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 副刊 2022.8.18 星期四 编辑 张满 校对 李京晶 E-mail：wbfk@pdsxw.com

本社地址：平顶山市建设路西段268号 邮编：467002 印刷：平顶山日报社印刷厂（建设路东段平顶山日报社新址院内） 电话：3988715 广告许可证：002 零售价：每份1.5元
全媒体编委会办公室：4961924 新闻报料：4940000 广告刊登：4963338 发行服务：4965269 平报购时惠：8980198 上期开印：1：50 印完4：20

羊杂可，名字听起来怪怪的，尤其
那个“可”字，读的是降调去声，给人一
种自信，也暗含一点自负。这是鲁山的
一道早餐美食，是满街氤氲的烟火气。

在天寒地冻、雪花乱舞、身上发冷
时喝上一碗羊杂可，真是快乐的事。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鲁高求学时，
曾去政府街喝羊杂可。远远地，就看
见飘摇的招牌，闻到临街锅里飘出的
香味。来就餐的人熙熙攘攘排着长
队，掌勺的师傅动作麻利，从翻滚的锅
里舀出羊杂碎，一勺勺倒进码在锅边
的瓷碗里，再放点香菜末、碎葱花、红
油辣椒，红绿相间，汤白肉香，鲜美无
比的羊杂可就出锅了。

一碗羊杂可，里面有切成片或丝
的羊脸、羊肝、羊肠、羊肺、羊肚等羊杂
碎，吃起来筋道耐嚼，鲜而不膻，香而

不腻，再配上火烧、油条或馒头，好吃
实惠。排到的人端起碗热火朝天地吃
起来，很快头上就冒出细汗，心里暖和
舒坦。

鲁山羊杂可有多种做法，一种是
将熟羊杂切片切丝，食客来了抓一把
放入碗中，再冲上高汤，叫冲汤羊杂
可；另一种是将切好的熟羊杂回锅爆
炒，续汤勾芡，叫炝锅羊杂可；还有一
种是将熟羊杂切好，用煮羊杂的高汤
快火烩制，叫烩羊杂。

现在，鲁山县城里的羊杂可店遍
布大街小巷，但最有名的在西穆路。
那里有一家烩羊杂用传统水退工艺，
大火烹煮，肉质鲜美细嫩，迄今有百余
年历史。新一代的传人结合现代人的
需求，推出羊杂、传统五料、辣椒油等真
空包装产品，使羊杂可漂洋过海，发扬

光大。
关于羊杂可，有一个动人的传

说。相传乾隆微服下江南，行至鲁山
西关，闻到一股幽香，忽觉饥饿难耐。
太监打探回报：“无他，仅有一家小店，
唯卖羊杂。”乾隆闻听欣然道：“羊杂？
亦可！亦可！”不一会儿，店家呈上羊
杂汤，配以焦香火烧。一向吃惯了山
珍海味的乾隆食后顿觉龙体舒坦，高
声赞道：“满汉全席三百味，羊杂可数
独一味！”从此，鲁山羊杂可名声大震，
传遍天下。

聪明的鲁山人把“羊杂可数独一
味”取前三个字，挂出大大的招牌——
羊杂可，还自负地说，别不信，皇帝都
说好吃哩。

传说不可考，美味实属真。鲁山
羊杂可，确实好吃。

鲁山羊杂可
◎杜光松（河南平顶山）

假日里，我开车回老家返
城前，母亲忙得脚不沾地，去菜
园摘她亲手种的各种蔬菜，准
备家里的米面油和鸡蛋。车的
后备厢里被母亲塞得满满当
当。

母亲虽已年近古稀，但身
体还算硬朗。自我进城工作
后，她和父亲就一直居住在农
村老家。虽说我和父母是两地
分居，但其实距离并不算远，我
开车回家，也就是一小时不到
的车程。可孩子小，我工作忙，
回家看母亲的次数少之又少。

母亲十分惦记我们。如果
我长时间不回去，母亲就会盘
算着什么时候我家的粮油米面
快该吃完了，这时，母亲就会催
促父亲赶快背上那些收拾好的
东西给我送进城来。记得儿子
5岁那年，有一次，父母进城来
看我，除了背着大米、油、蔬菜
和鸡蛋外，还顺便带了一只自
己养的鸭子。吃饭的时候，儿
子喝了一口鸭汤，连声夸赞：

“还是奶奶家养的鸭子好吃，肉
嫩味香！”

见孙子吃得满嘴油亮，大
呼过瘾，正端起饭碗的母亲连
忙放下手里的筷子，问儿子：

“真的好吃吗？”儿子顾不得放
下手里的碗，一边低头喝汤，一
边连连点头：“奶奶，这鸭汤是
真的好喝，我还喜欢吃奶奶家
种的蔬菜，爷爷养的鸡呢！”

儿子喝着鲜美的鸭汤，还
惦记着老家养的鸡，把母亲逗
得哈哈大笑。

从此，不仅是送粮油、鸡
蛋、蔬菜，父亲母亲又多养了不
少鸡鸭。隔一段时间他们就扛
着大包小包进城一趟，把东西

“直供”到我们的小家。
父母的这种“直供”方式，

已经维持好几年了。这些年，
父母年纪越来越大，他们扛着

“直供”进城也越来越吃力。去
年秋天，在我们的再三劝说下，
他们终于把地承包了出去，可
为了我们能吃上没有农药和化
肥的大米，父亲执意留了一块
自留地。

真希望岁月能够定格，父
母能够永远不老，我家的“直
供”能一直连绵不绝。

感恩“直供”
◎钱永广（安徽天长）

天已立秋，正午的阳光依然毒
辣。带女儿去逛街，还没到午饭时
间，我们就跑到街边的小吃店里。店
主是对年轻夫妻，已在这里经营一年
多，我时常光顾，彼此之间很熟稔。

点了一份冷面，一份蛋炒饭，坐
在空调下等着配餐。

这时，店门打开，一个小男孩走
进来，径直奔向后厨。听着后厨里的
对话，才知道那个男孩是店主的儿
子。和女主人闲聊得知，那孩子今年
10岁，暑假来店里帮忙。女人招待顾
客，男人做菜，孩子帮妈妈的忙，有时
帮店里送些附近的外卖。

外卖？那孩子只比女儿大一岁，
就能送外卖了？

正想着，男孩拿起外卖出了门。
女主人说，刚开始开店太忙，只

得把孩子放在老人身边，他们中途回
去发现孩子天天看电视玩手机，成绩

急转直下，夫妻俩商量之后，决定把
孩子带在身边。在他们看来，这是最
坏也是最好的选择。

孩子每天看父母出摊很早，收摊
很晚，假期主动提出到店里帮忙。刚
开始只让他负责洗菜，有一天顾客点
了一份加急餐，店里正忙，女主人脱
不开身，顾客就在小店旁的办公楼，
就放手让孩子跑了一趟。谁知送过
一次餐后，孩子竟主动担起送外卖
的工作。一来二去，周围人称他外卖

“小弟”，还收获了很多五星好评。
我们吃完饭准备出门，送外卖回

来的孩子站在门口说：“欢迎阿姨下
次光临！”玻璃门关上，我看到他转身
去帮妈妈收拾餐桌。

女儿忽然问我：“妈妈，我能做点
什么？”我愕然，从前让女儿做力所能
及的事她都推三阻四，今天竟主动起
来，感谢外卖“小弟”。

外卖“小弟”
◎董阿丽（辽宁营口）

连日高温，新闻中用的是极端高
温天气。有心人统计，苏州已连续40
多个高温日，人躲在空调房里不敢出
去。然而，有人却不得不出门，比如
垃圾分类引导员严伟兰。

严伟兰是姑苏区杏秀社区的一
名垃圾分类员，随儿女进城，本是苏
北乡下妇女，识字不多，年纪又大，能
在家门口找到这份不需要技能只要
勤快的活，哪怕是临时的，也很珍惜。

傍晚六点，垃圾房开门，居民们
陆续往垃圾分类点送垃圾。有的人
一袋，有的人一桶，一位小伙子搬了
个盛水果的大号收纳箱，整整一箱。
他让我想起北京的一对情侣，半年生
活产生一玻璃罐约500克垃圾。如
果人人这样，多好。

高温天气，垃圾聚集发酵发出让
人掩鼻的味道。投错垃圾桶的，落到
桶外面的，严伟兰要帮忙归位。外面
热浪蒸腾，垃圾房里更加闷热难耐。
但严伟兰不能离开，这里是她的岗
位。

有友善的居民把纸盒归置到一
角，叮嘱是给她的，她忙不迭地道
谢。突然，她用高高的苏北腔喊：春
阳妈妈，车停一下！车里的人估计听
不太懂她的话，车停路中，疑惑。她
急急把拖在后备厢后面的长绳子拉
到驾驶室外面：这拖在地上开出去太
危险了。下来一个时尚靓丽的年轻
女性，满脸感激，赶紧收拾绳子放好。

对面几个老太太喊她歇会儿，她
嘴里答应着，手上闲不住。笤帚扫，
水管冲，将垃圾房门口清理得干干净
净，垃圾桶洗得蓝是蓝白是白。

闲聊的几个老太太是本地居民，
一辈子没干过这样的脏活累活，很心
疼她。知道陌生面孔的我就是她远嫁
的女儿，纷纷数落：不能让老娘继续干
这活儿，吃不消。我心里愧疚，但没办
法阻止，只能说一句：辛苦了，严伟兰，
愿你永远生龙活虎。

辛苦了
严伟兰
◎王晓（江苏仪征）

那年高三，为省下路费，我照例
没回家过中秋。晚上，学校食堂的大
师傅为留校的学生专门烤制了中秋
月饼，每人免费发两块。我就读的是
省级重点中学，没回家过节的学生大
多来自偏远农村，生活很清苦，领到
月饼，有的同学就迫不及待地吃起
来，三口两口就吞进肚里。

我忍着在嘴边打转转的口水，把
两块月饼装进饭盒，带回宿舍用纸包
好，外面又裹上一个塑料袋，偷偷掖
在床垫底下，准备下个月回家时带给
父母吃。父母生养了我们四个孩子，
哥哥去年考上省城的大学，我在县城
读高中，两个妹妹还在乡里念初中。
他们拼命勤耕苦做，舍不得吃、舍不
得穿，供我们读书。我知道，没有我
们在家的中秋节，他们一定舍不得买
月饼吃。

自学校发了月饼后，每天下了晚
自习，我都趁室友去洗漱的空当偷偷
摸摸床垫下面的月饼，生怕哪位馋嘴

的同学发现了偷偷吃掉。就这样，好
不容易挨到回家的日子，我把包着月
饼的塑料袋塞进书包，兴奋地坐上回
家的汽车。

一到家，我就把包着月饼的塑料
袋掏出来，高兴地对父母说：“爸、妈，
猜我给你们带回来什么好东西了？”父
亲笑吟吟地逗我：“是什么好东西啊？
快拿出来让我们看看。”我打开包裹得
严严实实的塑料袋，一层一层剥掉油
纸，打开最后一层油纸时，我一下子傻
掉了，眼泪吧嗒吧嗒地滚落下来。父
母吓坏了，他们惶惶地问我怎么了。
看到我手里长出一层绿毛的两块月
饼，母亲一把把我搂进怀里，紧紧抱住
我，眼泪打湿了我的衣领。

这时，父亲拿起一块月饼，抹去
表面的绿毛，塞进嘴里大口吃起来，
边吃边说：“我儿带回的月饼，好吃，
真好吃！”父亲拿起另一块月饼递给
母亲，声音涩涩地说：“吃吧，这可是
咱儿子的一片孝心啊！”

绿毛月饼
◎佟雨航（黑龙江哈尔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