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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记事起，我孩童时代的火塘边饭桌上，就几
乎每隔两三日就有那么一碗白花花散落着星星
点点红辣油的下饭菜——炖豆腐。

阿墩子的豆腐似乎是有着它自己的时代和地
域的特点的，就是大坨。从生产豆腐的作坊里的
那些家伙什上就看得出来，大锅大灶大柴块，大
瓢大缸大簸箕，都是大。当然，大豆的大却不是
颗粒大，只是名曰大豆。虽然此物因为气候和海
拔的原因，在阿墩子的土地里产不出。但不知从
何时起，豆腐这一大众食材，就已在这藏地的大
山深处，实实在在地混迹于百姓的餐桌上，且与
洋芋一起成为人们的当家主菜。

与现在大不相同，上世纪中期那个时候的家
户中，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饮食保障，是
老百姓大如天的事。人们之间张口就来的那一
句问候语：“吃了吗？”，就很可以说明。人们一日
三餐的摄入量里，营养单一，所需热量主要靠的
谷物粗粮，哪来现在这般的讲究什么蛋白质、氨
基酸、脂肪、维生素、膳食纤维以及必得满足舌头
上味蕾无休无止百般奇妙的口感，而是只求一个
混得饱。

阿墩子的豆腐，块头大，方方正正的一大坨，
有个斤半到两斤不等。何以就如此大呢？原因
有二：其一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计划经济，物
资匮乏，只有票券限量的粗细粮搭配及少得可怜
的肉食、油脂。叫做“口粮”，国家供应，很规范。

而传统家庭结构的百姓家里人丁众多，一般
为三代七、八口人，有的人家十余口人。那么多
张大嘴小嘴和一个个缺油少脂的干瘪肚囊，就一
定得要有些分量的饮食。况且，那时的人们热量
消耗大，使力流汗多呀。“工业学大庆”，使大力；

“农业学大寨”，流大汗。此可谓阿墩子豆腐的时
代特点，大者。 其二，这方土地上人们的性情使
然。豪放豁达，横来直去不太绕弯，气息粗豪，不
拘小节，少有不切实际的小巧儒雅。因之，与人

们的性情一样，大坨大坨的豆腐，是其地域特点。
内地的豆腐就不是太大坨，一般也就半斤左右，
一寸三分的厚度，小方块。我知道的大理的乔后
那个地方的豆腐是以对子论价的，一副扑克牌大
小的两坨为一对。整整齐齐一对一对摆放在摊
子上的木框里，看着秀气，有些商品陈列的门道，
或买或卖都透着会过日子的人的精细。

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中期以前，阿墩子的豆
腐作坊有两处，国营制的县商业局饮食公司和集
体制的联合社，前者人们简练顺口地称之为“德
钦饭馆”，整个县城惟其一家的国营饭店。后者
称之为“阿佳豆腐”，是几位着传统大褂，头戴红
色巾帕的中老年妇女劳作生产。

儿时的同学中，都有那么几个会在放学后绕
道或顺道去买豆腐，从书本不多的书包里掏出一
只搪瓷小盆或是大茶缸什么的。那时候根本没
有什么购物方便袋，听都没听说过。买好后小心
翼翼地装上，颤颤巍巍地端着、提拎着带回家，也
算是一桩正经的家务事了。就是今日人们说的：

“出去打酱油了”一样。曾经有一个调皮的男同
学，放学后豆腐倒是买好了。可小城外远处山坡
上，那些跳跃在树杈间叽叽喳喳，鸣叫声煞是悦
耳动听的“袅姆”鸟，生生是不识时务地招惹吸引
了他。橡皮弹弓在他的裤兜里鼓囊着，顽皮的小
心脏在他的胸腔里按捺不住地蹦跳着，又兴奋又
紧张。于是，他不假思索地把装着豆腐的搪瓷钵
放进书包，掏出弹弓，背包战士一样躬身猫腰地
向“敌人”发起进攻，跑呀追呀，爬高上坎，迂回进
击。可是，最后小鸟们硬是把他给耍了，扑喇喇
飞得无影无踪…… 回到家，豆腐已细碎地烂成一
滩，无奈地挨了好一顿斥骂狠揍，耳朵被拧成两
个通红的麻花，屁股狠狠挨了几脚，哎呀！虽然
涕泪横流的哭声中不会有太多委屈的成分，但也
还是人生中头一次不小的心理落差了啊……

由此可见，那时的人们要正儿八经美美地吃

顿豆腐，也不是太容易的事。
不同于今日的电力机械化生产，过去做豆腐

是一项繁琐费时的体力活，头一晚筛选好的大豆
已放入大木缸里泡好，第二天天还未亮，“豆腐师
傅”起一大早，扒开灶膛里头晚捂好的炭火种，用
小柴片引燃，错开间隙地架上大柴块，这是烧柴
火的窍门，所谓“火要空心”。然后才往大锅里倾
进一桶一桶的清水，大火烧开。这边又从木缸里
舀起泡发好了的豆，连水带料稀里哗啦一瓢一瓢
不急不慢地倒进大石磨的沟眼里。另一人这边
甩开膀子推拉石磨，一阵阵低沉的石磨转动的声
音响起，白色的豆汁渣浆就从上下两扇磨盘的缝
隙间一股一股地匀匀流出，顺着磨盘周遭的围
槽，流淌进下面接好的大桶里。这一情形，连同
石磨发出的隆隆响声，作坊里雾气腾腾地荡漾着
一种别样的生动节奏，在大清早的朦胧中回荡。
这就是我见过的做豆腐的很原始的劳作方法的
第一步骤，并不神奇，只是浑厚地散发出十分质
朴的劳动气息，有烟雾升腾的生活热力，有呼呼
作响的炽烈火焰，还有从窗口缓缓透进来的黎明
曙光。

待到磨完了所有的豆料，就开始熬煮豆浆了，
由于量大，要不时地用一根大木条向锅底刮揦着
搅拌，以免糊锅。又是湿漉漉的白色气雾与从灶
膛里腾起的红色火焰的一阵阵交织，火光与蒸气
把整个作坊渲染得十分的蓬勃热烈，这样的劳作
场景，虽然算不上是一种高大上的生活画卷。但
这是人们从从容容面对困窘生活的不息抗争，是
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平凡而又具有生命力量的付
出。豆浆大锅开沸了……

点豆腐是一种神奇的物质转化，央视纪录片
《舌尖上的中国》里早有专业的描述：用硫酸钙制
成的卤水，使大豆蛋白凝固后形成半固状的豆腐
脑，俗称“豆花”。

煮沸后的第一道浆是带渣的，盛入大张的棉

纱布里搂成兜状吊起来，让纯的豆浆从底部滤
出，回入锅中用文火保温，点化的关键工序在这
儿，按经验兑入卤水搅匀后上盖焖锅，保持温
度。看不见的转化过程就在锅里随着时间的流
动而完成。不知事物究竟的头脑里的思绪，是一
连串的问号，我就觉得奇怪。那些山上的灰白石
头拿回家里用火烧烧，就变成石膏，然后制成卤
水就可以把大豆熬煮出的浆汤，生生点化成了状
态温润白花花的、看着十分养眼、入口带甜的美
妙食物，啊嘞？纪录片里也没说是哪一位伟大的
老祖先发现的这一神奇事件。哎呀！管他呢。
总之，物质转化了，发生了质的改变和升华。由
此，生活就更丰富多彩了。豆腐来了，也就有了
后来的臭豆腐、豆腐皮、包浆豆腐、内酯豆腐、干
丝豆腐等等。豆腐老祖衍生出这一大群繁盛的
子子孙孙，兴旺了近千年，漂洋过海行走大半个
地球，还弄出了日本豆腐、韩国豆腐还有美国豆
腐，家族着实壮大了。

回到咱们阿墩子豆腐作坊来。转化好了的半
固状的豆花又舀入布兜里包好，放入篾制的簸箕
里压实。豆腐的老或嫩由这一道工序决定，时间
长短由“豆腐师傅”的经验来安排。揭开棉纱布，
压好的一大整块豆腐一览无遗地显摆在眼前，厚
实的边缘由于是用布包裹着压实的，所以呈半圆
的弧线形，像胖娃娃的圆屁股一样，肉感有弹性，
轻轻拍一下还突突抖动。“豆腐师傅”把整块的豆
腐划成一个个三、四寸见方的坨，我就经常喜欢
买下边缘的那一坨，有一种鲜嫩的、初始的纯洁。

少年时，家家户户饭桌上的那一碗豆腐大致
都就只是一、两种做法，有肉汤就用肉汤，没有肉
汤时舀一小匙猪油放进清水里。直接用手把豆
腐掰成刚好能放得进嘴里的大小，轻盈地丢进汤
水锅里猛火烧开，文火慢炖。出锅前下足盐巴、
辣子，还加入少许的大料粉，以去除豆腐本身稍
带着特有的豆腥气。炖好后盛入大汤碗里才撒

上切碎的葱花，要的是那一阵扑鼻的葱香，和鲜
艳的白、绿、红。 哇！就着干锅炕熟的粗面粑粑，
再倒上热腾腾的酥油茶一碗，啊啧啧！山珍海味
不过如此。

今日丰富多样的生活格调，可是把豆腐的加
工制作和烹调方法，玩出了太多的花样，色、香、
味、样，不一而足；名目琳琅，数不胜数。豆腐这
一食材，从百姓餐桌到高端盛宴都一直的保有着
它不可撼动的显著地位。

不可想象，世界上若从来就不曾有过大自然
慷慨赐予的大豆。这种土黄色滚圆滚圆的小小
豆粒，并开发出这一奇妙的物质转化，衍生出如
此庞大繁盛的豆氏族谱。地球人的生活，餐饮文
化，将会是比现在暗淡失色很多的吧？因此，人
们该当怀揣感恩之心，真诚地呵护大自然，不再
无休止地去破坏、去索取，不再任由自己的欲望
一无止境地扩充、膨胀而使得大地满目疮痍。

我们希冀，人类的某些思维、理念，对自然万
物的态度。可如大豆般地被“点化”而“升华”，从
而使得世界充满和谐的祥瑞之光。

阿墩子的豆腐最令我难忘，是因为它独具的
大坨分量的外表，和曾经蕴含的时代特点。成长
中的少年，最能记住那个岁月里自己愿意揣摩的
事。阿墩子的豆腐在我的记忆中越来越清晰，越
来越明朗鲜活，一直是大模大样的大白坨。

为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
近日，环境保护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商务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一
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
意见）。

指导意见系统阐述了建设绿色“一带
一路”的重要意义，要求以和平合作、开放
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
神”为指引，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发展理念，坚持各国共商、共建、
共享，遵循平等、追求互利，全面推进“政
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
通”和“民心相通”的绿色化进程。

指导意见提出，用3年~5年时间，建
成务实高效的生态环保合作交流体系、支
撑与服务平台和产业技术合作基地，制定

落实一系列生态环境风险防范政策和措
施；用5年~10年时间，建成较为完善的生
态环保服务、支撑、保障体系，实施一批重
要生态环保项目，并取得良好效果。指导
意见从加强交流和宣传、保障投资活动生
态环境安全、搭建绿色合作平台、完善政
策措施、发挥地方优势等方面作出了详细
安排。

共建绿色“一带一路”是“一带一路”
顶层设计中的重要内容。2015年发布的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就明确提出要
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
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
绸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深化
环保合作，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加大生态

环境保护力度，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
路”。

此次发布的指导意见，旨在深入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的相关部署要求，加快绿
色“一带一路”建设进程。随着指导意见
的进一步落实，将切实提高“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环保能力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
助力沿线各国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
标，把“一
带 一 路 ”
建设成为
和 平 、繁
荣和友谊
之 路 。
（州 环 保
局供稿）

一举成名
眼下城里人兴起一股极时髦的减肥

热，不仅摩登女郎风流少年争购洁士苗条
霜，连那些耄耋之年的爷爷奶奶们也生怕
得了肥胖病，每天黎明即起做扭腰甩臀的
减肥保健操。

土医胡寿，年逾四十，卖中草药兼治外
伤风湿骨痛杂病，只因长得干筋瘦骨，加之
行为委琐，便得了“狐瘦”的绰号。胡寿医
术低下，常受妻子冷落，邻人嘲笑，为此心
中不快，暗暗发誓不当上名医不出人头地
不腰缠万贯不算男子汉大丈夫。

一日无事外出闲逛，见胖男胖女三五
人从医院怏怏归来，一迭声埋怨那些会挖
肉补疮治愈癌症的医学专家也无减肥高招
胖人只有自认倒霉活受罪。胡寿听罢，心
有所动，急忙忙奔回家写了一纸广告张贴
于闹市：“名医胡寿，专治肥胖；祖传秘方、
药到病除、收费合理、服用简便、三月见效、
无效退款。”

广告贴出之日，便有肥胖病人寻上门
来买药。胡寿先把事先准备好的“减肥
散”、“定型丸”吹嘘一通，还说“历经三年坚
持在自己身上试验百次方得成功”。病人
见胡寿狐狸般精瘦灵活，更加深信不疑，于
是不惜花重金争购特效神药。

患者遵嘱先服下一包“减肥散”大泻三
日，待到头昏耳鸣眼前金蝇飞舞全身发软
无力动弹，再服一枚“定型丸”止住腹泻。
胡寿拍胸保证请每三月服药一次，自然腰
细能握腹薄如纸四肢苗条人比黄花瘦。

消息不胫而走。从此求医购药的人络
绎不绝，胡氏诊所门庭若市，每日创收数百
元。嘻，果然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
一时之间胡寿名声大噪成为远近知名人
物，街坊邻里人人刮目相看。

胡寿常在妻子面前摆出一副傲然模
样，妻不服，揭其短：“昧良心的瘦狐狸你用
闹泻药充减肥散止泻药当定型丸欺骗胖人
小心老天报应把你瘦死！”

鬼也，胡寿。
两次戒酒

《本草纲目》有云：“酒，天下之美禄
也。……少饮则补血行气。壮神御寒，悄

然遣兴。”然狂饮者嗜酒如命，酗酒闹事，因
酒起祸，为酒伤身。且挥霍无度，囊中干
瘪。故以戒酒为题，戏文，献于尊前。至于
文中醉酒故事，纯属虚构，勿对号。

某局刘君，任行政科主管会计职。此
君生性贪酒，常以刘伶后裔自诩，每饮必
醉。经历数载，海量猛增，月薪难充酒资。
其妻苦苦相劝。刘醉眼乜斜，肃然正色曰：

“吾饮酒得先辈真传，愿舍千金寻一醉。
醉后如细胞之分裂，变成因子，自在无比。
尔勿多言！”其妻无奈，唯认命耳。

日里上班，刘君举杯核账，醉意朦胧，
常有差错。办公室内酒气熏人，同事多系
女性，个个皱眉捂鼻，苦不堪言。科长几次
劝告不听，遂报局长撤销主管会计职务，令
其打杂烧水。谁知处罚亦如水面击石，秉
性丝毫不变。夜晚归家，对酒当歌，如痴如
狂 ：“ 敖 包 相 会 ”“ 单 程 车 票 ”“ 巴 比 伦
河”……豪情鼓动，直至深夜，搅得左邻右
舍不得安眠。妻子忍无可忍，厉声喝责：

“若强你戒酒，如强狗莫近粪便。然人非动
物，须自尊自重，适可而止，不可过甚！”刘
君细想此话有理，更念在夫妻情分，应诺节
制。然停杯不过月旬，旧病复发，又狂饮滥
醉，更胜从前。

一日休班在家，清晨即握瓶寻醉。其
妻见状，拽其上法院离婚。刘君死活不肯
挪步。妻子一怒之下夺其酒瓶，仰脖屏息
将酒全灌进肚里，须臾间醉倒床榻，呕吐不
止。惊动四邻。众人七手八脚将其送进医
院抢救，方得脱险。刘君感激涕零，心中似
打翻了五味瓶。妻三日后醒来仍红云染
颊，口中念念有词：“好酒好酒，愿陪你痛
饮，不醉不休！”刘君见状，鼻酸心疼，连声
赔罪，当即砸碎酒具，发誓不改恶习不为丈
夫。

刘君戒酒。一月不思其味，二月三月
闻酒发恶心。半年后自然神爽体健。科长
找刘君谈话，言适量饮酒壮神遣兴，何必如
此。刘君笑而不答，遂征局座批准宣布恢
复其职务，让临时工打杂烧水。

妙哉，刘君。
三调房租

小城中心三岔口有一座两层上下六间

青瓦砖房，临街全为木板铺面，是停业多年
补鞋匠王老倌祖父留下的遗产。这里每天
车水马龙人如潮涌乱哄哄。王老倌年过五
十不得安静心中烦，想租出房屋另觅清净
处，顺便捞点零花钱，便在铺面贴出红纸广
告“此屋出租，租金每月三百元”却无人问
津，只好整天紧闭大门坐在屋里生闷气。

一日，门被人敲开。进来两个穿戴光
鲜相貌酷似的小个子说话十分客气有礼
貌：“咱哥俩想租下老爷子这房屋开兄弟饭
店，每月付您老人家六百元。”王老倌大喜
过望连忙答应，竟忘了当初租价更忘了讨
价还价多挣小个子几元钱。

从此王老倌搬到背街小巷租一间平房
居住，吃香喝辣每月下来还剩百元存银行，
日子过得既舒心又自在。

一日上街蹓跶不知不觉走到三岔口，
看见兄弟饭庄食客进进出出生意兴隆，一
时妒火中烧，禁不住走入店内，声称从即日
起收回房屋自用。饭店老板大惊赶忙摆一
桌酒菜讨好，一声又一声“王老”“王老”喊
得亲热，还主动把房租上浮到一千元。王
老倌酒足饭饱欣欣然离店归去。

且说小巷内住着一个寡妇叫香妹，办
红白事人家常请她去把锅掌勺炒得一手好
菜，昔日王老倌孤苦伶仃曾托人说媒想娶
香妹，香妹嫌王老倌人穷志短不答应。如
今见兄弟饭店越办越红火，便主动找上门
说愿与王老倌做一家开夫妻店莫把金饭碗
送别人。王老倌旧情复萌，焉有不从之
理？连忙带上香妹赶到饭店要小个子兄弟
俩立马退房。兄弟饭店如今已扩大营业除
了包席又在楼上添了鸳鸯座，还附设烟酒
糖茶小卖部，怎舍得把口中肥肉往外吐？
兄弟二人笑脸如花一声又一声“王老”“王
老”喊得比蜜甜，软磨硬泡就是不退房，又
咬着牙把房租加到每月两千，还答应三年
不变。王老倌暗自思忖：一年纯收二万四，
三年定能奔小康。不顾香妹横眉瞋目便点
了头。香妹回家掐指细算账，也觉得不用
熏油烟不用担风险每月收入两千雷打不
动，这样的好事提着灯笼无处寻，于是心平
气顺与王老倌做了一对老鸳鸯。

幸乎，王老？

市井三题
★杨增适

阿墩子的豆腐
▲陈见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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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第一次踏入高黎贡山这番净
土的时候，就被高黎贡山洁白无瑕的
雪所吸引。高黎贡山的春天姗姗来
迟，在这平原地带已是大地回春、万物
复苏的时节，美丽的高黎贡山依旧是
飘着白茫茫的大雪。

我自幼喜欢雪，我便也对这有雪
的高黎贡山情有独钟了。

当晨风轻轻地拉开新一年的序
幕，春日的温暖弥漫在白雪散开的空
气里，此时，我在高黎贡山的怀抱中苏
醒。拉开帘子，可以看到漫天飘落的
雪花像是一个个欢快的娃娃，在这晨
光里打闹和嘻嘻。当我静坐的时候，
仿佛它又是温柔的少女，攀岩在山峰、
散步在大地、轻舞在枝头、安放在河
岸，哪里有生命的气息，它便是将家安

放在哪里，真是顽强可敬。
起身散步到木屋外，抬头仰望高

黎贡山，雄伟的高黎贡山亦如一幅巨
画拉开在我的视线里，洁白的雪花将
其速写出一副可人的模样。近处的雪
花已漫过脚丫，远处的呢，却已有少许
在阳光下渐渐淡化露出几棵大树的枝
头，倒是为这春天带来了几分写意。

高黎贡山的雪是慈祥的，像母亲
的手，抚摸过高黎贡山的每一寸肌肤，
便是可以遥想一个青山碧绿的春至；
高黎贡山的雪是柔美的，像是贤惠的
妻子，在这壮美的高峰之上，盛开出一
簇桃红；高黎贡山的雪是干练的，像是
生活在这里的人，不畏生活之苦，只恋
平凡与幸福；高黎贡山的雪是可爱的，
像是眼前的娃娃，在温暖的阳光照射

下露出红扑扑的笑脸，燃起我儿时的
纯真。

在这以山峰为伴以雪花为友的美
好景致里，娃娃的笑颜是最为动人的，
她手捧白雪，欲将它轻轻洒落，顿时，
她又不忍打破这无痕的雪迹了。我们
小心翼翼放下洁净无暇的雪花，按下
快门，将它记录在相机里，也记录在脑
海里。

此时，所有的光景正好。高黎贡
山的雪花纷飞，娃娃的童年阳光灿烂，
我的快门争分夺秒，这样的人生幸福
美满。生活的一切正如同这雪花般纯
洁，我们每个人又恰是其中的一朵，只
有历经由春至秋的磨练，才得以在这
美丽的高黎贡山上安放生根、枝繁叶
茂，不是吗？

构建绿色丝绸之路
环境保护部等4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推进绿色

“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搭建环保合作平台

遗失声明

高黎贡山的雪
■马昌丽

说父亲胆小，这是我的看法。母
亲不让我这样说，父亲自己也不承
认。不过，母亲偷偷地说过父亲胆小。

有这样三件事，才让我有了父亲
胆小的结论。

第一件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家里就父亲一人上班，我姊妹四个读
书，母亲在家务农，身体还不好，家里
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父亲在单位当
会计，按说，父亲完全可以在单位弄来
一些吃的用的，而不至于全家过的那
么艰难。虽然我才十几岁，但也知道
家里的情况。有一次，我说：“爸爸，有
好吃的，你就不记得给我们拿回一点
来。”父亲严肃地说：“我可以随便吃，
但不能拿回家，那是公家的。”我根本
听不进父亲的解释。心想，就你胆
小。当时，我不认为我说的错，就断定

是父亲胆小。
由于工作原因，父亲调到城里，全

家也随父亲搬到城里。周末，大家都
休息，父亲是一天不落的，天天去上
班。母亲说，你说人家上班，还有休息
的时候，他这上班的，没有休息的时
候，即使该休息了，也不在家，非要到
单位去，说怕有事，能有什么事情啊，
好似单位离了他就不转了。母亲这样
说，父亲还是照去不误，没有丝毫的改
变。母亲就说父亲胆小，怕自己不去，
领导说他。

最近，父亲退休了，身体大不如从
前。父亲感觉身体不舒服，我告诉他
去看病。他说过几天吧，说不定慢慢
就好了。等真的检查了，确诊为溃疡
性结肠炎。此时，父亲对县医院的检
查与治疗，不放心，非要去省城医院检

查才行。其实，县医院的医生说得很
清楚了，这个病有点顽固，只要吃着
药，没有症状了，就算好了。父亲听
后，很不相信，他总说，还有治不好的
病，哪有常年吃药的。我说，那高血
压、糖尿病不就是吗？父亲不再言语。

后来，父亲坚持到了省城去检查
身体，那里的医生也是这样说，他回来
才不说什么了。不过，父亲每天都会
谈起这件事。生怕有什么变化。我就
说：“爸爸，你的胆子太小了。”父亲也
不接我的话。

其实，父亲不往家拿东西的胆小，
是对名誉的维护；父亲对上班的胆小，
是对工作的认真；父亲对生病的胆小，
这是对身体的敬重。

现在看来，父亲那不是胆小，而是
对人生、生命的尊重，对生活的热爱。

“胆小”的父亲
○孙志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