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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微山·随笔

吃 粥
潘美兰（市直）

� � � �印象中吃粥就是家道贫寒，是出
于无奈，为了填饱肚子，延续生命。 比
如大文豪范仲淹，早年家贫，在外求
学多年，就是米粥充饥，每天晚上煮
好一盆粥，待到第二天早晨粥冻成块
状，再用刀切成三块，当作一日三餐
的伙食。

而有一天阿花告诉我，她每日三
餐都吃粥。 一听此言我心一酸，脑子
里第一反应是难道阿花生活捉襟见
肘？ 不至于困难到如范仲淹吧？ 一番
刨根问底后方知： 因为不会烧菜，烧
点粥就点小菜， 省力省心省钱省事！
果真是这样？ 不是为了省吃俭用吗？

从小我就不爱吃粥，哪怕在困难
年代， 左邻右舍包括我家常以粥、面
条、玉米糊什么的充饥，但是，我一日
三餐就是吃米饭， 没米饭宁可不吃！
当然， 母亲让我饿肚子是不可能的，
她有计划， 我的兄弟姐妹碗里是粥、
面条，总有一碗米饭是母亲特地为我
备的！

直到我长大成家，我的儿子却偏
爱吃粥，还绘声绘色地说：粥，古时称
糜、膻等，古人写作鬻。 宋代著名诗人
陆游有一首《食粥》诗写道：“世人个
个学长年，不悟长年在目前。 我得宛
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 ”虽有夸
张成分， 但也道出了粥的神奇功效。
在宋朝， 人们对吃粥还是挺有讲究
的， 而且兼顾了修身和养生的作用。
《本草纲目》中列有 50 多种粥的做法
和药效。 可见，在那时粥就是公认的
养生保健佳品了。

儿子为了吃粥， 有理有据的表
述，令我不得不用心煮粥，除了学《本
草纲目》的粥，我还根据一年四季的
时令果蔬，并按儿子的口味自创了不
少粥谱：土豆牛肉粥、番薯排骨红米
粥、南瓜猪肚米仁粥、猪肝枸杞黑米
粥、苹果花生红豆小米粥、胡萝卜蚕
豆蔬菜粥 、蟹虾海鲜粥等等，开胃、
养胃、补脑、强身健体、清热解渴、祛
湿等功效粥！

不少资料也有记载常喝粥的好
处：增强食欲，补充体力。 生病时食欲
不振，清粥搭配一些色泽鲜艳又开胃
的食物，是能促进食欲，又为虚弱的
病人补充体力； 天冷时喝上一碗热
粥，可以帮助保暖，增强身体御寒能
力，能预防受寒感冒；胃功能较弱溃
疡的人，很适合喝粥调养肠胃；喝粥
可以延年益寿， 五谷杂粮熬煮成粥，
含有更丰富的营养素与膳食纤维。 对
于年长牙齿松动的人，多喝粥可防小
病，更是助保健的养生良方。 粥能健
脾胃，最宜养人益寿，还能美颜。《红
楼梦》里宝钗曾经介绍过她的养生养
颜补品：“每日早起， 拿上等燕窝一
两，冰糖五钱，用银吊子熬出粥来，若
吃惯了，比药还强，最滋阴补气养颜
的。 ”可见，粥是养颜的，是爱美女性
的口服护肤品。

粥的功效、做法好多，爱吃粥的
阿花， 希望你不是为了省钱省力，而
是真的因为喜欢。 所以，为了自己，为
了明天，请你每天都要煮出不同花样
的粥，吃有丰富营养的粥。

关关于于爱爱情情的的胡胡思思乱乱想想
木叶(龙泉）

一

爱一个人，到底在爱什么呢?
想必连着那日的好天气，路边新

生的花瓣， 越过他肩头的清澈的风，
风尽头的春天的远山，一同爱了去。

所以一想到他，恍然便滑进整个
自我创造的意境， 一切翻涌而至，又
惊又喜，势不可挡。

再想起来， 其实不过是年轻着，
他也年轻着，偶然对望了一眼 ———

目光像小小的翠鸟，栖在对方眉
眼；又像一颗红豆，生了根，绿绿的水
做的芽。 总之那要命的一眼，简直不
知是天上人间。

不得不低下去，四方柔情，早已
没有了退路。

后来自然都旧了，他要开枪把那
只翠鸟杀死，他要连根把那棵红豆拔
掉，疼，很疼，疼得狠了，便走吧，不
回头的。

总该没有忍住， 回头多看了一
眼 ， 才看出真正的他不过是个孩

子———好孩子或坏孩子———所以又
疼了他。

犯贱是十分的犯贱，可他不是别
人，是他，是他呀 !

更何况仍旧爱着， 到处都是翠
鸟，到处都是红豆，在心底埋着。

还求什么呢?
上天已经，已经眷顾过了，才有

了最初的那一眼。
余下的本都是一个人渡的劫。

二

每回去西湖，总免不了重温白素
贞的爱情。《白蛇传》的版本众多，不
论哪个，她皆温柔到凄然。

如今“温柔” 是一个被用滥了的
词。

可我仍旧会为这个词里藏有的，
低的，暗的，幽微的，细碎的，因为过
于清醒而极惹人怜爱的那一点儿光，
心下一动。

她说，风调雨顺之时，如何停得
下来？

她说， 小青妹且慢举龙泉宝剑，许
郎啊你莫要怕细听我言。

她说，爱情，不是太我，便是太他，
不是赔尽，便是全赢。

温柔的爱情，总也难得，轻易不肯
示人的。

不能离得太远，少了两袖生香的风
韵，分辨不出是温柔还是礼貌的疏离。

也不能离得太近， 显出本性中的贪
婪与欲念，必定会想要温柔之外的痴狂。

不近不远恰恰好时，近乎深爱又尚
未靠拢，便是致命的温柔了。

柔中又带了刚，要用整整一座雷峰
塔，来压这么一个女子恰恰好的温柔。

夕阳里头，湖水漫上来一波一波的
潋滟，一切独自成诗成画，生怕惊动了
谁 ， 此中对望一眼 ， 彼此皆心领神
会———

来世间短暂一遇， 见过这一场，结
束，也就真的结束了。

全是命里的劫，躲也躲不过，急也
急不得。 不是赔尽，便是全赢。

所以不如温柔。

歇力茶米疙瘩
陈聪聪（松阳）

� � � �松阳十大特色菜肴里，有一道药
膳名为歇力茶烧猪脚，将歇力茶放入
锅中煎熬制成汤汁，再将切块、洗净、
过水之后的猪脚放入一起炖煮，烧制
出来的猪脚肥而不腻， 汤汁祛风除
湿，深受当地人和一些外来游客的喜
爱， 还上过央视美食栏目。 然而，让
我想入非非的美食，虽和歇力茶猪脚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却有着本质上的
区别，一个是“浓醇厚实”，一个却是

“清新淡雅”，平凡平常却总是让人无
法忘怀，这便是歇力茶米疙瘩。

知道这道美食的人其实并不
多。 前几天，我和父母念叨着想吃，
母亲便说：“是好久没做了， 明天让
你爸去碾米厂碾点米粉回来。”而当
天下班回家， 就看到一大锅歇力茶
米疙瘩静静地放在餐桌上。原来，是
姨妈从杭州回来做的， 特地差表妹
送来。 晚上，我将美食晒在朋友圈，
朋友们评论各异，“这个发明不错”
“歇力茶猪脚不错，不过这个看着也
很小清新”“从来没吃过呢， 歇力茶
是什么？ ”“舌头舔到手机屏，口水汰
到西屏”……

其实，歇力茶不是茶，而是多种
草药的混合，具有祛湿、开胃等功效。
不同季节、不同的人，对歇力茶也有
着不同的配法。 父亲的歇力茶里，有

金银花、野豇豆、黄柴绳（土名）、水
桐子……很多我既没见过也没听过，
不过，奶奶总是笑着对我说，你爸做
的歇力茶颜色“太黑”，下回奶奶做。

歇力茶米疙瘩于我已经二十多
年。 将新鲜的猪肉切成小块下锅翻
炒，等猪肉的香味散发之际，倒入熬
制好的歇力茶汤汁， 再加入适量调
味品，即化为浓郁鲜香的疙瘩汤。普
通的米粉加少许歇力茶汤汁， 放在
温热的锅内一起搅拌， 再用力来回
反复揉压使米粉团牵筋， 母亲趁热
将其变成一个个洁白细腻的小疙
瘩，下锅与猪肉、歇力茶配合着煮，
即成为一道非凡的美味， 米疙瘩软
糯不糙，汤汁清香淡雅，除了歇力茶
的清香，还有淡淡的肉香。在炎炎夏
日， 这一碗用心制作的歇力茶米疙
瘩既健脾祛湿、增进食欲，又营养丰
富、利于消化吸收，恐怕是最普通又
最美好的家常滋味。

老家的歇力茶米疙瘩似乎最为
正宗。 小时候在农村，做这道美食之
前，父母都要拿出自家种的最“优质”
大米，用石墨一圈圈地磨成粉，再用
土灶熬好汤、煮好米疙瘩，有鲜肉的
时候加新鲜猪肉，没有时就加点烟熏
火腿， 口味稍有差别， 却各有千秋。
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这道美食在别

的地方很难看到？ 因而去问了奶奶和父
亲。其实，他们也很难追溯源头。不过有
一点可以肯定， 老家隐匿在崇山峻岭
间，海拔高、湿气重，加上远离县域中
心，各类物资相对匮乏。 这时，歇力茶米
疙瘩便应运而生，就地取材、制作简单，
软糯好吃、老少皆宜，还可祛除湿气，因
而大受欢迎。

昨天，父母又做了一锅美味的歇力
茶米疙瘩，没有独享，叫了朋友一起品
尝，而她在开吃后就立即对我说，“味道
棒！ 你真有口福！！ ”

是啊，美食谁不喜欢呢？ 仅仅半碗
饭量的我，可以吃掉一大碗歇力茶米疙
瘩。 而在安岱后，也几乎家家户户都会
做。 奶奶便是配置歇力茶和制作歇力茶
米疙瘩的高手。 还在老家时，隔三差五
便会有叔伯阿姨上门讨要歇力茶，奶奶
也从不吝啬， 总是三副五副地送人，还
耐心细致教人配置方法，生怕人家下次
忘记了。 以前，我总是不屑一顾；现在，
我却想好好地学一回，不为别的，只为
子女想吃时，自己也可以露一手。

我想， 这看似平常的歇力茶米疙
瘩，就如一抹淡淡的乡愁，把家乡的温
情全部通过清香淡雅的汤汁注入你的
味蕾，在细微处勾起你浓浓的回忆。

也许，正如深夜食堂所言，心和胃，
总要有一个是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