大铲翻炒一
锅大肉。 谁啊？ 老包！ 原来，红烧
羊肉是他的绝活！ 包氏羊肉可有
讲究了，首先，食材要选云和雾溪
的羊， 开膛破肚后不浸水切成肉
块干炒， 一定火候倒入调料，酱
油、酒必须是“鱼跃”的，因为那是
纯天然发酵的。 再加入十多味中
药。 这可是老包的秘籍，不与人言
的。 总之，一锅羊肉乾坤大。 遗憾
的是开吃时来了几位云和的画友
让我看画， 等到我伸筷子时锅见
底了， 真是懊恼之极！ 老包安慰
我， 递了一包羊肉让我回去热了
吃。 想念老包，更惦记他的羊肉，
实话！

前年春，一日去联城写生。 画
到中午时饥饿难当， 边上农家一
位微胖慈祥的老婆婆热情地叫我
进去用饭。 她烧的咸猪蹄炖菜园

笋让我胃口大开。 这道菜原是上海本
帮菜，叫“腌笃鲜”，食材是春笋和腌
猪肉，也有人加入一定比例的新鲜猪
肉。 我们家祖籍上海，小时每年春笋
上市家母常烧此菜。 联城这位婆婆烧
的腌笃鲜有我从未尝过的鲜香，很很
很甜渗！ 丽水方言“甜渗”一词相当于
鲜美的意思。 那笋嚼来爽脆无渣口感
如黄瓜，入了咸猪蹄的咸鲜愈发美妙
无比，咸猪蹄炖得烂而有嚼劲。 我问
婆婆此中奥妙，她告诉我笋是屋后自
己种的菜园笋，施的是牛栏里的有机
肥。 猪蹄是自己养了一年的一百三十
斤上下的土猪肉。 猪蹄腌好晒透要挂
在老屋的走廊阴处。 炖时火要幽幽
的，快慢紧（丽水方言，慢慢来）烧。

去年国庆长假，国美闵老师兄弟
俩来丽水，我知他们清淡的口味和对
土菜的偏好，便带他们去了南明湖边
的一处农家乐。 正吃着，服务员端上
一盘菜，一看，挺平常的豆夹炒肉片，
吃了两口后首先是闵老师的弟弟闵
学功发现不对了，他问：丽强，这是什
么肉啊？ 味道老好啊！ 我细看那肉片
色如透玉，吃起来肥而不腻，香糯可
口，非同一般！忙请来厨师长打听。他
说这是“酵肉”。 每年入冬取乡下肥瘦
适中土猪宰之，沥去血水稍腌。 在瓮
内铺垫梅干菜，一层梅干菜一层肉封
好，来年春便可食用。 因瓮中有发酵
过程，所以称酵肉。 厨师长说，这只是
大概的工艺，我们这里的酵肉关键工
艺都是老板自己掌握的，我们也不知
道……

过了大寒， 按照传统说法已经入
了“年”。 寒冷的空气中弥漫着越来越
浓郁的年味。 丽水又将迎来舌尖上的
盛宴。 家家户户的门前窗口都挂起了
腌猪头、酱鸭、腊肠、酱油肉、咸鱼……
都说民以食为天，这是我们民族“年”
的仪式，是美好生活的象征，也是对未
来好日子的祝福和向往。 朋友，来丽水
吧，我和你们去邂逅美食……

未未开开放放的的
厦厦河河门门

随风(市区)

� � � �雨停了， 阳光微露， 花儿不闹，
身边相伴的是成群的鸟儿，叽叽喳喳
在树丛中枝头上飞来飞去。 沿着护城
河，我又走到了城墙下，高高的城楼，
坚固的城墙，一溜古建筑；小桥流水，
倒影成景。 这就是即将建成的丽水古
城门———厦河门。 尚未开放，我已经
来过多次了，每当我登上城楼，走在
小石头浇筑的城墙通道上，仿佛看到
了先祖们在这片家园土地上抵御外
敌、男耕女织的生活情景，一种历史
的厚重感油然而生。

丽水的城墙， 自唐代起开始修
建，至元才最终定型，城墙有六个门，
分别是丽阳门、岩泉门、厦河门、大水
门、小水门和左渠门。 随着历史的变
迁，古老的城墙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
了，仅存极少几处遗址。 经考古发掘
和在政府部门的重视下，继大水门城
墙修建之后，新的厦河门也重新建起
来了。 厦河门，又叫行春门， 建于元
至元二十七年（1290），位于处州府城
的东南角。 厦河门作为重要防御城
门，它的瓮城是 6 个城门里面瓮城最
大的一个。 这里除了古城墙、古门楼、
古水闸以外，还有老君庙、应星楼等，
城门外面还有清朝同治年间挖出来
的护城河———大洋河。 新修建的厦河
门， 以处州府的历史为底蕴和根基，
有机植入古建筑元素，保存了古城风
貌，同时集文化性、公共性、商业性与
可持续发展为一体的，极具丽水地方
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 具有古迹参
观、文化休闲、民俗体验、旅游民宿、
商业购物、餐饮休闲等多元功能。 处
州府城位于市区大猷街以北，大洋路
以西，卢镗街以南，紧邻秀丽春江小
区，靠近的还有大洋河小区、龙门岭
小区， 与风景秀丽的防洪堤相毗邻，
交通便利，不仅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
非常好的游玩场所，也提升了城市的
文化历史整体水平。

以前的大洋河， 曾经是污水横
流，杂草丛生，一片荒凉。 经过多次整
治，大洋河已是桃红柳绿岸边，鱼儿
欢快游弋水中，是市民休闲散步的好
去处。 如今的大洋河，河道又再次清
理，不久后的大洋河将以更美的姿容
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想像中，两岸柳
丝拂面，四季花开，河中莲花摇曳，鱼
儿穿梭；走在青石板的路上，听一路
鸟鸣，赏一路风景！

尚未开放，不见人来人往，没有
现代商业气息，倒是显得更为纯朴厚
重， 这就是我喜欢常来这里的原因
吧！ 开放势在必然，商业化也是肯定
要有的，招商已经开始了，在招商处
了解到不少商家已经签订入住意向。
不久的将来， 处州府正式开放之时，
这里将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丽水
的“清河坊”将展示在人们的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