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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翔宇任翔宇

天冷，嘴就容易刁，肚子里没食儿，身
上就更冷，总是有种想踅摸吃食大块朵颐
的按捺不住的欲望。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一杯老白
干儿一盘花生米只能解决一个人的欲望，
而火锅，是红红火火百吃不厌老少咸宜的
众望所归。

火锅在大同盛行几百年，到如今成都
火锅、重庆火锅、潮汕火锅、北京火锅、大同
什锦火锅争奇斗妍家家店里热气腾腾，除
了他们本身的食材、蘸料、经营妙招儿以
外，还离不开大同人天生好这口儿。火锅
的由来说法不一，有成吉思汗行军改良的，
也有乾隆爷金銮殿大排筵宴担心菜冷伤身
的，甭管哪一出，都离不开冬天里吃肉的天
然需求。大同火锅搁在全国未必是最有特
色的，也未必是最大胆尝鲜的，但是大同的
火锅，有可能是最实实在在可以吃到肚皮
圆滚心满意足的。

这一点，成都火锅、重庆火锅、潮汕火
锅们可能有点委屈了，因为照顾了精细的
食材、八秒牛肉起捞的把控、香辣的锅底，
就没办法把注意力全集中在纯粹的羊肉与
牙齿摩擦而顿生出来的内心欲望来，所谓
味蕾的刺激、摆盘的悦目，在大同人冬天纯
粹就是要大块吃肉的骨子里的欲望里，云
淡风轻，可以有，没那么重要。

我小的时候，火锅还没这么普及，吃一
顿火锅，往往要等上一年。

什锦火锅我那时候以为是大同独有，
后来走的地方多了，也吃了很多形式肖似
的，青海茶卡盐湖边上老乡们做的“土火
锅”，临汾的尧乡火锅，都差不多，甚至我觉
得，东北的砂锅白肉之类的也可以归在这
里，算是锅子菜，丸子、烧肉、白菜、土豆、海
带、干豆角等一锅烩。这种肉菜等食料先
入锅后注汤煮沸上桌而食的吃法其实由来
已久，唐代叫暖锅，宋代时则叫“骨董羹”，
清代叫热锅，在大同，这是年菜。我吃的第
一顿火锅，是砂锅。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铜
火锅是奢侈品，和铜壶铜勺的日用功能比
起来，铜火锅就显得非常有仪式感，平日里
放在柜顶，年下的时候才由长辈小心翼翼
地捧下来，洗净擦干，在院子里支锅点木
炭，一层一层码肉码菜添汤，等到火旺了烟
没了，再端进屋里上桌。那时候，什锦火锅
和涮羊肉说起来不是一个类别，一个是全
家福，一个是宴请贵客。什锦火锅里主角
是肉，必有大同传统扒肉条（大烧肉）、肉丸
子、黄焖鸡块等；素菜有干豆角、干葫芦条、
黄花、木耳、干白菜、菠菜、海带、油炸豆腐、
冻豆腐、油炸山药，富裕的家庭里还能有些
水发鱿鱼、海参、墨斗鱼等，虽说比不上崔
莺莺，但怎么也算是红娘，不夺肉菜的丰
美，但是一样用各自的色香味显露出自己
的活泼劲头来，除夕夜或者是正月里大家
围坐在火锅前连吃带喝，心暖，身上也暖，
那感觉，四川人讲话，巴适，北京人讲话，舒

坦，广东人讲话，冧嘢，搁大同人说，吃得好
得说“入阁”，感觉好，那得是“倩倩的”，到
底是哪个“倩”字其实我也拿不准，但是这
个字多少有美的意思，我觉得比较靠谱儿。

八十年代中期，家里有了铜火锅，这算
是吃上了正宗的大同火锅。这铜火锅是金
属工艺厂做的，如今大同有一个算一个，能
做得了、做得好铜火锅的，当时基本上就是
这个厂的，非遗传承人李安民老爷子，王氏
兄弟，都是这儿的。大同铜器早已名声在
外，古时年间就说“五台山上拜佛,大同城
里买铜”，早年间大众浴池正对的那条街叫
院巷，院巷街上的铜作坊最多的时候数十
处，均系子承父业，世代相传，院巷也被称
为“铜匠街”，1973 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
周恩来总理送给他的礼物是著名的大同铜
火锅。蓬皮杜的儿子阿兰蓬皮杜前几年来
大同的时候，我还和阿兰蓬皮杜夫妇一块
儿吃过一顿不是正式宴请的“家宴”，他对
当年那件火锅上的“九龙奋月”图案印象深
刻，后来，鼓楼东街老火锅居然制作的这款
铜火锅复制品送给了阿兰，算是美谈，也是
缘分。

铜火锅不便宜，除了材料贵，工，也是价
值。当年我家的铜火锅好像花了七八十块
钱，1993 年我在北京的赛特看见过差不多
的，居然要五六百块，是那时候一个职工差
不多两三个月的工资。李安民老爷子后来
在小南街旧十一小做工坊的时候我去看过，

熔铸、切割、打制成型、焊接、镀锡里、錾花、抛
光、组装，底盘、锅身、火座、铜盖、火筒、小盖，
饭得一口一口吃，工得一点一点来，没有审
美不行，没有静下来的心，更不行。

铜火锅最大的那一个，在大同。这不
是 吹 牛 ，这 是 被 吉 尼 斯 世 界 纪 录 认 证 过
的。这个火锅也是李安民老爷子指导下制
作的，这个火锅高 5 米，直径 3.5 米，是目前
世界上最大的以木炭为原料的单体铜火
锅，一次可加工近一吨重的食材，能同时供
应超过 800 人用餐，不论体量还是容量均
堪称世界之最，前几年过年在大同看灯，灯
会里最汇聚人气的地方就是大火锅。“王府
升锅宴”，引无数人排队只为一尝美食，我
在灯会上陪嘉宾品尝过，也通过央视向亿
万观众推荐过，就着温好的大同干榨黄酒
也和灯会一干弟兄们风卷残云一扫光过，
俱往矣，这个大火锅和后来的大削面锅、超
大风箱都盖上了苫布尘封一隅，李安民、秦
和平、费林凯这些名字，也渐渐模糊，封印
在了手机的通讯录。

数九寒天，最难将息。老解说，大块吃
肉大碗喝酒哇，旁的寡，也对，火锅烧酒，大
同的冬天，先暖起来。

平城旧曾谙之火锅（一）

好久没去乡下了。一日，朋友邀我
去云州区杜庄乡周家堡村，脑子里立刻
闪现出儿时农家小院屋顶上的袅袅炊烟
和母亲烧的热炕头，这恐怕是最能撩起
现代人割舍不下的乡愁和根脉胎记了。

老话说：家暖一条炕。大同地处塞
北高寒地区，无霜期短，一直以来农村家
家户户都得靠火炕取暖御寒。在许多人
看来，炕就是房子的魂。

回 想 起 炕 来 ，似 乎 有 说 不 完 的 好
处。庄稼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归
后的休憩之所就是那盘暖炕，无论白天
干多重多累的活儿，夜晚躺在平展展的
热炕上，筋骨马上酥软，疲乏顿消，很快
进入到甜甜的梦乡中。一觉醒来，又有
使不完的劲儿。农闲时，男人们邀上几
位亲朋老友，盘腿坐在红漆木小炕桌旁，
喝喝小酒，唠唠来年瓜棚豆架之类的农
事，屁股下面热乎乎的，酒也喝得格外
爽。暖暖的炕头，也是婶子大娘们拉家
常、叙乡情、交流女红心得的好地方。最
摄人心尖儿的当是游子从远方归来，一
头扎到炕头上，就像回到母亲的怀抱，暖
烘烘的，内心安稳了。难怪有人离开家
乡入住到城里有暖气、电梯的现代高楼
中，还经常思念乡下睡暖炕的日子，只因
为土炕浓缩了他们情感中永远化不开的
亲情。

一路上想着这些与炕有关的往事，
不知不觉就来到村口。周家堡村位于大
同市区南 25公里处，同浑公里西侧，交通
十分便利，是一个与都市繁华贴近，又距
市井喧嚣遥远的小村落。村道干净、民

居整洁、绿树成荫，粉刷一新的外墙、内
容丰富的文化墙，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
干净、整洁的新农村气象扑面而来。村
里的房屋简单古朴，原汁原味，安然宁
静，就像安睡在冬天的怀抱里一样。

行走在平整干净的村道上，清新的
空气涤荡着心灵，感觉眼里的一切都很
新鲜。这里的村民乡风乡俗虽依然纯
朴，但村里诸如超市、澡堂、饭店、诊所、
宴会厅、公厕、文化广场和老年活动中心
等现代设施亦配备齐全。朋友口中描绘
的昔日破烂、脏乱的村容村貌，经过几年
持续不断地“梳妆打扮”已然旧貌换新
颜，增了“颜值”，也添了“气质”。

印象最深的是，随着“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入，周家堡村民的环
保时尚生活不仅体现在外环境的改变
上，还有各家各户屋内的炕头上。多少
年来，村民们一直坚守着对土炕不舍的
情怀。虽然如今的炕还是那个炕，却不
是传统烟火灶的土炕，而是具有安全、清
洁、节能、舒适、方便的节能炕。有人认
为先进的取暖设施掠走了农家太多的本
色，而我从户主们幸福的笑脸上看到的
是认同和满足。

一个个村落，承载着中国人的情思
乡愁。离开周家堡时，村道两边的红灯
点亮，将村庄装扮得通红、喜庆、漂亮，如
同村民们红红火火的小日子。此情此
景，乡愁、乡情、乡恋像一道开启记忆的
闸门，让我从周家堡村内外兼修的变化
中，看到了我市一幅幅乡村振兴的新画
卷正在徐徐绘就。 宋元林

悠悠岁月土炕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