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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苏子河南岸有一座平坦的山岗，土
垣围簇一座城，叫赫图阿拉。岗上，是旗袍的
故乡，十六世纪努尔哈赤在城中创建八旗，部
民所穿传统灰大衫称“介衣”（旗袍）。几百年
后，中国旗袍风靡世界，“清宫刺绣”也赢得赞
誉，当年没有走进紫禁城的民间针缕则在赫图
阿拉周边的满族聚居区穿针引线几百年，形成
别具特色的满族刺绣。

我每年都去赫图阿拉，曾给岗上带去一支
童谣：

农历十月十三日，
满族同胞好日子。
颁金节，到来了，
把酒共话桑麻事。

童声清脆，铿纯。孩子们在庆祝颁金节的
舞台上咏唱我的童谣，童谣如游曳的山风摇响
一串串护花铃，叮当悦耳。每年，赫图阿拉都
要举办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2018年举办国际
旗袍节，让满族刺绣与海内外宾客“连麦”。在
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县旗袍协会在岗下的赫
图阿拉村开办了“满绣坊”，招募、培训来自十
里八村的绣娘，让流传了几百年的满族刺绣技
艺有了一大批优秀的传承人。一批又一批出
徒的绣娘回归家庭开展家绣活动，“满绣坊”通
过电商平台接收订单，然后交给绣娘家庭制作
满族刺绣服饰，辛勤的劳动加精美的绣品让绣
娘们获得了可观的收入。2019年仅凭电商平
台订单这一项就为绣娘们带来20多万元的收
入。满绣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一
技之长则成了当地百姓致富的新引擎。

我退休后离开家乡来到北京，一直关注着
家乡的满绣，像船老大时刻关注着风讯。近日
读到一条微信，家乡的绣娘跻身“娃圈”，让满
族刺绣娃衣火起来。心随之鼓波。

她叫桑菊，永陵满族小学教师，今年 48
岁。儿时，她羡慕奶奶、姑姑及左邻右舍绣花
的女人，师承了满族刺绣技艺。在学校，她讲
授非遗课程满族刺绣。在“满绣坊”，她既是绣
娘又是师傅。2019年，她接到来自于河北一位
先生的一份特别订单——给BJD娃娃制作一
件满绣娃衣。正是这个机缘，让她和家乡的绣
娘们带着满绣娃衣跻身“娃圈”。

BJD娃娃即球形关节娃娃。桑菊眼界大
开，“娃圈”是一个养“娃”爱好者的世界，还有

“娃圈经济”，制作、交易娃娃及头发、妆容、服
饰。她凭借一双巧手，细针密缕，描龙绣凤，完
成一件蝶恋牡丹图案娃衣，与“娃圈”内的年轻
人碰撞出火花，让精美的非遗绣品在“娃圈”火
起来。她不仅参与“娃圈”举办的线下交流会，
还参加了北京、上海等地举办的娃展，她和家
乡绣娘们刺绣的满绣娃衣精美，倍受青睐，被
现场购买，当场下订单，一件精美的满绣娃衣
少则价值千余元，多则万余元，她欣喜，家乡的

绣娘们用新颖别致
的满绣娃衣赢利，她
更欣慰，绣娘们用年
轻人的方式让年轻
人爱上了传承几百
年的非遗。

我好久没回家
乡了，恨不能马上回
去看一看。看白云
行游赫图阿拉城，赏
野花为岗上编织的
新妆，听岗下的苏
子河哗哗啦啦唱新
歌谣，我还要去岗
下的“满绣坊”一饱
眼福。

绣娘出圈
解 良

半夜读书，腹内空空，墨亦未进，食亦未进。突
然想起那天吃的抓饭——

那个香，当我说出香，金黄的米粒停止了跳动，
鼻尖嗅到的是空气里的舞蹈，真香啊，吃了就停不下
来，是我迄今吃到的，最好吃的抓饭——鸡肉抓饭。

柴火慢慢地燃烧，烈焰变成红碳，炉火炖时间，
再加上喜悦的调配，一定有这样的好心情才能焖得
出这样鲜香的饭。鸡肉的香，胡萝卜的甜，稻米的
香，自家榨的菜油的香，吃一口，就再也忘不掉的
味道，想一想舌尖就在跳舞，唇齿留香，说的就是
这样吧……

在一份鸡肉抓饭面前，所有的味道都不是味
道，或者说都不能称之为味道。只属于这儿，图大
洪家出自皮亚曼古丽之手的抓饭。

我们大快朵颐之际，满脸笑意的女主露面了，
她的笑，含蓄，清浅，眼睛里盈满土桃子一样的甜
意。这甜意里有朴拙，清芬，独特，还有一份幽深，是
香里浸透的香，深深地诱惑你，吃了还想吃，一直吃
下去，饱了，撑了，才轻吁一口气，很不情愿地说，吃
不下了。心里有些后悔之前土桃子吃多了。

土桃子是图大洪从他家树上摘下来的。
那日图大洪招呼我们吃桃子：多吃点啊，别处

没有的，是自家院里种的桃子。模样看着和寻常街
道上卖的桃子并无不同。南疆多有这种桃子，鸡蛋
大小，青绿色，上面密密一层绒毛，熟透的略发黄，
不是本地人一般是不会买这种桃子的，并无卖相，
像黄毛丫头，实在是太过普通。在库尔勒的街头我
买过几次，口感和记忆中的相去甚远，淡而无味，水
夸夸的，吃了多有失望。

土桃子是小时候吃过的味道。在这里又撞
见。汁水饱满、甘甜，味道淳厚。吃了还想吃，一吃
就放不下，往昔的岁月又回到了舌尖。

成都的水蜜桃很有名。汁多且甜，个头大。硬
的脆甜，要用水果刀把皮削去，软的可以用手撕去
皮，一口一口咬着吃。吃起来并不爽利，和北京的
多宝桃有一比。有一年朋友从北京带来多宝桃，大
且甜，咬在嘴里又绵又细，肉肉的，滋味厚重。吃完
一个桃子需要半盏茶功夫，手上也全是汁水。这两
种桃子外形都好看，青红相间，红白相间，味道好，
价格也不菲。两种桃子吃起来都不如土桃子，来得
轻盈，爽利。

土桃子汁浓，水分足，像水蜜桃，但又多一份清
甜，那种甜是藏在时间深处慢慢成熟的味道。对半
掰开，直接吸。滋，一口蜜汁下肚，再一口蜜汁下去。
唇舌间充斥着甜香，滋味万般，手上只留下薄薄的青
皮。一次可以吃十来个，过瘾。土桃子单看外表并没
有食欲。只有吃过的人才知道它的好。论外貌，说
桃子实在是抬举了它，好似桃子里的村姑，不在大雅
之堂。食之却再难忘怀，滋味让人惦记一生。

新疆从夏天始至秋天都是甜蜜的季节，我常把

水果当晚餐。新疆水果甜是共性。差异只在舌尖
细微的感觉，绵脆厚薄淳。

五月中旬桑葚熟，桑椹的滋味在软糯。一把一
把喂在嘴里，几把桑椹下去人就饱了，桑椹太甜，吃
多了会腻，齁嗓子。

六月杏熟。白瓷碟里装一盘小白杏，颗颗黄
润，如密蜡，亮澄澄的，不吃摆在盘里，看着也是好
的。小白杏果肉黄中泛白，质细汁多，吃起来有一
种清新的鲜甜，一掰两瓣入嘴即化，沁心入舌。正
宗的小白杏杏核薄，轻轻一咬杏仁就到嘴里了，杏
仁的清脆中和了小白杏的甜，有丝丝的凉润。老辈
人常说，吃了杏子不能喝凉水，要吃几颗杏仁，否则
会闹肚子。我却偏不忌口，生了一副水果的胃肠，
吃什么水果都不拘。

吃毕小白杏，蟠桃就上市了。
库尔勒本地要属五〇四的蟠桃出名。去蟠桃

园采摘过多次，每次见到累累的蟠桃，一望无边的
绿树丛荫，心下不免追慕古人，会桃花之芳园，序天
伦之乐事。“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
咏，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这原是春
天的美景，春天的乐事，吟诗歌曲，赏花悦目。

然花期总是错过，口腹之欲倒是没有落下。
蟠桃树一人高，站在树下随手可摘。只捡大

的，渗了胶的摘。入口又轻脆又甘甜，软一些的入
口即化，汁水浓而不腻，甜而不齁，果形大，品质上
佳。《西游记》中王母娘娘的蟠桃宴，一年一度邀众
仙聚会，给了世人几多遐想。蟠桃常吃常想，常食
常鲜，有了这些蟠桃入胃，不作神仙也罢，人间烟火
里有脚踏实地的现世安妥。

肠胃里抓饭的空隙已被土桃子的汁水填得满
满当当。在新疆说来也是吃着抓饭长大的。抓饭
的品种多，羊肉抓饭、风干肉抓饭、碎肉抓饭、素抓
饭最是常见。南北疆的抓饭大抵相差不多。主料
无非米，胡萝卜，羊肉，细微的差别在于有的里面加
了鹰嘴豆，有的里面加了葡萄干，杏干。至于素抓
饭是专为不吃羊肉的人解馋的。里面多是葡萄干，
杏干，只是没有羊肉。在新疆大部分主妇都做得一
手好抓饭。平日里自己也常做，感觉不比饭店里的
差，鸡肉抓饭做过一次，实在不敢恭维。那日买了
上好的鸡小腿，起念做一顿鸡肉抓饭，先是放油煎
炒至金黄，放入米，胡萝卜，盐，水，焖至熟。出锅总
是觉得欠一点，不够鲜香，不够入味。不如羊肉抓
饭做得好。有了此番比较，吃到图大洪家的鸡肉抓
饭简直是世间美味。抓饭油大，配的小菜通常是凉拌
皮辣红和胡萝卜丝。胡萝卜切成细细的丝，提前淹渍
好，这两道小菜是抓饭的绝配，酸脆爽口，解油腻。

其时已是深秋，抓饭是不论季节的，土桃子已
鲜有，一个清爽甘甜，一个食而不腻，在离家二千公
里之外的墨玉享有这般滋味，实在是有口福。

想想这些滋味，夏天就在眼前，秋天从未走远。

鸡肉抓饭和土桃子
胡 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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