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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才何须多开口，万般滋味肚中藏。
有缘伴君三杯酒，相逢一笑齿留香。”假如
你游走在东北的街头，不出五步，你一定会
看见一家饺子馆，无论取名是三姐饺子馆
还是五姐饺子馆。东北人有多爱饺子，可
以从饺子馆的分布密度看出来。

饺子原叫“角子”，起源于东汉时期，相
传是“医圣”张仲景为治疗病人耳朵生冻疮
所发明。当时饺子实为药物，用面皮包上
羊肉、胡椒等祛寒的药材来治病。如果说
张仲景用饺子治病是药食同源的神创作，
那么东北人便把饺子的美味发挥到了极
致，原本普通的食物变成一个地域的符号。

这种在中国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古老
美食，霸占了东北人的餐桌，是东北人戒不
掉的美味，也是冰天雪地里最温暖的慰
藉。上至高档餐厅下至市井街头，饺子馆
里总是人头攒动，门庭若市。往往整条街
上最不起眼的小店实则内藏乾坤，没有精
致豪华的装修和侍应生，来吃饭者一切全
靠自助。不知是店内的人气，还是煮饺子
的蒸汽让玻璃推拉门挂上一层氤氲，门里
门外俨然两个世界，无论外面多寒冷，屋内
始终一派热火朝天。

手脚麻利、嗓门又大的东北女人是店
里神位般的存在，她们深谙饺子的美味之
道。揪面剂子是方寸之上的较量，这要求
心手合一，下手要快、精、准，每个面剂子之
间的误差要控制得当。面剂子过大，饺子
不易熟不精致，过小则包不上馅，大小匀称
的面剂子才能保证饺子下锅后一锅熟。

而饺子皮是衡量一盘饺子是否好吃的
第一道关卡，饺子皮软硬程度、筋不筋道，
牙齿最有发言权。要把面剂子擀成薄而不
易破的饺子皮，一招一式全在东北女人的

手上功夫。纺锤形的枣木擀杖两头尖中间
厚，与饺子皮天生一对。左手提着面皮，右
手持擀杖，双手同时运作，也许你还没看到
手法，一张饺子皮就已经擀好了。技术更
为高超的，一次可以擀多张皮，这种高阶玩
家非数年所不能达。在机器代替人工的时
代，手工制作的饺子皮是对食客最大的尊
重。带着裙边的饺子皮，中间略厚，四周薄
如纸，通过光照可映见手指，如此煮出来的
饺子才能馅不散、汤不漏，盛在盘子里浑圆
可人，咬上一口，则美妙无比。

好看的饺子皮千篇一律，有内涵的馅
料万里挑一。地域辽阔的黑土地造就了性

格豪爽的东北人，不拘小节的东北人成就
了东北水饺，在饺子馅的选择上往往取之
自然，充满四时的智慧。

赏春观春亦要食春，“城中桃李愁风
雨，春在溪头荠菜花”。田间地头的荠菜是
乍暖还寒时不可多得的野味，麦苗青青之
际的荠菜最为鲜嫩。儿时，每逢荠菜盛长，
母亲便和我一起去地头挖荠菜，一人一只
竹篮，一前一后，所到之处荠菜皆绝。

吃荠菜饺子是阳春三月里特有的仪
式，吃法也透着一股子东北人的简单质朴，
当天挖来的荠菜一定要趁着鲜劲立刻下
锅焯水，既能去除荠菜的涩味又能长久锁

住新鲜。长于乡野的荠菜独食略显寡淡，
而肉的加入使荠菜褪去野气，徒留一缕鲜
香，又丰富了馅料的层次。调料无需过
多，一把盐调出荠菜和肉的鲜味，少许葱
姜去除肉腥，酱油上色，香油增添一抹浓
郁浑厚，充分搅拌让肉香和菜香互为渗
透。待到饺子上桌，定香到你欲罢不能，
一口一个，满嘴都是春天。

儿时种下的味道变成离家后的牵绊，
牵住的是魂萦梦绕的思乡愁。而现在的
饺子馆里却鲜有荠菜馅饺子，更多的则是
常见的大众馅。这种对时令要求极为苛
刻的食材，越来越难在商业化的“快食代”

里寻到它的身影了。
到了冬天，酸菜绝对是黑土地上的灵

魂担当。不吃酸菜能急眼的东北人，宁以
食无肉不可无酸菜。酸菜对于东北人来说
就如水和空气一样，必不可少。腌酸菜是
东北人与自然博弈的结果，冬季食材匮
乏，以大白菜、土豆、萝卜并称的“三剑客”
帮助东北人度过漫长的严冬。而酸菜就
是冬季里的鲜味之源，得天独厚的低温条
件下，白菜的脆爽和甜香深度发酵后造就
了酸菜天然的鲜美。酸菜变幻的食材丰
富多样，酸菜白肉、酸菜炖排骨、酸菜血肠
……任何一样都足以征服每一个东北人。

我以为酸菜馅的饺子可以称王东北，
经过长达数月蛰伏的酸菜在这一刻洗尽风
霜，脆爽的本质被激发出来，挑逗着味蕾，
诱惑着唇舌，一场与酸共舞的盛宴从一盘
酸菜饺子开始。

在自家门口的大缸里捞上一棵酸菜反
复清洗，我戏称这一步为“叫醒服务”，叫醒
沉睡中的酸菜好品尝最醇的酸香。酸菜馅
的饺子一定是七分酸菜三分肉，以五花肉
为佳。切记肉不可反客为主夺了酸菜的清
香，而酸菜又能吸附肉的油脂让饺子吃起
来不腻口。切得细碎的酸菜最大程度地释
放鲜香因子，包裹着五花肉油脂的滋润，少
了一分清涩，多了一点温和。

数九寒冬大铁锅里的水呼呼地冒着热
气，柴火灶烧得正旺，随着饺子扑通扑通
下锅，剥蒜的剥蒜，调汁的调汁，老的忙
着搬桌椅，少的急着往厨房钻，头一锅饺
子是人人必争的美味。面对白胖白胖的
饺子，此刻早已顾不得烫嘴，一口咬开汁
水在嘴巴里打转，瞬间酸香爆汁，味觉的
满足立刻冲上峰值。整只塞进嘴里，脆
爽的酸菜和嫩滑的肉交织缠绵，接踵而
来是身心愉悦和胃口大开。必须吃得满
头大汗、酣畅淋漓，才算得上尽兴。盘光
肚圆打个饱嗝，是幸福没错。

饭店里的饺子花样换了又换，唯有
那酸菜饺子不曾动摇一分。城市日新月
异，斗转星移，人们对味道的眷恋却不
会轻易改变，一种味道对应一段记忆。
如今酸菜早已不再是冬天才能品尝到
的美味，饺子也不再仅是东北人的独
钟，科技的进步让各种美味不受时间和
地域限制，只不过，少的又何止是翘首
以盼的欣喜。 （韩城矿业多经公司）

东北饺子的味道
梁云龙

圪 棱 畔 王王勇勇

我被猫咬了！
我好心好意给它剪指甲，它却

在我的大腿上狠狠地咬了一口，透
过秋裤在我的腿上留下两个深深的
带血的牙印！

老婆说没事，上个月手上被猫抓
了一下，划出一道血痕，咋也没咋!女
儿也说没事，猫打了防疫针的。

我打电话问护士小李，小李说
感染率是百分之一，但感染者死亡
率是百分之百。我去医院找医生，
医生说要打狂犬疫苗，我说不打行
不行，医生说不行。我说是家猫，
他说家猫也不行。我想也是，要是
被猫咬死了，那死的就毫无意义
了。我说那就打吧！医生说还要
打免疫球蛋白，我说打。医生说还
要打破伤风，我说打。一算价，
3500 块！我说去年邻居小王被狗
咬了，才花了 400多块，医生说药不同，症状不同，价
格也不同。我一咬牙，在牙缝里挤出一个字：打！

去年女儿大学毕业，要给我带回一只猫，我说只
要女儿不要猫。女儿放出狠话：人在猫在。我和老婆
勉强答应了。

猫的名字叫二郎，个头很大，长的很壮，足足有十
斤！女儿自称是猫的妈妈，我当然是猫的爷爷。二郎
很可爱，每次开门，它都会在门边迎接；你坐沙发上，
他会躺在你脚边撒娇；你躺床上睡觉，它也会躺在你
脚边。心血来潮时，还会闻你的鼻子，舔你的脸。养
猫也很麻烦，铲猫沙，买猫粮，还有满身的猫毛。二郎
很敏感，不让剪指甲，不让洗澡。女儿给它剪指甲，它
还很乖；我和老婆给它剪指甲，它就张牙舞爪地和你
拼命。至于洗澡，女儿也洗不了，就带它去宠物店，宠
物店的人说也洗不了，说你家二郎太敏感了。

女儿上个月去外地读研了，就把猫留给了我。二
郎的指甲长了，把家里的沙发套、床单都抓烂了。一
天，我喝多了酒，大着胆子给它剪指甲，就发生了开头
的一幕。

同事老张说，猫不能留了，否则它还会伤人
的！我反复打电话和女儿沟通，详细地说明养猫的
弊端。猫不让剪指甲，会破坏家里的东西，更会伤
人。猫不让洗澡，会生寄生虫，还会传染给家人。
最后女儿同意暂时送别人寄养。爱猫人士小刘自
告奋勇愿意临时收养这只猫。小刘到我家和猫玩
了两个小时也没有抓住猫，最后强行抓住猫往笼里
放时，遭到二郎的拼死抵抗，二郎在小刘的手腕上
留下两道深深的血印，在一旁帮忙的我，手背上也
多了一道两寸长的划痕。打电话请宠物店的人帮
忙，店员说主人都抓不住，我们更不行了。我无奈
地对小刘说，放弃吧！

最后剩下两种选择，把猫打死，这个肯定不行。
一是于心不忍。二是会招致老婆和女儿的强烈反对，
要知道我在家位置只能排在第三。继续养着，指甲长
了就长了，抓烂了东西再换新的。不洗澡就脏着，满
地的猫毛也无所谓。当年韩信能忍胯下之辱，我就容
不下一只猫嘛！

我打电话对女儿说：就这样养着吧！女儿回复
说：谢谢爸爸！ （陕煤集团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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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匠、篾匠、瓦匠、漆匠……小时候，家住在农村，
总是在耳边常常听到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

读书识字后，在《庄子》里我们看到了有着鬼斧
神工解牛之法的“庖丁”，还有欧阳修为我们展示的

“惟手熟尔”堪称经典的“卖油翁”。我国历史上的
“工匠精神”源远流长，从古代的鲁班雕木成凰，到新
中国成立后的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
精神等，都是工匠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动彰显。

如今，回想起家乡那些匠人们，他们又何尝不是
如此。他们都是普通人，很多人甚至连基本的文化
都没有，可他们却是一群独具匠心的人，那些呆呆
的砖头，傻傻的木头从他们手里蝶变成一座座雕梁
画栋的房子，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家具。他们不会用
语言描述自己的作品，却用欣赏“美”的眼睛精心雕
琢着一件件精品。

然而，在家乡，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被称为匠人的，
只有那些真正用心在自己的领域取得成就的人才能
被称为“匠”。匠人因为有了一技之长，不仅可以靠此
营生，更能靠此得到尊重。

参加工作来到了煤矿，从曾经对煤矿的一无所知
到如今成为一名煤矿人，看到了煤矿装备的升级，看
到了煤矿技术的提升，更看到了煤矿人孜孜不倦的
探索，“大国工匠”不再是我们从电视、微信上看到
的一个个能叫上姓名却又觉得很遥远的人。他们就
在矿区，就在和大家每天走着同一条路，筑着同一个
梦。他们把大国的梦想嵌入了自己的工作中，用自
己的工作和责任为个人增光，为企业添彩。

或许，不是每个人都能或者有机会成为“大国工
匠”，可是，我们的身边又何尝缺过匠人，“三百六十
行，行行出状元”，煤矿工种的差异性让更多人在岗
位上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匠心修炼出了一个
个具有自身特色的绝技绝活，在我们身边每天都能
见到的人，他们或许很普通，但是在岗位上他们都不
平凡，只因为他们都有一颗匠心。

树匠心，就要坚守初心、执着专注，秉持赤子之
心，摒弃浮躁喧嚣，在本职岗位上坐得住、做得好。
怎样才能坐得住、做得好？关键是要做到专心专注、
追求至精至善，将每个细节都尽可能做到极致，做到

“道在我心，一以贯之”。
时代在变，匠心永存。每一个创造者都值得学习，

每一个劳动者都值得尊重。 （黄陵矿业公司）

匠 心
彭兴仓彭兴仓

很多人看到题目可能会问圪棱畔是
什么？怎么没有听过。其实，圪棱畔就是
百度词条里能找到的硷畔。圪棱畔是硷
畔的通俗叫法，我之所以用这样的叫法，
是因为我觉得圪棱畔三个字更能体现这
种事物的形态风貌与其特有的内涵。

在我的老家，每家每户都有属于自
己的圪棱畔，而且每家的圪棱畔都是有
差别的。

圪棱畔是窑洞院墙外大门口的一块
平地，其面积大小与窑院的宽度有很大
的关系。有些砌不起院墙的人家，其圪
棱畔与窑院便没有明显的界限。

圪棱畔的基本配置是几棵年轮密集
的大树，几块从石场拉回来的平展石板，
一个四季常在的麻雀窝。除了这些，有的
人家还会种上果树或者置一盘石磨。

在农村，光景的好坏，从圪棱畔上的铺
排就可以看出来。经历几代人生活的圪棱
畔，其铺排内容丰富有序。靠着院墙依次
建有牛圈、羊圈、猪窝以及柴棚。过年的时
候，“水草平安”“六畜兴旺”等红纸小贴子，
牢牢粘在圈门上，是抚弄牲口的警示，更是
农家向往家兴业旺的美好心愿。

圪棱畔上有青石磨盘的人家最是热
闹，平常要给猪牛羊贴补的玉米食料，逢
年过节做豆腐用的黑豆钱钱，人们日常吃
的粗粮面都要来这里磨。经常是用磨的
人排着队，互相帮着干活，邻里之间和和

睦睦，是农村的一番盛景。在牛羊圈的旁
边都会有一个很大的粪堆，粪堆用黑胶泥
封裹着，使粪土能更好地发酵，也防止鸡、
猪等小牲灵刨弄。有了石磨和粪堆，庄户
人心上便多一份安稳，多一份期盼。

有的人家圪棱畔入口处会拴一条大
狗，邻居的家畜轻易不敢“入侵”，自家的
小鸡、羊羔、牛犊子也局限于圪棱畔内活
动。陌生人休想走近大门一步，所以有
远客或邻居来串门，到圪棱畔下必先喊
几声：“哎，照狗来。”出门照狗的主人笑
着喝斥狗：“把你黑倒眼窝。”喝斥中隐含
着些许骄傲的神气。这狗虽然厉害，却
是顺从主家。

圪棱畔是庄户人家的瞭望台，村庄的
一举一动都在它的视野之内。狗叫声一
起，二狗家肯定来亲戚了；铁锅嗞啦一
响，三婶肯定在炸油糕。傍晚时分，娘亲
在圪棱畔上拉长声音喊：“哎，他大，吃饭
了。”隔着树林和山峁的父亲听得一清二
楚，亮开嗓门应答：“噢，知道了。”

圪棱畔是庄户人的信息中心。谁家
丢了鸡蛋，着急得主人四处打问，少不了

来圪棱畔上嘀咕一阵。李家说上了媳
妇，父母高兴得逢人便讲，圪棱畔就成了
婚事发布台。

圪棱畔记录着庄户人大红大喜的动
人情景。陕北腊月，农事消停，庄户人便
安排着娶亲嫁女的重大活动。择个吉
日，大吹大擂地红火一天。三五成群的
男人、婆姨女子聚在就近的圪棱畔上，等
待迎亲队伍经过。吹鼓手的水平、嫁妆
的厚薄、送人婆姨的丑俊等，都是众人评
说的对象。临了，还要撵进院内，品评洞
房的品位，宴席的丰俭。几天后，这些话
题依然在圪棱畔上传播。

圪棱畔也铭刻生离死别的场面。当
年，四妹子眼泪汪汪地立在圪棱畔上，目
送三哥哥去参军。“三哥哥当兵坡坡里下，
四妹子圪棱畔上灰格塌塌……”朴素的信
天游至今诉说着他们纯朴的爱情。三哥
哥这一去，谁来心疼四妹子呢？

还有那长逝者留在圪棱畔上的阴影，
让整个村庄好一阵子悲悯。

老人咽气，三日后入殓。搭在圪棱畔
上的灵棚便成为他留在庄院的最后一席

地。最多半月，少则几日，他将永远离开
这苦熬苦挣了一辈子的家园，延绵的大山
臂弯里已安排好他永远的归宿。他留在
庄院的名声将如同插在坟头的引魂幡一
样，渐被风雨吹蚀得杳无踪影，但是，在留
守圪棱畔的最后日子里，他将享尽活着时
未享过的人间烟火，美味佳肴。早晚一炉
香，晨昏三叩头。儿女们轮流守灵，庄邻
和亲朋跪在他灵前点香燃纸，深深磕头，
算是告别。此后，他将在阴阳先生一声

“动灵”的吆喝及儿女哭天喊地的哀号中，
被众人抬出圪棱畔，抬向墓地。唢呐呜咽
着在前引路，沿途所过的圪棱畔上，会默
默燃起一堆柴火，让死者最后感受人世间
的温暖。灵柩过后，火堆就被一扫帚扫下
圪棱畔，带给死者，以免他在那边寒冷。

在那漫长的岁月里，圪棱畔见证着庄
户人悲喜交替的生活历程。愁苦逼来，
无处诉说，男人就失神地蹲在圪棱畔上；
有了好光景，女人们聚在圪棱畔上，嘻嘻
哈哈拉家常；出门久远的人未归，牵肠挂
肚的思念者伫立圪棱畔，好几回向村口
张望；游子归来，站在圪棱畔上，好一阵
子端详日思夜梦的故园，在亲人迎门而
出的刹那，泪流满面……

如今，年轻人都涌向城市，村庄已经
变得老迈，圪棱畔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热
闹，但是谁又能忘记圪棱畔上那些逝去的
岁月呢？ （神木煤化工能源公司）

卤阳湖夕照 周溪军 摄 （陕化公司）

“我喜欢看玻璃杯中茶叶舒展的
样子，好看！”“那你擅长摄影，可以把
每次泡好的茶叶形态拍下来，也能集
腋成裘。”这是我与老哥高永生关于
茶的一次闲聊。茶叶经过开水的浸
泡，有的扶摇直上，有的聚集杯底，有
的亭亭玉立，它在水中千姿百态、楚
楚动人。开水浸泡过后，茶叶的生命
才得以绽放并赢得人们的青睐，成功
的人生又何常不经历这样的过程。

父亲喝茶，总是不说话，只有指
尖随机飘散的烟雾陪伴。此刻，我是
不敢和他说活，因为我知道父亲正
在默默承受着生活的重担，在为这
一家人的生活筹划着。父亲喝茶，
总是等不到茶叶泡开的时候，已经
带着茶杯走在挣钱的路上。快过年
了，妹子和兄弟都会给家里的老父
亲寄回一些茶叶，包括茶具之类的
玩意，平常父亲是舍不得拿出来用，
大多数情况他拿的都是一半茶叶一
半茶水的塑料茶杯。直到今年十月
父亲才把这些家伙事摆上了桌面，
现在喝茶，父亲总会打开秦腔，按照

网上功夫茶的流程忙活一番，正儿八
经喝上一会儿茶。

我喝茶，虽不像父亲曾经那样带
着塑料茶杯，但有时茶凉了也顾不上
喝，因为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在生
活中努力打拼。周末偶尔会拿朋友
送的小茶壶泡一壶茶，两岁多的儿子
却跟前跟后，围在茶壶旁边，一会儿
揭开壶盖，一会儿拿着茶杯，我怕把
他烫了总是说不能动、不能动，他却
调皮地撅着小嘴巴说，爸爸喝水，爸
爸干杯！这时儿子喝水比平时勤快
了许多，每喝一口都伴有砸吧嘴巴的
香甜声。周末里金色的阳光洒在我
和儿子的身上，看到儿子甜蜜的微笑
时，我心里是满满的幸福。我想让儿
子对喝茶有一个认知，初步知道喝茶

是怎么回事。我喝茶，总是挑空去
喝，感到喝茶时间短暂、喝茶机会难
得，但这也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永
远不能分割。

今年五月，我收到同学从杭州寄
来的两包明前茶，听说明前茶品质
好，就与同事们一块分享。“你同学
还真不错，心里还惦记着你。”此刻，
我便有了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的
感受，明白茶叶也可以传递一份友
情、一份挂念。记得有一次，我与朋
友相约一起喝茶，足足喝了三个多
小时，一鼓作气竟喝下四种不同的
茶，有白茶、有红茶、有普洱，还有毛
尖。喝茶中，一边闻着各种不同的
茶香，一边闲聊生活中的种种经历，
生活中的酸、甜、苦、辣都与这茶香
慢慢相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感受
到了温文尔雅。

喝不同的茶，与不同的人喝，或
感受父子情深，或体会真挚友谊，或
品味人生百态，在喝茶中学会生活、
感悟生活、享受生活。

（蒲白煤矿运营公司）

在我的家乡陕西白水，腊月初
八是不兴喝“腊八粥”的，而是讲究
在腊月初五这一天喝“五豆粥”。
这一天，家家户户的女主人都要将
提前精心挑选的五种豆子和糯米
或小米等放在一起煮上一大锅香
香甜甜的“五豆粥”，不仅自家喝，
还要互赠乡邻亲友。

别看这小小的五豆粥，里面的
学问还真不少，首先，对豆子的种
类是有严格限制的，一定要选豆名
听起来吉利的，比如绿（关中方言
liu）豆和一种形状长长的“蛮小
豆”，因为含有“柳”和“蛮”等被传
统家乡人认为不吉利的字眼，是坚
决不要的，就好像中国人不喜欢 4
和7，而西方人不喜欢13一样。

小时候的记忆里，那锅不断翻滚
冒泡的五豆粥真是一个美丽的七彩
梦，不仅因为它本身的香甜和我一
直以来对各种豆类的喜爱，还因为
这一天的到来意味着新年的临
近。而新年对我们这些少不经事
的小孩来说，是件多么开心的事情
啊，有漂亮的新衣服、有大堆大堆

好吃好玩的、有虽然为数不多但仍然让我激动好久
的压岁钱，什么活也不用干，只管吃好玩好就 OK
了。想必大多数的小孩都和我当年一样热爱过年，
并且在年气尚未结束，就扬起头傻傻地问妈妈“什么
时候还会过年”，常常惹得妈妈哭笑不得，一句稚嫩
的童语背后其实是对丰富物质生活的深切向往。稍
微懂事后，妈妈无意间的一句“小孩过年，大人过难”
的感慨，撞击了我小小的心灵，尽管也喜欢漂亮的衣
服、好吃好玩的东西，我从此却不再对过年有任何的
憧憬，因为实在不忍心看到我们姐弟三人逐年增加
的上学费用和整个家庭的巨大开销使父母肩上的胆
子越来越重，背越来越像一张弯弓。

转眼间，十几年的在外求学生涯结束了，历史的脚
步已经跨入2019年，来到蒲白矿区也进入了第13个年
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矿区职工的生活也有
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物质生活的变化真是今非
昔比，每天的小日子都像过年，早已吃腻了大鱼大肉的
人们，口味重新回归于自然，超市的野菜也因此登上了

“大雅之堂”；打开衣柜，各式漂亮时尚的衣服简直让人
挑花了眼。难怪现在的小孩提起过年没有一点感觉，
这样的日子，人们对过年还有更多的奢求吗？

一碗小小的五豆粥，煮出了我们那个年代对“好
吃的”的向往和希冀，也勾起了我童年时的记忆。电
话里，我提醒妈妈不要忘了这个简单却美好的节日，
妈妈说，当然要煮呢，豆子早就挑选好了。是啊，精
挑细选，选出的是五谷丰登的欣慰；文火慢熬，熬出
的是年年有余的喜悦；互相送粥，送出的是浓得化不
开的淳朴乡情。 （蒲白矿业铁路运输公司）

我
的
﹃
五
豆
粥
﹄
情
结

李
娜
李
娜

喝 茶
弥凡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