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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野生菌
|| 航空工业成飞　李丽娟

每年七八月间，是家乡漫山遍野
长满野生菌的季节，给妈妈打电话问
她最近在家做什么，有没有去采野生
菌，她说刚刚从山上回来，采了一大
筐野生菌，今年野生菌特别多。“今年
很多吗？我记得越来越少了呀？好想
吃！”我咽了咽口水，掩饰不住兴奋
地问。离家多年，我已经很多年没有
看到过长在草丛中的野生菌了，野生
菌可是我曾经对家乡美味的最美好记
忆啊。隔着电话我仿佛能看到沾着土
被妈妈用背篓背回来的一朵朵散发着
大自然气息的野生菌，牛肝菌、鸡枞菌、
奶浆菌、青头菌、鸡油菌……同时也
把我带回了童年，带回了家乡，带回
到妈妈身边。

小时候，最期盼的不是过年，而
是放暑假，一到放暑假，上山采野生
菌是我必不可少的功课，有时候我们
一群群小孩约着漫山遍野地跑，但更
多的时候我是和妈妈一起去，早上早
早起床，吃了早点，带上点零食便出发。
那个时候野生菌真的特别多，尤其遇
到前一天晚上打雷下雨的时候，我和
妈妈一上午就能背十多斤回来。采回
来的野生菌会有固定的小商贩来收，
商贩不要的，我们就自己留着吃，野
生菌炒腊肉，那香味我至今回味起都
不禁口水直流。每次野生菌卖完以后，
妈妈都会给我一些零钱让我自己支配，
而我则把钱存下来，买心仪已久的发
夹或是童话书。上大学后，我仍然每
年暑假都会回家，跟着妈妈上山采野
生菌，享受家乡独特美味的同时，亦
享受跟妈妈一起的快乐时光。工作以
后，我再也没有时间回去跟着妈妈去

采野生菌，但每到这个季节，我总会
想起家乡那漫山遍野的野生菌，想起
那独特的家乡美味。

其实野生菌不仅是我对家乡的记
忆，还承载着家的温暖及妈妈对我满
满的爱。小时候，每到周末爸爸回家，
白天我们上山采野生菌，晚上则围着
火边看电视边烤野生菌吃，妈妈总是
把烤好的香喷喷的野生菌喂到我嘴边。
记得那时候鸡枞菌很稀少，偶尔遇到
几朵，妈妈总是舍不得吃，做成鸡枞
油后留给我吃。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场
景仍觉得幸福又温暖。如今，我离家
越来越远，每年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屈
指可数，这样在一起温馨的场景也随
着回家的匆忙而变得越来越珍贵，还
好脑海中留着足够多的温馨画面供自
己回味。小的时候，采野生菌是补贴
家用的一种方式，现在，妈妈每年采
的野生菌都是经过加工后留着给我们，
让我在远方亦能感受到妈妈满满的爱，
尝到家乡独特的美味。

“醉美”襄阳牛油面
|| 航空工业南京机电　张宏庆

|
提起襄阳牛油面，它可是襄阳人

早餐的最爱，特点是这辣麻鲜，味道
爽口，回味悠长，久食不厌。相信地
道的襄阳人如果三两天不吃牛油面，
便会感觉口中无味，食欲大减。且不
论哪家的牛油面，无外乎，面在水开
后煮捞起，加油拌 ；吃时，撮一把放
入搭勺，伸进开水大锅里热，然后加
上熬好的牛油、辣子及其他佐料，加
点牛肉就是牛肉面，加点豆腐就是豆
腐面，当然加点海带，就成了海带面。
吃牛油面时，再喝一碗襄阳黄酒，四
肢百骸无一不畅快，犹如得了神助一
般，神清气爽，满座风生，飘飘然也。

起初，我对襄阳牛油面还是有所
抵触的，后来周围的同事都说牛油面
好吃，要不来一口？自然，我在美味
的诱惑下，接触了襄阳饮食文化的瑰
宝——牛油面。这真的匪夷所思，端
上一碗用骨头汤做底，辅以上好香料，
红油熬制成黏稠琥珀，其味道麻辣鲜
香，挑起面，吹吹风，一口下肚，汗
流浃背兼酣畅淋漓，着实让人上瘾的

滋味！
经过十几年的浸润，我也成了吃

面的美食家。要说咱襄阳牛油面，哪
家为最呢？有人说是“闫家大炮”；
也有人说是“檀溪牛油面”；当然也
有人说是“贾洼牛油面”等太多了，
到底是哪一家最美味呢？

其实每一家店都各有千秋，我只
能从我的口感中，略评一二。首推“贾
洼牛油面”，它家面条筋道滑口，进
入喉咙，有一股牛油的清香在嘴边 ；
配上几颗大蒜，一碗黄酒下肚，更是
好吃极了！早上起来，约上几个“情
同手足”，去贾洼牛肉面馆，一口直
径一米多的大锅，里面熬满牛杂，我
们离老远就能闻到扑鼻而来的浓香，
无论来自各方人士一律平等，在小凳
子上座，慢慢地嚼，慢慢地喝，虽不
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的场面，
却是另一番“香飘飘”的亮丽晨景！

“邓家牛腩面”，名气大，但凡有
外地的亲朋好友来，我都要请他们去
尝一尝，每次我也会像“托儿”一样
地说 ：“中央台宣传了的，尝尝吧。”
那牛腩的烹饪是一绝。

“闫家大炮”，好像襄城人去得
多。每年大年初一很多人会去那来一
碗面。“老板，能不能快点！”只见
那老板撒开膀子，只管捞面，从来不
管你的叫唤，也可能是听不见，当真
是人声鼎沸。等到我端面时，竟然找
不到座位，这就是“闫家大炮”的生
意好到什么时间来都要排队。

除了“贾洼牛油面”“邓家牛楠
面”“闫家大炮”，当然还有很多江
湖传闻的牛油面。前面提到“邓家牛
腩面”，那么就把一桥桥头下面的几
家有名的一齐说了罢。其实这个“族
群”牛肉面历史悠久，对，就叫他“族
群”，有些集成的意思。“邓家牛腩面”
的对面是陈家面、赛家面，还有马家
面。一桥头的面，那边是刘氏面与海
家面。原来新中国成立前他们都在教
门街，信奉伊斯兰教，后来改成友谊
街。如今却都聚在一桥头的两侧，号
称全襄阳最强牛油面“族群”。据说
电视片“舌尖上的美食·牛肉面”就
是从这里开机的。海家面外传打的旗
号则是“知味·襄阳”！陈家、马家
等纷纷以牛肉地道、质味厚重还带点

原味取胜。赛家以“当年老子的队伍”
自居，其旗号卷起几场“风波”。他
们都懂江湖，各有各的招数。这几家
唯有“邓家牛腩面”，沉淀了襄阳本
地的特色，将牛肉原质味作一些改进，
经特色密传之法，再加上“混元一气
袋”七七四十九天密制，升级成为新
“邓家牛腩面”。这一“族群”，有些
像“明末十三家”一样，发挥了集群
的优势。

寻味“醉美”襄阳牛油面，寻的
是一个过程，一种游子难忘的家乡味
道！

“莲”年有余
|| 中国航发黎明　贾金莉

机修班班长老贾是山东人，转业兵出
身，人倔，但工作起来可是一点都不含糊。

那一年临近春节，接到上级下达的军
工任务，厂里立即安排大家加班。可就在
这时，关键设备冲床坏了！这台冲床原定
春节期间得连轴儿转的工作，工人三班倒，
换人不换马。可这都腊月二十九，眼看到
年三十儿了，它却出了故障。

老贾带着徒弟小杨，立即在冲床边
摆开了修理战场。两个人忙活到晚上十点
多，终于修完了。“我明天一早就能回家
过年了！”小杨高兴地说。可老贾不放心，
让冲床操作工小王启动冲床试一下。“行，
转起来了！”小王试了一下说。老贾还是
不放心 ：“冲个件试试。”小王有点不耐烦
了 ：“这不都转起来了吗？”老贾坚持。
小王只好冲个件，可这一冲才发现，床子
一吃劲就停车！老贾要修，可夜晚厂房里
光线太差，只能等明天再干。明天，那可
是大年三十啊！车间主任老梁说 ：“我去
北华厂联系一下，春节期间咱借他们的床
子干活。”老贾说 ：“你先联系着，明天我
们再修修。”

老贾回到家，一家人还都没有睡。老
贾三个女儿最大的十一，最小的才五岁。
“爸爸，明天我们跟您一起去买过年菜
吧！”孩子们说。过年期间市民凭副食本
供应年货，每人有十斤菜，还有少量的鸡
蛋、豆腐和肉。妻子喂着刚满月的儿子，
出不了门。肉、蛋、豆腐，都在离家不远
的副食店供应，量也不多，妻子让几个孩
子们跑了几趟都买了回来。可这新鲜菜，
必须要去离家几里地的新菜场买，这就只
能等老贾了。老贾说 ：“我明天得先到单
位修床子，修完再去买年菜。”

第二天上午，老贾和小杨就把冲床的
传动系统整个检修了一遍，可还是不行。
接近中午十二点，老梁回来说 ：“北华厂
那个事不行了，他们春节也用床子。但咱
这可是军工任务不能耽误！这可怎么办
呢？”老贾心里惦记着一大家子人的年菜，
如果耽误了，过年期间一大家人就都没有
菜吃了。可老贾知道，国事大于家事，任
务重于泰山。他抓起棉帽子，骑着自行车
就出去了。半个多小时后，他死说活说，
把他的老乡加战友、干机修的老郭从家里
拉来了。老郭查看了冲床，用手电筒照着
仔细检查了作动箱，然后又和老贾商量了
一阵子，他俩就撸起袖子一起干起来，拆
拆换换修修，忙到下午四点多，冲床终于
被他们修好了！|

老贾骑车把小杨送到回郊县老家的长
途汽车上，自己急匆匆地赶去买菜。可是
此时新菜场早已经关门，老贾又骑车跑到
区里的大菜场，可是也关门了！他又往东
骑，心想，也许郊区的菜场还有菜？当他
赶到郊区时，那儿也关门了！这时，天已
经彻底黑下来了，四处响起了鞭炮声。老
贾心情低落，他又累又渴，于是敲开路边
一户农家的门讨了碗水解解渴。这家人正
围在炕上包饺子，女主人倒了碗热水，让
他进屋坐着慢慢喝。交谈中，老贾说他在

军工厂上班，因为加班耽误了时间，菜市
场关门了没买到过年吃的蔬菜，在旁边一
直没说话的男主人听完后，走出了屋子，
回来时手里拎着小半麻袋东西 ：“这是我
前些天在野塘子里挖的藕，还剩这些都给
你吧。”老贾拉开麻袋口一看，长长短短、
粗细不一的藕，裹着泥，足有二十多斤。
老贾坚持让过了秤，按斤数付了钱，然后
带着半麻袋藕回了家。

刚一到家，全家人立即忙活了起来。
有的削皮，有的剁馅，三十晚上，全家人
吃上了一顿特别的藕馅饺子。孩子们说 ：
“这饺子馅一咬‘咯吱咯吱’的，有点甜，
挺好吃！”接下来的几天，全家人餐桌
上的菜只有藕——炒藕片、炖藕段、炝拌
藕……吃多了，孩子们难免抱怨。老贾笑
呵呵地说 ：“咱们为啥没买上菜啊？因为
爸爸加班 ；爸爸为啥加班呢？为了军工任
务！孩子们，军工任务是国家的事，那比
天都大！别说顿顿吃藕，就是什么菜都不
吃，也不能耽误！这藕又叫莲菜，
过年吃莲菜，‘莲’（连）年有
余，多好啊！”

老贾用这些朴素的话语，
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种下
了“军工任务，重于泰山”的
军工情节。许多年后，老贾的
三个女儿也成为军工厂的职
工，有的在南方，有的在北
方，有的当工人，有的搞技术，
有的做管理，但无论在什么
岗位上，她们始终记着老
贾的话，她们爱岗位敬业、
踏实工作，个个都是好样
的！其中老贾的二女儿就
是我。

那个春节，徒弟小
杨初三从农村的家里赶
了回来。小杨妈妈听说
他师傅因为加班没买上
菜，让他把自家菜窖里
存的白菜、萝卜、洋葱、土
豆每样匀出来一些给师傅家送
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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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发航材院　王小波

春节给了我很多美好的回忆。回忆
起儿时的春节，那些难忘的日子依然那
么清晰。

小时候的我们一年中最期盼的莫过
于过年了。可以有好吃的、好穿的，还
能领到压岁钱。那简直是天堂一样梦境
般的生活。每到过了腊八就要准备过年
了，腊八时家人就开始泡腊八蒜、熬腊
八粥。下一个阶段就是二十三糖瓜粘，
村里的习俗说二十三是一家之主的灶神
上天汇报工作的时候，我们上供时用一
些糖瓜做贡品，这样灶神在享受贡品时
就会把嘴黏住，上天汇报工作时就不能
说坏话了，上供完成就到了我最喜欢的
环节，就是分糖瓜吃。糖永远是孩子的
最爱，那时的糖瓜不知怎么吃着格外甜。
二十三过后就要准备各种各样过年用的
食材，爸爸负责炸油饼、炸丸子、蒸年糕，
这些是爸爸引以为傲的绝活，而看似繁
重的体力活，爸爸从来不当回事，轻轻
松松地就完成了这一套“流程”；妈妈就
负责蒸一屉屉各式各样的面点，有背元
宝的小刺猬，有含着金币的招财蛇，有
用红枣点缀的花糕，说是上供用。但我
只对这些有红枣的花糕感兴趣，每次上
供完这些花糕上的红枣，无一落下，全
被我偷偷扣掉吃进肚子里，妈妈也只是
看着我无奈地笑笑罢了。当然，说起春
节不能落下鞭炮。鞭炮是每个男孩子最
喜欢的玩物，每次家里的长辈去集上购
置年货，我都会以“看看世面”为由跟上，
真实目的当然是去集上买我最爱的小鞭
炮。每当路过鞭炮摊位时我总是拽住长
辈，然后使用各种“苦肉计”，最终他们
只能妥协。给我买一些。

童年的春节，还有一种灯让人难以
忘怀，那是给我带来无穷乐趣的灯笼。

现在的灯笼多是专业
化制作出来的，比
起过去的更精致漂
亮，但感觉却少了
些什么。小时候的
我们手很巧，动手
能力很强。每年春节
前，都要找来一些酒盒、
纸箱用剪刀剪出各式各
样的画，或者先用笔写完
字，然后用针扎成小孔，竹
竿用小刀削削刻刻，再用五颜六色
的糖纸把大孔糊好（这些糖纸都是一年
中慢慢攒下来的），就成了一个别致的灯
笼。节日里，天一黑，就和小伙伴们每
人提着一只灯笼，大家互相争比，都觉
着自己的灯笼永远是最漂亮的。

大年三十，家家户户贴春联。小时
候，我们家的春联都是爸爸亲手写的。
虽然爸爸只有高中学历，但在当时却是
村里为数不多的高材生，他写了一手漂
亮的毛笔字。每到大年三十，左邻右舍
会拿来红纸请他写春联，他总是乐此不
疲、照单全收。只要你告诉他要写几副
房门春联，然后龙飞凤舞、一挥而就，
大门上诸如“山青水秀风光好，人寿年
丰喜事多”“人勤三春早，地肥五谷丰”
之类，写给灶王爷的则是“上天奏好事、
下界保平安”等。我的任务就是将一大
张红纸裁成一条条的春联宽度，等着爸
爸写完晾晒到院子里，看到院子里一幅
幅即将晾干的春联，心里一阵阵自豪，
觉着爸爸就是以后学习的榜样。当然，
妈妈也不会闲着，熬一锅糨糊作为贴春

联与年画的“胶水”，用刷子沾点往门上
一刷，春联就可以结结实实地贴到门上
了。贴完春联与年画，屋里屋外全部焕
然一新，看着各种色彩鲜艳、寓意吉祥
的年画和写着新年寄语的对联，全家人
会守着电视机看春节联欢晚会，在一阵
阵欢笑中等待辞旧迎新的时刻到来。新
年的钟声响起，我们会给爸爸妈妈拜年，
伸出手迫不及待地等待他们已经准备好
的红包。

初一或初二就是拜年、走亲访友了，
一直到正月十五过完元宵节，年才算过
完。记忆中的春节到处是浓浓的过年气
氛，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慢慢搬上
了楼房，年味也慢慢在变。我还是喜欢
小时候的春节，忙碌的春节，充满节日
味道的春节。

我记忆中的春节还是那么美，那么
吸引我。

|| 航空工业庆安　王建辉||
|
又是一年春节时，我们这个小
家也和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

打扫卫生，置办年货，我
和爱人在一起商量着大
年初一这天要做的菜，
就听她说了一句 ：“麻
辣鸡腿这道菜是不能少
的，这是妈妈健在时教
我的……”闻听她说起
此事，我立刻想起了母
亲健在时全家人一起过
年时的情景。

我的母亲是一位有
着大爱的慈祥而又和蔼
可亲的老人。也许是她

年幼时经历过许多苦难，所以老人家
非常在意我们全家人团聚的日子，而
这一时刻就是每年过春节的时间。在
我的印象中，每年离春节还有半个月
左右的时间，她就开始忙活起来了。
首先她会叮嘱我把家里所有的窗帘摘
下来洗了，洗完窗帘后，再让我把家
里的玻璃擦得明窗净几 ；距春节还有
一周的时间时，母亲通常会凑一个

我休息的周末，一起去蔬菜水果批发
市场，到了市场，她会按照事先写在
纸上的菜名，“照方”买蔬菜和水果，
直到买齐为止。回到家里，她再将买
回的蔬菜分门别类收拾好，她边收拾
边说 ：“你大哥他们一家人在北京，
虽然说起来那地方什么都有，可是他
们还是喜欢吃家里我做的饭菜 ；我的
外孙最喜欢吃我做的麻辣鸡腿，你姐
最爱吃我包的饺子，因为我‘挤’出
来的饺子皮薄馅大……”从母亲唠叨
的话语中我看出了她心中的喜悦。

大年三十这一天我们家有个习
惯，从下午就开始包饺子，饺子馅自
然是母亲拌的，全家人一起动手，我
们两口子负责擀饺子皮，其他人则负
责包饺子 ；三哥肠胃不好，吃韭菜不
好消化，母亲通常会准备两三种饺子
馅。由于大家都喜欢吃母亲拌馅的饺
子，家里放饺子的竹子篦子全部派上
了用场。大家一边包饺子一边聊着一
年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母亲则坐在一
边看着、听着，喜悦的笑挂上了她的
眉梢。春晚开始时煮好的饺子也摆上
了桌，全家人一边吃着饺子一边看着
春晚的节目，那时的气氛真是其乐无

穷啊！
最热闹的一天则是大年初一。尽

管看完春晚时间已经半夜了，但母亲
依旧是家里起来最早的。吃过早饭，
母亲会将准备好的红包发给几个孙
子，我知道，这几个红包是母亲在半
年前就准备好的。随后，母亲让我拿
出写好的菜单对大家说 ：“上面写的
菜我都买好了，今天我只负责做一个
麻辣鸡腿，其他的菜你们几个人做就
是了。”“好。”听罢母亲的话，大家
异口同声答应道。我知道，麻辣鸡腿
这道菜，是母亲经过多年的“摸索”
做出的一道非常地道的川菜。当年父
亲在世时只要吃一口母亲做的麻辣鸡
腿，总会操着很浓的川音说 ：“巴适
得很……”父亲去世后，母亲只在过
年时亲自下厨做这道大家“向往已久”
的川味菜。

中午时分，大、小两张桌子已
经摆满了丰盛的菜肴，母亲和我们围
坐在大桌子前，孙子们则坐在小桌子
边。就听母亲说道 ：“每年的今天是
我最高兴的日子，现在的生活是越来
越好了，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过去，
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多为国家和

社会做点事情。”母亲讲话后，我们
几人都随声附和着母亲的话，同时希
望母亲保重身体。也许是桌上的菜肴
太具诱惑力了，几个孙子早已等不及
吃开了。看着全家人就这么吃着、说
着、笑着，从母亲脸上的笑容我看出
她心里非常高兴，虽然桌子上的菜很
多，但她也只是偶尔拿起筷子夹一点
菜吃，我们都劝她多吃点，她却说 ：
“你们忙了一年，团聚一次不容易，
你们多吃点……”此时此刻，我想起
了父亲在世时曾经说过的话 ：“你们
的母亲为了这个家付出的最多，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家里大人孩子加起来
有近十口人，那个时候是困难时期，
粮食等物品非常紧张，为了能让我和
你们几个孩子吃饱，你们的母亲常常
把吃的留给我和你们吃，而大多数时
间她自己只喝稀的，最后自己都饿得
出现了浮肿……”一想起这些情景，
我不禁有些酸楚，泪水也模糊了眼
睛……

如今，母亲已离开我们 7 年
了。但每年春节来临时，我就会想起
她——一位把全部的爱都给了我们的
老娘亲。

和母亲一起过春节的日子

寻 找 家 乡 味 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