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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味道

本报记者 陆遥

常言道：美味在民间，好菜在
农家。农家菜，历来以原始、质朴
的粗粝质感，吸引着都市人的味
蕾。它的美味，在于它的本真。

如何让农家菜开出一朵花？体
现出更多的地域特色和农家风采？

在浙江省第五届农家乐特色
菜大奖赛上，几十个布置细致、色
香味俱全的展台，让我们找到了
答案。

以土味为荣
粗糙是食材的本味，细腻是

烹饪的心意。
早晨 6 时，刘小兵就醒了，寻

思着怎么用辛苦带来的食材，充
分展现出武义农家菜的特色。作
为武义烹饪协会副会长，他兼具
使命，把武义的十里荷花景区宣
传出去。

武义的宣平莲子种植历史悠
久，在清朝时成为贡品。依托优
势，发挥特长，借助荷叶、荷花、莲
子、莲藕为主要原料，打造一桌荷
花宴，这是刘小兵早在参赛前几
个月就拟定的。

每一道菜都足见功夫。“莲
子糕”，是用莲子粉、桂花粉、菠
菜粉和橙汁一起打造，所以自然
形成了橙色、粉色、米色三段颜
色 。 用 竹 笼 蒸 架 ，才 能 排 出 水
分，维持糕的整体造型；“双味宣
莲”，用两个小碗掬着，先把莲子
炸松脆了，再裹上浓浓的巧克力
酱，外甜里脆，香甜暖心，考虑到
不爱吃甜的人，另外还做了一味
盐烤莲子。

几道硬菜，更是要格外上心。
说起当家菜伯温鹅肉，刘小兵卖起
了关子，讲了这道菜背后的故事。
相传刘伯温在武义讲学时，有个学
生家里穷，老师来了，他杀了家里
唯一一只鹅，用木炭盆慢慢炖着，
聊着聊着却忘记了时间，没想到一
尝，滋味美妙非凡。

虽然平时在农庄里做过很多
次，今天，刘小兵还是一大早就忙
活上了。他拿出了陶土盆，点上
了从武义农家带来的木炭，几个
小时的文火慢炖，足以让鹅肉鲜
美入味。

普普通通的菜，也要匠心独
具。正如刘小兵的炖山羊肉，多
了一味莲心，却大不同。“用当地
土 酿 的 黄 酒 和 盐 ，体 现 原 汁 原
味。放一点莲子，从而调节羊肉
的热性，吃多也不上火。”讲到自
己的小心思，刘小兵颇为得意。

以 心 ，将“ 土 味 ”雕 琢 为 美
味。这一桌心意满满的百荷宴，
获得了展台奖金奖。

秀当地文化
每一个展台前，大家除了忙

着雕琢自己的展品。更多的是互
相“串门”。许多大厨举着相机，
忙碌地对着别人家的展台“咔嚓
咔嚓”。

“每个地区派出三个代表队，
我们金华的几家农家乐虽然平时
交流挺多的，但是这样全省级别
的交流，机会很难得，要多取经。”
说话间，刘小兵就窜到了同属金
华地区的另一个展台前。

这一桌“美丽乡村”农家宴，
由东阳将军殿农庄的老板张永平
精心打造，菜谱具有丰富的文化
内涵。分别是：“歌山荟萃”，主要
是香菇、金针菇、茶树菇等菇类的

集合；“画水聚鲜”，材料来自南江
水库里的石斑鱼、虾、螺蛳；“建筑
之乡”，即土蜂蜜炖桃浆；“教育之
乡”，是博士菜扣金华两头乌肉；

“工艺之乡”，是手工盐卤豆腐；“强
市名城”，即酒糟公鸡煲；“曲项天
歌”，即白切农家鹅；“牛羊成群”，
说的是千祥羊肉、黄田畈牛肉。

“突出了我们东阳的特色，更
寓意浙江省在积极打造美丽乡
村，经过‘三改一拆’、‘四边三
化’、‘五水共治’等，人们的幸福
指数不断提高。”张永平想得还挺
深，赋予了农家菜新的高度。

秀菜，更秀文化。比味，更比
创意。此次大赛，除了发挥农家
菜点的基本特征，即利用本土种
植和养殖的烹饪原料、以当地传
统烹饪方法加工制作、具有浓郁
地域风味和特色的菜点，更坚持
绿色、安全、实惠原则，大力突出
地方特色和历史民俗文化，突出
农家菜的鲜、土、野。

博众家之长
不同于有些地区以一家为

主，衢州市衢江区派出了来自四
个农家乐的四位师傅，集体作战。

微弱的炭火上，煨着一只硕
大的包头鱼头，浓浓的香气扑面
而来。配上清爽的白瓷大盘，更
显得活色生香。来自笔架山庄的
陈全新师傅守在展台边，不时从
桌下取出一桶水，加入汤汁中，以
免干烧。“这道鱼头，一定要用我
们乌溪江大坝里的鱼，再加上一
级水质的溪水，才能烧出这样的
好味道来。”陈全新很自豪。“我们
衢江区的几位师傅都拿出自己的
拿手菜，齐心协力，力量更大！”

“衢江区一共有200多户农家
乐，以前都是小打小闹，互相竞
争，形不成气候。现在大家学会
了交流，平时在业务上也多有来
往，光是今年，全区就举行了18场
农家菜的比赛。”领队师傅马临清
总结说：“有了这样的凝聚力，我
们更有信心，将美味的衢江菜有
力地推到全省各地区。”

浙江农家乐经过近十年的大
力发展，量质齐升，接待能力、经
营业绩和整体水平都有了很大提
升。目前，全省已有农家乐特色
村（点）3192 个，从业人员近 13 万
人。预计2014年接待游客可突破
1.8 亿人次，营业总收入可突破
180亿元。

“由于农家菜本小利微，制作
传承容易出现断层。多一些这样
的机会，让大家发挥所长，互相取
经，便于交流、传承和弘扬民间饮
食文化。”赛会负责人说，打造绿
色安全与营养美味的健康饮食理
念，展现农家乐特色菜的无穷魅
力和农家乐服务社会、蓬勃发展
的结果，更能打响浙江农家乐的
品牌，让浙江农家菜开出花来。

农家菜烹出乡土风情农家菜烹出乡土风情

通讯员 严慧荣

龙窑开窑，对 51 岁的龙泉青
瓷四大家族龚氏传人龚益华来说，
是一个隆重的日子。这样的日子，
一年只有一两次。

12 月 13 日上午 7 时半，“开窑
啦！”随着一声高呼，龚益华逐间打
开已经冷却的窑门，搬出装着成品
的匣钵，取出温润如玉的青瓷，梅
子青、粉青，晶莹剔透的瓷器让在
场的人们赞不绝口。

龙泉市宝溪乡宝溪村有着独
特的制陶黏土，龙泉青瓷四大家族
都集聚在这里，历史十分悠久。由
于城市建设、生产方式改变等原
因，宝溪龙窑成为了龙泉市目前保

留仍在烧制青瓷的龙窑，也是目前
全国保存完好的龙窑之一。

龚益华自幼跟父辈学艺烧制
青瓷，创作工艺深得秘传，精通南
宋的粉青、梅子青，元代的豆青，明
代的翠青等，还有龙窑全套的烧制
技艺。

深冬时节，龚益华带着女儿和
儿子在龙窑与作坊间忙碌，为的就
是让宝溪龙窑再次燃烧。12 月 11
日，龚益华找来帮工开始装窑，花
瓶、瓷罐、瓷雕塑等瓷坯从作坊连
连搬进龙窑。当天晚上 9 时，龚益
华带领家人和传承人，进行了隆重
的祭拜仪式。龙窑点火，24 个窑
火口依序燃起熊熊大火。据龚益
华说，窑火温度最高时达到 1300
多摄氏度，18 个小时后闭火闭窑，
再过两天后开窑。

龚益华和我们聊起宝溪龙窑
的故事。他说，民国初年，他的曾
祖父龚统群建车盂碗厂从事瓷碗
工艺创作，祖父龚庆芳同样一生潜
心研制龙泉青瓷工艺。1929 年，
祖父的作品曾在首届西湖博物展
览会上获甲等奖，巴拿马费城展览
会上获特优奖，享誉中外。现在宝
溪龙窑在陶瓷行业的影响力很大，
每年都有来自国内外的陶瓷爱好
者慕名前来参观、交流。

“由于龙窑内温度不均匀，以
往的成品率很低。”龚益华说，但这
次龙窑烧制的400多件作品成功率
在90%左右，无疑是一个新突破。

龚益华 30 多年的默默坚守，
让我们有幸能看到仍在燃烧的宝
溪龙窑。

龚益华：
窑火不息 琢磨不止

老家人物老家人物

武义十里荷花景区打造的伯温鹅煲，集合故事和美味于一体。

浙江日报美
丽乡村周刊官方
微信平台“老家”，
扫一扫，更多精彩
内容为您呈现。

武义十里荷花宴的作品集。

老家粉：王东方

不管走得多远，时间过得多
长，对于在上世纪 90 年代前出生
于武义农村的人来说，“水煮捞
饭”，是母亲深情的呼唤，是家乡炊
烟袅袅的美好记忆。

在武义新宅镇新宅村，我偶然
间看到一对老夫妻正在做“水煮捞
饭”，便用镜头拍摄下这久违的画
面。

这对老夫妻，丈夫傅纯杰 80
岁，妻子陈枝翠 76 岁，土灶上一口
大锅里，乳白色的汤水已经沸腾，
当米粒煮至七八分熟时，陈奶奶用
笊篱捞出，盛进钢筋锅里。

土灶边放着一个厚棉絮包裹
得严严实实的大灰缸，里面还有一
个小灰缸。傅爷爷将灶膛里的炭
火用火锹锹出来放进小灰缸里，将
一个网状的铁丝放在小灰缸上，再
放上钢筋锅，盖上厚棉絮包裹着的
缸盖。米粒就在这密不通风的器
具中慢慢焖，留作中饭。

这对老夫妻对焖的工具似乎
有所改进。在我小时候，家里用来

盛米的是一种带把的陶钵，半埋进
灰缸，状似鸡娘。从小熟听了村里
流行的“一只赖孵鸡娘，天天早上
起来滚灰缸”的谜语。

水捞饭捞出来后，锅里剩下的
饭粒，继续用文火煮透，慢慢地，锅
的边沿会出现一层薄薄的“粥衣”，
滋润养人的粥便煮好了。记得那
时村里有哪家媳妇坐月子了，奶水
不够，便用这米汤加点白糖或红糖
喂婴儿，婴儿也长得白白胖胖。

我正好没吃早饭，傅爷爷给我
盛了一碗，咕噜下肚，顿时感觉浑
身都有力量了。傅爷爷说，如果粥
里加入毛芋、番薯，味道更好，可惜
今天没准备。夫妇俩喝了粥就安
心地到附近一家香菇烘干厂去做
分拣香菇的零工了，两个人一天能
赚个三四十元钱。到 11 点多钟，
夫妇俩回到家里取碗盛饭。我看
到焖熟的水捞饭颗粒分明，色亮而
香浓。虽然只有豆腐干、青菜，但
夫妇俩吃得津津有味。傅爷爷说，
早上稀饭，中午干饭，他们一辈子
都吃这种“水煮捞饭”。既经济又
实惠，还节约能源养生健体。

再来一碗“水煮捞饭”再来一碗“水煮捞饭”

煮饭的汤水已经沸腾，夫妇俩准备开饭。煮饭的汤水已经沸腾，夫妇俩准备开饭。

龙泉青瓷四大家族龚氏传人龚
益华。 严慧荣 摄

老家影像

本报记者 包璇漪 许雅文
通讯员 仲彦瑾

12 月 20 日的下午，晴空蔚
蓝，阳光灿烂，瓯海泽雅龙头村，
森马农业万客丰生态瓯柑园迎
来了老家粉。

为 答 谢 老 家 粉 丝 的 一 路
同行，老家君携手森马农业送
出了 30 户免费采摘瓯柑的福
利名额，30 户来自全省各地的
老家粉丝如约而至。

自驾前来，有粉丝对老家
君说：“连我这个温州人都没来
过这里。”是啊，老家带领大家
寻找的，正是这样养在深闺的
山水秘境，听潺潺的山泉水流
过，吹拂着富含负氧离子的微
风，徜徉在果香阵阵的瓯柑园
里，粉丝们夸赞，老家君的推荐
果真是没错的。

黄澄澄的瓯柑，悬在枝头
召唤老家粉采摘，大人孩子都

在瓯柑园里撒欢。6 个月的小
老家粉丫丫，在爸爸的怀里眼
珠骨碌碌转，看着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们忙活着，一个个黄
澄澄的大瓯柑就落进了网兜
里。丫丫的妈妈练春美通过
朋友圈的信息关注老家成为
新粉丝，这次幸运中选，连带
丫丫都成了参加老家活动的
最小粉丝。

“那个好黄！”7 岁的项奕丞
提着沉沉的一兜瓯柑奔向一棵
硕果累累的瓯柑树。在温州市
建设小学上三年级的谢宜瑾像
一阵风一样穿梭在树林里。8
岁的小贝则专注沉着，只见他
一手拽住树枝，另一只手拿着
剪刀，剪刀一开一合，一个大大
的 瓯 柑 就 落 入 手 中 ，干 净 利
落。他还按照工作人员的嘱
咐，仔细地把果蒂剪平，以方便
存放，够专业。上大班的支悦
同，努起小嘴说：“妈妈拿走了

剪刀，我今天连一片叶子都还
没摘到。”大大小小的老家粉连
忙把自己的剪刀递给他，同同
绽开了笑脸。原来，因为妈妈
们一进瓯柑园就忙着自拍了，
这两个小小男子汉只好“自力
更生”。

很快的，网兜装满了。小
小老家粉们又集聚到生态瓯柑
园的二楼，带回新鲜剪下的瓯
柑叶，动手 DIY，制作“柑儿文”
香囊。三个瓯柑幼果制成的柑
儿文，四片用小手揉碎的瓯柑
叶，塞进香囊，一股清香。孩子
们要把亲手制作的小香囊送给
爸爸妈妈，放在车里提神醒脑。

羡慕么？那还迟疑什么，
快快关注老家，老家君的年终
福利仍在继续。本周末，我们
将要去江山参加荸荠节，两天
的活动，食宿全包，赶紧回复

“荸荠”报名吧！15 户家庭，老
家君在下一个地点等你！

老家年终福利发放第一波

瓯柑，快到我的怀里来

年终归来

上大班的支悦同绽开了笑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