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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文艺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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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幕话剧七幕话剧：：

希望的田野希望的田野

（上接3月28日本版）

第四幕

［小河边纸厂。这是一间具
有一定规模的乡村造纸厂。厂
房是用石棉瓦盖的。正中是厂
长办公室。右边是生产车间。
左边是材料仓库和库房。库房
门前堆放着包装好的成品纸。

［幕启：纸厂办公室里方翠、
孙大鹏在激烈地争论着什么。
院子里陈三娘、张老四、群甲、群
乙等上上下下地忙碌。

孙大鹏：改制方案的事我们
先放下不说。

方翠：你要是没有意见，那
就送刘支书了。

孙大鹏：你一心想着大家，
大家卖你的账吗？

方翠：你什么意思？
孙大鹏：选举这件事难道还

不能说明问题？
方翠：我就图为乡亲们做点

事，而不是当人大代表。纸厂改
制，我就想多为乡亲们谋点利。

孙大鹏：你做了好事得到的
回报是什么？

方翠：我不要什么回报。大
鹏，你知道，我是个孤儿，是在乡
里的敬老院长大的。如果，没有
政府的关心，没有乡亲们帮助，
我就读不上书，自然就不会有今
天。人，什么时候都不要忘本。

孙大鹏：（火爆地）照你的意
思，是我忘本了？

方翠：近来你说话怎么老是
像吃了火药似的。

孙大鹏：你应该清楚。
方翠：是不是结婚的事？
孙大鹏：晓得还问我。
方翠：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孙大鹏：那也叫商量？
方翠：怎么不是商量？
孙大鹏：我妈昨天说了，要

是你这次再不同意结婚，我们
就——

方翠：就怎么样？拜拜吗？
孙大鹏：我妈就我一个儿

子，你叫我怎么办？
方翠：我还是那句话，等纸

厂改制后再结婚。你妈的工作，
我们共同做。

孙大鹏：不行。你今天必须
给我个明确的答复。我妈还在
等我回话呢。

方翠：要是不给呢？
孙大鹏：我妈说了，你要是

不答应，她就另外——
方翠：另外怎么样？
孙大鹏：另外——找个儿

媳妇。
方翠：你的意思呢？
孙大鹏：我 妈 她 想 抱 孙

子——
方翠：我明白了。（恼怒）

你走。
［孙大鹏不动。
［搬运货物的陈三娘、张老

四、群甲、群乙等站下望着屋里
的动静。

方翠：你走不走？
孙大鹏：这可是你说的。
方翠：你走啊！
［孙大鹏下。
［方翠追了几步。
方翠：孙大鹏，你走了就别

再回来。
［陈三娘、张老四、群甲、群

乙上前围住方翠。
张老四：翠翠，你们这是？
方翠：没事。大家抓紧点，

这批货下午要装车。
陈三娘：方老板——
方翠：三娘，我说过好多回

了，不要叫我老板。从小乡亲们就
叫我翠翠，现在大家还这样叫。

陈三娘：你办这么大的厂，
一点架子也没有，还把我们这些
没有出路的人招到厂里来，你真
是我们的大恩人。

张老四：要是没有翠翠，我
还不知道流浪在哪里？

方翠：我现在有能力对大家
进行点帮助，是应该的。你们千万
不要把我当成什么恩人。要说恩
人，那只有一个，就是共产党。

陈三娘：翠翠，我听人说姚
老歪叫李一枪等人到乡里去告
你的状了。

张老四：他断子绝孙的事情
哪样做不出。

方翠：你们放心，我又没有
做违法的事情，他告不倒的。

群甲：我看姚老歪就是想借
选乡人大代表的机会，造谣把你
整下去，好重新夺回纸厂。

陈三娘：翠翠，我还听说姚
老歪四处拿钱叫人不投你的票。

群乙：这事我也听说了。
［张老四闻此话，难为情地

低下了头。
方翠：大家对我的关心，我

很感激。这些事情你们以后就
不要议论了，特别是上班的时
候。各人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陈三娘：翠翠，别怪我多嘴，
你还是提防着姚老歪好。

方翠：姚老歪的心思不在我
身上，是在纸厂上。自从他撂挑
子把纸厂甩给我后，天天巴望我
把纸厂搞垮。他没有想到，纸厂
在乡亲的帮助下，效益越来越
好。他就眼红了，总想找点事来
闹。我不怕他闹，他要是愿意，
我还想把他手头的钱吸到纸厂
来，把我们的纸厂再扩大些。

陈三娘：翠翠，姚老歪的钱
你也要吸进厂里来？

张老四：翠翠，姚老歪的钱
要是吸进纸厂来，会不会一颗老
鼠屎坏一锅汤啊？

方翠：我既然敢吸引他的资
金，就不怕他跟我作对。

陈三娘：翠翠，这事你可要
拿好主意啊！

方翠：三娘，纸厂不是哪一
个人的，它是我们全村人的。

陈三娘：这个我懂。
方翠：我把纸厂改成股份

制，全村人都来入股，是想让大
家都富起来。纸厂改制后，你们
都可以入股，他姚老歪当然也可
以入股。

陈三娘：啥叫入股？
方翠：怎么跟你说呢，就是

把你手中的钱投到纸厂来，然后
参加纸厂的分红。

陈三娘：你刚才说把姚老歪
的钱吸进纸厂来，是不是就是让
他入股？

方翠：是这个意思。
陈三娘：说了半天，我还是

不明白这入股的事。
群甲：简单说，入股后你就

是纸厂的老板之一了。
陈三娘：真的啊？
方翠：真的。我欢迎乡亲们

都来入股，有钱大家赚。
张老四：像我这样的贫困户

没钱拿啥子入股？
方翠：这个我早想好了，要

是你愿意，就用你的承包地
入股。

张老四：承包地也可以入
股？我没有听错吧。

方翠：四叔，你没有听错。
我将把入股后的承包地统一建
成大棚蔬菜基地。

张老四：（抹眼泪）这我就有
盼头了。

群甲：从现在起我在纸厂的
工资就不领了，作为以后入股的
资金。

方翠：只要你愿意，当然
可以。

［警车声响起。
群甲：出什么事了？
群乙：是不是又有人在外面

犯事逃回来了？
陈三娘：我好害怕。
群乙：警车好像是朝我们纸

厂开来的。
方翠：不管它。大家抓紧

干活。
［警车警铃越来越响。
［警车最后停在了纸厂外。
［两个神情严肃的警察上。
警察甲：（视而不见）方翠在

不在？
方翠：我就是。
警察乙：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群甲：你们凭什么抓人？
警察甲：她做了违法的事。
陈三娘：翠翠她不会做违法

的事的。
群乙：你们有警官证，逮捕

证吗？
警察甲：怎么，你怀疑我们

是假的？
群乙：说不准。
警察乙：（拿出警官证）你给

我好生看看。
方翠：警察同志，请问你们

找我有什么事？
警察乙：你各人的事你不清楚？
方翠：我向来是个遵纪守法

的公民，犯法的事决不做。
警察甲：你如果没有违法，

我们就不来找你了。
警察乙：请走吧。
方翠：让我跟你们走可以。

但总得告诉我为什么吧？
［群甲退到门边，然后闪身

跑走。
警察甲：当然要告诉你。
警察乙：你是真不清楚，还

是装糊涂？
方翠：真不清楚。
警察甲：到了派出所我们会

让你清楚的。
群乙：你们有手续吗？如果

没有就无缘无故地抓人，那是知
法犯法。

警察乙：你搞清楚啊，我们
只是请她去派出所把事情说清
楚，并没有说要抓她。

陈三娘：翠翠是个好人，她
不会做犯法的事。

警察甲：你说她是好人，她
就是好人吗？

张老四：她是好人。这个全
村人都晓得。

群乙：你们是警察，抓人总
得要依法吧？我们老板她犯了
哪条哪款？

警察甲：看来你还懂点法。
既然懂法就不要妨碍我们执法。

群乙：我只是想知道个为什么。
警察乙：你们是真不知道，

还是想帮她隐瞒事实？
群乙：我们隐瞒什么了？
警察甲：她雇用童工，你们

不知道？
群乙：童工，这从何说起啊？
［刘支书、群甲跑上。
刘支书：警察同志——
陈三娘：刘支书来了就好。
刘支书：警察同志，有事慢

慢说。
警察甲：你是村支书？
刘支书：是。
警察甲：方翠的纸厂雇用童

工，我们请她到派出所去把问题
说清楚。

刘支书：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警察乙：你也想包庇她？
刘支书：影都没有的事情，

谈何包庇？
警察甲：你敢说没有？
刘支书：百分之一百二十的

没有。
警察乙：少跟他啰嗦。我们走。
刘支书：警察同志，你们要

把方翠带走，得拿出证据来。
警察甲：没有证据，我们不

会来的。
群甲：那把证据拿出来呀。
众对：拿出证据来！
方翠：如果你们有证据，我

会跟你们走的。
警察乙：好。
刘支书：要是没有证据，你

们休想把方翠从我们村带走。
［群甲、群乙、陈三娘、张老

四等人附和。
警察甲：想闹事是不是？
刘支书：你不要乱扣帽子。

我们只是想看看抓人的证据？
警察甲：本来没有必要向你

出示证据的——
群甲：是没有吧。
警察乙：你要再跳，连你一

块带走。
群甲：现在是法治社会。不

是哪个想怎样就能怎样的。
警察乙：哟，你小嘴还蛮

硬的。
警察甲：不要跟他计较。把

照片拿出来给他们看。
［警察乙打开黑色公文包拿

出几张照片。照片上王小松、郭
荣、宋光光正在冒雨搬运造纸
材料。

警察乙：你们不是要看证据
吗？这就是证据。

刘支书：（看照片）这不是童
工，是方翠她——

警察乙：（举着照片）他们都
还是孩子，雨下得那么大，黑心
的方老板居然还叫他们干活。

［大家都看清了照片上的
内容。

群甲：你们误会了。
警察甲：误会？铁证如山，

还有什么误会？
群乙：照片上的孩子不是

童工。
刘支书：警察同志，照片上

的孩子确实不是童工。
警察甲：那你说是什么？
刘支书：是方翠接到家帮扶

的本村娃娃，他们的父母病的
病，残的残，是方翠她——

方翠：刘支书，你不要说
了。事情会搞清楚的。警察同
志，我跟你们走。

［方翠欲走。
陈三娘：翠翠，你不能去啊！
群甲：这一定是有人陷害。
刘支书：（突然醒悟）警察同

志，这些照片是不是一个姓姚的
送去的？

警察甲：你没权利问这个。
刘支书：是他。肯定是他。

我们村只有他才有照相机。
群甲：除了他还有谁会干这

缺德事。
刘支书：狗日的姚老歪早不

告晚不告，偏偏在选举前告。警
察同志，姓姚的是别有用心啊！

警察甲：我们只注重证据。
刘支书：他那是伪证。目的

是想让方翠选不上乡人大代表。
警察乙：这个我们管不着。
警察甲：方老板，你大概不

希望让我们动手吧。
刘支书：这么说你们硬是要

抓走方翠了？
警察甲：我再说一遍，不是

抓，是请她去说明问题。
刘支书：我以村党支部的名

誉保证，方翠没有雇用童工。
警察乙：现在不是你说了

算。我们得按照程序走。
方翠：你们可以不相信我，

也可以抓我。但是，我相信法律
的公正。

陈三娘：姚老歪，你狗日的
不得好死啊!

方翠：刘支书、三娘、四叔，
你们大家放心，我方翠行得正，
走得端，很快就会回来的。

［方翠下。紧跟着俩警察也下。
［静场。
张老四：（抽泣地）不是说好

人有好报吗？她方翠做了那么
多好事，怎么就没有好报啊！！

［切光。 （待续）

翻阅北京晚报，偶然发现一条新闻：在古北口蟠龙山长
城敌台上考古发掘出“回龙炕”、黑釉瓷盖、青花瓷碗、“寿”字
盘等瓷器、青花、白釉碗碗底残片以及部分动物骨骼和箭矢
等铁器。据此可以还原当时戍守长城将士的生活场景，使我
困惑多年，在长城楼子里有炊烟、能做饭的想法终于可以证
实了。大庄科段是其中之一，从研究性修缮开始，考古发掘成
为长城保护工程的前置环节。而在延庆大庄科长城发掘出的
黍、粟等碳化粮食种子，以及调味料花椒，则让我们仿佛穿越
时空看到了戍边将士的餐桌……

一一个寒风刺骨的冬天，守城将士把一只山羊宰杀后
用陶瓷锅清炖，然后十几个围在一起吃着热气腾腾

的手把肉，大碗喝着自己酿造的烧酒。吃完喝完，他们又在雪
打风吹的冷天，纹丝不动地站在长城上，守卫着家园；从城楼
里飘出的美味弥漫长城内外。

我走过好几处长城和长城脚下的村落。长城边上的村民
大都是修长城和守长城人的后代，沿袭着祖先的生活方式，
能制作各式各样的长城美食。品尝当地小吃时你会看着巍峨
长城，听当地人给你讲着小吃的味道和来历，而这些美好故
事的主角多与朝代有关。远的不说，就说明朝时期，长城分为
九镇三边，每镇十多万人，守者就高达一百多万。解决他们的
吃喝，除户部每年拨下的粮草食盐等物资，每镇还要安排士
兵大量开荒屯田，在山上采集，打山鸡、野兔、狍子等。也就逐
渐形成了长城上数百种食材数千种做法的味道。

有一年和朋友去山海关，看了海中长城的雄伟，感受了
孟姜女庙的悲壮，即已正午，便赶紧找家餐馆住下。老板非常
热情，问我们想吃些啥。我有个嗜好，每到一地，一是品尝当
地小吃，二是购买写当地人土风情的书。老板拿出菜单介绍
说，我们这儿小吃品种很多，要说最有名的还是数桲椤饼，这
是我们长城沿线的名牌。我拿着菜单漫不经心问老板，桲椤
饼有没有什么讲究。老板笑着说，这是传说啊：说是明朝将领
戚继光率领大批浙江人为主力的“戚家军”镇守山海关，由于
北方粗粮较多，戍边士兵生活艰苦。为改善生活，有人每年五
月初开始，把长城沿线桲椤叶趁其鲜嫩采摘，拿回后洗净，再
把淀粉和面粉和好摊叶上，然后把提前和好的韭菜、白菜或
是肉或是鸡蛋放在上面将桲椤叶对折，放进大锅蒸制成桲椤
饼。这种美食不仅改善了士兵生活，还体现了南北饮食文化
的交融。听着老板绘声绘色的介绍，我和几个朋友馋得直流
口水，张口就要了10份共 60个，打算“吃不了兜着走”。当然
还点了几道菜，其中少不了就有山海关的海鱼。

桲椤饼端上桌，咬了一口真是一绝，口味以咸鲜为主，饼
皮隐约透明，三鲜和桲椤叶散发沁人的清香。这种美食不仅
当年改善了长城士兵的生活，还因其独特的口感和制作工
艺，成为了秦皇岛地区的特色美食之一。

二品长城美食已成为我始终不渝的追求方向。去年夏
天，朋友约我去位于密云区西北部的黄峪口村（原

黄崖口关），在长城下的小村庄里看了长城，看了夫妻树看了
中华蜂。中午饭村支书安排在养蜂合作社里。菜品都是合作
社菜园子里现摘现做，绿叶菜是虫子吃剩下的，看来没打过
农药。支书侥士忠拿上一盒袋装蜂蜜，给每人沏了一碗。驻村
第一书记见我们都不喝酒，就直接把主食端上来了。三个盘
子是三张不同口味的烙饼。饶士忠解释说这是“三油瓶”。我
闻着饼香味说，有股苦杏仁味。他就乐了，给我碗夹了一块饼
说，我们村家家户户都爱吃烙饼，还都是用核桃、苏子、杏仁
三种油烙出来的，外酥里嫩，香甜入口。由于村子里大面积出
产大红袍花椒，有的人家还在烙饼时把花椒炒熟擀成面放在
面层里，既醇香又驱寒治病。

品着三油饼，听着三油饼的来历：明朝万历年间，有一天
蓟镇总兵戚继光到黄崖口关视察长城防御。驻防的饶将军非
常激动，告知伙房为戚总兵做几道上等饭菜。伙夫告诉将军，
伙房没有白面，只有小米了。饶将军说，那怎么行，戚总兵是
山东人，喜欢吃面食。于是门兵跑到白马关借到60两白面，伙
夫赶紧和面准备为戚总兵烙饼，可一时油也没了。伙夫就把
晒在城台上的几把山杏核砸开，取出杏仁捣碎，挤压出半碗
杏仁油，给戚继光烙了几张大饼。一股清香入脑的味觉吸引
了戚总兵，他拿起一张饼问道：“这饼是用啥油做的，这么
香？”饶将军有些不好意思说：“是用捣碎的杏仁油做的。”戚
继光咬了一口感觉非常好吃，笑着说确实好吃。然后要饶将
军，长城内外满山遍洼都是山杏，让守城将士捡回杏核，压榨
成油，既好吃又营养还治病，一举多得，这是上等的好事。“像
核桃呀山苏子呀都可榨油，以增加营帐官兵的营养。”饶将军
从饭桌上站起连声说：“谨记总兵教诲。”

从此，饶将军就发动守城官兵到山上捡山杏核、山核桃、
野苏子等，压榨成油分发到各营帐。就这样，杏仁油、核桃油、
苏子油炒菜、烙饼一直延续至今。

后来，黄峪口村村民家里只要来亲朋，总要烙上几张三
油饼，做上一包老豆腐，沏上一杯野蜂蜜水来招待；一位老人
说这是黄峪口村人用“香在嘴上，甜在心里”的待人之道。

看来戚继光不但是军事家、建筑家还是位美食家。
一个雨后的下午，我从书架上拿出一本《止止堂集》其中

有一首戚继光写的《潮河纪游》诗并序：关门日款五单于，三
福金汤版闸都闸。纪纲大夫纡幄算，风流使者急储输。云开碧
藻渔金鲤，风散青烟破柴榆。自是圣人在中国，梯航万古颂唐
虞。说是在维暮春季旺，臬伯翟大夫怀监兵至古北口，饮于威
远楼。戚继光领大夫巡视完长城后又坐上小船到潮河巡游。
看河两岸柳树成荫，美不胜收。甚是欢欣。于是又邀渔夫撒网
打鱼，打上数条鲤鱼，放在盆中，回到边远楼里下锅。在楼中
吃垮顿鲤鱼，喝着古北口小烧酒，畅谈甚欢。戚继光在威远楼
和大夫的一次聚餐，也掀开长城味道的开篇，潮河的鲤鱼，鲜
嫩味美，古北口小烧入口醇香，味道远飘十里之外。

记得，1994年初春，我和几个朋友去八达岭学习长城保
护和修缮经验。午餐上了一大盆菜面混合饭，服务员说这是
八达岭最有名的打傀儡。我们听了感觉非常有趣，追问它的
由来时，八达岭长城管理处的张主任说，早在明朝那会儿，面
糊作为一种食物被带到长城上，成为将士们喜爱的军粮。然
而，面糊难以吃饱，便有人改进制作方法，将其加工成介于面
糊与干粮之间的搅傀儡，通常用豆角、土豆等家常菜与玉米
面混合制作，经过翻炒和蒸煮而成，很受将士们喜欢，从此搅
傀儡就成了打傀儡遗传至今。

三长城味道受地域、温差影响也是不一样的，游牧民
族和农耕民族的饮食习惯有很大差别。

我去过内蒙古长城，也了解和品尝过各种小吃。像荞面
拿糕就是用当年的荞面经过两次开水搅拌焖煮成团，蘸腌菜
汤、辣椒油、葱末、香菜等食用，百吃不厌。还有黄芪炖羊肉，
这道菜使用本地溜达羊，肉冷水下锅，只放葱姜黄芪，味道鲜
美。而杀猪烩菜融入了东北习俗把猪肉和手切酸菜一起炖，
肥而不腻，香气扑鼻。猪尾巴勾鸡、羊头捣蒜、手扒肉、涮羊肉
这些美食都有着长城的味道。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是游牧民
族的豪放与气质。

当你走进嘉峪关时，这里融入了陕甘宁地区的饮食文
化。比如嘉峪关烤肉，这是嘉峪关的招牌美食，选用当地优质
的羊肉，经过秘制调料腌制后在炭火上慢烤，肉质鲜美、外焦
里嫩，香气扑鼻。羊肉粉汤，以优质的羊肉为主料，经过处理
后熟而不烂，汤汁鲜醇，香辣爽口，食之肥而不腻。

二十年前，我去宁夏探亲，大舅哥带我们去了银川的镇
北堡，对于张贤亮开发的影视城我非常喜欢，他把西域文化
完美地塑造出来，我们去那天，《大话西游》正在拍摄。转了一
上午，大哥又给我们买了肉夹馍。我咬一口，说，这不就是“中
国的汉堡”吗？馍香肉酥，肉质软烂、糜而不烂，香气四溢。在
宁夏长城里。必不可少的是枸杞，这是最养生的食物，右手拿
着肉夹馍，左手端着八宝茶，是最完美的吃喝搭档。

茶也是食材的，更是人类不可缺的一种饮品。我们通常
是饮红茶，白茶，绿茶，花茶。其实大麦茶，山楂茶也很好喝，
早期士兵在长城上采些紫丁，黄芹，山榆叶回到城堡里晒干
制成茶，达到提神，醒目，开胃，平肝的作用。其实还有把粮食
碾成面做出来。这个叫茶汤。

生活就像河流，总有沟沟坎坎，弯弯绕绕，跌跌撞撞。有
惊喜也有忧愁。

新冠疫情没来那年，我与家人到张家口看看，到地儿已
是下午了，走进古城直接找家餐馆，填饱肚子再说。在满墙的
菜饭单上写着，坝上莜面。张家口的一道地道传统名点。莜麦
耐寒性强，非常适合坝上的冷凉气候。莜面不仅含有丰富的
蛋白质等营养，还具有耐饿的特点，被誉为“口外之宝”。怀安
城豆腐皮——河北张家口怀安的特色产品，有着悠久的历
史，起源于明朝洪武年间。豆腐皮薄如纸张，醇香爽口，富含
丰富的蛋白质和纤维素。黄糕：张家口当地用黄糯米制作而
成的食品，内有馅料，外皮酥脆，里面柔软。质地松软，味甜香
润，营养丰富。一窝丝清油饼：张家口怀安县的特色美食，由
细面盘成的烙饼制作而成。呈金黄色，香酥油润，软绵适口。
圪渣饼，张家口市阳原县老字号糕点店的招牌小吃，以酥脆
香甜而闻名。主要原料有面粉、白砂糖、胡麻油等，成品金黄
酥脆，甜而不腻。八大碗，是蔚县城堡里的传统名菜，包括肉
丝杂碎、炒肉、蒸肉、虎皮丸子、杂碎、炸鸡、蒸丸子、肉丝五花
肉。制作精细，味道鲜美，看得我眼花缭乱，表妹说，好吃不好
吃的点两道先尝尝，最后我只点了油茶和黄糕这两种风味小
吃。还别说，这两道美食色香味俱全，让我回味无穷，真是太
好吃了。

四美食通南北，长城一线牵。说起八大碗这是北方共
有的菜肴，满，蒙，汉，回都有，可是最实惠的还是东

北?虎山长城的八大碗，那可是盆呀。有一年我和镇上领导去
东北三省考察，在虎山长城附近就餐，专门要尝尝八大碗。谁
成想上来八个瓷盆，每个盆里装得满满当当。后来又端上一
大盆饸饹面、最后还送一盆压锅老豆腐。我们几个人可劲儿
造也吃不完。有人说虎山人心大，更实诚。难怪虎山长城对万
里长城起点是不是从虎山开始的，从来不争辩。后来被长城
专家罗哲文给正了名。

我在想，到底什么是长城味道？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有
着什么样的人在长城上屹立不倒。

在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里，收藏了一个既普通而又不寻
常的物件，小锅饽饽的饼撑子。它是密云英雄母亲邓玉芬在
抗日战争年代为八路军摊数千张小锅饽饽，送到鹿皮关长城
上让战士们吃。她在牺牲六位亲人的时候，把所有战士都看
成自己的儿子。希望他们站在长城上多杀几个日寇，为中国
人报仇。

我出生在古北口长城脚下。长城给了我无尽的精神力
量，品着长城的味道一天天变老。我知道古北口有黏豆包，小
锅饽饽，小米打包饭，装锅子等等近百种小吃都和长城有密
不可分的联系。

今年夏天，镇里领导找我，说是要把柳林营的百家姓、露
八分，司马台的装锅子申遗，让我帮帮忙，我非常高兴。百家
姓村本来大多就是明朝修长城，守长城留下的后人，再就是
清朝进关后的军人后代。而司马台装锅子是正儿八经的因长
城而起，明朝修长城时，有一年冬天，天特别冷，村里一军人
家属王张氏，就用自制的装火锅拿到长城上，锅里装上菜，蘑
菇，肉，粉条，豆腐等食材，再把提前配好的佐料汤倒进锅内，
炭火点着后，不到一袋烟工夫就开锅了。用来犒劳守长城的
士卒。冬天吃上火锅又取暖，还热乎。从此装锅子就传承下来
了，成了远近闻名的一道美食，也成了过年过节和来亲戚的
道大菜。火锅一点，百味齐全。

五行万里长城，品千种小吃。夜幕降临了，锅子点着
了，桌上排满油糕，黏豆包，小锅饽饽，小米面煎饼，

手扒羊肉等等美食的时候。我又想起了二十年前我从长城下
挖出来的温酒灶和温酒壶。我好似看到了，戍守长城的将士
还没有离开长城。他们的家眷，依然住在离长城不远的村屯
中，那些官兵的月粮只有一石，来维持生活。如果人口少的家
庭还可以勉强维持，如果上有父母，下有兄弟姐妹的大家庭，
那就难以糊口了。他们不得不开垦土地，种些五谷杂粮，来勉
强地度日，他们为了饿不死，把采集来的树叶，松果，野山楂，
以及一切可以糊口的东西，做出各式各样精细的小吃，来保
障他们的生命。我朦胧中看到敌楼里飘起了青烟，那锅碗瓢
盆的碰撞声，熬炒咕噜炖滋滋响声，那醇香的美味，和自己酿
造的古北口烧酒，四溢飘香，进入我的鼻腔，流进我的大脑，
深入在我的心脏。我醉了。

长城的味道是香甜的，不仅仅是因美食，在天气晴好时，
会有清新的空气味道，夹杂着若有若无的草木的气息，因为
长城沿线常常有一些野生的花草树木生长在周边。若是在夏
日，或许还能闻到阳光炙烤着砖石散发出来的微微温热的味
道。当你踏上古老的砖石，仿佛能闻到岁月的沧桑，感受到千
百年前无数劳工艰辛修筑的汗水味儿，能联想到金戈铁马的
时代，士兵们戍守边关的紧张气息，那是一种穿越时空与历
史对话的奇妙氛围。长城上还充满着游客们的欢声笑语、惊
叹感慨的热闹“味道”，不同地方、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汇
聚于此，大家或是兴奋地谈论着长城的雄伟壮观，或是安静
地沉浸在对历史的遐想中，这种人气与文化交融的氛围也别
具一番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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