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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的慰藉
□桑飞月

加菜加菜
□周波

在《浙江散文精选》一书中，看
到陈峰老师写木莲冻。

少时盛夏，哥哥发烧了，母亲
便采来木莲为他做木莲冻。木莲
冻是江浙一带的民间夏日小吃，用
一种俗称木莲的果子揉制而成，为
透明啫喱状，凉甜弹滑，炎热的夏
天吃，会给人一种舒爽的感觉。以
前常有乡下婆婆做了在村头卖，因
其制作麻烦后来便很少见了。

母亲为了给哥哥退烧，下工夫
做起了木莲冻。因是第一次做，疑
似失了手，一舀就碎，但兄弟俩依
然觉得很好吃。“小哥因为发烧连
喝了两碗，据他自己说，喝完就浑
身舒坦，热度真的下去了。”

看罢，立马想到了当前的网红
食品——黄桃罐头。

在抵抗这场恶疫的过程中，人
们除了储备药品外，还购置了一些
黄桃罐头。听说哪位朋友感染了，
便立马送去一些。

我社交不广，自感远离尘世，
与新冠不可能有什么交集，也便没
有对它投入过多关注。没曾想到，
有一天我发现门口竟有两瓶黄桃
罐头，不禁哑然失笑。问了问我一
朋友，果然是她送的。

黄桃罐头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呢？这当然不是因为它有什么药
效，而是它和木莲冻一样，在某些
时候，是一种慰藉食物。

慰藉食物，是人们给那些能帮
助缓解心情、放松神经的食物所起
的名字，即通过食用自己喜爱的食
物，而达到心理上的一种暗示作
用。很多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慰藉
食物，只不过，这黄桃罐头的粉丝
比较多而已，所以它火了。

罐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
的送人礼物。因便于保存，故得到
这礼物的人家，通常也只会在相对
特殊的情况下才拿出来吃。什么
时候最特殊最划算呢？小孩生病
发烧胃口不好时。

“发烧，烧得晕晕乎乎的，母亲
给打开一罐黄桃罐头，凉甜凉甜
的，大快朵颐几块，再喝上两大口
罐头汤，然后立马捂上被子，发
汗！经过这一套流程，第二天早上
基本上就能神清气爽。”东北的网
友如此回忆道。

看样子，黄桃罐头有疗效，怎
么回事呢？

众所周知，人感冒时容易没胃
口，胃口一没有，饭就吃不下去，也
就没战斗力了。而黄桃罐头，则是
小孩们的心头好，其酸酸甜甜的口
感很容易吊人胃口，吃下去，人就
有了精神，身体机能也便随之增
强，继而也便能把病毒战胜了。此
外黄桃里面含有一定的维C，对退
烧有着一定的辅助作用。不过，它
最重要的作用是慰藉。

那为什么还非要黄桃罐头而
不是雪梨或橘子罐头呢？因为

“桃”同“逃”谐音，大家希望吃了黄

桃罐头能从疾病那里逃脱。
关于罐头，我也有一些甜蜜的

记忆，但并不是和生病有关。
小时候，家里时不时地会有亲

戚送来的罐头，雪梨的，桔子的，黄
桃的……想吃时，妈妈就会拿一瓶
来打开。罐头盖子是铁做的，里面
有道橡皮圈。印象中，它很难打开。
没有合适的工具，妈妈用螺丝刀撬
很久也撬不开，把我们给急得，对
甜蜜的期待膨胀再膨胀。最后，盖
子终于打开了，每人分上一块两
块，很快就吃完了，让人总有种意
犹未尽的感觉。而正是这种意犹未
尽，让我们想起它的好，像初恋。

长大后，对甜的食物有了新的
认识，以至于在超市遇到罐头，也
不想着买了，同时也感到它有些过
时。然而，人一旦处于无奈之境，
比如面对新冠带来的高烧与无力
时，就会想起它。由此可见，对于
最喜欢的事物，人经常是将其埋在
心底的，而且这种喜欢是由衷的，
交织着浓密的情感。情感不会骗
人。情感，也永远不会过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慰藉食
物，有的是木莲冻，有的是黄桃罐
头……于我，则是炒青菜，无论是
生菜还是红薯梗，只要是绿色的，都
行。用生姜、蒜泥、红米椒炝锅，加一
丁点儿酱油，炒得熟一些，就着它，
再难受也能吃得下米饭。有一次感
冒了，胃口差，不会做饭的先生带我
去了一家高档餐厅。结果，我还是只
吃得下自己点的那盘蒜泥生菜。

人的胃口在最困难的时候，需
要的不是山珍海味，而是心头小
菜。人也一样，与这个世界相处久
了之后，才会知道什么是人间浮
华，什么是至亲至爱。

我的“超高厨艺”被同事认可，并
向我竖起大拇指的是在疫情管控“加
菜”的日子里。

那一年，由于疫情形势严峻，我们
这一带成了管控区，人不出区，工作照
旧。住在管控区外的同事回不了家，吃
住都在单位里。我在管控区内有一套
小住宅，生活用具一应俱全，每天还可
回家休息。那些日子里，每当看到大家
吃饭时的模样，我就有一种跃跃欲试
表现表现的欲望，“对，露一手，给同事
加加菜”，乘这个机会我要一显身手。

干菜笋蒸肉是家乡的特产，从小
耳濡目染的我，偶然也烧过几次，也能
受到家中“巾帼”的好评。“对，就选这
个菜。”我是胸有成竹，既高兴又得意。

那天下班后，我特地去了趟超市，
精心挑选了五花肉，采购了一大堆佐
料。回到家后，从冰箱里拿出老家送来
的干菜笋，五花肉切成薄片，按照一层
干菜笋一层五花肉，外加两勺白糖的做
法，满满地装了一大碗，放入高压锅内
隔水蒸煮。烂熟后，取出放入铁锅里再
回炒一会。呵，干菜笋和五花肉，已完全
融化在一起了，油晃晃，香喷喷，真是一
道正宗的“私房菜”。看看旁边还有几个
西红柿，西红柿炒鸡蛋太普通了，我灵
机一动，烧成了西红柿炒榨菜。接着，动
手把两个菜盛进了两个大玻璃盒里。

中餐时，我来到大办公室，拿出早
已准备好的两个菜，直接到微波炉里
热了5分钟，拿出后打开盖，几位同事
直呼“香，太香了！”纷纷向我竖起了大
拇指，“没想到你会烧菜，还烧得这么
好！”赞美声不绝于耳。

“这只是给你们加点菜，大家品尝
品尝。”我故作谦虚地说着，把饭盒放
在桌子上。大家都围了上来，你一筷我
一汤匙地吃上了……

晚上，我还在加班，在厂里就寝的
同事吃过晚餐后，把洗得干干净净的饭
盒交还给我，并再三表示感谢。我是大
跌眼镜，本想这两大碗是“加菜”而非

“主菜”，加上天气寒冷办公室又有冰箱
便于保鲜，省着点吃少说也能支撑到明
天，甚至是后天，谁知两顿就吃得精光。

看到大家对我的“加菜”如此欢
迎，下班后我又到超市挑选了块精肉
和两袋香糟卤，选了些新鲜蔬菜。晚
上，精肉白煮切成片后，浸在糟卤里，
做成糟卤肉。蔬菜洗好后，晾着，次日
一早炒好后，连同糟卤肉一起带到单
位。就餐时又是一阵“欢呼”，我的“加
菜”又成了“抢手货”。

上班空闲时，我煞有介事地征求
“加菜”的意见，几个同事高度评价并
一再感谢，然后，婉言提出还是“干菜
笋蒸肉”这道“加菜”最好吃最下饭。我
是虚心接受，马上就办，又忙着奔超
市，在家收集干菜笋。

除了“干菜笋蒸肉”，总得还要拿
出其他受欢迎的“加菜”，正当我绞尽
脑汁黔驴技穷时，喜讯传来，疫情管控
解除，随即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

接下来的日子里，周围的同事还念念
不忘我的“加菜”，经常向我竖起大拇指。但
我没有飘飘然，因为我知道，不是我的厨
艺高，而是在那个特定的环境里，我的“加
菜”比较适合当时一日三餐在食堂就餐而
想换换口味的同事，所以特别受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