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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通讯

湖上粼波闪，绿荷翻作杯。

凉风何处起，云外一声雷。

秋 夜
★阿卫国

昨夜西风带雨来，萧萧声满小凉台。

今朝窗外南山望，几处菊花云里栽。

秋 意
★李红艳

金风起天末，凉意到人间。

暑热因何故，迟迟不肯还。

秋老虎
★康金厅

季节处暑柄西南，午热晨清夜里寒。

树上金蝉鸣酷燥，草从蟋蟀叫悲欢。

绿林枫木霜天赤，碧玉芙蓉风日残。

田野稔熟丰谷景，墨人骚客画诗宣。

处暑吟
★李剑友

白日看蓝天，清秋对雨眠。

杨柳垂金丝，叶落听鸣蝉。

炎热渐消去，处暑来人间。

心中若无事，白首摇凉扇。

咏处暑
★何玉浩

家乡的山上，有一种其貌

不扬的植物，家乡人叫它圪针

树。满山都是，开始我不喜欢

它们，害怕圪针尖尖的针扎住

我，上山玩耍的时候，总是远远

地躲着它们。

圪针树，又叫酸枣树，耐旱

能力特强。一年四季，山坡上

的圪针树没有人用水浇它们，

它们只是受到大自然的雨水的

灌溉和冬季雪水的滋养，大多时

间都是处于干旱的状态。然而，

这些植物却仍然茁壮成长，长得

让人惊叹。

故乡的圪针树，居于山之

顶，崖之畔，塬之上。根植乱石

之间，生于荒野之中，长于寂寥

之远。别看圪针树满身都是针

刺，看着极不舒服，它的果实是

人们都喜欢吃的酸枣。成熟的

果实红红的像红玛瑙，你很难想

象竟是从圪针树上生长来的。

圪针树一般长得不算高大，

像是枣树的缩小版。小时候，我

以为山上圪针树都是枣树，它们

最大的区别是枣树上没有圪针

刺，而圪针树上却是满身的圪

针。大人告诉我，小小的圪针

树，可以嫁接枣树呢。

圪针树，没有伟岸的树冠，

没有窈窕的身姿，没有理发师为

它修枝剪杈，只是以野草形状般

的发型自由地生长。

再听听它的名字：酸枣！听

起来穷酸，看起来寒酸，吃起来

牙酸，土气，小气，呆气。总之，

一个“酸”字贯穿了它的一生，一个“土”字足以表述

它的一切。

酸枣果实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尖尖圆圆，形

体生长得非常随意。果实从生成到成熟会呈现出不

同的颜色，初生时为青色，长成后表皮泛白，成熟时

变成红色，先是局部泛红，渐渐地红遍周身。

酸枣长相一般，但酸枣仁可是一剂好的中药。

它具有养肝宁心、生津止渴、滋阴补肾、促进血液循

环、解毒抗炎、治疗失眠等功效与作用。近年来酸枣

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身价倍增，有人专门收购，每

斤6元左右，有人利用坡岭地专门种植酸枣，获得了

良好的经济效益。

樱桃好吃树难栽，酸枣好吃果难摘。酸枣树大

都生长在沟壑圪梁上，需要爬坡上梁，颇费气力。立

秋过后，酸枣陆续成熟。山坡上，摘酸枣的人成群结

队。一边采摘，一边品尝，一天采摘几十斤净挣几百

元，那可是辛勤汗水换来的回报，想来好不惬意。

是啊，故乡的酸枣树，它们生长在最为荒芜的地

方，却顽强地活着，年年碧绿叶，岁岁火红果，用最卑

微的身躯给予人们最多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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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我参加了西部山区一亲戚家的婚宴，让

我这个 60 后再次感受了一场浓烈的乡厨——乡情

——乡味。浓浓的回忆，满满的乡愁。

过去，在我们乡下办宴席是亲民俗、忆乡愁、聚人

气的一项非常隆重吉庆的事儿。凡遇婚嫁、满月的庄

户人家都要选上一个好日子置办一场宴席来答谢亲

朋乡邻。而每场宴席的主角就是享誉十里八村的乡

厨手艺人（厨子），主人首先请他们到家中和庄上管事

人（值客）一起围坐在桌旁弄几个小菜，打一瓶好酒边

喝边说着办宴席必备的肉类菜类和赴宴席的客人桌

数，详细记录下来便于筹备选购物资（叫备桌）。另

外，还要确定一下谁坐礼桌、谁负责烟酒、谁负责端盘

等，只等举办宴席的日子到来，乡厨一班人就开始忙

活起来。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做一方宴，一方宴融

一方情。别具乡土特色的乡宴蕴含着浓浓烟火气息，

乡宴上不但能品尝到美味佳肴，还是乡里乡亲聚一

聚，叙叙旧，唠唠家常，说说事理儿，在赴宴中增加友

情，平添了几多乐趣。

乡厨师傅是农户人家尊重的手艺人，在宴席日子

到来，他们会提前一天把锅碗瓢勺，案板桌凳所需餐

具一样不落全部运到。首先垒上三到四个土台火灶，

火肚子要大要深，干柴垫底点燃，焦炭或煤球、煤块填

满，用小型风鼓吹风，风助火旺慢慢升腾起来，火焰忽

忽作响蹿的老高，把大锅座上添满水任由煮去。主厨

和帮厨有条不紊的开始拼兑食材了。择菜淘米、切葱

洗肉，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一时间案板上刀响肉碎，

锅里烹炸油滚，叮当当叮的刀勺碰撞声和主厨“该起

锅了”催促声掺和着窜忙人的应喊声汇聚成一部厨艺

交响曲，在农家小院久久回荡。

一天的忙活，所有食材都经过乡厨的打理，由生

变熟装满一个个碟盆整齐摆放，待第二天装碗合笼，

油炸烹炒、搅拌拼盘。

传统乡宴承载着乡厨的厨艺技巧。购回的时蔬

和食材经过他们的加工就变成了美味可口的宴席

大餐。

蒸大笼是整个乡宴中重要一道工序，就是宴席中

红烧扣肉和稣肉大米等传统6大件主食。从蒸笼里散

发出的香味半个村子都能闻得到。宴席中，主厨“稳

坐中军”，操作若定，火候拿捏到位，时间把握准确。

荤菜素菜，咸汤甜汤，拼盘装碗，烹调炒煮，咸淡均

匀。经过厨艺组合变成一盘盘一碗碗、热气腾腾香飘

四溢的八盘十六碗美味，再由端条盘儿的按照分工端

上一个个餐桌。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乡厨美味浓，乡愁情

深深。操办过千万桌宴席的乡厨师傅，始终遵循着德

艺兼备的行家理念，以勤俭节约、荤素味蕾巧搭、实惠

味美为宗旨，使得这门手艺传承更远更久的当家招

牌。让乡亲们在赴宴中增添味觉享受，客人们都说

“厨子做的不赖，味道怪美”这简单透亮的话语便是对

乡厨师傅的最高赞赏。

乡厨，乡情，乡味，美！令我怀念。让这寄托美

好、蕴藏无尽祝福的乡愁宴席永续人间。

乡厨·乡情·乡味
◎费建国

◎
张
军
亭

两代皇城帝业楼，威尊四海定神州。

玉基接地固疆土，金顶承天统列侯。

大典安邦青史改，红旗引路壮图谋。

国家兴旺千年事，华夏英雄传万秋。

天安门
★翟红果

风戏花枝丽影悠，临街陌野竞风流。

千姿献媚招人爱，恋夏缠绵越仲秋。

夏日紫薇开到秋
★张国栋

文 峰 诗 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