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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以为，赏菊是秋日里的第
一雅事，而我却认为还有更雅的，那
就是品赏一杯菊花酒中的菊花。菊花
的香气伴着米酒特有的醇香味道，即
便不去品尝，单单看着也能被明艳花
瓣映照得心里亮堂堂的。

天气渐冷了起来，我特意在那个
周末猫在家做酒酿，才把糯米蒸好，
闺蜜就打来电话说要给我一个惊喜。
我纳闷她怎能如此“神机妙算”，偏偏
在我做了好吃的时候闻香而来。可惜
这酒酿还需要放些时日，才能发酵出

醇厚的浓汁，若是再过几天她来就好
了。正想着，门铃响了，闺蜜风风火火
地一进门，就从她的大背包里掏出了
一袋金丝皇菊。她说她才从千阳赶回
来，还未回家，先送一些到我这里。显
然她来我这儿不是为了什么酒酿。

透明的保鲜袋里，金灿灿的花儿
开得正好，每一朵都那么富有生机。
这些新鲜的金丝皇菊果然不同于一
般，每朵都有拳头大小，看它们在袋
子里挨挨挤挤，我赶忙将它们取出
来，一数竟有三十多朵，一下占据了

餐桌的“半壁江山”。
往年秋季赏菊也就看看，偶尔冲泡

一朵金丝皇菊来赏心悦目也是有的，谁
知她却把开得好好的菊花都摘了回来。
一问才知，眼前这么多的新鲜菊花是专
门种来吃的。平日里，金丝皇菊都晒干
泡水喝的，天干物燥的季节正好可以降
火生津。听闺蜜说，这些鲜菊花一朵朵
都是经过特选出来，供应大城市的高端
酒店鲜食用的，这次就让我尝尝鲜。我
满心欢喜，感叹着物质的丰富，却被手
中捧起的菊花芳香气味突袭，那晶莹剔

透的花瓣本已让人爱不释手，这么清香
又有谁舍得吃呢。但这些花终是离开枝
头了，时间一久必会失水枯萎，那岂不
辜负了闺蜜的一片好意，得尽快……我
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

“我们不妨仿照古人，做菊花糕、菊
花卷、菊花饼……”听着闺蜜的建议，我
脱口而出 ：“还是菊花酒吧！”我拉着
闺蜜来到厨房，向她展示那一大锅蒸好
的温热糯米。她看看我，我瞅着她，不由
得会心笑了起来。我找来白瓷盆，将菊
花用温水清洗干净，一一摘下花瓣，擦
干上面的水分。洁白的瓷盆中，千百个
花瓣堆得金山似的明艳，每一瓣都宽厚
饱满，可爱极了。在另一个更大的搪瓷
盆中，我将软糯的米粒铺底，薄薄撒上
酒曲，铺上一层花瓣，再铺上一层米粒、

撒酒曲，再一层花瓣，如此像叠蛋糕一
样，搪瓷盆很快就装满了。盆中心用手
抠出一个“通道”，等酒汁沁出来。

从那以后连着一周，我天天在搪瓷
盆边隔着封口的保鲜膜观察“通道”里
的情况，希望里面快点出汁，多多出汁。
好在天气很配合，一直保持着煦暖，而
在午后我更是心急地把搪瓷盆搬到窗
户玻璃前晒太阳。看着沁了油一般晶莹
的米粒被菊花瓣也染成黄艳艳的，心里
就知道离大功告成越来越近了。

当一瓣瓣花瓣和米粒在温水冲兑
中，打着旋翻滚起来，这杯来之不易的
菊花酒就可以入口品尝了。淡黄色的
酒汁虽然源自普通的食材，却能去粗
存精升华出独具一格的韵味，让品尝
它的人觉得生活是那么有滋有味。

柿子馍 
◎絮芯

深秋的西府乡村，柿树格外耀眼，
庭院里、村道旁、山坡上、田埂间随处可
见火红的柿子挂满枝头，远看似一团
火，近看像一个个红灯笼，不仅点缀了
秋色，也让人忍不住垂涎它的滋味。

“霜降摘柿子，立冬打软枣。”霜降
后是柿子采摘的最佳时机，农人们挥动
着长杆，熟练地采摘着大自然无私的馈
赠。采摘回来的柿子，被人们整整齐齐
地挂在木头架上或屋檐下，让它们在阳
光和微风的抚摸中，变得软糯香甜。红

彤彤的柿子串，让农家小院弥漫着甜蜜
的丰收味道。

可柿饼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
素等营养成分，具有滋补、止血、润心肺
等功效，勤劳质朴的主妇们物尽所用，制
作出了各式各样风味独特的精品美食，

来填补味蕾、滋养身体，用柿子制作的美
食——“柿子馍”可谓是其中的佼佼者
之一。因为这道美食在其他地方并不多
见，市场上也很难寻到，它是独属于母亲
的味道，每一口都让人感受到家的温暖。

冬天到了，大量的柿子已经变软，

这时节是烙制柿子馍的最佳时机。母
亲从屋檐下取来几个红彤彤的柿子，
去掉外皮和蒂，和面时并不加水，把褪
去皮的柿子放在面饼里拌，仅凭借柿
子的甜汁就够了。把面揉光揉匀后，擀
成如小面盆般大小、薄厚约一厘米的
面饼。然后将麦秸柴火均匀地散开在
灶间，等锅烧热时，把面饼放置在锅底
中间部位，大约三五分钟后馍就定形
变硬了，这时用锅铲把馍翻过来后盖
住锅盖。直等到那种浓郁的气味从锅

盖缝隙挤出来，把整个厨房氤氲得甜
香诱人时，馍就熟了。母亲烙制的柿子
馍色泽红润，味道甜糯，无论何时想
起，那味道好像依然留在我的唇齿之
间，所以每到柿子成熟季节，我就开始
惦记上了这一口。

如今，每次回到家乡，我都会让母
亲给我做这一牵挂的美味，吃在嘴里，
甜在心里，越咀嚼越能品尝出生活的甘
甜。它凝聚着父母无私哺育孩子的养育
之恩，也饱含着我对家乡深深的怀念。

桂花糕
◎李佳明

吃完早饭后，妻一直把自己关在厨
房里鼓弄着什么，我问她，她却说等会
儿就知道了，让我耐心些。我纳闷极了，
平日她的厨艺仅限做熟一盘西红柿炒
鸡蛋，这些年也没见主动做过什么，今
天这是怎么了？我越想越好奇，可也只
能表面故作平静地偷偷观察着。

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不断瞅着墙
上挂钟的走针，几次想以喝水的名义
进厨房打探打探，可都被她婉拒了。当
妻面带喜色地从厨房出来，一脸神秘
地跟我说 ：“今天如果成功了，你以
后也要照着做。”我附和着点着头，心
里已飘过一百个问号。“我帮你弄吧，
你平时也不常做。”我特意拉长“常”的
音，又一次向妻示好，其实是怕她“鬼
斧神工”的厨艺把厨房弄得杯盘狼藉，
到最后还得我收拾，与其那样不如从
源头上“治理”。不过，看样子妻一定是

累了才从厨房出来的，她一坐进沙发，
就长长地伸了个懒腰，还说胳膊也酸
疼。“那天在超市买调料，看见卖米粉
的就买了一袋，想着你做肉丸子的时
候能用上，儿子买了桂花蜜，让咱们不
用自己做，我就想……”妻的心里真是
藏不住秘密，这就开始自言自语地跟
我絮叨起来了。我听她说着，心里突然
一怔，明白她其实是想儿子了。

儿子在市里上班，从来都是我们
做好吃的，而他隔三岔五地带回些网
购的家用小电器、营养保健品之类华
而不实的物件，我们就用这种方式交
流着生活中的幸福感。前几天，儿子买
了两瓶桂花蜜，不得不说，成品的桂花
蜜就是比自家做得好，就拿这桂花来
说，颜色金黄香气更浓，一打开瓶盖，
就能闻见扑鼻的桂花香。我才用勺子
舀出来小半勺，妻就盖上了盖子，赶紧

放进冰箱，说要慢慢吃。今天忙活半上
午也是为了这瓶桂花蜜。

我知道妻一定是要做桂花糕，
因为儿子爱吃。儿子上幼儿园那年，
有一次回家来手里攥着个干巴巴的
点心，我以为他又挑食要浪费粮食
了，可他却说那是桂花糕，可好吃
了，带回来给妈妈吃。妻和我看见他
伸出小手，手心里那个缺了一个口
的月牙形的米糕，都愣住了。那天
的桂花糕是儿子的早餐，也是他第
一次吃到桂花糕，他竟能想着把好
吃的留给他最依恋的妈妈，可爱得
让人感动。我曾问儿子为什么喜欢

桂花糕，他却反问我八月十五中秋
节的时候能不能不吃月饼而吃桂花
糕，我被他的童言无忌问得一时张
口结舌，看来我的任何回答都打消
不了他对桂花糕的执念。后来，我和
妻便常给儿子“改善生活”，但那桂
花糕都是从食品店或超市买来的。

物质丰富的今天，想要吃到什么
都方便极了，更何况儿子爱吃这一
口，我和妻在口味上也渐渐对桂花糕
有了更多偏爱。热气腾腾的米糕出锅
了，一个个都如乒乓球大小白胖白胖
的。妻将它们整齐地摆进盘子，从冰
箱拿出桂花蜜，在每块上都淋些。我

拿着手机拍下妻吃桂花糕的照片发
给儿子，要让他看到米糕上晶莹的蜜
汁裹着桂花，看到他妈妈笑容里藏着
的幸福泪光。

核桃饼 
◎段序培

我喜欢穿梭于人来人往的交流
会，步入集市，各种小商贩亲切可爱、
清脆悦耳的叫卖声传入耳中，暖暖的
烟火之气便袭上心头。

最早的交流会主要以卖簸箕、笤
帚、扫帚、铁锨、䦆头等农具为主，渐渐
地，服装、美食、娱乐悄然占了上风。长
长的街道从头到尾，处处人声鼎沸。美
食区域飘出诱人的美味，擀面皮、豆
花、臭豆腐、饸饹、关山羊肉……一口口
大铁锅中升腾而出的缕缕热气，给交
流会增添了一抹别样的风采。

每次到交流会上我都会寻找一
种美食——陇县核桃饼。捧着热乎乎
的核桃饼，手里暖暖的，心里也暖暖
的。边走边吃，很多关于核桃饼的往

事就会浮现脑海。核桃饼，给了我太
多温暖的记忆。

陇县核桃饼也叫核桃油旋，因其
形似螺旋，表面油润呈金黄色而得
名。陇县古称陇州，因地处陇山东坂
而得名，属于核桃的最佳优生区。这
里产的核桃个大、仁饱、皮薄、味香，
因此制作出来的核桃油旋外皮酥脆，
内瓤柔软，香味十足。我的母亲是陇
县人，每年核桃成熟后，与核桃有关
的美食也就登上了餐桌 ：核桃花卷、
核桃饺子、琥珀核桃仁……我最喜欢
吃的是母亲做的核桃饼，母亲的核桃
饼主料是面粉和核桃仁。用酵母和

面，待面发好后加入碱面揉匀揉光，
然后切成大小均等的剂子，擀成饼后
刷油，撒入核桃仁碎末，最好将饼卷
成花卷，再将花卷按压成面坨，擀成
饼放入热锅中烙制到两面金黄，香气
飘飘即可。一家人围坐在桌前，喝着
热乎乎的玉米糁子，吃着热腾腾的核
桃饼，轻松地闲话家常，这简素的烟
火，串起了农家人朴实的岁月。

母亲的核桃饼有多种口味，或在
核桃仁碎末中加入少许五香粉做成
五香核桃饼，或加入杏仁碎末、花生仁
碎末做成杏仁核桃饼、花生核桃饼，当
然，还有最诱人的红糖核桃饼，每种口
味都能调动起我的味蕾。吃一口，满嘴
油香，回味无穷，总也吃不腻。

如今每每忆起，岁月深处那热腾
腾的香味依然能温暖我漂泊他乡的
孤寂。

西府味
编者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域

人们的口味，是在一代代农人智慧

和汗水中逐渐形成并固定下来的。这

“味”，唤起人们脑海中的记忆，不只是

家的味道、生活的味道、回忆的味道，

更滋养出这片土地上人们宽厚、粗

犷、豪爽的性格，向世人展示着

西府人的周风秦韵。

秋果冬食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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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酒 
◎侯栗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