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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笋唱主角的菜有炒双冬。在上海人的炒

双冬中，另一“冬”是香菇，上海人叫香蕈，北方

人叫冬菇，这原是一道鲁菜；在杭州人的炒双冬

中，另一“冬”是冬腌菜。无论和谁搭戏，冬笋总

算都占了半壁江山。

至于江南人人都爱的腌笃鲜，遂昌人更爱

用冬笋代替春笋。的确，小忠村的新鲜冬笋肉

质紧凑，口感比春笋更细嫩，涩味更少，鲜味氨

基酸含量更高，每一口都是脆生生的。这也正

合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概括的食笋的诀窍：“素

宜白水，荤用肥猪。”无论是春卷的馅儿、炒年糕

的配料，还是家常小菜荠菜冬笋炒鸡片、本帮名

菜扣三丝、过年大菜三鲜砂锅……只要加上这

一味配角，都多了几分山野里清风雨露的意境。

在遂昌的餐桌上，不止笋。

有冬笋的季节也正好是乡下杀年猪的日

子。泥红色的风炉被红彤彤的炭火烧得噼啪作

响，把刚宰杀的肥猪肉切成大小厚薄相等的条

块状并垫在最底下，再把猪血、新鲜萝卜块和煎

得两面金黄的豆腐一层层叠上去，萝卜与豆腐

化解了猪肉的油腻。这锅仔名为“三层楼”，其

他有想吃的食材只管下锅，叠它六七层，炭火烧

得屋里满是肉香。

另一道腊月才吃得上的美味是黄米粿。黄

米粿有年糕的米香和软糯，与打过霜的青菜一

起炒，黄里透绿，色泽晶莹。和年糕比起来，遂

昌黄米粿还有一股淡淡的草木香，咬下去有几

分韧劲和山野灵气。这股草木香，来自用山野

间的“山茄子”“豆腐柴”这些灌木树枝烧出的草

木灰。制作黄米裸的粳米，经过一夜的浸泡，在

草木灰汁的作用下变得橙黄，这是遂昌黄米粿

的灵魂所在。虽然现在到处都有电动机器，但

遂昌人还是迷恋用石碓反复捶打制作的黄米

粿，米团韧劲十足，久煮不煳。

江南的冬季湿冷绵长，且今年从气候上来

说要 3月才会陆续入春，早春二月仅凭一身正

气并不能阻拦冰寒之意的渗入。此时若去遂

昌，坐下享受一番有笋有肉的晚餐，咸香的热气

蒸腾而上，便会得到一份内心深处的消寒勇气，

并对春暖花开，有了一份别样的期待。

遂昌在浙江的山区，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明朝万历二十一年

（1595年），汤显祖来到遂昌任知县，自此与遂昌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遂昌，

这位知县老爷完成了惊世著作《牡丹亭》，也写下了“山也清，水也清，人在山

阴道上行，春云处处生”的优美诗句。此外，他在每年开春时节备上好酒，举

行祭拜仪式，祈求农业丰收；他还执牛鞭下乡“劝农”：“家家官里给春鞭，要

尔鞭牛学种田。盛与花枝各留赏，迎头喜胜在新年。”

即使到了现代，坐高铁到遂昌，沿路还是

一座座山，竹子漫山遍野，无边无际。县城腊

月的菜场里，遂昌冬笋倒是很好辨认，还有一

种书面的美誉广为传颂——金衣白玉，蔬中

一绝。这很传神地描述了遂昌冬笋的外形：

笋皮黄色，笋肉白色。在遂昌问起好冬笋的

模样，当地人的回答都是“两头尖”，顾名思

义，就是两头尖细，腰身壮，肉身紧致，颜色洁

白。当你用手指按压笋身时，手感结实，好像

一个饱满的牛角。问起好冬笋的出处，人人

都说遂昌最好的冬笋就是三仁畲族乡“小忠

村”的，土话也叫“小东村”。

小忠村离遂昌县城也就六七公里，位于

遂昌县白马山麓，青山隽秀间绿水环绕，又是

瓯江小支流的源头，生态绝佳。这里的山海

拔高，山上充足的光照、优质甘甜的山泉水以

及富含矿物质的特有黄红壤，构成冬笋优渥

的生长环境。更难得的是，山上的黄红土壤

足够厚，最厚处可达80米。土有多厚，竹就有

多壮；竹有多壮，笋就有多大。2010年，一棵

被记入吉尼斯世界纪录、足足 59斤重的巨笋

就产自小忠村，是全村人的骄傲。

到了山上，温度更低，你也就明白了遂昌

冬笋为什么会是“两头尖”的模样。因为寒

冷，冬笋内部的酶处于休眠状态，只有细细的

竹鞭汲取地里的营养，笋长得慢，形成了“两

头尖”模样。稍稍走过几个竹乡，你就会知

道，现在竹乡都有冬笋试验地，放不同肥料，

赌一把来年的产量和品质。而小忠村的笋农

富足且厚道，土地不施氮肥、复合肥，有机肥

按量不超标，靠的就是天地精华，让笋鲜得自

然而然。

采自实验室的数据表明，单从其主要营

养成分来看，笋跟大多数蔬菜并无太大差

异。但竹笋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它有大量的游

离氨基酸，包括赖氨酸、谷氨酸和天冬氨酸。

竹笋的鲜味就是这些氨基酸的功劳。遂昌冬

笋蛋白质、氨基酸含量，以及对鲜味影响最大

的谷氨酸、天门冬氨酸的含量，明显高于其他

类型的冬笋，其粗纤维含量更为适中，口感自

然爽脆细腻。

深山老林的“两头尖”

只要不下雨，跟着会挖笋的农民拎着锄头

上一次竹山，让裤脚粘上点儿湿黄土是值得的。

好冬笋长在野生高山竹林中，即便是专业

的挖笋人，挖到一根冬笋也颇费周折。但遂昌

的挖笋人对竹林有天生的敏锐，挖笋前先看下

叶梢颜色就有了几成把握。一般来说，竹子的

叶梢喜欢朝着向阳的方向，懂行的人说起来，

“这样的林相，有笋！”如果竹枝密集，而且竹叶

泛黄、有点儿营养不良的感觉，那么土壤下有冬

笋的概率就更大了。

在门外汉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黄土下，有经

验的挖

笋人能通过竹

子生长地的地面裂缝和竹鞭

方向找出地下的笋。沿着挖笋人所指的方向看

去，冬笋在土壤中膨大时，土地隐约有着以一点

为中心向四周呈放射状的裂痕。当踩下去时，

你能明显感到这块土壤松软、有弹性。

挖笋考验的总归是耐心和眼力，还有运

气。跟着挖笋人上一趟山，还看得出挖笋人的

性格脾气。笋这东西也和人一样，喜欢群居，往

往找到一棵，不要急着挖，先在周围找找，可能

会发现第二棵或第三棵，甚至是一窝笋的情

况。有些人脾气急，挖完笋后，喜欢将笋洞留在

那里或把周围翻个遍，这样对竹鞭及周围土层

造成破坏不说，撒出的泥土也会影响下次挖冬

笋。有的人挖笋时小心翼翼，挖到笋与竹鞭的

连接处，非常准确地用锄头劈断而不损伤竹鞭，

再将翻开的泥土回填踩实。

人们善待土地，土地也会有无私的回馈。

往往过一段时间，在上一次挖过笋的位置，又会

有一棵新笋冒出头，一茬又一茬，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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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餐桌 不止有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