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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美食记忆

"11乞喝"在中间文化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单为中国的圣贤所看重r 吃喝

不限于一 日 三餐解渴充饥醉翁之意不在酒出吃喝产生的饮食文化早已超

越了吃喝本身，获得了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

探究中国饮食文化之莲，应当从 H常饮食、岁时饮食和其他众多社交礼仪而

动入手，从诸如吃什么、咋烹制 、 如何去吃 、 使用什么炊餐用具、应择何种迸餐

制度与方式、都有哪些特殊的饮食H苦好与饮食礼节等入于迸行探询。 而第一个问

题便是: 1Il:什么 。 中华民族所吃的食物十分广泛，品类极其多样，无论是山珍海味、

飞禽走兽，还是植物的根 、 茎 、 叶、花，甚至包括毒蛇、蝇子等，无不可以入慎。

在这个基础上，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饮食种类，包括除炙、 羹脏 、

脯腊 、 饭粥、饼面 、 糕点 、 茶酒和奇珍异馍等

而具体到某个地方，当地出产什么就吃什么 尤其是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

人们应择食物首先就是就地取材，很少舍近求远去寻找食物有句俗话"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其含意就包括了食物应择的地方性 像沿海多边海鲜鱼虾，内地多

边山珍家禽，牧区多选牛羊。

临撞地处关中平原略偏东，渭河贯穿西东，秦岭幅山南峙，有山、有岭 、 有



河、有)11 ，还有服，气候温和而雨量适中，使临j童农业具有特殊的立体型构架一一平

川麦子金黄， 山脚果树飘香，山顶莽麦花绽。 因丰富的自然资源被古人视为"天

府又|天|这里有丰富的温泉资源与众多历史选迹，自然环境高雅，文化内涵深厚，

历来都是皇家、贵族休闲度假的世I'sJ乐园和百姓优美无双的旅游胜地。 在临j童几

千年的发展中，与马丽山北麓一带地理、历史、气候特点相适应，产生了丰富的具

有关中特色的饮食文化。

为了反映临撞地域特征及人文风情， {驯山北麓乡土食物志 》 顿取最能反映

本地历史文化亮点的食物，以当地普涵人为线索，从具有地方特色的食物写起，

又不同限于临撞，而是钩沉历史，将历史上长安地区的食物乃至大中华的食物包

罗迸来，与其他地方风味流派的食物相联系、相对照，使人文访谈与传说故事、

典籍记录相11乎应，将食材生长的自然环境与食物产生的文化空间柑结合，梳理其

发展脉络，叙写普边人对食物的认知与感受，从中能体会出人物对战乡的赤子情

怀，展示驯山北麓动人的人文景观。

如呆月1心看一看本书选择的食材、食物，便不难发现，它们多是临撞城乡百

姓一 日三餐的果腹之品，是地地道道的平民食物，或者曾经是达官贵人所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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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却已"飞入寻常百姓家酸枣、桑果、野樱桃、石榴、火晶柿子、市j萝 |、;

白菜、九眼莲、韭黄、辣椒、芥末 ; 土鸡、 山猪、螃蟹;面条、饺子、蒸馍、补

天带馍、煎饼、汕馍、沫糊、 包谷掺、凉皮、搅园、鱼鱼、麦饭;泡馍、 l刽夹馍…

可以看出，书中既写到驯山里的野物， 也写到人工培育的水果、蔬菜，养殖

的家禽、家畜、水产;既写了主食和干粮，又写了小吃;既写到吃的， 也写到喝的;

既写到食材的种植、养殖方式，又写其烹调方法、食用方式及禁忌…

本书把触角深入民i'8J生活的底层，从种种具体的乡村食材、自然质朴的民间

食物出发展开叙述，注重细节和对食材制作过程的原生态真实记录，为我们保留

了许多民i'I:IJ美食的传统制作方法。 而对于民i'8J食物的细致描述，让人似乎可以闻

到土灶的气息、柴火的昧j草，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能复苏人们的M忆

阅读本书，有Jzu参观民i'8J美食博览园，这算是本书对民间传统美食所做的一

大贡献c

在我看来，临憧具有代表性的食物还有很多，虽然本书的内容已很丰富，但

仍然难免挂一漏万 当然，这与编者所持的应择标准有关，同时，也与临撞民i'8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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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种类的丰富多影而难以抉择不无关系。

书中的章节安排，初看上去比较杂，细看去IJ可明白有一定深意。 大体分为两

大部分 : 一、食材或者直接可食之物 ; 二、 经加工而成的食物。 最后以调料作结，

是为表明完美的食物烹饪必须掌握"阔"的本领，使五味"和做到"气味和合" 。

但读者要明白调"指的是调味，是盐 、 醋 、 酱 、 糖之类昧料的调，更是利用主料 、

辅料、昧料的配合及各种烹饪于段来美化食物的味边。

临撞国家旅游休闲度假区主持编撰 《驯山北麓乡土食物志》 这样一本反映临

撞地方饮食文化以至中华饮食文化的书，是对民间饮食 、 地域文化的忠实记录，

丰富了地方文化，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体现了度假区的社会担当与文化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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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Z手
(中国著名饮食文化研究专家)

2017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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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山里的野樱桃

暮春时节， 陪桃 。 成熟了，两安人有幸买到红色、紫色或黄色的大樱桃 ， :gJ( 

:?t到 |临i童、户县、白鹿原、 L~安区等处的樱挑|地 |付采摘 、 JI ll尝、而我们则获得 f

在驯山1J1;p下采集野樱桃的乐趣

5 月的一天 ， 我们与老郭-)草，在杨寨村内村外削近.不经意地 . 便有"万

高约 1 7/主或 2 米的灌木绿叶 |间，满是玲珑圆润的红色浆绿丛中一点红" 的惊喜

*.这便是野樱桃生在温旁的， ffJ虫子可及;长在荆棘楝莽之 ι↓『的，便只能远习~了

但人类的选↑!在与野樱桃们无关，它们凡是默默地隐于山野间，年生片七二‘开花结果，

不帘'修剪，不必施肥r

摘下呆子放进嘴里，有的l床边很好，酸酸甜甜，似有阳光气息，有的却寡谈

天色' ;J JII免 . 我们在村外边向果李村的公路边收到了一份巨无l床，甚至透出苦涩

大的惊喜一一有人利用野樱桃树油布111野 、 易于存汩的特点，移栽了约半亩树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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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意国将其培育为景观树 Jt见它们大多只有 l 米多高，

一个农归正带着根根向上的技子上去IJ挂满了鲜红的樱桃

儿子摘樱桃，老郭大声地和她打招呼，又转过头和我们说:

"你们来得巧……樱桃刚熟，摘的人压不多，到明天就多

"我们也走进树丛，'t!J采摘起来，(.再;.g就让大家摘光 f

|剧下旦渐渐u击了下去，我们或往嘴里送，或放illu 袋里

仍觉U袋空空，也许是惶挑颗粒太小，也许是大多被我们

吃掉了… ·

老字I~对野樱桃很了解。 他说，野樱桃主要分布在北半

球 . 亚洲和欧洲均有，在我国分布在陕西、宁夏、湖北等地，

于是，樱桃1li早就被人们视作珍品，开始迸行人工驯化

出现了

樱桃在阳历 4 片中旬开始成熟， ji工由于滋味甜美，被

枝"的美誉，其食用的历史，至少可上溯

重大活动时的祭品到j刮代 j叶人重视祭扭，樱桃被应作这

赋予"百果第



否干易于保存.并且酸甜适U ，生津止渴，能去冷热

11西杏干得用没有完全成熟的杏、像做柿饼那样，去之毒

悼烂果和软果，在光照充足 、 空气流函 、 干净卫生的地方

老享1\的小儿子曾迸行晾晒。 不过，这在临j童是有难度的

经在盛产优质杳干的新疆待过， 他悦11创童不像新疆那样 H

照时间长 、 气候干燥 . 能保持鲜杏的天然色泽和营养成分.

所以容易出现发霉现象p 这也导致11自j童的杏干生产没有成

为一项产业

也正因为这些，驯山北麓的大量杏树没有人管理，属

于天生天养。 而杏容易生虫，在开花时就必须打药养护，

否则就没法吃。 老郭告诉我们，附近的一条沟里，很多杏

树长在陡坡或缓坡上，熟透了的杏落在地上.几乎把地面

不 i仑蓓在地上的还是挂在树上的，很多都外表都盖住了

光鲜，里面去IJ生了虫子，根本没法吃。 当地人到沟里也不

是摘杏，而是为了捡杏核，手快的话， 一上午可以拾卡几斤。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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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杏图( 明 )唐:可杏花茅屋图(明)房寅

怵|为杳仁是很好的药材，不仅可以fl'Ej )ldí7;tJ :)( 、 111'毒养颜 、 ì!~t肠边{里，.ìf可以降低

据老郭说， 一斤杏核 "r以卖到 A块八，拧是去心脏病和|多种慢性病的发病Þ<l险

斤则 I]r卖 :)S 元到 10 元u 此外，人们压把甜有仁当成零食，经掉硬壳的行仁，

币'一次H艺很多， rn -P' 一堆砸ií字的硬壳

希望纣!Æ之采讲，想到翩111脚 F的杏树资源得不到有效开发，桌是觉得可'陆

11面洼的存能走出川 l野，为更多的人带来廿甜和{哇!是，也为 :与地人毕íJJII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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