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思盈
秋冬时节宜进补，特别是漫长的冬日

里，最适宜围着砂锅煨一罐浓浓的粥或汤，
再配若干普通又精致的小菜，凡俗的日子便
会觉得不那么寡淡。

粥的花样繁多，汤也是不一而足，菜更
是五花八门了。在如今讲究健康、养生的时
代，清淡的菜汤粥似乎更受人欢迎。一般情
况下，在吃的方面，只要有食材，花红柳绿
的各色粥汤菜等自然难不住各位巧妇巧男。最
难得的是在无米、缺食材的情况下，若还能信
手拈来一道粥、一道菜，打破那“巧妇难为无
米之炊”的千古定律，这才是真正的巧。

是的，这世间从不缺各色能干的巧妇巧
男，除了那坐拥各色食材江山的宫庭巧男巧
妇们值得津津乐道外，凡俗生活中能将各种
或苦或涩或酸难以入口的树芽树叶做成爽口
开胃菜、能把金银花的花用开水淖了晒干祛
毒性后再拿来做成大锅菜的点晶食材、能把
做粉条时滤出来的渣做成一道烙饼卷菜的巧
匠们，更值得我们尊重。

都说中国人是从苦水里趟过来的，是从
苦日子里熬出来的，我却觉得中国人是最懂
得苦中做乐的。土里没吃的，就向天上要各
色飞禽、往山野里要各色走兽、往水里要各
色水产，再不济，根在大地、立于空中的各
种树的叶、芽、花也能变成美食，槐花、榆
钱、构树、杨芽、柳芽，就连那树根、树皮
以及死去的树的枯枝上长出的菌类，都能成
为美味的食材。

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我，自然是没有吃
过这许多的“苦”食材的，相反，在个别极
为穷苦人家的孩子拿着红薯和野菜做成的黑
色团子在我面前晃时，经常馋得我拿着自家
的白面馍换来一尝。这一切，当然缘于改革
开放的春风已经让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人们从
苦日子里熬出来半截身子了。

与出身工人之家的母亲比起来，出生于
贫农之家的父亲是个苦孩子，从小便尝遍了
各种关于饿的滋味，所以，他不允许母亲、
弟弟和我过这样饥馑的日子。

为此，他这一辈子都在为我们一家人怎
么吃好而努力。

一

平时就罢了，特别是到了年关置办各色
年货吃食的日子，总是对吃很讲究又带些挑
剔的父亲最为忙碌的日子。小时候的农村春
节，不像现在随时随地都能买到各色食材，
所以每年腊月二十三和腊月二十八这两个临
近年关的全镇大集会上，总会不时见到父亲
来回穿梭的身影。

母亲虽也出身农村，但从小跟着姥爷上
学没干过啥农活，在我的记忆里，只要父亲
在家，家里的饭似乎都是他做的。所以，过
年办年货，自然也是父亲操心居多，大到让
母亲每年初二回娘家走亲戚的礼条肉和礼盒
馃子，中到自家吃的鸡鸭鱼肉蛋，小到豆腐
青菜萝卜蒜黄，还有一些大料花椒茴香等边
角料，事无巨细。

已经出阁且已有孩子的我，虽然不像父
亲那般事无巨细，但也会在年关将近时到超
市里挑选食材。这不，又快过年了，转到干
货一角时，看到一包包黑绿中透着些盐渍的
海带时，自然就想起了未出阁前，每年过春
节时都能吃到的、由父亲用海带做成的各色
菜汤……

二

因为母亲姓刘，从我记事时起，她就认
下了一大堆的干闺女干儿子，所以我们家的
年基本是从腊月二十三祭灶那天就开始了。

这天除了祭灶外，老家还有要炕锅盔、
走干亲戚的风俗。二十三一大早起来，从集
上买了一大堆菜回来后，顺手把一些干菜用
水在盆里泡发着，父亲就和母亲一起搭帮炕
锅盔了。面是头天晚上和上并发酵好了的，
一个多小时后，七八张焦黄里嫩、厚厚的锅
盔就炕好了。

父亲买的干菜除了黄花菜、黑木耳外，
最多的就是海带了。像变戏法一样，入水前
还是瘦瘦干干、黑黑如也、像小老太太般干
瘪着脸的海带们，过一遍水就滋润一圈，返
老还童似的，一遍比一遍水灵。我最喜欢看
父亲在大淘菜盆里拾掇海带们，魔术般神
奇。而更神奇的是，泡发好后，父亲又一张
张、一串串地把它们晾在院中的晾衣绳上风
干，父亲说，下次再吃时，用水稍洗一下就
可以直接食用了。

二十三中午是没有客人的，自家人聚在
一起过小年的这天的中午饭，海带开始正式
登场。海带汤一定是这顿饭菜的主角。

把海带切成细丝，把炸好的豆腐片也切
成细丝，加入泡发好的金针菜、木耳和红薯
粉条，再配以葱、姜、蒜，按顺序倒入锅
中，十来分钟左右，一锅色泽清淡、味道浓
浓、食材丰富的海带汤就出炉了。我和弟弟
都爱吃，每次都要回两三碗才够。

三

海带汤是在我们一家人不知道吃什么饭
或是不想做饭时，最好最本能的选择。而除
了海带汤外，海带在父亲手中的做法和花样
还极为繁多。

按照民俗，腊月二十六要煮肉。肉出锅
时，父亲往往会塞给我和弟弟一片肉皮或是

一块猪蹄来解我们的馋，往往，我会在狼吐
虎咽的间隙里看父亲将肉一块块捞起，又看
他像变戏法似的捞了两三卷黑乎乎的东西出
来，近前一看，是海带。

父亲说，闺女，这可是好东西，收拾好
了，吃着可口，排肠毒，还不得大脖子病，
听说还抗癌症哩。他是在煮肉前将已洗净的
海带挑些叶片肥厚的出来，一点点卷成卷，
用海带根系上放入肉汤中，让海带肥厚的叶
片吸入足够的肉的汁液和香味后捞出，挂在
房檐下或是院中的枣树枝上等用时取下，或
入汤、或配菜，口感俱佳。

我小时候农村办红白喜事一般都在村
中，事前都要根据亲戚朋友的大概人数请厨
师“烙桌”，也不知道是从啥时候起，父亲
竟也在被邀之列。每每被请，除了鸡鸭鱼肉
等主菜外，配菜里最多的食材就是海带了。
凉拌海带丝、泡椒海带、肉丝海带、海带烧
肉、海带炖排骨、海带冬瓜汤……都是父亲
常用海带烹出来的菜与汤。

外出打工的岁月，有一年春节没能回老
家，大年三十晚上和一帮打工的同事胡吃海
喝时，竟因万分想念父亲做的海带汤而不禁
流出泪来。饭菜里没了父亲的味道和海带的
影子，就仿佛没了春节的味道一样。在电话
里跟父亲就那么随口一说，结果还没等初八
上班，邮政快递就送来了父亲巴巴地从老家
加急寄来的不易坏、能吃得时间长些的泡椒
海带，引得同屋的姐妹们感动得哭成一团。

四

长年在外奔波的日子里，对父亲做的海
带类吃食更是想念，我聊以自慰的方法便是
去吃火锅。而我之火锅，其他肉与菜都可有
可无，海带是必点之物。久而久之，与朋友
一起吃火锅，竟是无海带不成席。

婚后第一年，因为公婆家在新郑，按规
矩，过年是一定得回婆家过的。没想到，漯
河到新郑，相距也仅一百多公里，吃的习俗
竟是这般不同。早上起来吃米饭，中午大烩
菜，晚上还好，总算有稀饭了，结果也是稠
得筷子插那都不倒。

好在母亲的生日在初三，即便我初二回
不了娘家过年，初三也一定是要回的。一路
转车奔波到家时，已是午饭饭点，父亲一大
早起来收拾出来的一桌菜肴早已满满摆好，
我便找个离凉拌海带最近的那个位子坐下，
一顿饭下来，海带基本上由我报销完毕。父
亲看在眼里，下午我们返城时，回礼的东西
里必少不了一兜直接即食的海带。

父亲的一生就是这样，他用他的勤劳与
细心，在吃的方面是能让我不动手的就让我
少动手，能让我少动手的就让我不动手，能
不动手的就让我吃现成饭。

那一年我生完儿子后，因月子没坐好，
平时总是以不方便为由而少来看我的父亲在
满月宴上见我脸色苍黄，宴会结束后便匆匆
离去了。第二天一大早，他便让母亲拎着几
根猪蹄、一包红枣和四五卷带着肉香味的海
带卷上门了。母亲说：“你爸说了，让我来
照顾你一段，给你补补气血，顺便教你做几
样滋补的吃食。你不知道，昨天你爸回去后
连夜收拾海带，边收拾边抹泪，还怕我看
见，老背着我哩。人家闺女坐完月子胖三
圈，你可好，不胖不说，还瘦恁多……”

我的泪一下子就出来了。都说父爱如
山、父爱如海、父爱无言，是的，没有经历
过，就不能体会出这些字词句的可爱与其中
饱含的真情。

五

女大自巧。自从有了儿子，以前在家总
吃现成饭的我也开始变巧了。不会做其他
的，我就比葫芦画瓢专门做自己爱吃的海
带。

买来海带，泡发，一遍遍清洗后切成片
或丝，放入扔进了大料的滚水中煮上片刻，
再放入冷水中激一下捞出，沥干水分后放入
糖、醋、盐、蒜片或泡椒，一道泡椒海带便
制成了。每次吃时挟上一两筷头，配上清
粥、小馒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闲来无事，上网时意外得知海带素有
“长寿菜”、“海上之蔬”、“含碘冠军”的美
誉，从营养价值来看，是一种保健长寿的食
品。因其生长在海水，柔韧似带而得名。海
带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蔬菜，同时具有一
定的药用价值。

偶尔看韩剧，看到剧中女性不慎小产或
是生完孩子后都吃海带汤，且韩国人过生日
时除了吃生日蛋糕外，还要饮一碗海带汤。
不说不知，原来海带汤是韩国孕妇产后的补
品，同时代表着韩国人对母亲的敬意，纪念
母亲生育的痛苦。韩国人认为藻类有益产后
的调理，于是有食海带的传统，海带汤被视
为滋补圣品，价格便宜又营养丰富。

听说，这些年在一些城市还流行喝海带
茶，是用新鲜海带配合崂山山上的草本植物
混合配制而成的一种茶饮，可以改善睡眠、
通便、润喉润肺。且不说是否有这些功效，
单从情感上，就让人心生亲近。

这些年，我也问过父亲，为何对海带这
么情有独衷？

他憨笑着说：“啥情有独衷呀。我只是
从小就爱吃这东西，却因为家穷吃不起，欠
着了。后来日子好了，吃得起了，便想着法
子去做花样，为的就是不让恁姊妹俩知道饿
的滋味……”

海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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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香词韵诗香词韵

■■心灵感悟心灵感悟

■■岁月凝香岁月凝香

■梅丹丽
浅灰的天幕上嵌着白色的月亮
仓木虬曲而上 擎着未落的枯叶
枯叶在冬里看风吹过树梢
炊烟飘过枝丫间的鸟巢
暖暖的 是一个家路过另一个家
啾啾鸟鸣
像母亲呼唤贪玩的孩子
怎不归来 怎不归来
这一边是月光，那一边是晚霞
迎来送往，最美的刹那
一杵一杵挖着荠菜
红色的大公鸡受了惊吓

拍拍亮闪闪的翅膀回了家
无意去伤你，但你很害怕

“停下，停下”越说你跑得越快
徘徊田埂，怅然丢失的童趣
公鸡回了家，狗叫起来了
主人呵斥这些鸡犬不宁的家伙
门“咣当”响了一下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家
飞流的时光盖住了无垠的绿色
月亮走过梧桐树梢
须臾间，带来满地星斗
一个星斗一个家
吹着风，踏着月色——回家

回家

■何淑丽
对于以吃面食为主的北方人来说，

蒸馒头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
特别是到了春节，享受美食是人们

对自己辛苦一年的慰藉，旧历风俗，年
前就要把年货备好备足，馒头是其中最
基本而又最不可少的，故有“二十八，
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的说法。因
此，各家各户都会蒸很多的馒头，这不
仅是家境殷实的标志，更预兆来年生活
事业的富足安康。听家里老人说，那时
蒸的馒头甚至可以吃到二月二，现在想
来觉得不可思议。如今，大街上大大小
小的店铺里，卖馒头的有的是，不用自
己动手，就可以吃到白白的馒头，也是
不错的。但在市集上买的馒头，味道总
不如自己在家亲自做的纯正，所以，如
果有时间，春节时自己蒸馒头，既能吃
到馒头的麦香味，在忙碌的过程中，也
能体会到儿时的年味，可谓一举两得。

小时候，总是看到大人们忙忙碌碌
的，发好大的一盆面，来回揉、用劲
揉，越揉越筋道，然后，就开始做各种
馒头了，看到馒头入了锅，用大火烧，
小小的厨房里随之变得暖和起来，蒸气
升上来了，弥漫在屋顶，好似虚幻的仙
界。家人邻里的谈笑声，使小小的空间
充满了温馨，心头充盈着幸福和满足。
问大人还有多长时间，答曰，出去玩去
吧，回来就可以吃了。真的找小伙伴玩
去了，玩得很尽兴，也不知过了多长时
间，是到该吃饭的时间了？还是天快黑
了？回家一看，厨房的案板上，馍筐
里，到处堆满了胖胖的、热气腾腾的大
馒头，用各种不同的姿态和我打招呼，
怎么小小的面团一会儿变得这么大了？
我最喜欢吃的是枣花馍，醉翁之意不在
馍，在于红枣也。但枣花馍一般是用来
招待客人的，平时吃不得，但正因为它
的不易得，才回味至今。

长大了，我自己也会蒸馒头了。
同样的，发面、揉面，做圆圆的馒

头，让它不仅好看，更象征一家人祥和
团圆。在馒头里加入葡萄干，不仅增加
了甜甜的味道，更象征着一家人生活的

甜甜蜜蜜。把面擀薄，里面包上红糖，
做成糖包，可以做成三角形，也可以包
成弯弯的新月形，儿子最爱吃，谓之月
亮糖包。或者里面包上红薯，做成红薯
包，小孩子们很喜欢吃。“枣花馍”，顾
名思义，像花一样的、上面有枣的馒
头，因为形状像花，所以，做起来颇费
时间和功夫，但人们总喜欢做。我想，
不仅仅是因为“枣花馍”的形状似花，
看起来赏心悦目，更主要的是它谐音

“早发”，道出了人们渴望过上富足生活
的心理，也表达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期
盼，所以这种习俗才延续至今。除此之
外，有的还做成了各种动物的形状，看
起来栩栩如生，让人不忍食之。这时的
馒头，不仅仅是充饥的食物，更是一件
艺术品。逝者已去，但活着的亲人不会
忘记他们，从蒸馒头这件事上，就可以
看出来。婆婆教我做专门祭祀用的馒
头，“上坟请祖上大供”，来悼念死去的
亲人，让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也尝尝亲
人做的食物，这是多么无奈而又浪漫的
一种表达哀思的方式呀。

馒头做好后，就可以放到锅里蒸
了。时间到，关上火，揭开锅盖，迎
面扑来一股热浪，透过薄而轻的白色
雾气，原来独立的馒头现在亲亲热热
地挨在一起，体积增长了好多，白白
的，却不是直白，胖胖的，也不是臃
肿。经过这番历练，它们仿佛有了灵
气，好像在和你对视，诉说他们的经
历，或是在展示他们的新面孔，又好
似以更冷静的眼光重新看待这个世
界。想起小时候奶奶曾说过，馒头蒸
得又白又暄的人，日子会越过越红
火，想想，是有道理的。能潜下心来
蒸馒头的人，会从小事做起，有好的
心态，能把馒头蒸得白白大大，善于学
习和总结，有强的能力，好的心态加强
的能力，日子怎么会不红火呢？

更重要的是，在做馒头的过程中，
想起了小时候的经历，体会到了家人无
尽的关爱，同时学会用食物回报亲人浓
浓的满满的爱，而生命，就在这爱中传
承下来，生生不息。

蒸馒头

■张文明
“有钱没钱，照样过年。”这是河

上街流行的一句话。
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首歌，叫《小

拜年》，其开头唱道：“正月里是新年，
大年初一头一天。家家户户贴红对哟，
人人都把新衣裳穿……”广为流传，广
受人们欢迎，广受群众喜爱。因此，每
至年关，河上街的人们都爱唱、听这首

《小拜年》。
新中国成立后，过年还没有“社会

主义胜利年”的那股喜气洋洋的气氛，
虽然河上街也不乏过年的热闹，但多的
是“苦中乐”。那时流传的儿歌为：“新
年到，真热闹，闺女要花，小子要炮，
老婆要衣裳，老头打饥荒。”可见人民
的物质匮乏。每年春节到来之际，树立
在街口上的大喇叭，就播放歌剧《白毛
女》的歌曲，一听“北风那个吹，雪花
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哎到”
时，就知道离年根不远了。由于人们普
遍穷，对“白毛女”的不幸遭遇感同身
受，所以人们过年的期盼也都不高：大
年三十，能吃上一顿饺子，就谢天谢地
了。至于拜年，也多是相互拱拱手、作
作揖，说点吉利话而已。到了初二，新
媳妇走娘家，也多是拎个红布包或携带
一二盒由大红纸包的馃子罢了。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
初，广大农村仍然并不富裕。每每年关
走亲戚，多是拎二斤馃子，你送给我，
我舍不得吃，再转送给其他亲戚……常
常是他送我、我送你、你送他，二斤糕
点，转来转去，能转上好多家，放上个
把月，等到最后去吃时，成了咬不烂、
嚼不动的硬砖头。

转瞬，《走娘家》 的歌声又唱红了
长城内外，那“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
鸭，身后还背了个胖娃娃”的景象，就
说明人们的生活水平较前些年富裕，听
着那美妙的歌曲，令人十分欢喜，也十
分逗人。那歌中虽说在走亲戚的路上出
了点意外，但仍不减大年初二回娘家的

欢乐气氛。
与时俱进。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

的景象，一个时代总有一首反映时代特
征的歌曲，不言而喻，随着时代的推
移，反映小拜年的歌曲，亦在不知不觉
中嬗变着。漯河升格为省辖市后，全市
的经济有了飞速发展，火腿肠开始走
红，市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过年了，人们不再是“馃子还拿两匣”
了，开始掂了八宝粥、方便面，更多的
是火腿肠、大块肉……突出了当地特
产，凸显了方便食品。你瞧吧，一到年
关，熙攘往来的人群中，到处都是火腿
肠！这也难怪，生活节奏快了，方便食
品自然走红。

到了年关，特别是进入千禧年之
后，大豆油、调和油倏地加入礼品行
列，成了走亲访友的硬头货。那二年，
仅我家收到的油就不下十来桶，一年到
头都吃不完。不论怎么说，人们是吃喝
不愁了。

又过年了。一曲《常回家看看》唱
得我们老两口老泪纵横。不愁吃、不愁
穿了，儿女们都成了家立了业，一到过
年，不知咋的，反而倍感冷清寡落了许
多。平日，儿女们工作忙，抽不开身，
可以谅解，可是到了春节，虽说放了长
假，也是难得一聚的。各有各的家事，
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来此一聚，并
不容易，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因此，做
爸爸的，须在儿女们回来之前，准备一
桌好饭，一俟聚齐，觥筹交错，赶快开
吃。不然，开饭晚了，影响收看中央电
视台晚八点的春节文艺联欢晚会。所
以，做妈妈的，来不及唠叨，也用不着
儿女们收碟刷碗，就得打发他们赶紧各
回各家。所以，听着感人肺腑的《常回
家看看》，总是热泪盈眶。

这些年，社会上盛行在饭店吃年夜
饭。儿女们怕我们老两口累着了，也学
着他人来个春节包饭——早早去饭馆、
酒楼订台，免去了我们老两口操办酒席
的麻烦。清闲倒是清闲了：一抹嘴儿，
吃完后，抬腿走人！好是好，但总觉得
过年的味道比不得在家里浓。

前年春节，儿子出了个新点子：开
车赴尧山旅游。老伴也乐于外出游玩，
便带上吃的喝的，伙同儿媳、孙女，一
家五口，高高兴兴登山。大雪纷飞，天
寒地冻，群山环抱，寂静少人。弯腰撅
屁股往上爬了一阵儿，累得腰疼腿酸，
直喘粗气，没玩一个小时，便打道回
府。从此，老胳膊老腿的我们，再也不
撵春节外出旅游的时髦。

去年过年最实惠：孩子们更多的是
送钱来，不再掂那些眼时用不着的东
西。然而，在当今“不缺吃、不缺穿、
不缺花”的情况下，这种拜年访亲的形
式嬗变，说到底，还是少了红火热闹的
氛围而归于安静。

安静些就安静些吧！正好静静心，
享受一下中央电视台为全国人民准备好
的春晚大餐，也是不错的。

小
拜
年
的
嬗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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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前在漯河生活过的
人大都知道“龟孙酒”是个什
么玩意儿——那是特指舞阳酒
厂生产的富平春的。

早在1992年前后，漯河日
报社的记者被派到舞阳侯集乡
的西莲花村 （当地叫莲花池，
河南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段荃
法的老家） 驻村搞社教，即社
会主义教育活动。每次进村，
都要从市区坐公共汽车到县
城，从县城转车到乡里，然后
再从乡里到村里，需要一天的
时间。他们因为与酒厂厂长杨
宝瑞熟识，有时候就趁在县城
转车的机会到酒厂一聚。聚会
当然少不了酒，酒自然是富平
春 （当时富平春刚刚开始打品
牌，此前是舞泉大曲）。每次都
是酒酣耳热、天南海北，脱鞋
撸袖子——墙倒我不扶 （服）。
酒桌上，无意中就听到了这么
一个顺口溜：富平春，中龟
孙，一气能喝七八斤；七八
斤，头不晕，出门碰见某某
某……某某某说，你喝的还是
少。再喝七八斤，看你龟孙晕
不晕 （说是顺口溜，可比眼下
很多的所谓现代诗有韵味多了）。

那个时候，企业产品搞品
牌传播才刚刚起步，在官方媒
体上发布广告的还很有限。有
限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广告
总量不算多，二是表现形式比
较单一，大多属于扯着喉咙吆
喝、直接夸自己产品好的那
种。那是一个从口耳相传到现
代媒体发布的过渡阶段。和传
统的口耳相传的信息发布相
比，人们对于现代媒体广告的
信任度基本上是半斤对八两。

那个时候，富平春作为白
酒，酒精度数刚刚从六十度以
上的高度烈酒走下来，经过技
术处理，生产出了45度乃至更
低至 42 度 （富平春）、38 度
（皇王）、36度 （皇王醇） 的白
酒。酒精度数降低了，同样酒
量的人原来能喝六两的现在喝
一斤不成问题。喝酒的人突然
感觉自己的酒量陡增，平生出
一种自豪感和成就感，当然对
富平春也就多了一份亲切和喜
好。农村人将这种复杂的感情
表达出来就是戏谑：啥龟孙酒
呀，这么不经喝。正是因为不
经喝，下次喝酒还得喝它。正
如农村老太太说起她丈夫“我
家那死老头子”，嘴上说出来像
是诅咒，其实心里话：俺家那
位别看年龄大，身子骨结实着
呢！嗔怪中是满满的爱怜和些
许的骄傲。正如年轻母亲说起
自己的儿子“俺家那小兔娃
儿”，说是在骂儿子，毋宁说是
在向对方炫耀：这就是俺儿
子，亲生的！

漯河报的记者感觉这个顺
口溜乡土特点很浓，将其引用
到了一篇随笔中。文章在当时
的 《漯河报》 上一发，这个顺
口溜顿时从舞阳县城的某个小
圈子传遍了漯河。后来才知
道，这对于富平春的品牌传播
起到了当时的广告所无法起到
的作用。

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在酒桌
上点酒。如果有人问今天咱们
喝什么酒，有人肯定会说，龟
孙酒。或者你给服务员说，拿
龟孙酒去。服务员马上就心领
神会，给您端上来富平春。在
漯河市场上，富平春处于绝对
垄断地位。如果以小比大，现
在我们说国酒，都知道是茅

台，但这个雅号是茅台酒厂自
己经过多年的宣传才广为人知
的，而龟孙酒这个别称,富平春
酒厂没有投入过一分钱，没有
发布过一次广告，全是酒友们
给喊起来的。

设想一下，夏天树荫下，
酒桌之上，一群人光着膀子，
甩着“猪蹄儿”（指伸着胳臂划
拳猜枚。谁最先说的无从考
证，但论其通俗程度，甩猪蹄
儿喝龟孙酒，简直就是绝配）。
一顿酒下来，瓶比人还多，那
是怎样的一种豪气干云状？

富平春酒厂自此步入辉煌
期，统治漯河白酒市场八年之
久。八年里，甩猪蹄儿、喝龟
孙酒毫无疑问是种时尚。

其间，我们从媒体上看到
了一个全新的酒世界：央视广
告不断有标王出现，标王桂冠
不断落到酒厂头上。一家酒厂
负责人甚至放出豪言：明年，
我们每天给中央电视台开进去
一辆桑塔纳，开出来一部奥
迪。意思是尽管我每天投入的
广告价值一辆桑塔纳，但我得
到的是一辆奥迪；也就是从这
个时候，我们听到另一个让河
南人很没面子的顺口溜：四川
的酒精江西的罐，拉到山东是
啥啥啥，拉回河南捣笨蛋。饮
鸩止渴的结果是全国白酒集体
陷入信任危机。

区域品牌富平春也跟着步
入寒冬。

历史总是喜欢和我们时不
时地来个冷幽默。

距离富平春酒厂20公里的
北舞渡贾湖村，考古学家在考
古遗址上发掘出8000年前的骨
笛的同时，也发现了当时先民
的造酒遗存。这个重大的发现
震惊了世界，也引起美国一家
投资商的关注。他不失时机地
在当地注册了一个“贾湖城”
啤酒品牌，定位高端，一炮走
红。贾湖从舞阳到美国，又从
美国回到舞阳。富平春酒厂在
友人的提示下，在国内注册

“贾湖”白酒品牌，也算实至名
归。自此，富平春酒厂在舍弃

“舞泉”品牌后，重新拥有了富
平春和贾湖两个品牌。

2013 年，富平春酒厂被河
南大地集团兼并，得资金之利
的富平春开始大刀阔斧地对酒
厂进行改造，扩规模、上设
备，提档次、打市场。他们将
富平春定位为亲民，保持“龟
孙”本色；将贾湖定位高端，
要的是高端、冷峻有气质。同
时，开发酒文化和贾湖文化，
建起了酒文化博物馆和贾湖文
化研究中心。他们的目的有两
个：本性豪放、有怀旧情结的
消费者只要不违反政策规定，
尽可以甩着“猪蹄儿”喝龟孙
酒，耍文化的也不耽误细品慢
酌憧憬远古时代那悠悠笛声。

据悉，整理改造后的富平
春酒厂，市场表现寒冬中遇艳
阳，连续两年业绩翻番，说明
得到了新老消费者的认可。

至此，龟孙酒步入了一个
新天地。

虽说富平春步入了新天
地，并以新面目示人，但富平
春还是当年的龟孙酒。这从其
年度业绩可以看出来。

十五年后之所以还受到消
费者热捧，说明她的魂还在。
这个魂是什么？就是让老百姓
喝的货真价实的酒。

只要魂在，富平春就永远
还是“龟孙酒”。

想起那“龟孙酒”
■■别样情怀别样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