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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英兰

盛夏来临，天气炎热，烧
饭的不想烧，吃饭的没胃
口。禁渔期，海鲜少，价格
贵，连龙头鱼都成了宝。我
家先生说，他抓了五条龙头
鱼，一听说要二十五元一斤，
赶紧放回去两条。龙头鱼跟
土布鱼同价，不如再买几条
土布鱼，烧成杂鱼双拼。肉
类也不想吃，好在瓜果大量
上市，只好开启“吃瓜模式”。

蒲瓜土豆番茄，点缀几
只基围虾，做个花红柳绿的
大杂烩。心情好做肉末茄
子，不想烧，就清蒸，加蒜泥
凉拌。丝瓜炒虾皮，或者烧
汤。女儿回家，就来一碗青
蟹洋芋丝瓜羹。我家偶尔
会买一种毛蟹的变异品种，
叫“六月黄”，很多年前吃过
很小的，现在个头稍大，吃的
人多了，是人工养殖的。这
蟹个头小，膏却多，油爆蟹吃
起来很香。我家厨子花样
多，大砂锅放黄油，六月黄放
中间干熬，差不多了，把黑虎
虾码在四周，这一大砂锅上
来，红彤彤的满园春色，香
气一阵阵地往众人鼻腔里
乱撞，搞得人不淡定，个个
凑前看分明。蟹虾大战三
百回合，到底哪个是王者，
哪个是青铜，间或旗鼓相

当，胜负难分，反正得利的
全是食客。西红柿最百搭，
放哪儿就在哪儿发光，一不
小心大杂烩整成西餐模样，
那就是罗宋汤。我家过去
罗宋汤是保留节目，夏天很
爱喝。一碗上桌，璨若星
河，五颜六色，勾人食欲。
打几个鸡蛋，油里一晃，放
西红柿，那就是色彩明快的
番茄炒蛋，老少皆爱，是厨
艺爱好者的入门菜肴。油
锅都不想起，那就番茄蛋花
汤，加点榨菜，三分钟搞定，
懒人菜谱。最清心寡欲的莫
过于番茄蘸白糖，有点白雪
红梅的意境。吃得实在太寡
淡了，那就来一碗豆瓣酱炒
三丁。每家配方不同，我家
的配方是猪肉、茭白、花生、
香干，滋啦滋啦烧出来，想想
就流口水，下酒、过饭，家人
都爱，饭能多吃三碗。

有一回，我忽发奇想，问
群友小时候夏天吃啥？来自
宁波各区的群友异口同声
说：“饭。”我说，三餐都是
饭？他们好奇，除了吃饭还
能吃啥？我说，我们小时候
夏天中午不吃饭，吃面粉类
的食物，麦饼、麦糕、麦僵、麦
面、麦虾汤。黄坛人吃薄的
黄坛麦饼，岔路人前童人桑
洲人吃裹了馅的岔路麦饼。
麦饼一般搭配南瓜汤，一咸
一甜，一干一稀，也挺有讲
究。女人们一大早就凑在一

起搨麦饼，三五成群，嘻嘻哈
哈，很是热闹。有些中途溜
出去，把南瓜切进锅，放柴
爿，叫小孩看着，自己又跑去
搨麦饼。吃腻了麦饼，就做
麦糕。在面板上揉粉，我们
把面板叫“面床”。那时糖凭
票，一般是过年泡糖茶用，做
麦糕用糖精，放几粒就很甜，
是那时的科技与狠活。小孩
做麦糕花，用剪刀剪花瓣，谁
做谁吃，算是娱乐活动。麦
糕是甜的，它的搭档大多是
洋芋羹，洋芋皮舍不得用刨
子刨，用碎瓷片刮。这个好
费劲，人多的一餐要刮一大
篮子，没点耐心，让人抓狂。
新洋芋好刮，放竹篮子里搓
搓就能去掉很多，剩下的稍
微刮一下就好。可是夏天放
久了的洋芋皮刮起来很是吃
力，简直成了很多女孩子的
童年噩梦。洋芋切滚刀块，
跟咸菜同煮，很是鲜美。那
时夏天拔草、摸田、砍柴，流
汗很多，就吃点咸的汤。

南瓜羹麦饼，洋芋羹麦
糕，都吃腻了，就换别的。吃
麦僵，吃手擀面，切得细细
的，煮熟必定浇上一勺猪油
韭菜酱油汤，有时加一撮虾
皮。自家种的韭菜，细如毛
发，香得尖锐，这勺浇头，就
是这碗面的点睛之笔。不怕
麻烦又有手艺的，就做麦虾
汤、麦糊头。

我把旧时的夏日吃食分
享后，他们很诧异。我说，我
们是山海之隅，听说好多是
从中原迁徙过来的，饮食也
遵从旧俗，而你们是河姆渡
文化，是吃稻米的。

老早的夏日食谱，现在
回忆起来，自有一番滋味漾
上心头。

最近我们早锻炼的人数明显减少了，
究其原因是孩子们放假了。很多祖辈要带
孙子和外孙，尽享天伦之乐去了。

可是他们中间好几位还未享天伦之
乐，却已经是怨声不断，高兴不起来。因为
在假期中，不少老人是出钱出力，受累不
说，还没得到一句“好话”。有的被子女挑
毛病，说老人带孩子的方法不够科学，有的
被子女认为一些事做得不合适。于是，假
期带娃从满怀期待开始，到不欢而散结束。

举个例子，从别小区过来的张奶奶，放
假前就跟我们提前打招呼，说再过几天就
不能来了。她要趁着读初中的孙女还没有
放假，抓紧时间来锻炼，等放假时间一到就
要去儿子家“上班”。她说，假期里，老伴负
责接送孙女上补习班，她一早买好菜，去儿
子家负责看管读幼儿园的孙子和这一大家
子的一日三餐及日常卫生。她说，辛辛苦
苦付出那么多年，儿子和儿媳妇还是不甚
满意，总埋怨她什么都依着孩子，不做规
矩，让孩子变得任性不听话。平时，孩子总
是缠着他们俩要买些零食，虽然他们也尽
力按儿子、儿媳的要求买那些健康零食，但
儿子、儿媳还是认为都是不健康。老两口
的生活理念是吃饱穿暖，而儿媳却认为要
少吃饭多吃菜，孩子不想吃就不要喂，饿了
自然会吃的。虽然觉得儿媳说得也有道
理，但是看着孩子不吃饭难免心疼。真的
是处处难免有矛盾。

还有几名老人是把孙辈们接到自己家
里过假期。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好多孩子
平时在学校寄宿读书，只有周末才回家。
回到家，孩子还要参加各种补习班，根本没
有时间和家人相处。好不容易等到放假，
老人只盼着能跟孩子多呆一会儿。但是，
老人只负责孩子的吃穿，对孩子的学习并
不过问，由其父母安排。于是，一个假期结
束，儿子、儿媳不是嫌老人给孩子吃得太多
太好不运动，把孩子喂成了小胖墩，就是说
老人由着孩子性子玩游戏，作业完成得质
量不高。

能不能有个两全其美的假期呢？我想
一定还是有的。

首先老人要转变观念。不要认为孩子
平时读书起得早睡得晚，已经够辛苦了，假
期就要彻底放松，我就管好孩子的吃穿就
行，作业交给孩子爸妈去管。放松意味着
没目标、没计划，会打乱生活节奏。老人可
以和孙辈一起制定一个假期目标，目标可
以包含孩子要完成的作业、活动，以及孩子
要遵守的作息安排。制定目标时，老人和
孩子可以向对方表达各自的希望。

其次，老人阅历丰富，可以结合自身的
特长，多给孩子讲讲古代名人故事、传记，
讨论孩子感兴趣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还可
以跟孩子一起唱歌、猜谜等。空余时间，老
人可以教孩子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带孩
子参加社区的志愿活动等。

最后，要想假期过得充实快乐，不要简
单地只管吃喝玩乐。老人要以身作则、言
传身教，和孩子共读几本图书。来几场简
单的家庭读书交流会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带孙辈也要与时俱进哦！

夏天的吃食□周晓绒

俱进
与时

带孙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