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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卷的头发、温柔的眼神，是我亲爱
的妈妈。

听姥姥和爸爸说，妈妈以前不擅长
做饭，但因为我不爱吃蔬菜，妈妈担心我
缺少维生素，硬是练就了十八般厨艺，想
方设法地让我多吃菜，她还练出了绝活
儿——包各样的饺子。

周日一大早，妈妈提着篮子去市场
买菜。在我伴着音乐喝牛奶吃面包的时
候，她满头大汗地提着超负荷的篮子回
来了。一样一样往外拿，青的绿的、荤的
素的，有菜还有水果，异“菜”纷呈！

简单吃两口面包，妈妈就开始准备
做饺子了。

洗肉、切肉丁、剁肉泥，择葱、洗葱、
切姜，洗萝卜、擦萝卜……突然，妈妈“哎
哟”叫了一声，我急忙从客厅跑过去看，
只见鲜血从妈妈手指上流出来。我赶紧
找来创可贴给她包扎，对着伤口吹气，

“魔法”好像帮妈妈减轻了疼痛似的，妈
妈笑了，说：“孩子懂事了！”

就这样，妈妈带着伤，坚持拌馅、和
面、擀面皮、包饺子。看着热腾腾的饺子
端上餐桌，我感动地对妈妈说：“妈，你是
天底下最好的妈妈！”妈妈却说：“天底下
的妈妈都是这样的！”

那天的饺子特别香，我也没有作怪
把不想吃的菜粒挑出来。爸
爸问我为啥吃那么香那么多，
我大声说：“因为饺子里有妈
妈的爱！”

从那以后，我不挑食了。
妈妈的爱，香香地绽放在我家
的餐桌上，也绽放在我成长的
路上。

人间美味，酸菜算一个。酸菜
平凡朴实，人人喜欢，人人吃得起。

立冬过后，又到了腌酸菜的季
节，自然想起了河扒新村樊哥家的
酸菜。

河扒新村是南水北调南阳淅
川丹江口水库的移民村。十多年
前搬到了鲁山，搬迁到鲁山的移民
都在这里集中居住生活。

我和樊哥是同事，一次在樊哥
家吃饭，炒的是酸菜，那个味道十
分纯正，酸得恰到好处，酸得可口，
酸得开胃。我问：“樊哥，在哪儿买
的酸菜？”樊哥自豪地说：“这是你
嫂子自个腌的，我们河扒村都会腌
酸菜，能吃一年不坏，家家户户都
有。在淅川还有个酸菜厂，效益很
好。”

河扒人腌酸菜由来已久。河
扒腌酸菜还有两大特色：一是不分
时间，啥时候想吃啥时候腌，头天
腌上第二天就能吃到可口的酸
菜；二是啥青菜都能腌。当然，最
好的季节是立冬过后，最好的菜是
腊菜。天气转凉，酸菜味道更好，
存放的时间也更长一些。这时候
腌好的酸菜醇香扑鼻、酸爽可口。
通过冷藏储存，或晾晒成干酸菜，
能保存的时间更长。

河扒酸菜原材料主要是新鲜
的腊菜和丹江水，整个制作过程
中不加食盐，也不加任何化学添
加剂。河扒酸菜特有的品质、口
味与丹江水质、工艺有着直接关
系。从地里薅回来的新鲜腊菜，

择好洗净、滚水焯至七八成熟，趁
热放入瓷缸中，加上老浆水做引
子，然后压实，让其自然发酵。我
问：“老浆水怎么做的？”樊哥说：

“我们都腌酸菜，老浆水就是酸菜
水，也好找。一时找不来，干酸菜
也行。”

酸菜有多种吃法，热炒、凉拌、
做汤、烤饼。农家的酸菜面条、酸
菜鱼、酸菜包子是最经典的酸菜食
品。酸菜也是在外游子的最爱，在
外工作生活的亲朋好友时不时想
尝一口家乡的酸菜，新鲜的酸菜就
用真空包装快递到了天南海北。

以前农村在入冬以后，特别是
青黄不接的时节，可吃的菜品很
少，酸菜就成了主打菜。现在大家
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时令蔬菜品种
也多了，肉、蛋、奶早已进入寻常百
姓家，但酸菜仍然是老百姓餐桌上
的一道美味。

周末，我把酸菜带回了老家。
母亲问：“晚上吃啥？”我说：“酸菜
面条儿。”母亲做的酸菜面条儿，那
淡淡的酸香味勾起了儿时的记忆，
那是一种独特的味蕾体验，那是一
种妈妈的味道。

当初，河扒人腌酸菜用的是丹
江水，他们觉得只有丹江水加上传
统的工艺手法才能腌出纯正的酸
菜。后来移民后取水不便，大家就
用当地的水腌酸菜，发现吃起来口
感一样，这真是淅川鲁山一家亲。
鲁山把河扒人当亲人，河扒人把鲁
山也当成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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