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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你来到以文会友的平台，

这里欢迎批评，杜绝奉承。拍下去
的是“砖”，出来的是精品。给别人
“拍砖”，你得言之有物，因此，脑筋
要急速开动；挨别人“板砖”，你并不
吃亏，犀利的话语里含着一颗颗真
心。借着这些“砖”，毁掉的是旧房，
造出来的是新屋，一个个写手在这
里成长。

□张汝沛

难忘钢丝面

好吃手擀面
□尚召品

我小时候最喜欢吃妈妈做
的手擀面，厚薄适中，鲜滑筋
道，再淋上加了麻油的蒜水，更
是美味。

擀面条是个力气活。农忙时
节，妈妈匆忙从地里赶回家，顾不
上擦汗，就捅开煤炉，挖面，和面，
揉成软硬适中的面团，醒上十多
分钟，再双手均衡用力，把面往薄
里擀。因为费力气，妈妈脸上的
汗顺着脖子往下淌。面做好了，
她顾不上休息，匆忙给地里的爸

爸送饭。有一次，妈妈做好手擀
面后直喊腰疼，当我得知是擀面
条累的时，满心酸楚，决定再也不
吃手擀面了。

我10岁那年，五里外的邻村
有人买了轧面机，几分钟就能轧
出面条，我主动请缨，把拿面去轧
面条的任务接了下来。每次，我
放学去轧面条，总要排队等上半
天。到家时天已黑了，我还要趴
在昏黄的油灯下赶作业。不过，
看到妈妈的笑脸，我心里感觉比

喝了蜜还甜。
现在种地基本实现了机械

化，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
放出来，很多家庭都购置了小型
轧面机，可是爸爸总是念叨，说面
条还是自己擀的好吃，机器轧出
来的不筋道。妈妈听了会笑眯眯
地说：“好，你和面，我来擀，咱们
换换口味。”于是，一家人齐上阵，
揉面擀面择菜炒菜，红烧肉做浇
头，佐以红辣椒、绿蔬菜，那滋味
别提多鲜美了。

钢丝面不是用钢丝做的，是20
世纪70年代城乡不少人家用红薯
面为原料，通过轧面机轧出来的一
种面条，黑黑的、长长的，如钢丝一
般，于是，钢丝面便得其名。

那时，我还在上小学。放学
后，我喜欢和小伙伴们去磨坊玩，
看倒进机器里的小麦变成面粉，玉
米变成玉米糁，觉得很有趣。有一
天，我们去玩时，磨坊的叔叔正在
加工钢丝面。只见他把红薯面倒

在盆里，加水搅拌成团状后，放进
轧面机里，很快，机器下边就出来
了好多长长的圆面条，黑亮，煞是
可爱。他把钢丝面拽点分给我们
几个品尝，那面甜甜的、滑滑的，
筋道极了，吃了还想吃。叔叔说：

“妞，好吃吧？叫你妈妈给你买点
回家吃，拿粮食换也行。”

回到家中，我缠着母亲说要吃
钢丝面，母亲笑着说：“行，俺妞想
吃钢丝面，就去换点。”母亲盛了玉

米，换回了一大瓢钢丝面，和青菜
一起放进锅里煮，捞出后，浇上拌
有香油的蒜汁。我不顾烫嘴，便大
口吃起来，面很筋道，越嚼越香。

结婚后，我看到老公家里有一
台轧面机。他说小时候家里细粮
少、粗粮多，母亲变着花样给他们
做吃的，钢丝面是他们一家人的主
食。数十年过去了，当年的磨坊早
已没了踪影，儿时快乐吃面的场景
却深深印在脑海中。

“红薯面都快生虫了，咋整？”老
公一边收拾橱柜，一边嘟囔。“擀红
薯面条啊！”我顺口说。

我会擀面条，可从来没擀过
红薯面条，在朋友圈里询问红薯
面条的做法，得到的答案不一，便
决定自己实践。我学着母亲的样
子，在锅里添水、放碱。等水开
了，把红薯面放进去，并在面中间
扎几个孔。

记得母亲说过，烫面要趁热
揉。我不顾灼热，小心地把这些散
沙似的宝贝又按又压。终于，两个

光滑的红薯面团成形了。首战告
捷，我沾沾自喜，拍照发到网上：“我
的纯红薯面条即将上市！”文友“东
风卷”提醒我：“你擀擀试试！”然后
发了个坏笑的表情。

“揉得这么光还能擀不成？”我
胸有成竹地拿起擀面杖。坏了，还
没擀几下，面片就开始龇牙咧嘴。
眼看再擀下去它就得粉身碎骨，我
只好停工求援。

“用白面给它包装一下呗！”文
友给我支招。“红薯面也吃这一
套？哄哄它？”我将信将疑，依计而

行。为了保险，我决定先用一半试
试。还别说，包了皮的红薯面确实
听话了不少，虽然也龇牙，但不至
于咧嘴。

剩下的一半，我吸取教训，不
再像擀白面那样使劲，而是轻轻均
匀用力，不断调整角度。还别说，
这次的面片擀得又大又薄，边沿也
光滑了。

欣赏着切好的红薯面条，我感
慨：当年母亲为了让我们吃饱吃好，
粗粮细做，作了多大难，又付出了多
少心血啊！

“今晚我是店小二，邀请诸位
来吃面，究竟味道如何，品尝之后
再发言。”上周五，我在“以文会
友”群里发出这句主持评稿开场
白后，大家纷纷询问：“难道今晚
评的内容全是面？”是的，而且是
四碗面。

第一碗是张清贤的《智斗红薯
面》。文章贴出后，引来一片称赞，
我提醒大家多挑刺，重“拍砖”，一
块块“砖头”便砸了过来。在指出
错字、病句后，大家认为，面是好
面，只是“智斗”不明显，不如把标
题改为《学做红薯面》。

《私人定制热干面》是孙嘉诚
回忆上学时难忘的人和事，文友
们对做面“老婆婆”的手艺纷纷提
出疑问，同时对“私人定制”的说
法也产生了争执，但最终认为，面
是暖心面，“私人定制”扣住了主
题，也别出心裁，以《私人定制面》
做标题更为合适。

20世纪70年代，农村流行过
一种美食叫钢丝面，张汝沛信手
成文，着实让没有吃过的文友大
饱“口福”，有的还被“钢丝”二字
吓了一跳。大家众说纷纭，品头
论足，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钢丝面
不扎嘴，味道还不错，建议标题前
边加上“难忘”两个字。

最后一碗是《最美不过手擀
面》。符春霞认为第四段需要精
简，李晓蕊认为让孩子去轧面条
失真，郭素稳、尤永伟等文友则
认为写得不错，通篇充满爱的味
道。我个人认为，标题可
改为《好吃手擀面》，

“ 好 吃 ”既 是 说 味
道好，也是说喜
欢吃。

热气腾腾
四碗面，时期
不同，也有着
不 同 的 内
涵。文章源
于生活，只要
用心，不仅能
品出美味，也
能写出美文。

热气腾腾
四碗

□徐善景

□孙嘉诚

私人定制面

□张清贤

学做红薯面

我在信阳师范学院上学时，校门口小
吃店的热干面非常好吃。如果要去吃，就
一定要算好时间，否则就会面对有面没有
座位，或是有座位没有面的尴尬。

卖热干面的是一个老婆婆，我每次去
都能看到她忙前忙后的身影，称面、煮面、
拌面，程序繁杂却有条不紊。我常常惊
讶，老婆婆竟有那么旺盛的精力。老婆婆
做的面可不是普通的热干面，而是“私人
定制”版。

我第一次去吃面时，老婆婆热情地问
我是哪里人，我没有多想，随口告诉她我
是洛阳人。没承想，当热腾腾的热干面端
到我面前时，家乡的味道扑面而来。加上

一些翠绿的葱花、鲜嫩的香菜，面还没入
口，我已经垂涎三尺了。

其实，凡是第一次来吃面的人，老婆
婆都会询问是哪里人，然后按那个地方的
风味调制味道。老婆婆说，天南地北口味
不同，有的喜欢辣，有的喜欢甜，有的喜欢
酸，她会考虑不同地域的口味特点，尽量
让客人吃得舒服。从那以后，我便深深地
爱上了老婆婆做的热干面。

老婆婆的面量大实惠，一碗就能吃
饱，每碗1.5元，从没涨过价。大学四年，
我把那儿当成了家，每天总去吃一次。

如今，我回到洛阳两年多了，但
老婆婆的热干面常常萦绕于脑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