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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题作联
小雪

天地积阴寒作雪；

日星斜照水成冰。

（任广民）
寒风凛冽，长天雪舞松披玉；

雾野苍茫，大地冰封梅蕴香。

（冯娟娟）
凝结芳华，三冬玉蝶谁为侣；

洁清节序，万里梅山不染尘。

（赵禄蕙）
雪似琼花，银装素裹冰心净；

柿如赤焰，铁杆寒袭暖意浓。

（张秋学）
枯木似逢春，身着薄纱夸玉骨；

寒花犹在梦，面施香粉秀冰肌。

（李安林）

下期“同题作联”联题：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悬联求对
出句 ：

党领航程，百年奋进复兴路  （张利伟）

上期“悬联求对”应对结果

出句 ：
地冻天寒，胸中常孕一团火  （李玉强）
应对 ：
花零叶落，土里正发万丈根  （孙    鹏）
人勤春早，心里永开万树花  （李骥龙）
山清水秀，海内尽呈万里荣  （张秋学）
花团锦簇，苑里永开百日春  （乔文祥）
山高路远，心里总牵万众情  （于龙江）
山清水秀，林里射出万道光  （唐忠理）
帆悬风劲，江上早行万里船  （蒲朝阳）
莺声燕语，室内犹添六艺春  （李仁周）
人和气顺，海内更呈千里祥  （罗昱开）
天蓝水碧，池内独飘几朵云  （郭建平）
冰清玉洁，心上不沾半点尘  （张蛟龙）
霜欺雪掳，笔下更燃万朵梅  （武列霞）
冰消地暖，野外偶出几点红  （许红军）
人勤春早，眼里总期遍地花  （张永智）
山枯水瘦，冬后又逢万木春  （李显峰）
风清月朗，足下犹期万缕霞  （孙书岐）
草枯岁晚，梦里总寻三月花  （辛列奇）
更深夜静，梦里又生万缕情  （王    尧）
心慈面善，眼里更含万份情  （张彬彬）
山黄林瘦，驿外盛开两树梅  （雷晓力）
茶温酒热，腹里恰藏万卷书  （张    涛）
月明星淡，院里忽添几缕风  （林少康）

 （王商君整理）

百科灯谜

1. 入冬后一定结束（水果）

2. 西柏坡再变点赞（唐诗人）

3. 唐天子能说会道（唐诗人）

4. 六点入川画中音（闽地名）

5. 悟空落难五指山（花卉）

李德安 作
6. 黄昏前后，拿下首犯（电视剧）

7. 为统一大业献丹心（世界地域简称）

8. 一份工作，一份收获（酒类清点语）

9. 飞机经转，必停鹿城（交通热词）

10. 主动大方，相约花前（新冠疫苗生产商）

魏建国 作 
11. 进入吴门又分开（屈原诗作）

12. 自幼南海在农庄（3字新词）

13. 为父出走设专线（成语）

14. 双方秀技，各自出手（2字象声词）

15.“绿树银滩风光如画”（国名简称三）

田鸿牛 作 

上期谜底 ：

1. 沁 2. 亮点、走红 3. 红与黑 4. 马在叫

5. 一克当归 6. 诉 7. 秋分 8. 玉盘

9. 花开山乡 10. 全列禁烟 11. 天下名酒

12. 愿 13. 花牛 14. 官二代、非遗

15. 日服一片

宝鸡灯谜联系电话：13891771088

（微信同号）

 （王商君整理）

金黄香甜玉米糁
◎段序培

西府的冬季，是从一碗热气腾腾
的玉米糁子开始的。玉米糁子又被称
为苞谷糁子，只有在寒冷的冬季，才能
品出它的美味。

清晨的村庄，笼罩在暮色烟雾中。
随着风箱的一开一合，炉膛中火光明
亮，灶台前的农家大铁锅里便滚烫了
起来。女人俯身下腰，往开水锅里撒入
玉米糁子，随后盖上锅盖，用小火慢慢
烧着，不久，一碗暖胃又暖心的玉米糁
子就做好了。揭开锅盖的那一瞬，空气
中弥漫着玉米糁子特有的香味，从农
家厨房飘到了炕头上，钻入碎娃们的
鼻腔，不消几分钟，这香味会引着他们
的身影出现在厨房里。一家人围着一
碟腌咸菜或凉拌萝卜丝吃得津津有
味，冬日的寒冷悄然不觉了。当然，女
人们是不会让锅底的那层糁子浪费
的，趁热抹点油、撒上盐和辣椒，铁铲
迅速铲起，餐桌上又出现一碗香喷喷

的农家锅巴，锅巴顿时成了全家人最
想吃到的美味，碎娃们往往还为了争
得一口而起了口角。

在关中地区，玉米是重要的农作
物之一，它种植范围广、产量高、品质
好。秋收过后，农家院子里到处都能看
到金灿灿的玉米棒子。农人们把玉米
编成辫子，挂在墙头边、屋檐下，或围
搭在院子里碗口粗的木头上，好似一
根根黄金柱，又宛如一座座黄金塔，向
人们诉说着丰收的好光景，也向外界
展现着农家人的殷实富足。

最好的玉米粒剥好晒干，被女人
们精心挑选了出来，去皮后加工成大
小玉米颗粒，根据颗粒大小分为大颗
糁子和细糁子。人们多喜欢用大颗糁
子熬粥。一碗不起眼的玉米糁子，做法
却颇为讲究。首先是大锅大火，锅大了
方能搅开，火大了才能做黏。西府人吃
糁子，讲究的就是黏。做得太稀，从外

形上就看着
不 香，喝 起 来
更是味寡 ；其次
是水烧开后，再将
糁子撒入锅中，这下糁
子还特别讲究，在撒的过
程中要边撒边搅，这样才不会有
夹生疙瘩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多搅，
糁子黏不黏，关键看搅没搅到，搅得少
了糁子就会沉在锅底，容易烧煳，而上
面的却是夹生疙瘩。当然，碱面是必须
加的。玉米糁子有稀有稠，水多，熬的
时间短，糁子就稀一些，反之则稠一
些。但无论咋熬，熬出的都是一碗的黄
澄澄、金灿灿。有时，女人们会在糁子
快熟前加入红薯块，那样吃起来更为
香甜。

吃玉米糁子，就的菜也是有讲究
的。最佳搭档是一盘凉拌红萝卜丝，自
家酿的陈醋，泼上汪汪的油辣子，黄得

耀眼、红得艳丽，让人垂涎欲滴 ；也有
就着“炝菜”吃的，当“炝菜”与糁子在
嘴里相互交融的一瞬间，芥末的清凉
辛辣和玉米糁子的香甜萦绕，顿时会
让你寒气全无，心里暖意融融。然后，
就上热腾腾、软绵绵的馒头，一家人围
坐在桌前，品尝人间最质朴最醇香的
美味。 

一碗玉米糁子，在物质缺乏的年
代丰富了人们寡淡的味蕾，步入新时
代，它依然是我们餐桌上的宠儿，滋养
着人们的幸福生活。

热乎乎的疙瘩汤
◎王商君

民以食为天，自古以来，食是关
乎生命、生存和成长的头等大事。因
此，我们的先祖在饮食上动了很多心
思，尝试着做出多样的变化，来满足

口腹之欲。
关中的饮食习惯以吃面食为主。

这看似简单的面食，在我们这里就有
近百种不同的做法和吃法。这对于那
些吃米的南方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事情。面食从省内区域上分，有渭南
踅面、蓝田饸饹面、户县摆汤面、杨凌
蘸水面、岐山臊子面、麟游血条面等。
从做法上还可分为 ：手擀面、扯面、
刀削面、大刀铡面、机器面等。

人们会因季节变换而选择不同
的饭食。关中人的春季，由于刚刚过完
春节，肚内还是有些油水的，因此就吃
得相对简单 ；夏季天气炎热，凉皮、凉
粉、绿豆汤必不可少 ；秋季这个收获的
季节就吃新鲜的南瓜饭、红薯饭、苞谷
糁 ；冬季天气寒冷，刚好有时间来犒劳

辛苦劳作了一年的人，所以就来些热
乎乎的羊肉汤、大肉泡、烩麻食等，滋
补暖胃。    

冬天到了，天冷了。乡村里的农人
也基本闲了下来，于是，勤谨的主妇会
在饭食上下功夫，变换着花样满足家
人的味蕾。阴冷的天气，适时吃一顿热
乎乎的疙瘩汤，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疙瘩汤，就是一种带汤的面食，
在北方很常见，其实就是搓面拌汤。
东府还将疙瘩汤称为“老鸹颡”，老鸹
就是乌鸦，“颡”在东府就是头的意
思，这就形象地描述出疙瘩汤的形
状。相传疙瘩汤起源于西汉，并与多
年征战边塞的飞将军李广有关。估计
是李广在边塞与敌军对垒，将士远离
家乡，再则难以忍受塞外的风沙和严

寒。李广为了抚慰将士们的思乡之
苦，于是灵机一动，想出了这种吃着
热乎筋道、颇具家乡风味的美食，以
此来抵御西北地区的天寒地冻，并可
聊解士兵的思乡之苦，鼓舞士气。

疙瘩汤的做法非常简单。选取
面粉加上凉水，一边加水一边搅，
调成稠糊状。直到面糊稠得能挂住
筷子就行，然后用筷子用力将面糊
大小均匀地下进锅里，煮熟后调入
配 菜，接 着 下 红 萝 卜 丁、豆 腐 干、
黄豆芽、粉条……烹制疙瘩汤的汤
底料选择很多，可以是清水或排骨
汤、鱼汤、牛羊骨头汤等。再将盐醋
倒入锅中，一碗营养丰富的疙瘩汤
就成了，调上油泼辣子，光这汤色
就会让人馋涎欲滴，一口下肚，瞬
间这美味就会让人遍体通泰，浑身
也热乎了起来。

这个冬天，吃一碗热乎乎的疙瘩
汤，让我们的舌尖舞起来，让平凡的日
子热起来。

鲜美可口豆面糊
◎李云天

过去，生产队里都种豌豆，豌豆用
来给大牲口做饲料。当然，还有一部分
由大人在石磨上推成豌豆面粉，分到
各户当口粮。那时候，过段日子，奶奶
就会用豌豆面粉给我们做一顿鲜香可
口的豆面糊。

每次奶奶做好豆面糊，整个院
子里都飘满香喷喷的那种熟豆味的
鲜香，我忍不住就奔向厨房，这时奶
奶总会先盛一小碗让我悄悄蹲在墙
角里品尝，那种被疼爱的幸福感和吃
到美食的喜悦感便会油然而生。等到
生产队收工，干完活回来的爷爷、爸
爸、妈妈、叔叔洗漱之后，就连同我和
弟妹们，一家人围坐在桌前，就着菜，
吃着蒸馍，享受这人间美味。这个时

候，一桌人没有一个人出声说闲话的，
唯有那碗里的豆面糊被吃出“吸溜吸
溜”的声音。

我小的时候，物质紧张，每家都
是缺衣少粮，能吃一次豆面糊也很不
易。如今，人们物质生活越来越好，但
种豌豆的却少了，卖豌豆面的更少。
因此，豆面糊还是比较稀罕的，很少
有人在家里吃到豆面糊，想吃豆面糊
只能去饭店了。上次过节，家人团聚，
我们点了一大锅豆面糊汤，味道很
美，但总感觉到似乎少了点什么，完
全没了小时候那种一大家人一起“吸
溜吸溜”喝豆面糊汤的欢愉。给我们
做豆面糊汤的奶奶已经离世快十年
了，就连当年孔武有力的叔叔也走了

三年了。
豆面糊味道鲜美、容易消化，是老

人和孩子们都喜欢的美食，我相信许
多爷爷奶奶都有给小孙儿喂喝豆面糊
的记忆。浅浅的瓷碗、满满的糊汤，爷
爷奶奶一勺一勺舀起喂到孙儿嘴边，
看孩子们美美地吃下，心里则荡漾着
满满的舐犊之情。

豆面糊的原料是豌豆粉，做法非
常简单。首先准备好豌豆面粉，加冷
水搅拌，直到调匀呈糊状为止。锅内盛
水烧开，把面糊散匀，一点一点倒进锅
里，用勺子使劲搅动面糊，以免煳锅或
者起团。在熬制过程中可以什么辅料
都不要，熟后撒一把先前炒好的芝麻
粒和一把葱花就可以开吃。还有的人

给汤里加入黄豆、豆
腐、黄花菜、粉
条、菠菜等
辅 料，佐
以多种
调 料
慢 火
烹

制 ，
满满
一 锅
的 豆
面 糊
及 辅 料
不断翻滚沸
腾，待 数 次 开
锅之后，撒上一把葱
末用来提味，一锅面糊就做好了。准
备好碗筷，让这个风味独特的人间美
食走上餐桌，温暖着我们的味蕾，更
抚慰着我们心底的那份柔软。

编者按 ：
食为天性，它关乎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生存和传承。
享受美味，就是一种莫大的幸福。每一餐或粗糙或精美的饭食，都值得我们静静地咀嚼、细细地回

味。这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季节，聪慧的主妇们会不断地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让我们的餐桌花样翻新，让全

家人尽享这闲适温馨的冬日时光。

寒冬里的        （上）美食

周秦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