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 南 腊 肉》中 介
绍，在湖南人们通常把

“腊肉、干鱼、晒辣椒”
誉 为 菜 谱 中 的“ 三
魁”。湖南腊肉具有皮
色金黄、脂肪似蜡、肌
肉橙红等鲜美的外观，
又有浓郁的熏香和咸淡
适口的特殊风味。湖南
腊肉之所以成为名产，
主要取决于湖南当地良
好的原料、适宜的加工
季节以及精良的操作工
艺。气温的把握、原料
的选择、切条的大小、
熏制的程度等等，都可
以直接影响加工腊肉的
质量。

腊 肉 的 确 是 湖 南
名菜之一。在别的菜
系中，腊味登上名菜榜
的不多，但湖南更注重
腊味菜式。比如湖南
有一道名菜叫“腊味合
蒸 ”，其 中 有 腊 鸡 、腊
鱼、腊肉，加上豆豉一
起蒸。再比如冬笋炒
腊肉、藜蒿炒腊肉、腊
肉炖鳝片。尤其是腊
肉炖鳝片，这个菜在别
的地方没有看到，现在
在湖南菜里也比较稀
有了。

不同地方的腊肉，
做法和吃法都不尽相
同。四川、重庆、贵州和
湖南的腊肉大同小异，
但跟广东腊肉的差别就
很大。这本书虽然是讲
湖南腊肉，但其中的做
法 和 四 川 、重 庆 差 不
多。湘西地区的腊肉别
有风味，而重庆渝东南
土家苗族片区，在历史
上一直也是做腊肉有名
的地方。

带有酉阳风味的香肠。

/人物名片/

二毛，本名牟真理，上
世纪 60 年代生于重庆酉
阳。著名诗人、美食家、《舌
尖上的中国》美食顾问、中
国饮食类非遗传承与保护
课题组专家（文化部和中
国烹协）、中国饮食文献收
藏家。1987年直至现在，
先后在重庆、成都和北京
创立文化餐饮品牌“川东
老家”和“天下盐”。著有
《碗里江山》《妈妈的柴火
灶》《味的道》《民国吃家》
等美食著作。

腊肉拼盘。 二毛餐馆里的腊肉。

老腊肉
为什么只爱家乡味？

店里卖得最好的腊肉叫“刀板
腊肉”，是将老家制作的腊肉煮熟，
趁热在刀板上切成片直接上桌。
因为过去切腊肉，面对油亮亮且肥
瘦均匀的腊肉，总是忍不住“偷
嘴”，感觉腊肉最好吃的时候就是
热腾腾在刀板上切的时候，所以我
们干脆就直接将腊肉放在刀板端
上桌。

还有一个我的私房菜，选用半
肥半瘦的腊肉，配料用豆干、青椒
和豆豉，炒出来的腊肉别有风味。
将腊肉切成小丁末，加姜蒜炒成臊
子，再将蒜苗切丁放进去，吃面的
时候放一点很好吃。

我曾经还发明过一道“酒肉和
尚”，也是将煮熟的腊肉切成片，外
面挂蛋糊，将其两面煎黄，再加上
一点椒盐。为什么叫酒肉和尚
呢？因为挂了糊后，包裹起掩盖了
它是肉的面目。现在腊肉的吃法
越来越多，腊肉切丁烧黄豆、腊肉
炒青椒、腊肉炒折耳根等，都是现
在常见的吃法。

刀板腊肉
保持重庆酉阳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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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二毛 整理/封面新闻记者 薛维睿

这一期的菜谱是《湖南腊肉》，1965年由轻工业出版社出版。湖南腊
肉又名“三湘腊肉”，是把肉腌渍后又经熏制而成的一种腊肉，历史悠久，香
气浓郁，具有特殊风味，是我国著名的特产食品。这本书是“中国特产食品
丛书”中的一个专题。在上世纪60年代初，能够将当地的腊肉做成一本
书，可见腊肉在中国饮食文化结构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腊味合蒸
湖南名菜的代表

气候菌群
决定了腊肉差异

在重庆的菜谱里有一道“回锅腊肉”，也
要放豆豉和蒜苗。在我的老家重庆酉阳，腊
肉也是做得非常好的。入冬以后，几乎每家
每户都要做腊肉，特别是冬至以后，是做腊
肉的最好的季节。腊肉在历史上是为了储
藏而发明的，杀猪以后，为了来年有肉吃，就
将肉腌制熏炕。

我在北京已经开餐馆十五年了，这里卖
的腊肉是我们团队到重庆酉阳制作。酉阳
和湖南湘西、湖北、贵州交界，我们每年入冬
到这里宰杀三十多头猪，用来制作腊肉和香
肠，保证餐厅一年的使用。其中有很多秘制
的配方，包括要使用上好的白酒，而且必须
要是酱香型的酒。熏制要用到柏香枝、花生
壳、瓜子壳、茶叶等材料。

店里的腊肉名气也越来越大，比北京许
多餐厅的腊肉都好吃。我曾经也想过，用同
样的配方，腊肉是否能在北京做？

到北京的第五年，我买了一些土猪，在
北京郊区找了一个地方，用同样的方法试
做，最终成品与老家腊肉天壤之别。我们分
析了原因，可能是因为没有酉阳的气候和菌
群。这应验了我一直以来的观念——真正
的美味在当地。一个地方的美食，包含了那
里的食材、空气、土壤、微生物乃至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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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母亲
□周德志（西昌）

每年清明节前，我们一大家人都会到墓地祭
祀父母和先祖。清除墓前和周围的杂草，摆上祭
品，把仙逝的至爱亲人请到一起，让他们热热闹
闹地尽享酒水和供品。在这些可敬可爱的亲人
中，最让我们难分难舍和心疼的，是10多年前突
然离世的母亲。

2008年5月19日凌晨，我和妻子在睡梦中被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电话那头，大姐哭泣着
告诉我：“妈妈走了！”这一噩耗，无异于半夜惊雷，
震得我半天回不过神来。头天下午，我们几姊妹还
在医院和她一起吃饭，饭后负责照料她的大姐还搀
扶着她在医院的走廊上转了几圈。看着母亲好好
的，我们才各自回家，怎么突然就离开我们了呢？

母亲长期患有妇科子宫下垂疾病，备受痛苦
折磨和煎熬，76岁的她不得不到医院进行手术治
疗。几年前，母亲就身体非常不适，到医院检查
后，医生说，要治愈必须手术。考虑到她已是高
龄不宜做手术，家人商量并充分听取母亲的意见
后，采取吃药控制保守治疗的方式。可母亲的病
情持持续续，反复发作，到2008年春节后病情日
趋严重了。一大家子又反复商量，经母亲同意，
我们把她送到了医院。

手术后，母亲身体非常虚弱，创伤疼痛不停地
折磨着她。看着母亲非常难受的样子，我们只能轮
番小心翼翼地伺候着她。在大家的精心照料下，母
亲的身体状况日益好转，疼痛感越来越轻，精神越
来越好，脸上时不时出现久违的笑容。谁知，手术
一周后的5月19日凌晨，母亲却出乎所有人意料，
抛下她眷爱着的儿孙，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我们的外公外婆过世早，母亲和舅舅两人从
小相依为命，生活过得异常艰难。母亲和父亲结
婚后，奶奶故土难离，在老家居住，父亲又在西昌
工作，他两头照管，一两周才能回家一次。

母亲一边在生产队挣工分，以争取分到更多
的粮食养家糊口，一边还照管我们五姊妹的生活
起居和成长。我们家劳动力少、人口多，是生产
队年年的欠款户，其日子艰难可想而知。好在母
亲十分能干，靠着当小学教师的父亲每月微薄的
工资，带领一大家子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在生产队，母亲以她吃苦耐劳、能干贤惠、心
地善良、热情助人、和睦乡邻、尊老爱幼、接贫济
困的良好品格，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尊重。还有
让我们最怀念的是，母亲特别具有爱心和耐心，
她在繁重的劳作之余，不仅养育带大了我们五姊
妹，还帮助我们几姊妹照管培育带大了一个又一
个孙子，把母爱和温暖倾注给下一代。礼州镇陈
远村老家，成了众多孩子茁壮成长的乐园和学
园，也是他们情感和精神永远寄托的地方。

哀思托梦达，思念与时增。清明节到了，母亲
音容笑貌犹在，母亲谆谆教诲犹存，母亲恩情无边。

时
光

清明随感
□肖忠炜

“清明时节雨，路上行人魂。酒家何处有，遥
指杏花村。”这是一首过去文人骚客著名的删减
诗。名诗佳词被无聊的文人有意删减词句，也别
有一番韵味，贴切实景。

又是一年清明，天空晴朗，没有追魂断魄的
雨，时节做出了减法，不合时宜地减去了那理应
发生的煽情的幽幽细雨，让那些在坟茔前追思凭
吊的人们少了一丝伤感的背景气氛，煞是遗憾。

诗词可以做减法，无非是文人墨客消遣娱乐的爱
好，不伤大雅；天气可以做减法，可以视而无睹，无碍你
祭扫、伤感。而人生的减法却催魂夺魄，情不自已。

我们从呱呱坠地伊始，人生的减法就启动了
开关，无论你是高官显贵还是名流达人，都一律
平等，时刻不歇地减少每个人在人世暂留的日
子，以天为时间单位，在与你的至亲至爱的人做
着离别的倒计时，直到那天到来，从此阴阳永隔，
夜夜萦怀，唯有追思。

清明是忧伤的日子，无论天空是否有雨，都
让人忧郁。我们在这天追忆逝去的亲人，缅怀伤
感、追思无垠，陷入无法自拔的绵绵情愫中，而来
生迷茫，不知何方？

清明是生命减法中的一段重要的标记时刻，
告诫人们，年年清明今又是，勿忘命运。在人生
不能停歇的倒计时刻心灵向善，关爱亲人，善待
他人，敬畏自然，在减法的生命末路上留下让后
人值得缅怀追思的美好回忆，回忆里应该是满满
的幸福、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