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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地方都有属于各自的传统特色美食每一个地方都有属于各自的传统特色美食。。北舞渡胡辣汤北舞渡胡辣汤、、舞阳杠子舞阳杠子
馍馍、、繁城牛肉等漯河特色小吃繁城牛肉等漯河特色小吃，，这些历经时间洗涤而沉淀下来的美食这些历经时间洗涤而沉淀下来的美食，，丰丰
富着漯河人的一日三餐富着漯河人的一日三餐。。

漯河是全国首家中国食品名城漯河是全国首家中国食品名城。。今日今日，，第二十届中国第二十届中国（（漯河漯河））食品博食品博
览会开幕览会开幕。。在这美食飘香在这美食飘香、、客商云集的日子里客商云集的日子里，，我们特意从来稿中挑选了我们特意从来稿中挑选了
一组关于美食的文章一组关于美食的文章，，展漯河美食特色展漯河美食特色，，飨八方来客飨八方来客。。敬请关注敬请关注。。

■孙幸福
人一天的营养从早餐开始，早餐

吃好了，一整天就很精神。
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特色小吃，

特别是早点，酸辣咸淡不同，人们的
选择就不同。我的家乡漯河，最受人
们欢迎的早点应是胡辣汤。

“喝上一碗，出一头汗，排毒养
胃，一天舒坦。”“胡辣汤配肉盒水煎
包，满汉全席都不换。”这些说法虽然

有些夸张，但是，相当
一部分漯河人每天早上必得喝

上一碗胡辣汤才觉得过瘾。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刚上班

的时候，每个月的工资有三十多块
钱。当时物价虽便宜，胡辣汤一毛五
一碗、芝麻烧饼一毛钱一个，但因为
心疼钱，只能偶尔喝一碗。如今，胡
辣汤五六块钱一碗，面点有肉盒、油
馍、水煎包等，吃顿早餐要花上十几
块钱，竟也不觉得心疼。

漯河虽然城市不大，胡辣汤却分
为“逍遥镇”和“北舞渡”两个流
派。从市中心向东和向西各三四十公
里，分别是这两大流派胡辣汤的发源
地——周口市西华县逍遥镇和漯河市
舞阳县北舞渡镇。

至于胡辣汤的起源，有资料说主

要是在西华县的逍遥镇。我觉得这并
不重要。关于胡辣汤的历史，传说非
常多。宋代有本书叫《太平惠民和剂
局方》，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官方主持
编撰的中药方剂学著作。该书不仅记
载有“六味地黄丸”“十全大补膏”等
治病验方，还记载了各地有食疗作用
的美食，如酸辣汤和肉粥等。

据考证，当时的酸辣汤就是胡辣
汤的雏形。因为胡辣汤的主料是胡
椒。北宋人在食物中加入胡椒、生
姜、八角、肉桂等药食两用的香料，
并将酸辣汤的醒酒消食作用和肉粥的
补气宜中作用结合起来，于是原本素
食的酸辣汤里加入了新鲜的牛羊肉，
满足了不同人群的口味，引导了当时
社会的饮食潮流。从此，胡辣汤在中
原大地率先盛行，并逐步走向四方。

十几年前，我们自驾游新疆，路
过西安吃早餐时，吃的就是一碗热气
腾腾的胡辣汤。当然，与家乡的胡辣
汤相比，那里的配方有所调整，增加
了肉丸子、土豆丁、胡萝卜丁等，也
是别有风味。他们所配的主食变成了
让人垂涎三尺的肉夹馍，这让我们吃
得很舒适。进入新疆后，第一天住在
哈密，早上到瓜果批发市场转悠，竟
看到一家周口人开的早餐店，主要卖
胡辣汤、小米稀饭和水煎包、炸油馍
等，那熟悉的味道让离家乡几千里的
我丝毫没有违和感。

隔三岔五的，我经常到胡辣汤店
喝上一碗，直喝到头上微汗才直呼过
瘾。饱腹之余，生活的疲惫感被驱赶
得无影无踪，我更加充满激情地投入
生活。

胡辣汤里的乡情胡辣汤里的乡情

■特约撰稿人 王晓景
如果有一种食物既具怀旧情怀，

又常吃常新的话，那一定是南街村的
北京方便面了。

作为一种速食面，它在20世纪90
年代陪伴了很多人的童年。有人调侃，
在没有奥利奥的年代，它就是我们的捏
一捏、扭一扭、泡一泡。上学时常备的
零食是它，捏碎，撒上料包，放在抽屉
里，课间摸一把放进嘴里，香酥爽口，
唇齿留香。走亲访友时携带的见面礼也
是它，每年村子里过完庙会，小伙伴聚
集街头叽叽喳喳谈论的话题之一就
是：你家收了几箱方便面？

时光倏忽而过。二三十年来，它
仍旧是红黄白相间的经典配色、一料
包一面饼的真诚与朴实；价格仍是实
惠亲民，默默践行着物美价廉的商业
法则。它陪我们从没车、没房、没钱
但有无限梦想的岁月走到了如今物质
极其丰盛的黄金年代，不断见证我们
经济的飞速发展，见证从温饱到小康
的历史跨越。

昨天它有“速食”的便捷。碗内
放入面饼，倒入料包，冲入沸水，面
香伴着袅袅热气升腾而起，片刻即
食。职场妈妈只需三分钟，便能给孩
子一顿热饭食，不被做饭的烦琐所束
缚；忙于工作和读书的年轻人，得以
快速填饱肚子，专注于学习和事业。
离开家的时候，看到它会生出慰藉，

仿佛俗世的肚肠和孤独的灵魂得到了
安抚。曾有位省内网友在网上分享：
我在欧洲留学，凌晨三点，家里什么
都有，我倒了杯牛奶，打开了第二包
北京方便面……

今日它有“慢享”的闲趣。周
末，用鸡汤作底，加溏心蛋、叉烧、
笋干、虾仁和青菜，在砂锅的“咕噜
咕噜”声中，放入一包北京方便面，
就是色泽鲜明、营养合理的午餐。晚
上朋友聚会吃火锅，在最后时刻拿一
包北京方便面，让细细的波浪形面条
被浓郁的汤汁包裹，在半软时捞出，
会将快乐与满足推向极致。也有资深
吃货解锁胡辣汤泡方便面的新吃法，
将面饼掰碎浸入热、辣、浓、鲜的汤
里，吃起来真“得劲儿”，有种谁吃谁
知道、谁吃谁过瘾的酣畅。

它与厨房的家常之物最为相配，
即使厨艺不佳，用它也会做出花样翻
新的美味。比如可以炸葱油做葱油
面，可以加芝麻酱做冷面，可以加牛
肉做卤肉面，也可配豆芽做炒面，或
者加芝士做面饼披萨。

烟火气落在这小小的面饼上，是
简繁皆可、干湿两宜。此时已五月，
麦梢将泛黄，生活在平原小城的我
们，体会过“汗滴禾下土”的不易，
懂得风吹麦浪的温柔，怀揣真诚与朴
实的品质，明白经过抛落、摔打、熟
化，才有绵延的滋味。

方便面

■刘瑞阁
我是河南人，特别喜欢面食，在

异乡能吃上一碗正宗的羊汤烩面，就
感觉和家乡人相聚了一场。

三月初，因房东要重建房屋，在
此租住多年的租客便各自另找新家。
我赶在周末也开始了搬家。在搬运最
后一车东西时，已是晚上七点多，站
在租住过的房屋里，我恋恋不舍。忙
完走在繁华的街道上经过羊汤烩面馆
时，我决定进去坐坐。

疫情三年，有多少门店倒闭，我
不知道。但这对河南小夫妻、我的老
乡一直坚持开店。每次路过时，我总
是不自觉地向里观望。

迎面，“正宗的羊汤烩面”几个熠
熠生辉的大字映入眼帘，门两侧挂着
两盏大红灯笼，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
围。进店后，服务员热情地招呼：“您
好，吃点什么。”“来两碗羊汤烩面，再

加两个小菜、两瓶啤酒。”老公说着走
向柜台。我环顾四周，竟找不到空位。
刚好，一女子带着小男孩正要起身，我
便等不及服务员收拾桌子上的残羹剩
饭，就先把包放在了凳子上。

等服务员打扫干净，我坐下认真
打量小店。还是一样的装饰，墙壁上
还是挂着那幅画，画上依然是“传统
风味，好面好汤，用心做好每一碗”
的字样。字下方画着一大碗冒着热气
的羊汤烩面，面上浮了层绿莹莹的碎
香菜。此时，服务员已把小菜和啤酒
放在桌上，不一会儿两大碗热气腾腾
的烩面也端了过来。品尝着味美汤鲜
的饭菜，往事的点点滴滴仿佛就在眼
前。

刚来北京时，我就住在这条街，
每次下班或到超市购物必经此地。原
先这个门面是一家服装
店，后又成了

鞋店。疫情过后，我们又回到此地工
作。虽然这条街已经被改造得焕然一
新，好几家门店都改弦更张了，但这
家鞋店没变。淡季时，我下班经过鞋
店时看老板若无其事地坐在店门口，
心中不免为他捏把汗。谁知，没过多
久，这家店就挂上了“出售门面房，
有意者请打电话，非诚勿扰”的字样。

忽一日，门店前铺上了大红地
毡，门两边分别摆着招财树，红色大
字“正宗的羊汤烩面”洋洋洒洒镶在
框里。羊汤烩面是河南特色小吃，深
受人们的喜爱。其汤浓酽醇厚，其面
鲜香有韧劲，其肉鲜嫩酥烂。做羊肉
烩面有三要素：面、料、汤。和面的
时候要放一些盐，揉成团后醒十
分钟，然后再揉

十分钟，醒二十分钟。反复三四次擀
出的面条才有韧劲。其配料丰富，包
括羊肉、粉丝、木耳、黄花菜、豆腐
皮丝、海带、鹌鹑蛋等。最关键的是
熬汤，选用上好的羊肉和羊骨架加上
各种香料文火熬制，熬至汤白肉烂。

每次下班，闻到诱人的面香时，
我就想去吃上一碗羊汤烩面。

今晚，我又踏入面馆。两大碗热
气腾腾的羊汤烩面端上桌，我看着漂浮
在香菜之间的羊肉片，闻着浓浓的香
味，禁不住拿起筷子夹起一片羊肉含
在嘴里。食之唇齿留香！再次品尝这
萦绕着我浓浓乡愁的面，心里荡漾起
无限的幸福感和暖暖的爱意。

一碗羊汤烩面

■特约撰稿人 吴继红
中国人爱吃，食花的习俗也由来

已久。
春末夏初，槐花正当食。从树上

刚采下来的槐花，还散发着清香，用
清水沥干净，蒸或配了鸡蛋炒都相
宜：裹上面粉鸡蛋，经过蒸汽和热油
的高温加持，盛到盘子里仍然保留着
槐花的美丽。入口是柔韧鲜嫩的口
感，入眼是清丽的花瓣……怎能不令
人食欲大开？槐花包子和饺子，也是
一种不错的选择，猪肉的香加上槐花
的鲜，吃一口简直唇齿生香。

梧桐花开的时节，连空气都是甜
的。香甜的花蜜引来不少贪嘴的孩子
把花吮在嘴里，吹响了一个个紫色的
小喇叭。梧桐花一般的吃法是先焯
水，再过凉水，然后挤干了水分配上
猪肉包成包子，或者是裹上鸡蛋和面
炸了吃。还有些地方会做成梧桐花面
条，做法也大抵如此。梧桐花虽闻着
香，吃起来却稍微有点涩，所以吃梧
桐花的远没有吃槐花的人多。

除了槐花、梧桐花，荷花、玉兰
花也可以吃。把新鲜的玉兰花、荷花
花瓣洗净，裹上一层鸡蛋面糊，放到
油锅里炸，花瓣肥厚，味道绝佳。栀
子花也好吃，不过得先把花瓣用盐水
浸泡一下，再洗净沥干，然后油热倒
花瓣翻炒，入口也是满嘴生香。食花
讲究的是“色香味形意”——还没动
筷，单是看着，就能想到它们在枝
头、荷塘绽放的清雅身姿，更不要说
举箸入口那一瞬间的奇妙感受了。吃
花的妙处就在于此。

除了这几种花，玫瑰花、牡丹
花、桂花也都可以吃：做成玫瑰糕、
玫瑰花饼、牡丹花饼、桂花豆沙糕、
桂花千层酥，外面是洁白如玉的油
皮，里面是糖渍了的花瓣，甜丝丝入

口即化，唇齿之间是淡淡的花香——
倘若再配上一壶明前龙井或者英式红
茶，当更惬意。

印象最深的是在婆家吃过的一道
百合粥——公公的朋友种了半亩百
合，收获后送来给我们品尝。当时，
我正怀着孕，食欲不佳，嗓子也不舒
服，婆婆便拿红枣、百合、莲子配了
粳米、银耳煮了汤给我喝。煮熟之
后，百合就像花朵一样在碗里绽开，
极清甜，让我念念不忘。

去广东还喝过一道木棉花汤。外
甥在广东多年，说经常看到当地人捡
木棉花，他实在不懂。我想的是：吃
花是件风雅的事，是属于小女子以及
文人墨客的小情怀，男同志嘛，大抵
是无法领略食花之风雅的。

我曾看过一个记录云南春日菜市
场的短片，各类花琳琅满目，什么苦
刺花、棠梨花、芋头花、金雀花、大
白花、粽包花、芭蕉花……不一而
足，烹饪方式也多种多样：凉拌素炒
做汤，配腊肉、配鸡杂、配火腿、配
茄子、配蚕豆……印象最深的有两
道，一是将石榴花花瓣花蕊剥掉，留
厚厚的花萼一刀切成两半，泡两天煮
到褪色，跟韭菜、油渣、腊肉一起
炒；二是当地经典的一道家常美食

“茄子芋头花”——其实，芋头花是有
毒的，处理不好会把舌头麻得说不出
话，但云南人偏偏把它做成了让人欲
罢不能的美食。

想来，吃花是人对美好事物向往
的一种执着，想尽办法要让花儿停留
得久一些，于是就通过各种各样的方
式让它进入唇舌，融入脾胃，乃至成
为我们的一部分。

漯河是中国食品名城，也是一个
讲究吃的城市。夏日繁花多，且让我
们放下案头琐碎，一起食花吧！

食花记

■特约撰稿人 华文菲
从我记事时起，我的家乡北舞渡

就有很多小吃，如胡辣汤、豆沫、豆
腐脑、热豆腐、杠子馍等。这些小吃
不仅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家乡人，还蕴
含着厚重的饮食文化。但有一种小吃
例外，它就是油茶。

说起油茶，里面还有个动人的小
故事。大概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北
舞渡中山街有一姓祁的男人，他的妻
子常年生病，常带着妻子到各地求
医。有一次，妻子病情严重，他们在
西安的一家医院一住多日。男人虽顶
着沉重的压力，但也不愿放弃给妻子
治疗的机会。医院高昂的花销让光出
不进的男人吃不消了。后经好心人介
绍，男人白天安顿好妻子后就去一家
油茶店打工挣生活费。经过多日的相
处，店老板看男人忠厚实诚、吃苦耐
劳，就在每天晚上收工后让他给妻子
带一碗油茶回医院。妻子久病吃药，
吃啥都没有胃口，但对油茶不排斥。

店老板八十多岁。据说，他家的油茶
配方是清朝雍正年间祖上从宫廷里带
出来的，从不外传。但男人对妻子的
真情感动了店老板，他就把油茶的配
方和制作工艺外加一把铜制的大茶壶
一并送给了男人，并嘱咐说：“油茶不
仅能养生，还是你养家糊口的营生。”

男人从西安回来后，便开始动手
准备原料：花生米、核桃仁、黑芝
麻、枸杞、小麦粉、白糖、五香粉
等。把锅先烧热，放入麻油，再放入
小麦粉，用文火炒至麦黄色，把花
生、核桃仁炒熟碾碎，黑芝麻也炒
熟，枸杞洗干净，把上等的调料磨成
细粉。制作的时候，将一锅水烧开，
把核桃碎、花生碎、五香粉放进去滚
上几滚，把过了筛子的炒面打成糊
状，搅进开水里继续煮，煮到散发出
香味，再放入黑芝麻、适量的盐、少
许白糖和枸杞，当煮到发出浓浓的油
茶香时出锅，倒进大铜壶里，用一个
专用壶塞把壶嘴塞上保温。

在一个初冬的下午，第一声“油
茶”的叫卖声从寒冷的街心弱弱地传
了出来。看着像稠面汤、里面带着黑
芝麻和红枸杞的面糊糊，怎能称为
茶？当时，油茶在中原地带属于陌生
吃食，并不为当地人所熟知。刚开始，
男人抱着卖不掉就让自己家人喝的心态
去做，每天只做半壶。北舞渡是个古
镇，每到下午，各种小吃摊周边围满
人，但男人热气腾腾的油茶车旁冷冷清
清，只有熟人为了捧场才买上一碗尝尝。
真的是不尝不知道，一尝忘不掉——油茶
入口，咸中带甜、甜中带香、香而不
腻，喝过之后让人回味无穷。

油茶所用食材大多都是炒制的，
属于糊状流食，易消化、易吸收，既
可当早餐，又可作为下午茶。渐渐
地，一传十、十传百，每天下午那响
亮的吆喝声从东街传到西街，从街里
传到街外，油茶后来竟成了北舞渡人
的美味小吃。北舞渡人慢慢发现，油
茶不但能抓住北舞渡人的味觉，且其

营养搭配也适合北舞渡人的体质，不
知不觉，油茶在北舞渡成了响当当的
名优小吃。

小时候，家里哪个孩子生病不舒
服时，母亲就会让父亲去街上倒油
茶。我大姨家在北舞渡街上住。每次
去大姨家，她就吩咐姨夫给我们倒
油茶喝。为了喝油茶，即便是步
行，我和弟弟也是每次都争着去大姨
家。后来我结婚生子，孩子该吃辅助
食物的时候，每天下午我都给孩子倒
碗油茶——自然，我也没少喝。

如今，年过半百的我依然对油茶
念念不忘。身体虚弱的时候，我会想
起油茶；胃不舒服的时候，我也会想
起油茶；想念老家的时候，更是会想
起油茶。小时候，油茶给苦涩童年带
来幸福，长大步入自己的生活，油茶
又给生活带来美的回忆。记忆中的油
茶，值得回味——如今，它不仅是一
道滋养身体的美食，还是我割不断的
乡愁。

记忆中的油茶

■孙彦涛
也许是漯河自古盛产大蒜，就地

取材，造就了一方美食，在为数众多
的漯河传统美食中，带臊手擀蒜面条
成为漯河富有地方特色的美食。

临颍北部大石桥一带的带臊手擀
蒜面条是最出名的。它用的是本地小
麦面，以前是八五面，现在是更精细
的自家磨的精粉。将温水和面粉在大
瓷盆里反复搅和揉搓，直到和成面
团。把瓷盆四壁搓得不留一点面泥，
不软不硬的面团用抹布盖上，开始醒
面。

趁这当口，开始剥蒜瓣。一个个
白白胖胖的蒜瓣放在石臼里捣碎成
泥，然后掐几片藿香叶或十香菜，加
点盐粒一起捣碎，放在一边，十分钟
后，色、香、味就出来了。这时候再
加上焙熟、捣碎的芝麻粒，将藿香蒜
汁与温水搅拌，再滴上几滴自磨的小
磨油，这顿美食的主要佐料就成了。

随后，将肉丁、萝卜丁、豆腐丁、本
地红薯粉条及本地酱油少许，在大铁
锅里炒煮十五分钟，三丁臊子就成了。

这时候，瓷盆里的面团已醒好。
洗净手，把面团托出来，放在撒着面
醭的木案板上，开始上下左右翻动揉
搓。先用小擀杖，再用大擀杖，直到
把面团擀到薄薄一大张面片，最后把
面片折叠至四指宽，左手摁住面，右
手拿刀，手起刀落，手擀面很快就好
了。撒上面醭，丢入沸腾的大铁锅
里，翻上几番，面条就熟了。用凉水
点滚止沸，用笊篱捞出来，浇上三丁
臊子、泼上芝麻盐蒜汁儿，一碗热腾
腾、散发着诱人香味的臊子手擀蒜面
条就成了。

大石桥人世世代代就是这样就地
取材，将本地美食传承并发扬光大。
如今，大石桥的传统蒜面条已成了招
待外地游人和尊贵客人的必备美食
呢。

蒜面条

■陈思盈
许是小时候生活条件所限，吃过

的甜食和经历过的甜心事太少，人到
中年的我至今戒不掉这让人贪恋的甜
食。

小时候吃过的花生牛轧糖、龙虾
酥、麦芽糖至今仍是我的心头甜；小
时候喝过的小香槟、小桃露的味道是
如今多少的奶茶、果汁替代不了的心
头醉；小时候吃过的冰棍、冰糕那清
凉的感觉，只要想起心头就会涌起丝
丝凉意。

记得几年前的一天，接孩子放学
从文化路夜市经过时，我不经意间看
到路边小摊的招牌上写有“老式汽
水”几个大字——我忙停下来、走过
去，是一位老太太在路口摆的卖汽水
的小摊儿。只闻着那味道我就知道是
小时候喝过的那种。清清凉、甜滋
滋，承载了多少童年的回忆。

喝着喝着，我就想起了老家春
会时的戏台——特别是晚上，戏台

下就是孩子的天堂。卖豌豆馅儿
的、卖江米糕的、卖水果茶的，生
的熟的、热的凉的，那香味细水长
流，连成了片，似乎连夜色都被那
香甜的味道浸透了，再也没有什么
比这人间烟火气更让一个孩子满足
了。这样的夜晚，显得殷实、富
足、心安，也让我家乡的父老乡亲
感到踏实而笃定。

第一次吃糯米莲藕也是在文化
路。那是一家挺大的门店，店员会在
称重后将莲藕切片，再浇点汁。走出
门店后我忍不住就先尝了一口，甜、
糯、香，我忍不住又吃一口，还没有
到家，就把一整盒吃完了。我立马开
车折回去又买了一份，外加了一份从
来没吃过的冰糖马蹄——甜、脆、
酥。这两种甜食，都没有让我失望。
至今，只要心情不好，我就会跑去买
上一份，吃完了，心中的郁闷也就排
遣完了。

人民路上的香飘飘无水蜂蜜鸡蛋

糕曾经风靡一时，似乎，每次从它门
前经过都有购买者在排长队。文化路
夜市的张记蜂蜜雪花酪和昌建广场南
侧的菊花雪花酪、三中门口的心意板
栗和马路街口的煌栗皇板栗、女人街
北段的烤红薯、文化路南段拐角处现
炸的爆米花、中华市场对面幸福巷口
的蒸糕……

大约，一个城市，无论大小，只
有身在其中真正过起了柴米油盐的平
常日子，才能渐渐知道它的冷暖深
浅、酸甜苦辣。

我珍惜这一个个能吃到甜食的庸
常日子。从不在家人和朋友问今天或
这顿吃什么时回答“随便”二字。随
便——这是现代社会里非常实惠、实
用的一个词。吃饭时不知道点什么的
时候就说“随便”，逛街不知道去哪儿
的时候也说“随便”，理发时不知道该
剪什么发型的时候还说“随便”，不想
搭理谁或是不想说话时更会说“随
便”——给人的感觉是脸脏了就洗

洗、困了倒头便睡，仓促、应付、心
不在焉，更让人感觉你走进了高档的
西餐厅却大呼小叫着要来一张山东大
饼……

我感谢这一个个能吃到甜食的平
凡日子。来自乡村的我，至今还记得
初到城市时不会坐公交车、不认识斑
马线、不懂得交通规则，进饭店时不
知道如何点菜、不知道该如何下筷、
白灼虾不知道怎么吃的情景。那个时
候，初来乍到的自己，朴实、羞怯、
警惕而又敏感，对城市生活陌生得
很，很多年之后才能够在城市生活得
自在从容、如鱼得水。

我满足于这一个个能吃到甜食的
琐碎日子。那一间间我曾光临过的甜
品铺，那一碗碗我曾吃喝过的雪花
酪、江米甜酒……天上的太阳和月亮
轮番“值班”，人间的面孔和城市的面
貌一日日在变，唯一不变的，是曾经
飘在这个城市上空和我心头的那丝甜
蜜。

心头那丝甜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