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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脑大概
全国各地都有，一
般分为甜、咸两
种。甜、咸豆腐脑
就像一对孪生姐
妹，相随相伴，形
影不离。甜豆腐
脑嫩白光滑，加点
糖喝，甜润爽口。
咸豆腐脑加调好
的酱卤或拌好的
咸豆和芹菜、胡萝
卜丁，搅拌均匀即
可开吃。

舞钢的甜豆
腐脑跟外地区别
不大，但咸豆腐脑
却大有不同。舞
钢的咸豆腐脑是
加菜、勾面水熬制

而成，营养丰富，风味独特，特别受
当地人喜爱。在舞钢的早餐摊点，
买一碗豆腐脑，配点儿葱油饼、水煎
包或油条，就是最美味的营养早餐
了。

我爱豆腐脑，更爱舞钢的咸豆
腐脑，尤其是家做的丸子豆腐脑。

在舞钢农村，有一种家用小石
磨，人们叫它花磨，用来拐豆腐脑、
沫糊、懒豆之类。

豆腐脑做工复杂，费时费工，平
时是不常吃的，只有农闲或下雨天
不干农活时，才做一顿改善一下伙
食。

舞钢人说，豆腐是穷人的肉，豆
腐脑是穷人的饭。过去，吃点儿豆
腐，喝顿豆腐脑就是改善生活了。

拐豆腐脑时，要提前一天把干
芝麻叶或干白菜或干油菜（苋菜）用
水泡开洗净。把黄豆筛筛拣拣，去
掉石子、烂豆等杂质，用甜井水泡
上。等豆泡涨得明晃晃的，用手轻
捻就成两半，看豆心里面平展展没
有坑儿了，豆就是泡泛了，可以拐豆
打浆了。一般泡豆需要四个小时，
冬天温度低，为了加速泡豆，可以用
温水，放到暖和的地方。

舞钢人做豆腐和豆腐脑，用水
是非常讲究的，全程要用甜井水。
如果用了咸井水，易分浆，不成脑
儿，会做成一锅蚂蚁蛋。

拐豆浆时，要先把花磨里外洗
刷干净，一人用勺子往磨眼里添豆
和水，另一个人拐。拐豆腐脑一次
要少添一点儿豆和水，拐出来的浆
才细腻，没有豆瓣，出豆脑多。

拐花磨是技术活，手熟的人花
磨不停，边拐边添豆和水，水不洒，
豆不掉，得心应手，配合默契。我初

到舞钢时喜欢看人拐花磨，像欣赏
艺术表演一样。看得手痒，也想试
试，可怎么都转不动花磨；添豆和水
时，总是碰磨杆，掉一地，添不到磨
眼里。

拐完豆浆回家，先用开水沏点
儿炝脂油（陈放的猪板油）或煞沫油
（稠油根子），煞煞豆沫，然后在锅上
放两根专用的木板条，用细箩过滤
豆浆。边倒豆浆边搅拌，豆浆倒完
后，把桶涮净，把豆渣穿两次水，滤
净豆汁，开始烧火。

为了果腹充饥，豆渣可以加上
小麦面粉，和洗净切碎的花椒叶、苏
叶、小茴香、葱、辣椒、盐拌在一起，
团成丸子备用。

等豆浆烧开后慢慢搅动，用卤
水点浆，停火，让豆浆凝聚成脑儿。

在舞钢，比较讲究的农户家里
常年用坛子储备卤水，没有卤水的
人家在点豆腐脑时向邻居家借一两
碗，点好后，出现的清浆还要盛两碗
给借卤水的邻居送去，冷凉后串入
卤水坛子，这样，卤水越使越欢。卤
水点出的豆腐脑传统风味独特，柔
滑适口，是千百年来的传统点浆传
承，也是咸豆腐脑之所以成为舞钢
地方风味小吃的特质所在。

听说，现在人们都用电动豆浆
机磨浆，用石膏点浆做咸豆腐脑，确
实方便了许多，但风味远不及用石
磨、卤水做出来的地道。

豆浆凝聚后，把豆脑儿舀出来
加点儿盐腌入味。把锅里的豆浆水
烧开，放入洗净切好的干菜和丸子
炖熟，放进豆脑儿，勾入面水，加入
时令鲜菜和腌好的葱花芫荽，一大
锅鲜香可口，让人垂涎欲滴的豆腐
脑就做成了。

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点
过卤水的豆浆凝聚成一朵朵盛开的
棉花团似的豆脑儿；又硬又涩、难以
下咽的干菜在豆浆水的作用下也变
得温柔起来，吃着绵软筋道，光滑爽
口；尤其是苏叶豆渣丸子，更是别有
风味。

盛出一盆，端到门口大树底下
石盘上，坐在石墩上，盛出来，浇点
儿辣椒汁儿，你一碗，我一碗，一人
喝个两三碗，个个喝得满头大汗，胃
饱肚圆，好像过了个年。

做的时候嫌麻烦，想着下次不
做了，过不了几天，嘴一馋，抽空又
做起来。豆腐脑是舞钢人欲恼不
成、欲罢不忍、一辈子吃不够的饭。

这种家常咸豆腐脑，离开舞钢
就很难吃到。舞钢人从外地回来，
一下车，第一件事就是喝碗咸豆腐
脑，人还没进家，豆腐脑已经到肚里

了。
漂泊在外的舞钢人回

一趟家，如果不喝顿咸豆
腐脑，感觉就像没回家一
样。

离开舞钢后，想念家
乡的咸豆腐脑儿不能自已
时，就买块豆腐捏碎，自己
做一碗。虽不能和舞钢的
咸豆腐脑相比，但也可聊
慰乡愁。

舞钢咸豆腐脑，那种
萦绕在舌尖上的滋味，是
长留在心中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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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四月，地处伏牛山
深山一隅的四棵树乡杜鹃岭上
的杜鹃花如约而至，又一次绽放
芳华。

杜鹃，我们从小叫它映山
红，并且一直这么叫着。特别是
一曲红色经典“夜半三更哟盼天
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
得哟红军来，岭上开满哟映山
红”，更让映山红深深根植于我
幼小的心间，很是为家乡也有映
山红感到骄傲和自豪。知道它
还有个名字叫杜鹃花，已经是很
多年后了。那时才知道，杜鹃花
是中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有花
中西施的美誉。但相对于杜鹃
花这三个字，我更愿意接受映山
红这个称谓，质朴，明了，简简单
单，却透着一种大气磅礴的力
量。

杜鹃岭山势陡峭，高低起伏，
绵延数里，山上的杜鹃主要有红
色和紫色两种，从岭脊一直铺展
到沟底，一簇簇，一片片，密密匝
匝。那些花儿有的含羞半开，有
的敞开心怀，一朵朵无所顾忌，各
呈姿态。红的热烈，如燃烧的烈
焰，似天边的云霞；紫的娇羞，小
家碧玉般，让人心生爱怜。这些
花儿或一枝独放，或万花簇拥，风
姿绰约，美艳撩人。一枝独放的，
开得娇媚；花团锦簇的，开得壮
观。飞花万点，在春风里争奇斗
艳，蔚为大观。

杜鹃花又称山踯躅、山石
榴、映山红，寓意爱的快乐、鸿运
高照、奔放、清白、忠诚和思乡，
是吉祥的象征。关于杜鹃花，还
有一个凄美的传说。

相传，古代有一位蜀国的国
王杜宇，很爱他的百姓，也很爱
他的妻女。因为他的宰相治水
有功，且貌似极有抱负之人，他
觉得己不如人，如把国家交给更
有能力的人打理，将是万民之
福，遂将帝位禅让给宰相，自己
则独处西山而隐。哪料想，宰相
坐上帝位之后昏庸无道，不仅把
国家搞得乱七八糟，还霸占了他
的妻子和女儿。杜宇听闻，心急
如焚，想赶回都城劝宰相回心转
意。可是，城门紧闭，杜宇求也
没用，喊也没用，只好郁郁寡欢
回到西山，每日掩面痛哭，抑郁
而终。杜宇死后，变为一只杜鹃
鸟，至春则啼，“布谷，布谷”，像

“不归”，似“播谷”，其声声啼叫
是对爱人的呼唤，也是对百姓的
牵挂，提醒百姓及时耕种，因此
也叫“布谷鸟”，直到满嘴啼血，
化为漫山的杜鹃花开。唐代诗
人李白在他的《宣城见杜鹃花》
中写道：“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
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
三春三月忆三巴。”而王维《送梓
州李使君》的“万壑树参天，千山
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
泉”，则更像是身临其境专为四

棵树而作。
四棵树乡地处八百里伏牛

山东麓，群山连绵，峰峦竞秀，风
景旖旎，气候宜人，森林覆盖率
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著名的原
生态旅游胜地，有着“天然氧吧”
之美誉。站在高高的杜鹃岭上
放眼远望，沟壑争奇，万山灵秀，
林木参天，一片碧绿，尤以柞木
为多。这里北通伊洛，南接襄
宛，汉属南阳，唐归洛阳，是淮河
流域与汉水流域的分界处，自古
为军事要隘、交通要道，是中原
地区少有的柞蚕产地，也是著名
的柞蚕之乡，有着悠久的养蚕缫
丝历史。明清时期，这个深山小
乡曾坐拥四十八家蚕丝行，山
西、陕西等地客商常年坐庄经
营，各地商贾往来不断，是古丝
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
花始盛开。”此时，山下早已是花
褪残红，那些桃啊、杏啊、梨啊什
么的都远离了喧闹，复归平静。
唯映山红，在大山深处恣意烂
漫，倾力为春天做最后一件嫁
衣。

随着三三两两的游人，沿新
修建的步道前行。明亮的阳光
暖暖地照着，和煦的暖风轻轻地
吹着，最喜昨夜一场春雨浸润，
花儿显得愈发妩媚妖娆。那些
花儿或相依相偎，簇拥成片；或
一株株自由生长，闲适地开在林
间，开在陡峭的山崖，时不时将
缀满繁花的枝条伸向路面，像顽
皮的孩童，抚弄游人的脸庞。它
们不与百花争艳，不在城市里招
摇，扎根高山旷野，栉风沐雨，吸
纳日月山川精华，也就有了其独
具特质的风韵。

花儿艳，叶儿媚。路旁，山
坡，沟底，那一棵棵的参天大树，
每一棵都擎着一片青绿，那嫩绿
的叶片绿得透亮，绿得耀眼，一
片片闪着油光，在阳光下熠熠生
辉。绿色与姹紫嫣红交相辉映，
完美结合，葳蕤并滋润着这片香
风花雨之地，使得这个季节充满
了勃勃生机，洋溢着青春的活
力，瞬间就觉得自己置身世外桃
源。

近年来，当地党委、政府立
足得天独厚的山水、柞木资源优
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生态
立乡、旅游兴乡、产业强乡，围绕
生态旅游、柞蚕养殖、食用菌种
植、中药材加工等做文章，着力
打造美丽乡村，带动群众增收致
富，描绘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美好画面。

最美人间四月天。阳光正
好，风景正美，清风徐徐而来，那
一朵朵花开，那一片片新绿，还
有山脚下那簇新的农舍，一起裁
剪出红红火火的日子，绽放出淳
朴山民小康路上自信的笑容。

又见杜鹃红
◎李人庆（河南平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