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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桑植》首演，红军体验园开业，2021
年的西线旅游，变得越来越丰富。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特殊年份里，行走西
线，不仅有茅岩河景区的山、水、洞、寨、
歌，还能从多维度进行革命教育和红色洗礼。

瞧，就在九天洞景区，这家处处透着红色
文化的红军餐厅，就等着你在桑植当一次红
军、走一次长征路以后，来体验一下红军餐。

走进红军餐厅，首先被迎面而来的特色装
潢所吸引。这里有大厅自助餐，也有包厢可供
选择，但所到之处，都印着各种带有年代感的
标语以及红军长征过程中相关战役的文图介
绍。爬雪山、过草地，四渡赤水、血战独树
镇、红军长征路线图⋯⋯一点点把游客们的记
忆拉回到当时的长征年代、战争年代。

用餐前，在餐厅随处参观片刻，了解长征
故事，一起追忆缅怀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碰
到身穿红军战士服装的工作人员，他们还会大
声地向你问好。

作为一家红军餐厅，这里的菜单非常别致
有趣。随手翻开，三座大山、江山如此多娇、
两把菜刀⋯⋯一一跳入眼帘，让人过目难忘。

“三座大山是清炖土鸡，因是本地散养在山
上的真土鸡而得此名；两把菜刀是本地的汤稞
煮青菜，无论是汤稞还是青菜，都需要刀削或
切后下锅⋯⋯”餐厅负责人介绍，每道菜菜名

由来主要是在体现食材、做法的
前提下，为其赋予一定的特

殊 意 义 。 他 介
绍，餐厅有百余
种菜品，虽然菜
名 可 能 有 些 牵
强，但主要是一
个教育意义，让
大家在用餐的时
候也能去重温和

学习一些历史。
据了解，这里的食材也大有讲究，大多是

就地取材。为了融洽“军民关系”，餐厅鼓励当
地群众发展无公害种植养殖，他们均按照“不
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原则，全部按照市场价进
行收购。

到了饭点，大锅灶、土豆饭，红薯、玉
米、粑粑、咸菜、野菜等先一一摆上。动筷子
时，提供服务的“红军战士”不忘提醒大家按
需取食，杜绝浪费。吃下几块香甜的红薯，就
带来十足的饱腹感。同行人忙提醒我，“后面还
有大菜。”原来，虽然是红军餐，但作为一家接
待海内外游客的餐厅，这里绝不是只有长征时
的“苦涩记忆”，也有不少解放以后的“幸福甜
蜜”。先上杂粮咸菜，再上美味佳肴，也寓意生
活先苦后甘，提醒游客在享受如今幸福生活的
同时不忘前人的艰苦奋斗。

在红军餐厅

寻找记忆里的红色味道

本报记者

潘鑫

国人食用苦菜历史悠久，《诗经》 有载：
“采苦采苦，首阳之下。”《周书》 记述：“小
满之日苦菜秀。”《本草纲目》 则说：“苦菜久
服，安心益气，轻身、耐老。”苦菜鲜嫩青
涩、爽口开胃，在百姓餐桌上千年受宠，享
誉美味。

挖苦菜的最佳时节是小满前后。夏锄不
久的田地，“头茬”苦菜已连同杂草一同被锄
刈，它开始第二次萌动，但不再孕蕾开花，
只是一心一意地长叶。待它生出十数片青葱
碧绿，贴地面用力一铲，一大簇鲜嫩的苦菜
便收入袋中。

小时候，每年小满前后，母亲都会从田
里挖来一大筐苦菜，摘去硬梗老根，焯水攥
干，加小米面、麦子面，打入数个鸡蛋揉
匀，团成鹅蛋大小摆上笼屉。旺火蒸熟揭
锅，一个个苦菜团青光泛泽、香气扑人。我
迫不及待地拿筷子扎起一个，吸溜着口水掰
下一块添进嘴里，涩苦已在焯烫烘蒸中消失
殆尽，只余清香滑润、筋软柔糯。

后来从乡下迁到城里，但只要能挖得
到、买得着苦菜，我不会放过机会和机遇。
不知从哪一年开始，人们开始在暖棚里种出
苦菜，纵是冰天雪地时节，照样有苦菜端上
餐桌，但味道却少了自然的野性，清冽的苦
涩趋于平淡，特有的鲜香也裹杂进水分。

近几年，小满时令，我都会驱车郊外采
挖苦菜，回来择净焯水、或拌或蒸，痛痛快
快地过一把原汁原味的苦菜“瘾”。

（据新华网）

小满

苦菜秀周铁钧

中午去厨房，看到沥水篮里有一
捧白嫩嫩、俏生生的豆芽，上面点缀
着一对儿翠绿的小叶子，正是最爱吃
的豆芽菜，看到这一汪儿鲜嫩，满心
的喜悦都要关不住了。

绿豆芽比较适合清炒，口感脆
嫩，味道清新，是菜园子青黄不接时
候农家必备的家常菜肴，或者直接凉
拌，做成一碟开胃凉菜。黄豆、黑豆
等大一点的豆子，发出来的豆芽稍胖

一些，但是炒出来的味道不如绿豆芽
鲜嫩，部分豆芽有纤维和一点点腥
气，据说是豆腥味，一般用来配火
锅，或者和肉类荤菜一起翻炒。至于
用花生发出来的豆芽，就更粗壮了，
有小指头那么粗细，顶上还顶着粉红
的花生瓣，被一层薄薄的花生衣包裹
着，似乎马上就要撑开似的。花生豆
芽在最嫩的时候，生吃也可以，凉丝
丝、甜丝丝的。

豆芽的样子又像古时候的如意，
所以人们又称它为如意菜。别看豆芽
个子小小，其实有大能量，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 里记载，具有“解酒
毒、热毒，利三焦”之功。发好的豆
芽含有较高的可溶性氨基酸、维生素
和膳食纤维等，经常食用有益健康。
需要注意的是，豆芽虽然好吃，但

“脾胃虚寒之人，不宜久食”（姚可成
《食物本草》）。

超市里各种蔬菜一年四季不绝，
但是都抵不上一盆自制的豆芽来的新
鲜有趣，也抵不上亲手做豆芽，家人
围坐共吃豆芽的温暖与惬意，大约这
才是豆芽真正叫人念念不忘的精髓
吧。

豆芽趣谈：小小个子，大大能量
通讯员 陈红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