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以食为天。回味唇齿
留香的吃食，有一种颇为另
类，它就是“黑蛋蛋”。

每年立秋时节，地里的玉
米一人多高，蔚为壮观。玉米
横成排、竖成列，笔挺的站姿，
透着飒爽和英武。风儿轻拂，
玉米秆和叶子随风晃动，枝叶
舞动有声，若洪涛浪涌，又如
曼妙音符律动，响彻耳畔。只
是在玉米“丛林”里移动，得小
心避开玉米锐利如刀的叶锋，
稍有不慎，胳膊上便会布满红
色的划痕，又疼又痒。此时的
玉米秆上已挂满玉米棒，有的
还不止一个，只是玉米棒稍显
纤细，里面的籽粒还不够饱
满。

当你徘徊到玉米间细看，
有时会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
有些玉米棒颇为畸形，透过胀
破的玉米绿衣，看到里面不是
黄嫩的玉米，而是一坨坨灰黑
色的疙瘩，样貌丑陋而奇特。
其实，这是玉米得了黑粉病，
其发病部位受病原菌刺激，形
成奇形怪状的瘤体。瘤体初

萌时，外表呈现具有光泽的白
色或淡红色，长大后会变成灰
白色或灰黑色，成熟后外膜破
裂，会释放出大量黑粉。

一旦玉米得了黑粉病，
病菌会迅速传播、扩散，玉米
会减产甚至绝收，因而农民
朋友对此病深恶痛绝。可事
情往往都有两面性，看着难
看又恶心的玉米瘤体，却是
可遇不可求的珍贵美食。针
对这种瘤体的特点，人们给
它起了许多形象的名字，比
如“黑蘑菇”“灰包”“乌霉”

“乌米”“霉包”等，我习惯叫
它“黑蛋蛋”。

小时候在老家就见过“黑
蛋蛋”，或许是被它不雅的外
表所囿，弃之唯恐不及，哪敢
去吃！知道“黑蛋蛋”能吃，也
是近些年的事儿。初秋时节，
市面上偶尔能见到老乡挑着
箩筐，叫卖这东西，一问，价格
还很贵。

随后，我上网一查才知
道，“黑蛋蛋”不仅能吃，还富
含蛋白质、维生素、氨基酸，具

有健脾胃、利肝胆、安神助眠
等功效。在外国某些国家，

“黑蛋蛋”还被美其名曰“天然
黑松露”，是人们趋之若鹜的
稀罕物。

“黑蛋蛋”的吃法有很多
种，比如凉拌、油焖，加工成酱
汁，煲汤等，而我最钟情的是
爆炒。将“黑蛋蛋”用清水洗
净，切成小块，开水焯一下去
除异味，剥两头蒜瓣拍扁，分
别切成蒜块和蒜丁备用，喜欢
吃辣的也可加些辣椒。热锅
凉油下蒜块，待蒜块煎得泛黄
且香气四溢时，加进焯过水的

“黑蛋蛋”，再加调料和盐快速
翻炒，关火后将蒜丁加入拌
匀，爆炒“黑蛋蛋”就可装盘上
桌啦！

别看它黑乎乎的色相不
佳，味道却无比美妙。它既有
蘑菇鲜美、嫩滑的口感，又有
玉米般甜蜜爽脆的清香，真可
谓香气绕梁，让人不思肉味
呀！原本是病变的怪胎，却吃
之令人难忘。你说奇怪不？
另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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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自行车
□孙长海

另类另类
美食美食

□张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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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前，我拥有了
第一辆自行车，今日旧事
重提，是因为它陪我度过
了15年的风风雨雨，为我
立下了汗马功劳。

高中毕业后，我便返
家务农。那时，家里日子
过得紧巴巴，好不容易攒
了180元，我和父亲商议决
定买辆自行车，外出办事
方便些。于是，父亲买回
来一辆飞鸽牌自行车，不
过是八成新的二手车。

虽然是二手车，但我
对它关爱有加，每天把它
擦得亮光光的，前后轴承、
链条，油上得足足的，总怕
生锈了润滑不好。外人不
仔细看，必定认为这是辆
新车。

记得我的自行车第一
次执行“光荣任务”，是邻
居家娶儿媳妇，决定用它
把新娘接回家。那时，农
村娶亲能找五六辆像样的
自行车，已够风光的啦。

当时，负责为邻居家
操办婚事的总管把我排到
接亲队伍中，交代让我骑
车把新娘接回来，并给我
封了红包，但要求是接上
新娘后，中途得保证新娘
脚不能下地，否则就不吉
利，对主家不好。这任务
够艰巨的，因为我骑车技
术还不太老练，更重要的
是十几公里远的路程，而
且中途要经过两个集镇，
集会上人来人往，万一人
多不能正常骑行怎么办？
我想，这么重大的任务难
以胜任，便向总管提出换
人，谁知他斩钉截铁地说：

“不换，这是对你的考验。
如果能光荣完成这项任
务，以后你在全村人面前
那可是风光无限啊！”

这位总管说话办事雷
厉风行，说一不二，村里不
管谁家有红白喜事，都请
他来操办，在众人面前威
望很高。所以，我只好担

起这重担，负重前行。
我们一行六人的接亲

队伍，每人胸前系上红布
条，各自骑着自行车，浩浩
荡荡出发了。到了新娘家
中，新娘早已梳妆打扮完
毕，等待接亲队伍的到
来。各项工作准备就绪，
新娘坐上我的自行车，我
们一行打道回府，路过集
镇，道路两旁的地摊一个
挨一个，赶集的人你来我
往，好不热闹。还没到集
镇，我就在心里祈祷，千万
不要挡我的路。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
一路畅通无阻，顺利返
回。村里看热闹的男女老
少，欢声笑语，热闹非凡，
来到邻居家门口，一挂火
鞭“噼噼啪啪”响过，新娘
子与新郎官拜堂成亲。这
是我的自行车第一次作出
的“特殊”贡献。

自从买回这辆自行
车，村里人时常来向我借
用，我的原则是：不管是
谁，只要张开口，立马让他
们用。有人说我的自行车
是公用车，谁想骑谁骑。

一天早饭后，自行车
在我家院里停着，全家人
都下地干农活去了，院门
也没有上锁。到中午回
来，我发现自行车不见了，
不知谁把它骑走了，左右
邻居问谁谁也不知道。难
道是小偷偷走了？我百思
不得其解，直到天黑，村东
头一位叔才把自行车给我
送回来。原来，他来借车
时家里没人，因有急事，一
时也找不到我，就把车骑
走了。这样的事发生过好
多次，不足为奇。

如今，科技发展突飞
猛进，日新月异，汽车和电
动车已进入寻常百姓家，
是城乡居民出行办事的主
要代步工具。但是，当年
在老家骑自行车的经历仍
历历在目，让人难以忘怀。

那天，我对存书进行“体
检”，看是否有因“年纪”大了，纸
张发生脆损变化，需要加缀书皮
予以重点保护。无意间，我看到
了放在书架顶部的几件瓷器。
瞬间，思绪放飞，忆起了军营生
活，想起了同担卫国重任的战
友，点点滴滴涌上心头，脑海中
放起了纪录片。

1969年12月 6日，我们告
别家乡煤城，乘火车奔赴南疆。
经过路途颠簸，于12月8日深夜
抵达广州。又是一天车船劳顿，
在12月9日傍晚到达了部队驻
地——一个远离陆地的小岛。
部队生活是紧张的，战友之间是
温馨的，大家从五湖四海走到一
起，团结互助，互相勉励，共同进
步。

那时，部队经常移防，先后从
广东省台山县上川公社移防到广
州市沙河镇，又到湖南省衡山县
陵坡公社，又到东湖公社，又到衡
东县欧阳海公社。1972年夏末，
部队移防衡山县南岳镇。

那套瓷器就是在南岳镇时
买的，与连队副连长李怀友和连
队四排15班班长舒序德密不可

分。副连长也是河南人，他对我
一直很照顾。刚到连队一个月，
他就让我办黑板报，鼓励我胆子
要大一些，使内向的我性格逐渐
开朗，敢与人大胆交流。

1971年初，我刚到连部管
理器材，就赶上部队要移防。当
时，副连长手把手教我怎样给器
材“穿外套”，在汽车和火车上如
何捆绑固定。忙于工作误了饭
点，他就出钱让我到沙河镇上吃
饭。我记得很清楚，那次吃的是
汤粉，味道很美。

1972年秋，在部队生活了
10 多年的副连长要转到地方
去，部队特地安排车辆让他在
湖南转悠两天，顺便买些特产
带回家乡。当时，我已离开连
部到三排任班长，副连长特地
告诉我他准备去湖南陶瓷工业
重镇界牌买瓷器，问我是否也
要买点儿。我对瓷器一点都不
懂，也不知道该买什么，就给了
他10元，随便买几件就成。副
连长帮我买了一套瓷器：10个
盘子，8个带柄茶碗，8个酒杯，
1个酒壶，8个小盘，外带一个
双柄茶叶壶。他还帮我找了个

箱子装瓷器，我真为他的细心
而感激不已。

看看这套瓷器，高兴自不待
说，作难也是现实，因为部队经
常移防，带着它们很不方便，咋
办呢？用火车托运回焦作最便
宜。那时，连队四排15班被上
级部门抽调到衡山火车站担负
部队物资转运工作。

舒序德是湖南人，1969年
春季入伍，个头和我一样高，有
湖南人特有的细嫩、白皙的皮
肤。他工作踏实，入伍第二年就
当上了班长；乐于助人，在战友
中口碑很好。我打算请他帮忙
托运那套瓷器，他二话没说，就
答应下来，后来把瓷器装上他的
车子，帮我托运回了焦作。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1972年秋，副连长转业到了地
方，舒序德于1973年春节后离
开部队，我也在1975年春节后
回到家乡。屈指算来，这套瓷器
已有近50年的历史了，它晶莹
的光泽映射出战友间真挚的友
情，映射出部队大家庭的温暖。
它让我想起火热的军营生活，忆
起一个个熟悉的面孔。

瓷器辉映战友情
□王明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