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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又到腊味飘香时。
腊味的受欢迎，在于它的独特风味是经历了长年累

月的改良创新而形成的。色泽鲜明，口味鲜甜，香味独
特，食在口中感觉脆嫩，美味可口。

今天，在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的日子，我们一起来摆
一摆川渝人民的心头好——那些我们见过的、没见过的

“腊味”，但愿在新春团圆时，这些“腊味”能为你的生活增
添几许美好的元素。

一、菜板肉 可以蘸白糖或蜂蜜

这是多少人的童年回忆。
父母把腊肉、香肠煮好后，在菜板上切腊肉，我们则

守在菜板旁边口水滴答。父母转头看一眼，然后随手从
菜板上抓一片滚烫的腊肉或香肠，递到我们的嘴边。

刚刚煮出来的腊肉、香肠，最好吃。
腊肉、香肠都要厚切。尤其是一坨一坨的香肠，口感

最好。记得小时候，不怕烫，拿着一根香肠就开啃，几口
就吃完一根。满嘴流油，太香了。

这种菜板肉，还可以蘸白糖或蜂蜜。没有吃过的朋
友，强烈建议试一下。

此外，我在城口，还吃过这种腊肉的进化款——天麻
蜂蜜蘸腊肉。一片腊肉、一片生的天麻薄片，再淋上桂花
蜂蜜，好吃得不摆了。

二、炒腊肉 城口豆豉伴炒最妙

炒腊肉，是腊肉最主要的吃法。
腊肉最好煮熟了再炒，因为腊肉基本上都会带皮。

煮熟了炒，肉皮部分才不会嚼不动。
在重庆，我们一般用蒜苗、豌豆片、蒜薹、豌豆尖或花

菜炒腊肉。湖北一些地方喜欢用红菜薹炒，也很好吃。
城口县的厚坪乡等地，用当地农家自己做的豆豉炒

腊肉。这种城口乡下的豆豉，不咸，也不是黑豆豉，放在
炕房被火炕过，干香有嚼劲，很像川南的豆豉粑。不同的
是，川南豆豉粑，是把豆豉捏成拳头大小，再放到簸箕上，
用小火炕干。城口的豆豉，是直接在炕房里面炕干。

用肥腊肉熬出来的油，把豆豉炒香。豆豉外面被油
浸软，里面还有些许嚼劲，和一片一片腊肉一起入口，腊
肉香和豆豉香混合在一起，一口一口慢慢咀嚼，满口生
香，十分美好。

三、洋芋果炖腊肉 香糯粉软，口味神奇

在去城口之前，我真没
有吃过炖腊肉。

在厚坪乡的何大
姐家，我亲自做了一

次洋芋果炖腊
肉，很美味。

腊肉切

小块，选其中肥一点的，下锅熬出油。然后放姜片、蒜片、
干辣椒、花椒，煎炒片刻，随即把腊肉全部倒下去，加入开
水。大火煮40分钟。

城口乡下比较随意，除了腊肉坨坨，还把腊排骨、腊
猪蹄，甚至香肠都放进去煮。

在城口，最有名的是洋芋果炖腊肉。
洋芋果只能在盛夏制作。每到夏天，当地人把小洋芋

剥皮，下锅煮一会儿，刚刚煮透，就捞出来放在大太阳下连
续暴晒三天。这种晒透了的小洋芋，就是洋芋果。

炖腊肉前，洋芋果要泡三个小时，彻底泡透，然后和
腊肉一起，再煮半个小时，就可起锅了。

炖好的洋芋果，香糯粉软，入口有板栗的口感，甚是
神奇。

四、糖炒腊肉 堪称一道很神奇的菜

糖炒腊肉，是一道很神奇的菜。在《水煮重庆》一书
中，专门有一篇“重庆糖肉”的文章，讲过此菜。

肥一点的腊肉切片，在锅里爆出油。把腊肉舀出来
后，适量红糖下锅，炒化，再把腊肉重新倒下去，和转起
锅。

和了红糖的腊肉，用筷子夹起来，可以牵出丝状的红
糖汁。红糖和腊肉混合在一起，香气浓郁，入口甜香，好
吃得很。

五、麻辣腊肉丝 成菜干香酥香辣香

把瘦腊肉手撕成丝，再把干辣椒切成细丝，加上姜
片、蒜片、大葱、花椒，一起在油锅里面小火慢炸，起锅前
加一点糖。成菜干香、酥香、辣香，多种香气堆满口腔，口
感微辣微麻，特别有嚼劲，适合下酒。

也可以做成传统收汁菜，像陈皮牛肉、陈皮鸡丁那
种，做成陈皮腊肉丝，也非常好吃。

六、腊肉锅巴 在合川已流传百年

在合川，当地有道流传百年以上的乡村菜——火匣
子粑粑。合川一些地方，也把这道菜叫做腊肉锅巴。

一定要用肥腊肉，煮好切片，放在用鸡蛋调好的红苕
粉里面，裹上一层厚厚的红苕粉，然后在锅里小火慢煎。
两边煎得焦黄酥脆，里面则香软肥甘，入口外酥里嫩，特
别好吃。

这道菜，过去在整个川北乡下比较流行。但是，随着
传统乡村川菜的日渐式微，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了。我在
受合川区政府委托进行合川全域美食资源调研时，在合
川龙凤镇发现了这道菜，随着调查深入，我发现这道菜在
合川不少地方依然较为广泛地流行。

七、豆豉蒸腊肉 轻松下三大碗毛干饭

蒸腊肉，也是过去比较常见的吃法。
一般是生蒸。即把腊肉生切成片，放在碗里盘里，上

笼蒸熟。不过，由于腊肉比较咸，建议蒸之前，
用温水泡一个小时比较适宜。

蒸腊肉，常见的是豆豉蒸腊肉或豆豉加豆
干蒸腊肉。用半碗干豆豉，有些地方也喜欢把
豆干切成小指头大的豆干粒，和豆豉一起攉匀，

然后把腊肉片放在
上面蒸。

这种蒸腊肉，不但腊肉好
吃，腊肉下面的豆豉和豆干也浸透了
腊肉分泌出来的腊猪油，香软可口，轻松下
三大碗毛干饭。还有一种蒸腊肉，可以叫糖
蒸腊肉。很简单，就是蒸腊肉的时候，撒一把白糖。蒸好
的腊肉，甜香可口，别有风味。

八、香烤腊肉 火上慢烤余味不绝

现在，烧烤越来越流行，所以烤腊肉的出现，一点也
不稀奇。

第一次吃烤腊肉，就是在城口县唯一的老腊肉小镇厚
坪乡的农家。围坐在炕房里面的火堆前，用铁签串一串腊
肉片，放在火上慢慢烤。一串烤腊肉，一杯厚坪当地的嫩苞
谷酒。整个炕房中，腊肉香、酒香，混合在火堆上面飘荡。

吃到满嘴冒油，打着酒嗝，别提多惬意了。

九、腊肉烧鸡 鼎罐红烧别具一格

城口除了老腊肉，还有著名的城口山地鸡。城口人
朴实，直接把两者合成一道菜：老腊肉烧鸡。

红汤煮的腊肉，在去城口之前，从来没有吃过。在城
口，算是见识了这款腊肉烧鸡。

用豆瓣、干辣椒、花椒、姜蒜一起炒出红汤，把山地鸡
和腊肉、腊排骨切成大块，一起扔进鼎罐红烧。烧一个小
时左右，腊肉和鸡都入味了，还没有端上来，远远就有一
股股浓香扑鼻而来。

我相信，红烧的鸡大家吃过很多，但红烧的腊肉，吃
过的人就少了。我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腊肉红烧，别具一
格，非常好吃。

十、鼎罐烘腊肉 小火干烘香味霸道

在城口，人们把土豆、腊肉、腊排骨，一股脑儿放进鼎
罐。不加一滴水，就这样用小火干烘。慢慢地，腊肉出油
了，油开始浸进了土豆，香气开始散发出来。

烘上半个小时，整个屋都开始香了起来。腊肉、腊排
骨熟了，土豆也熟了。这时的土豆才叫好吃。尤其是烘
到最后，鼎罐下面的土豆开始出现锅巴，土豆锅巴上面又
浸满了腊肉的香气。这个好吃，真的很难形容。

大城市的家里没有火堆，也没有鼎罐。不要紧，直接用
大铁锅，把腊肉、腊排骨和土豆混在一起，用小火慢慢烘烤。
我试过，效果依然霸道，依然会出现香喷喷的土豆锅巴。

厚坪乡——城口县政府唯一授牌的“城口老腊肉小
镇”。厚坪腊肉，作为城口老腊肉的代表，受到广泛好
评。近年来，厚坪乡党委、政府鼓励农户以家庭为单位，
实行养猪、炕房腊肉一体化推进，重点完善农家腊肉炕房
的标准化建设，使大山深处的农家腊肉，越来越多地走出
大山，走上城市家庭的餐桌。

（作者系重庆文旅协会副会长）

这里说的夏坝大院，是一个人们才叫了四五年的年轻
地名，它曾叫夏坝。

不经意间，人们容易把这个夏坝与江津区夏坝镇联系
起来，以为是夏坝镇的一个大院。然而，这个夏坝大院是在
江津区慈云镇凉河村境内，并不在夏坝镇。更让人称奇的
是，有近百年历史的这个农家院落从来没有住过一位姓夏
的人，更没有住过什么将军。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目前，夏坝大院共住有10多户群众。院落干净整洁。
院落前，几口大鱼塘总共有二十来亩面积的水面，似乎将整
个院落轻柔地拥在温暖怀抱。这里也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的示范院落。夏坝大院的名字是四五年前开展人居环境整
治时由原名夏坝新改而来的。这里从来没有住过夏家的
人，却与夏家有很深的渊源。

这个区域地势低洼平坦，长江支流黄澄溪穿境而过，是
典型的平坝坦丘，水源充足，土地肥沃，有天然粮仓的美
誉。历史上，人们称这里为下坝。

20世纪30年代，居住在千年古镇白沙的夏仲实将军家
在下坝周围共有面积相当于现在 400 亩的肥沃田土。后
来，人们就把下坝改成了夏坝。

夏仲实又名夏首勋，1889年出生于白沙镇。他是抗战
名将，重庆民革创始人和卓越领导人之一。

抗战爆发后，夏仲实曾任国民党30集团军第78军军长，
率家乡子弟兵出川抗日。临行前，夏将军在白沙镇举行了出
征誓师大会，效仿岳飞跪母出征。在抗日战场上，夏将军爱兵
如子，率军英勇抗敌，在南浔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长沙
会战中屡立战功，曾获云麾勋章和陆海空甲种一等奖章。

1944年，冯玉祥将军为抗日募捐来到白沙，夏仲实将
军带领全家共捐款9万元。在他带动下，白沙镇共募得捐
款650多万元，创造了全川最高纪录。冯玉祥将军还特意
撰写了文章《最爱国的市镇——白沙》，满怀激情地生动记
叙了这次募捐盛况。

夏仲实将军也非常关注家乡民生，爱民如子。国难当

头的那些年，他在白沙还出资兴办义渡、办学、兴建电厂等。
夏家的恩德一直为当地群众所称颂。现如今，白沙镇的

群众还自发地对夏家曾居住的夏公馆进行义务保护和修缮。
1949 年前，夏家的这片田土被曾姓的一家人佃去耕

种。为让曾姓佃农一家劳作、生活方便，夏家出资在田土内
选了一处地方，修建了一横两厢的一处“U”字形房屋，中间
还有一块很大的坝子，有典型的南方民居风格。这样一来，
曾家也算是安居乐业了。

83岁高龄的曾德宣老人现在还住在夏坝大院。他回
忆说，1949年之前夏家在这一带的田土一直由他的祖辈和
父辈佃种，每当遇到收成不好的年份，夏家总会主动减租。
他记忆犹新的是，逢年过节曾家长辈都要带上一位晚辈，走
20多里路，到白沙场上的夏公馆给夏家拜年，以感谢夏家
的照顾。夏家也总会好酒好菜地招待佃家来的人，并留大
家住上一晚。临走时，还会给小孩一个压岁红包。

夏坝大院的整治和命名，也是慈云镇对爱民如子的夏将军
的一种特殊怀念方式。现在，还有当时的五户曾姓佃农的后代一
直住在夏坝大院。每当谈起夏将军，他们总是激动不已。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会员、原《江津日报》副主编）

腊肉的这十种吃法
哪几种你从未尝过

□司马青衫

从江津夏坝大院走出的抗战名将
□鄢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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