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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鸡汤”

逢年过节吃本地鸡，是楠溪人流传了上百年
的传统习俗，有国家中式烹调技师、温州市岗位
技术能手之称的叶可东师傅依稀记得小时候，逢
年过节常常吃到妈妈做这一道菜。今年春节，很
少回家的叶可东也特地为父母煲上一道滋补汤
—“心灵鸡汤”以示孝心。

煲汤对于很多人一说，似乎并不难，把鸡宰杀
干净之后，剁成小块，放在沸水里焯一下去掉血腥
味，倒进煲仔里，加一些生姜、大蒜子等佐料慢慢
煨上几个小时，起锅时放点盐调下味就可以了。

可是，叶师傅煲的鸡汤却有点不一样，是要
将煲仔埋在盐锅里慢慢地焗熟。这个创意来自
于小时候的乡村记忆。以前家家户户用土灶烧
出的木炭，夹在一起炖锅。然而，现代厨房里很
少有土灶了，叶师傅便想到将食盐代替木炭，也
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叶可东介绍说，首先将食盐放进锅里炒，一
直炒到盐发出像打鞭炮般噼噼啪啪的刺耳声时，
或者拿手放在锅上方感觉到发烫时就差不多
了。然后把这个煲仔放下去。这盐起到一个传
热作用，一个是速度更加快，还有一个是直接这
样包着，保温效果更好。

之后，在煲仔里分别加开水，生姜，大蒜子，花
椒等这些可去腥提鲜的佐料品，再盖上盖子，用大
火烧开，小火焖制两个小时，再加一点老酒，炖一
个小时，起锅时加上适量的食盐调一下味，这锅香
气四溢、滋补营养的心灵鸡汤就端出锅啦！

过年，我为爸妈做道菜（下）
春节是一家团聚的佳节，多少人想着趁此机会以自己的方法表达对父母的感恩之情，像当初

他们无私照顾自己一样，系上围裙，挑选食材，为父母用心做出一锅煲汤，或一款小点心。

胡文默：草莓大福

胡文默是一位麻醉科的医生，平时工作比较
忙碌的。同时，她还经营着一家小小的烘培工作
室。她说，平时没有时间为母亲做好吃的，在春
节来临之际，特地为她做一道好吃的点心，以此
表达感激之情。

默默说，自己的母亲牙齿不好，却喜欢吃甜
食。她便利用自己擅长做糕点的特长为母亲打
造一款小甜点，叫草莓大福。

这款草莓大福是日式的糕点,外皮是糯米,馅
料是草莓和豆沙, 口感香滑软糯，有清爽的草莓
果香。现在正是草莓上市的季节,做几个给老人
家作为茶余饭后享用的甜点，既好看又美味。

“制作草莓大福需要糯米粉、玉米淀粉，糖
粉，玉米油等，以及食用水。先把粉类的放进去，
用手动的打蛋器把它给搅拌均匀。”默默说。

搅拌均匀后的材料会成细腻的线条状流下
来。不过还要通过筛网再过筛一下，真正地做到
光滑细腻无颗粒。然后将面糊用保鲜膜把它保
起来放在沸水锅里隔水蒸制，先用大火烧开，再
转为中火蒸 20分钟，等它变成固体的时候就可
以出锅了。

“制作这款点心的时候，要带上防粘手套。
一个草莓大福是（皮）30克，内陷豆沙12克左右，
首先把制作好的皮擀开来。再用豆沙裹住已去
掉蒂头的草莓下半部分，露出尖尖。将草莓尖部
放在粉皮中间位置，用手轻轻地拉抻粉皮，使粉
皮裹住红豆草莓，在草莓底部收口。最后，在外
面裹上一层椰丝。”

就这样，有颜值、有口感的草莓大福做好后，
被默默摆成一个很漂亮的形状呈送到了母亲的
面前。

豆腐羹

70后的章永田，是一位在外永商，二十多年
前他离开巽宅老家到上海从事纺织行业，平时很
少回老家陪伴年迈的父母，唯有每年的春节才有
机会回家多陪伴父母几天。新年，他最大的心愿
就是为父母做几道菜以示孝心。

章永田说：“父亲年龄比较大了，原来他得过
一场大病，大病以后就是他的喉咙各方面，对饮
食方面都有一定的影响，所以特地准备了他喜欢
的一道菜——豆腐羹，很容易下咽。”

为了给老父亲做好这道豆腐羹，章永田这天
一大早还特意开车跑到农贸市场选购主要食材：
内酯豆腐和鸡蛋。“豆腐羹制作很简单，先将豆腐
切成细长条，锅中放清水，清水快开时，倒进豆腐
丝煮开后，放入适量的食盐、鸡精和黄酒等调味
品。随后放入少许水淀粉，勾个芡，口感更好。
最后，将打散的鸡蛋倒入锅内搅拌均匀。”

为了色香味俱全，再加一点点香菜，这黄白
绿三色相间的豆腐羹，看上去又新鲜又漂亮，让
人食欲感满满。趁着热乎劲儿还没过，章永田赶
紧小心地扶着父母坐到餐桌上，然后给他们各自
盛上了一小碗，看着二老吃得津津有味，他的眼
底也溢出一片暖暖的温情。

记者 戴晓青

算盘棋结束时算盘棋结束时

朱建炳谈算盘棋朱建炳谈算盘棋

邵敬涛玩算盘邵敬涛玩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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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盘棋算盘棋

说到下棋，我们会想到象棋、跳棋、五子棋等。可是你
听过或见过用算盘下棋吗？近日，原本在嘉兴做生意的朱
建炳致电本报记者，称自己会下算盘棋，趁自己过年在家
期间，把这种玩法与市民分享下。

算盘棋

朱建炳的老家是花坦朱垟村，当记者到达时，朱建炳
已在村中的运动场地上摆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个算
盘。刚见面，朱建炳就迫不及待地向记者展示起来，一面
口述规则，一面用手演示。一通下来，记者对此有点云里
雾里的感觉。不过朱建炳的举动，吸引了村里一些老人，
他们纷纷过来看是怎么回事。一看是下算盘棋，67岁的邵
敬伦见状称：“这不是算盘棋吗，我也会，我们俩下一盘。”

在俩人的你来我往中，大家渐渐明白了算盘棋的下
法。弈者双方各居算盘上下方三个杆上（或者“四杆”、“五
杆”）。每杆二子，双方轮流走子。两人下，各拨一个算盘
子，一步一步向前……各自的棋子一步一步向前挪动时，
与对方棋子相遇时可以跨过，前方有空档时可以跳过去。
各自的“棋子”先到达对方处为胜，后者数输棋几步。

朱建炳今年 46岁，他告诉记者，1997年他还在家乡
时，有个老人教他下的算盘棋。“那个老人家猜字谜，棋类
样样懂。算盘棋就是他教我的，可惜他现在过世了。”

在围着的人群中，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老人，当中有
些对算盘棋有印象，称是小时候玩过的，而有的老人则是
没有听过。

除了算盘棋，村民邵敬伦告诉记者，他还会玩“三遍
成”。在算盘上，分别打出 1到 9，九个数字。第一遍按数
字的大小相加，如 1+1，2+2，3+3……9+9；第二遍是 2+2，
4+4，以此类推，第三遍是 4+4，8+8，到第九个数字相加完
的时候，算盘上的顺序就会出现与之前相反的顺序，数字
从9到1排列。因相加三次完成，由此得名。

刚开始的时候，邵敬伦记得名称跟玩法，但由于把数
字 1到 9的排列也算第一遍，因此反反复复试了好多次都
没有成功。邵敬伦不由得怀疑：“不对啊，我记得是这样相
加的，怎么三遍完成不了呢？”后来在另一村民的提醒下，
让他不要把第一遍的 1到 9的排列算进去，从第一次相加
算起，邵敬伦不惊一喜，真的成功了。

“三遍成”的玩法把邵敬伦的记忆带到年少时光，让他
回忆起另一种玩法：“我们当时还玩从1一直相加到36，结
果是666，在算盘上刚好是上面三个，下面三个。还有从1
加到100，等于5050。那个时候就玩速度，看谁快。”

邵敬伦的玩法，让 71岁的邵敬涛也想起自己小时候
学过的《斤求两》。他称，过去人们计算数字，都是用算盘，
尤其是旧时日常用的计量秤，交易时计算价格很难算，就
有了《斤求两》，其口诀——“1625；2125；31875........”大部
分人都会背，而且十分实用。当时村里分粮分东西都是这
样，只见手指在算盘的珠子上迅速拨弄着，滴答滴答，不绝
于耳，又快又准，比计算器还快。

相对邵敬伦在算盘上打出 1到 9的玩法，他还有另外
一种，就是除以几，再乘以几，最后算盘上的顺序也从原来
的1到9，变成9到1.“比如你先每个数字都除以三，按口诀
在 算盘上打出，再乘以三，最后呈现的顺序刚好跟之前相
反。我们当时比的是速度跟准确率，谁先完成谁就胜利。
你只听两个算盘在那里滴答滴答响，反映的就是你对算盘
的熟悉程度。”邵敬涛边说手则边快速地拨弄着算盘。

村民们都称，他们上学时，都会用到算盘。《珠算》是必
学的课本，人人都要背诵加、减、乘、除的口诀。

牛角棋

提起小时候玩过的棋类游戏，市民王先生也想起自己
小时候玩的地面棋盘游戏，“当然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些棋
盘游戏不像是象棋和围棋一样那么高雅，就是大人们教给
孩子们自娱自乐的棋种。放学了或是课间的时候，同学们
你一帮我一伙的玩，乐趣无穷。随手在地面或纸上画个
线，捡一些小石头，木棍，或者粉笔头，瓦片之类的当棋子，
玩得不亦乐乎。”如今很多玩法王先生已经忘记，只记得的
还有一种叫“牛角棋”。

王先生告诉记者，牛角棋因棋盘像牛角而得名，他随
手在纸上画了一个“牛角”。“牛角棋是供两人玩的棋类游
戏，一共只有三个棋子——一颗白子和两颗黑子。我们往
往用石头跟木棍代替。玩的方法是:一方走白子，另一方
走黑子，两人轮流走，每次沿棋盘线走一步，可以进，也可
以退;但不能不走，也不能走到有子的地方。如果黑子能
把白子逼到“牛角尖”(棋盘中O点处)，黑方就算获得胜利
; 若甲方总不能将乙方追赶逼进牛角尖，只好服输，乙方
胜。这棋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下起来却很复杂。”

记者同时又采访了几位 70后的市民，对于小时候玩
过的棋类游戏很多都只记住了大概，有的向记者画出了当
时的“棋谱”，却忘记了规则；有的只记得名称，却无法还
原。

过年时很多家长抱怨孩子整天拿着手机玩游戏，而在
娱乐项目少之又少的过去，算盘棋、牛角棋为人们提供了
一种消遣打磨时间的方式。如今，花心思在一盘棋上面的
人少之又少，当我们再次偶然接触曾经做过的事，玩过的
游戏时，发现悄然逝去的不仅仅是时间还有弥足珍贵的东
西。 记者柳苗苗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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