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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要吃朱庄的，茌梨要吃龙冈的”。
这是盐城人心照不宣的约定。朱庄，只是盐
都潘黄的一个小村，所出的豆制品却占有盐
城市场 70％以上的份额。有些品种已经远销
上海、山东以及江苏省的扬州、连云港等地。
朱庄，是名副其实的豆花飘香第一庄。

豆腐，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也是中华
民族对世界饮食文化的一大贡献。豆腐的发
明者是西汉时期的淮南王刘安。初问世的豆
腐称之为“菽乳”、“黎祁”，唐宋时才定名为
豆腐的。

刘安生于公元前 179 年，死于公元前
122 年，照此推算，豆腐的发明已经有 2100
多年历史了。

朱庄人做豆腐，始于八十年前。起初也
就一两户人家做这手艺，那时豆腐的计量单
位叫“作”，一作豆腐一般用黄豆 20 斤。

把淘洗干净的豆子放进缸里，用清水浸泡
一昼夜，豆子涨得鼓鼓的，师傅要用手捻几粒
开来察看，是否“满潮”了，就是要让豆子里里
外外全部吃足水，那时就可以上磨磨了。

一盘大石磨，一个大磨盘，一根两公尺
长左右的木杠，木杠的一头拴在石磨上，另
一头就系在由毛驴牵拉的绳索上。小毛驴要
戴上佐罗戴的那种眼罩，农家称那叫“驴蒙
子”，“驴蒙子”有两大好处，一是蒙起双眼，
小毛驴转多少圈也不会头晕；二是小毛驴看
不到外边的情况，不敢偷懒，也不敢偷吃豆
料，只顾埋头拉磨，“的笃的笃”，把磨盘外圈
踩出一条循环往复没有尽头的圆形磨道。

吊浆是技术活。三根木棍组合成“H”型，

中间那根系上绳索挂在屋梁上，一方大大的
的吊布四只角扎在两边木棍的两端，把磨好
的豆糊糊舀进吊浆布，师傅就握着木棍，一
上一下一前一后一左一右，玩魔术棒似地

“忽悠”起来，乳白的豆浆哗啦哗啦地流入桶
或缸内，豆糊就变成了豆渣。

煮浆一般用秫秸，农村不大缺烧火草，
舍不得烧煤。浆锅火候要很好地把握，锅一
开浆就哧哧地往外瀑。

把煮开的浆舀入缸中，下一道工序便是
点卤，这活技术含量最高。一般是“掌作”的
老师傅亲自操作。要“老”便“老”，要“嫩”便

“嫩”，全凭卤水石膏点多点少。过去人们爱
吃老豆腐，但做得太老了产量就低，因此，必
须把握好一个“度”。

接下来便将洗涮干净的木框放平，铺上
复浆布，再把结晶的豆腐脑舀进复浆布，一
框满了，就把复浆布四周往当中一覆，然后
摆上几根竹木条子，搬上一块大石头，或者
用压杠，把多余的水分榨去，榨出来的废水
叫做黄昏水，没有营养。

除去压榨的东西，揭开复浆布，那雪白
鲜嫩的豆腐便呈现在眼前了，用刀划成横竖
见方的豆腐块，便可上市了。

如今，朱庄人做豆腐，总体程序一仍旧
制，但是，所使用的工具已与过去完全不同。
磨豆再不用毛驴拉，而是电磨。吊浆则用离
心机，一次吊清。煮浆是用锅炉烧出的蒸汽，
瞬间便开。唯一用手工操作的是点卤或者点
石膏。其它各道工序都进入了流水线，豆子
进去，豆制品出来，完全是工厂化生产。过去

一家一天一作，不过 20 斤黄豆而已。
如今一家一天就能用去黄豆近千斤，
全村一天用料达 50 吨，这可不是一
个小数目啊！

为了保证水源，朱庄人投资百多
万元，铺设自来水管道50华里，确保用
上高质清洁水。加快设备工艺改造，拌
浆机、卜页机各种机械全新登场。

从潘黄小街向西北，三五里路便
是朱庄。几大排农家别墅，矗立在大片水稻田
中央，外表看怎么也不像是远近闻名的“豆腐
庄”。然而当你伫立庄头，却有一股浓浓的豆花
香在风中倘徉，这香不同于花木之香，而是淡
雅与浓烈相交织的庖厨之香，沁人肺腑，透人
胃肠，倾刻间勾起你的食欲。循味访源，你会发
现这些农家别墅里，分布着一百多家豆制品车
间，机械化的流水线上，源源不断地生产出豆
腐、卜页、菜干、腐竹、素鸡、豆腐干、素大肠、蜜
汁干、豆腐果……几十个品种的豆制品。

古往今来，文人雅士有关豆腐的诗歌传
唱不歇。明代苏平《咏豆腐》诗最形象：“传得淮
南术最佳，皮肤退尽见精华。一轮磨上流琼
液，百沸汤中滚雪花。瓦缶浸来蟾有影，金刀
剖破玉无瑕……”豆腐也直接影响着草根文
化，比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青菜豆腐保平
安”……这些俗语，充满哲理，令人回味无穷。
豆腐甚至融入了廉政文化，清代胡济苍写道：
“信知磨砺出精神，宵旰勤劳泄我真。最是清
廉方正客，一生知己属贫人。”咏物言志以喻
人。还有一句现代诗这样写道：“豆腐是和清
晨一起白的”，明白如话却又回味无穷。

经过两千多年的流变和演进，系统的豆
腐文化已经形成。1990 年，海峡两岸同时举
办了首届中国豆腐文化节，节期定在 9 月 15
日，这一天是豆腐发明人刘安的生日。

如果错过了豆腐文化节，你就到朱庄，喝
豆浆，尝一尝热豆腐、热卜页，热茶干，一饱口
福，齿颊留香。同时欣赏最古老的民间工艺
同现代工业文明相结合的豆腐制作流程，领
略豆腐文化的魅力，同样是件赏心乐事。

走遍盐都系列散记之六

豆花飘香第一庄
□ 严克文

小街坐落在乡村的某条路段，路是一截
沧桑多年的碎砖路，经岁月的洗刷，赶集人的
踩踏，已经叠起了模糊的年轮。路两边零星地
散布着几家百货店，到了逢集时，小街就会热
闹起来。

小街不像城里的集市，每天货物充足地
等待人们购买，小街的集市按农历计算，逢农
历二、六、八的日子，那些赶集的人们就会从
四面八方往小街的方向赶来。妇女们把不下
蛋的母鸡逮了放篮子里拎着，母鸡像是明白
了自己的命运，咯咯地不停叫唤。养了羊的老
爹趁着好天气赶了羊群去集市上讨个好价
钱。一路上羊群好不快活，咩咩地叫唤个不
停，有时还会调皮地用角相互顶起架来，主人
就会挥着鞭子轻轻地甩个响，羊群即刻散开。

乡村里顿时有了活跃的气氛，鸡鸣、犬
吠，还有乡邻们相互间的招呼声，此起彼伏。
老年人这时也会打扮一番，去小街听说书的
讲些“杨家将”、“三国”之类的传统故事。许多

关节紧要处早就听过，什么穆桂英大破天门
阵，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之类，但是听到勇将打
败敌人时仍要高兴地哼上几声，若是忠臣受
到奸臣陷害，又会止不住地发出叹息。

小街还有一大功用，年轻的姑娘小伙子
来此相亲。虽然现在早已脱离了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的婚姻制度，但是由于乡村里青年男
女多在外打工，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交
往，所以在某个合适的时间，经亲友们介绍后
就来到这条热闹的小街上寻觅人生的那一
半。这一面是碰碰运气，无缘的，就此别过，有
缘的，另寻机会续约。

热闹的小街，高潮随着中午时分的到来
渐渐地降下温度，等到中饭过后，小街又恢复
了宁静，只是街上抛下的菜叶、滚落的大豆还
有不小心丢掉的几只萝卜默默地遗于路上，
这一天的交易就过去了。人们在心里等待着
下一个集市的到来，那是乡下农人计算收获
成果最幸福的美好时光。

小 街
□ 利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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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幸福在眨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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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间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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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空
□ 草 原

国庆一过即到寒露时节。“九月节，露气
寒冷，将凝结也”，寒露的意思是气温比白露
时更低，地面的露水更冷，快要凝结成霜了。

时至寒露，田野里看不到那些金黄的农作
物，只有小麦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孕育着生
机，膨胀、发芽、露土、生长。麦苗晶莹的绿色恬
然地依偎着大地的衣襟，感受着来自母亲的体
温，静静地释放着婴儿般地娇气。村庄周围的
树木，汁水不再涌动，绿叶转黄了，它的叶茎开
始脱离树枝而垂落，从枝到根的距离并不遥
远。树叶在空中的姿势飘逸而曼妙，像天鹅舞
中的韵律，窈窕地、优美地、静静地落在树根处。

河水缓缓地流淌，若非水中有一两片落叶
或者枯枝，简直看不到它在流动。它不再奔涌
沸腾，只是安静地流淌过每个经过的地方。寒
露时节的河水浊色下沉，水变得清澈。虽然不
是清澈见底，但也如一泓秋波，发着幽绿的颜
色，像孩子的眼睛明净坦诚，没有一丝杂质。斜

阳时分，一河秋水似红酒之液汩汩东流，若是
秋风乍起水波层涌，更是一河斑斓。

记得小时候，每当秋收之后，看着满仓的
金黄稻谷，母亲的脸上总是挂着坦然与踏实
的微笑。可是，一旦出了门，瞧见田野的稻茬，
胡子拉渣，不修边幅；已晒干打堆的草垛，像
坟冢，渲染着衰败和死寂，母亲的心，就又像
这秋收后的原野一样，充满落寞与空荡。我知
道，母亲心里又在默念她的“白露早，寒露迟，
秋分种麦正应时”。于是，我看见，手上的血泡
还没有脱落，收割时脸上晒脱了的皮，甚至两
眼的血丝都还没有消尽的母亲又牵着牛，扛

着锄头出门了。翻田，耙田，晒田，息田，母亲
又开始新一轮的播种……

寒露时节，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播种季节。
它往往被人们忽视，忽视在秋收的喜悦里，忽
视在春华秋实的传统思维里，也忽视在它的
似乎无足轻重里。然而，收割后的田野以及刚
刚破土的种子，正需要露水的滋养，忽视了
“寒露胡豆霜降麦”，我们的食物链将拉开一
个无法弥合的口子。寒露打湿早起的脚步，打
湿秋虫的鸣唱，却打不湿农民心境的明亮。

寒露里蓄满了秋色，它在迎接传承启合
的曙光。

秋日寒露
□ 晓 波

幸福，像花的开放，像蝴蝶的翅膀。残缺的花注定
不美，断翅的蝴蝶永远不会高飞，幸福就是这样，残缺
终究会被发现。

有人说，幸福是两个极端：或者是炽热如火，感觉
身心像被火包围着一样，兴奋不能自已；又或者是冰冷
如天山雪莲，冷冷清清却包含着大爱。正因为有此极端
的幸福观，所以，那些处于两极之间的幸福，往往是躲
过了粗心的人们的视线，虽然如同微风一样静静围绕
在人们的周围，却让人难以察觉。

就是这让人难以察觉的幸福，让多少人郁郁寡欢，
抱恨而终。只到临死，静静地回想起往事，才发现幸福
真的一直就围绕在周围：父母的爱，情人的爱，儿女的
爱，朋友的爱，邻里的爱，同事的爱……这一份份的爱，
一直就像春风一样向他们迎面走来，又因他们的忽略
而擦肩过去，一份份应该拥有的幸福就这样悄然消逝。
只到临近生命的尽头才被发现，但一切都无法挽回，上
帝不会因为你的悔悟而再给一次机会。

有些人为得不到幸福而后悔，而有些人却甘愿放弃
幸福。有人说：“天堂是华丽的忧伤，因为人的精神需要
一个很好的寄托，所以便有了天堂。”那些甘愿放弃幸福
的人，选择了华丽的忧伤。被爱蒙蔽了双眼，为爱等待，
为爱减了肌肤损了容颜，到头来才发现：如果不是真正
的爱，永远都不可靠，只有幸福才会让人终生受益。

幸福像什么？幸福像娇艳的花朵，只有在汗水与泪
水的浇灌下，才会美丽长驻，永不凋谢；幸福像手中的
汉堡包，只有经过精心地调味、煎烤，才能香美诱人；幸
福像一幢高楼，只有一丝不苟地打好基础，一砖一砖地
砌盖，才能顶天立地，坚固无比；幸福像一片汪洋大海，
拥有着无数的财富，只有不怕巨浪，敢于追寻，不轻易
放弃，才能探寻到宝藏。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听到孩子第一声啼哭时挂在
母亲脸上的笑颜；幸福是天真活泼的孩子们在花雨中
边唱边跳的舞姿；幸福是花前月下一对恋人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的誓言；幸福是夕阳的余晖里，老人们盛满人
生的经验，立在街头看风景的从容恬静；幸福是晴天到
来时的向日葵，找到温暖的方向，继续热情地开放。

我的幸福在哪里？摊开手掌，我努力找寻着它的踪
影。暗香微度中，我看到我茂盛的掌纹里，悄藏着无数
幸福的痕迹。

幸福
□ 尹 雯

大纵湖 副刊

三毛说：“人生如三道茶———第一道，苦若生命；第
二道，甜似爱情；第三道，淡若微风。”

生命真的是苦么？———也许，在那些流浪的岁
月里，在那独在异乡的夜里，一次一次的辗转难眠的
日子真的是苦。可，生命的枫叶若非经霜，怎么会有
如此明媚的鲜艳呢？若非经过长夜的痛哭，青橄榄般
涩涩的心，怎会散出恬静的清馨。———细品这道苦
苦涩涩的茶，好么？在青而涩，苦而甘的茶里，细品清
馨！

清甜的茶，是我生命中的极品。那首从灵魂深处散
出的曲子，从蝴蝶梦里带着不灭的甜意飞出，一遍一遍
地沁透在茶里，蓄满一生不变的清馨。若你收藏一生，只
斟一次的那一脉心泉，在你的心壶里被真挚的火焰热到
滚烫时，我的心茶缓缓散出此生仅有的清馨，用生命细
品，真的好甜！———饱含着风花雪月诗的茶情呵，似风
清爽，若花明艳，似雪纯净，如月皎洁，清丽的心浸在这
茶里，清甜到生命尽头的梦里。

在软红万丈的长风里，在历尽千帆的风景里，为我
斟一盏很淡很淡的茶，好么？清而纯的水质，过滤了生
命的风尘，沁出那杯淡若微风的茶，那味道若无还有，
好似人生的极致。在清风明月下，顿悟生命的禅———菩
提非树，明镜非台，情带极处，若有还无！

岁月的风霜，洗出那极青绿的茶，心中的顿悟，是
云雾般的钟灵毓秀，熏出清馨而独特的茶意和淡泊而
清逸的生命。

人生如茶
□ 梅吟雪

雨滴 凉凉的雨滴
滴落碧绿的热望
将一抹金黄
撒在秋的心海上

浪漫的遐想
随着萧萧残叶
消隐于清冷的泥土中
蓄储着不曾泯灭的
真诚贤淑

厚重的思念
云游在多情的季候里
采撷那记忆的果实
品尝着曾经拥有的
幸福快乐

清 秋
□ 山 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