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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人 向 来 讲
究“贴秋膘”，比如进
食猪、牛、羊、鸡、鸭、
鱼、虾、蟹等一些食
材，以补补夏日里亏
欠的身子。而地处
湘东茶陵的人们在
秋季时偏爱一道素
菜——茄子抖辣椒。

在茶陵方言中，
“抖”表示“捣碎、捣
烂”之意。从名称就
能看出，“茄子抖辣
椒 ”制 作 的 特 别 之
处，那就是不需要下
油锅，经煎、炒、焖、
煮、炖等烹饪手法，
只需将这两种食材
稍加工后捣烂即可。

过 去 茶 陵 民 间
烧饭、做菜和取暖，
多是烧柴火。煮饭
时等锅里水干，米粒

快成米饭时，恰好下面燃烧着的木柴
也将要燃烬，产生了一大堆红灰，用
火钳扒开红灰，放入茶陵本土所产的
紫皮茄子和青辣椒，然后用红灰覆盖
茄子和辣椒，让其在红灰里面煨一阵
子，大约三五分钟后，耳边传来一阵
急促的“噼里啪啦”响声，同时灰堆
里腾起一股股小灰柱，这时便可将
茄子和辣椒扒出来，拍去上面的灰
尘，洗净后放入捣蒜用的石臼内。
茄子个头大，可以先放入，等其捣
成条状小块再放入辣椒，等捣成
泥状物后，再撒上适量的细盐和
味精，拌匀后便可盛出来，这便是
茶陵人心心念念的“茄子抖辣
椒”。

若是有条件的话，加入细
盐和味精的同时，拌入一小勺
蒜泥、一小把豆豉和韭菜末，
最后滴上几滴香油，那个味
道绝了！煨烤后的茄子和
辣椒散发着独有的焦香味，

大蒜和韭菜独有的浓郁香气加上香
油 的 幽 香 …… 勾 引 着 我 肚 里 的 馋
虫。我赶紧盛一大碗米饭，迫不及待
地夹起一筷子，瞬间就能下小半碗米
饭。

茶陵“茄子抖辣椒”这道菜最大
的特色就是取材方便、制作简便，耗
时短、能下饭，故而深受茶陵人喜
爱。过去，农民从地里干活回来，可
以一边生火煮饭，一边去家门口的菜
园摘上些茄子辣椒往灰堆里一埋，等
饭熟了，“茄子抖辣椒”也做好了。

有时候，干活时因田地距离家太
远，中午时分就用石头垒个临时的灶
台，上面架口锅煮米饭，之后去地里
头摘来茄子和辣椒，煨好后放入粗瓷
碗中，洗净的镰刀把当作杵，将茄子、
辣椒捣烂，撒上盐和味精，一道别致
的“茄子抖辣椒”便呈现于眼前。然
后大家团团围坐着，有说有笑地享用
着午餐。这种特殊的用餐场景，让我
至今难忘。

而今的我，漂泊在异乡他地，对
茶陵“茄子抖辣椒”的思念愈发浓
烈。因为我怀念的不仅是舌尖上的
美味，更是挥之不去的乡愁……

这是一家新开的包子店，装修高
档精致，价格却很亲民。每笼包子价
格八到十元不等，店内几种新鲜的凉
拌小菜都是免费供应的。尤为独特
的是店里的两元自助粥：色香味俱佳
的鸡蛋汤、香喷喷的小米粥、黄澄澄
的南瓜粥、香浓黏稠的八宝粥，都是
真材实料，美味可口。顾客点包子
时，每人再加两元钱，老板便会从吧
台递出一个碗，粥可不限量畅饮。

包子店刚开业，位置稍显偏僻
些。时至中午，顾客寥寥。这时门
外停下来一位骑三轮车的环卫大
姐，带着一个背着书包的七八岁的
小男孩。大姐脱下红马甲，浑身上
下仔细轻拍了一遍衣服，又跺了跺
脚，生怕把灰尘带入店内。母子俩
进门点了一笼包子，只取了一个碗，
在一个角落的餐桌前坐下。小男孩
麻利地从消毒柜里拿出碟子，倒了

一小碟香醋端过去，尽管小心翼翼，
还 是 洒 了 一 点 ，地 上 溅 了 一 些 斑
点。环卫大姐急忙抽了两页餐巾
纸，俯身把地面擦拭干净，这一幕被
吧台上的女老板看在眼里。

小男孩显然很饿了，迫不及待
地夹起一个包子，没顾上蘸醋汁儿，
三两口就吞掉一个，看样子他自己
能吃完这一笼。他见妈妈没吃，赶
忙夹一个给她。妈妈用小勺搅动着
碗里的八宝粥，吹了吹热气，把粥碗
推给儿子说：“我刚才已吃过两个烧
饼，一点儿也不饿了。”儿子又把粥
碗推给妈妈，说：“那我吃包子妈妈
喝粥。”大姐坚持不喝，称只给儿子
买的，让儿子慢慢喝。

这时，年轻时尚的女老板拿着
一个碗走过来递给大姐，微笑着说：

“姐，店里的粥您随便喝，每种都尝
尝，店里的粥多，剩下也是浪费，您

别不好意思。天冷了，您中午有空
时过来喝就行，也暖暖身子。”

大 姐 正 感 动 得 不 知 如 何 是 好
时，小男孩忽地站了起来，冲着老板
鞠了一躬，欢快地说了句“谢谢阿
姨，恭喜发财”，就开心地接过碗去
给妈妈盛粥了。

眼前的暖心一幕触动了我，在
记忆深处的一个温柔角落，有一幕
情景，也是发生在包子店里。那时
的我也是七八岁，一天母亲带我去
城里赶集，已过晌午也没舍得在城
里吃饭，回家路上，我已饥肠辘辘。
母亲纠结一番，狠狠心走进一家路
边包子店，要了一笼刚出锅的小肉
包。太诱人了，我也不怕烫着，一口
咬掉半个包子，真香啊！我把那一
半递到母亲嘴边。母亲轻咬了一小
口说：“我一点儿也不饿呢，你先用
这笼包子垫垫肚子吧，回到家咱再

做饭吃。”我咽着口水又拿起一个包
子，虽馋得要命，也执意往母亲手里
放，让她一起吃。

正推让间，店老板把一盘有些
露馅的包子端到我们桌上，笑着说：

“这些包子蒸得破相了，没法卖，你
们别嫌孬，趁热凑合着吃吧。”母亲
要掏钱，老板说啥也不让，又特意给
我们倒了两碗白开水。

时隔这么多年，店老板那朴实
的面孔，憨厚亲切的笑容依然温暖
着我的记忆。

在生活中，总有人会用善意在
不经意间带给你感动和温暖。这些
不经意间涌现的善意，如同一束束
温暖的光，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这
些善意或许微小，却有着无穷的力
量，让我们在疲惫与迷茫时，重新燃
起对生活的希望，使我们的人生更
加精彩。

包子店里的温情
○ 李长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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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萍和红英闹了别扭。
起因是双方孩子争夺一个玩

具时把玩具弄坏了，后来便互相推
搡起来。待丽萍和红英赶来，两个
孩子都哭了。大人认为自己的孩
子受了委屈，相互指责起来，最后
不欢而散。

丽萍和红英是对门邻居，几乎
每天都会碰面，从那次事件后，两
人再也不打招呼了。时间一长丽
萍丈夫子刚知道了此事，感觉十分
别扭，却一时没有办法。

子刚知道，俩人都是刀枪不入
的主，特别是自己的媳妇，更是强
势得很。子刚也曾劝说过：远亲不
如近邻，两个孩子第二天就和好
了，你们两个大人较什么劲！结果
被丽萍臭骂了一顿。

天有不测风云，一天下午三点
左右，丽萍午休后起床时突然感到
头晕，后来呕吐起来，难受得站都
站不起来。幸好子刚从大街上回
来，赶紧用电动三轮车把丽萍拉到
镇医院。丽萍对医生说自己有颈
椎病，之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医
生让她去县医院检查。

丽萍来到县医院，挂了急诊
科，做了核磁共振，没事，又做加强
CT，还是没事；头晕没减轻，医生建
议丽萍住院观察治疗。住进病房
后，子刚悄悄给红英打电话，请她
帮 忙 接 自 己 的 孩 子 并 照 顾 一 晚
上。红英痛快地答应了。丽萍和
红英闹别扭，没影响到子刚和红英
的关系。

第二天一早起来，安顿好丽
萍，子刚便坐公交车回家，打发儿
子吃了早饭送他上学，便再回医
院。第三天丽萍病情好转。第四
天子刚一进病房便兴奋地说：“红
英买了一箱饮料叫你补一补，我捎
来了。”丽萍眉头一皱：“谁叫你要
她的东西？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
好心，不要。”子刚露出无奈的样

子：“你看看，人家好心，你却当成
驴肝肺！邻居之间，有点小磕碰很
正常。人家主动示好，你就不要端
着了。”

丽萍态度有点缓和：“那她为
什么不自己来？”子刚两手一摊：

“就你这态度，人家来了，你再给人
家脸色看。”丽萍不说话了。

子刚回到家里，微笑着对红英
说：“你嫂子要是先跟你说话，你怎
么办？红英一愣，不知子刚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但还是爽快地说：我
应啊！”子刚说：“这就好，邻居之
间，就该小事化了。”

丽萍病情无大碍，在医院住了
六天就出院了。出院第三天，丽萍
在胡同口遇见了红英，她犹豫了一
下便主动和红英打招呼，红英笑着
应了。

一来二去，两人和好如初。一
天闲聊时，丽萍说：“你看你，我住
院时还花钱买饮料，得七八十块
钱吧？”红英愣了：“我没给你买东
西啊！”丽萍也愣了：“子刚说是你
买的，叫他捎去医院的。”红英连
忙岔开话题聊了几句便匆忙回家
了。

丽萍心里纳闷，红英怎么不承
认呢？子刚有事出远门了，有空得
问问他。

两天后吃过早饭，红英提着一
箱饮料迈进了丽萍家的大门：“嫂
子，你住院时我确实没有给你买东
西，看来这是子刚哥做的局。现在
我想通了，咱们不能因为一点小事
斤斤计较。”

丽萍笑着说：“看来你哥这憨
家伙还挺有心计哩。行啦，他回来
我也不埋怨他了。”

红英说：“不仅不能埋怨，应当
感谢才是。”

两人为了那箱饮料相互推让
起来……

和好如初
○ 张乾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