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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2月底的一个中午，天
气晴好，海边的风依然有点大，几位
穿着整洁长衫的先生们匆匆而行，前
往镇北关方向的几所小洋楼，他们便
是当时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川岛
等。这一天,他们要去时任厦大总
务长周辨明先生的府上赴宴。

“三十一日晴。午，周弁民招食
薄饼，同坐有欧君、矛尘及各夫人。”
鲁迅在其日记里做了相关记录。鲁
迅提到一同赴宴的矛尘正是好友川
岛，本名章廷谦，当时任国学院出版
部干事兼图书馆编辑。

川岛后来在其书《和鲁迅相处
的日子》里对这次春饼宴做了更详
细的记录：“厦门的春饼是著名的，
曾见于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旅行
指南中，但一般餐馆中的吃法与家

庭中的是有所不同的。吃之前，鲁
迅先生和我都并不晓得。后来主妇
来了，春饼也来了，色白，甚薄，和我
们在市上所见的所谓春饼皮是一样
的，只是大了些，每张饼的直径约有
一尺来大。由主妇包好了交给我们
吃，其中作料很多，很好。春饼包得
很大，我和鲁迅先生都只得用两只
手捧着来吃，分左、右、中三次咬，才
吃下一截去。一个刚吃完，第二个
又从殷勤的主妇手上递过来了，比
第一个还大，几乎像一个给婴儿用
的小枕头。我和鲁迅先生还是左咬
一口，右咬一口，中间再咬一口的勉
强把它吃下去了；当第三个比小枕
头还要大的春卷送过来时，我们已
经无能为力了，只好道谢。”

春饼，闽台一带称“薄饼”“润
饼”，北方有“春卷”“春盘”的叫法，
杜甫曾有诗云“春日春盘细生菜”。
在厦门，薄饼是一种柔嫩鲜美、皮薄
馅细的佳点，是福建名小吃之一。

“春到人间一卷之”，每年的春
节、清明节和三月节，闽南家家户户
有吃春饼的习惯，特别是清明节尤
为普遍。自明清时期起，厦门开始
有了吃春饼的习俗，民谚“清明三月
节，吃薄饼结成伙”，说的就是亲朋
好友一起品尝春饼。

相传，厦门薄饼的起源和明朝

同安人蔡复一（时任云贵湖广军务
总督）的夫人有关，蔡夫人看夫君整
天废寝忘食，遂发明了用面皮包着
菜肴的方法，这样蔡公在不耽误公
事时就可以方便用餐，这个“夫人薄
饼”的吃法后来逐渐流传开来，也成
了凝聚美好爱情的美丽注脚。

薄饼由皮和馅两部分组成，薄
饼皮用面粉做成的，讲求薄和柔韧，
市场上有专门制作饼皮出售的摊
点。馅料主要以猪肉丁、冬笋、豌
豆、豆芽、豆干、虾仁、胡萝卜、海蛎
等为主料，搭配海苔、花生酥、油酥
扁鱼干、甜酱等佐料。

烹制薄饼的馅料有独特的技
艺，一般要先把荷兰豆、冬笋、高丽
菜、胡萝卜等切成细丝，芹菜切成粒
待用；猪肉丁、豆干丝、虾仁、海蛎等
炒熟后，再放入之前的菜料，倒入肉
汤或者虾汤一起焖熟后加入适量调
料，这样薄饼馅料就制作好了。记
得要确保留有一定的汤汁和热度，
吃起来才能出味。

薄饼皮的制作，很讲究工艺，粉
浆要打的均匀无颗粒又不稠不稀刚
刚好，提得起放得下，往煎盘里一
抹，一张又圆又薄、晶莹如满月的饼
皮就出来了，包起馅料来不破不烂
的皮方能被视为上品。

卷薄饼也是一门技术活，可以

先在皮上抹点甜辣酱，加入焖熟的
菜料、油酥海苔、油煎蛋丝、肉松、芫
荽和花生酥等，咬下去，满满一大口
喷香的各种菜肴，脆嫩甘美，让人欲
罢不能。

鲁迅的好友林语堂作为地道的
闽南人，自然从小就吃了不少薄
饼。最难得的是，他们一家人搬到
美国纽约之后，还坚持吃薄饼的习
俗，传统的配料、佐料一个都不能
少，三女儿林相如还会自己烙薄饼
皮。

林语堂次女林太乙曾在她的书
中感叹道，“在厦门的烹饪中，没有
什么比薄饼好吃的了……”，据说林
语堂比较馋嘴，卷薄饼时经常包裹
太多的料，很多时候还没开吃皮就
破了，弄得浑身都是菜肴的汁液，这
位深谙“生活的艺术”的大师对薄饼
的垂涎跃然纸上。

至今，台北阳明山麓的林语堂
故居每到春天仍要举办一次“润饼
文化节”，来纪念这位故人和他所喜
欢的闽南薄饼。

“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
清欢。”每年春天到来，应季的蔬菜
汹涌上市，闽南的主妇们便开始了
她们的春饼准备之旅，为的是能把
整个春天都揉进这一口生猛的薄饼
中。 （许晓春）

福地漫步
——福安潭头下洋中村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这一口薄饼中

下洋中村原名夏阳中，位于福安市西北部，属潭头
镇富罗坂村的一个自然村。民国廿四年（1935年）潭
头曾设潭夏乡，“潭夏”的夏，即取自“夏阳中”，后简称

“下洋中”。
下洋中村依山傍水，潭川碧水蜿蜒而过，阡陌沟渠

纵横其中，岸边村屋错落有致，勾勒出一幅宁静婉约的
江南水乡画卷。潭川李氏族谱在序中这样描述它：“其
地盘而踞，其势缈而幽，后漈泉清，东崑峰秀，渔灯相
映，云碓相闻，绮绾秀错，不可具状。”

沿着石板小路漫步，阡陌纵横深处，一处古厝群若
隐若现。

厝厝封火墙，墙墙有通道。下洋中民居建筑古香
古色，是十里八乡人人皆知的“夏阳中厝”。灰瓦如鳞，

层层叠叠，虽历经风雨洗礼，却依旧坚固如初。岁月在
其上留下的斑驳痕迹，更为其添了几分古朴气息。看，
那墙面上雕刻的精美图案，或是寓意吉祥的花卉，或是
蕴含人生哲理的人物雕刻，每一幅都充满了匠人的心
血与智慧。岁月无言，古厝有痕，一座古老的房子是一
个鲜活的音符，既诉说着远去的历史，也承载着浓浓的
乡愁。

傍晚时分，夕阳西下，村庄被染上了一层金色的光
辉。远处的群山在夕阳映照下显得更加壮美，近处的
溪水则闪烁着粼粼波光。偶尔传来几声鸟鸣，清脆悦
耳，让人心旷神怡。在这里，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让
人忘却尘世的喧嚣，沉醉于这份宁静与美好。

（韩惠彬 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