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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刊

从小就在谏壁街上买“饣齐 儿”，

“谏壁”的地名由来据说跟韩世忠抗金

有关，“京江饣齐 ”也是传说的“军粮”，

比较认可这种说法，所以印象中，“京

江饣齐 ”就是地道的谏壁特色。

镇江方言受“吴头楚尾”影响，东

乡一带更是复杂，念“饣齐 儿”时尾音就

有偏重“儿”、“唉”的不同，“谏壁街”基
本都念“干壁该”的，“江”的发音也都

接近“刚”，所以听到“金刚饣齐 ”味觉就

会有立刻的反应，“京江饣齐 ”就没有这

个效果。

要说“京江饣齐 ”是“美食”那就必

须“标配”着羊汤上场，当然名气是怎
么着也比不上西安的“羊肉泡馍”，但

一致的都是在追求食物的本色本味。

记忆中的“饣齐 儿”在越河街和雩山街

交界口的西南角，老谏壁粮站，下午是
跟面条一起放在大笸箩里出摊卖的，
咸的甜的两种，甜的贵一分钱，味道反
而不好，有糖精的苦尾子。但即使是
现在外表刷了糖霜、或是直接沾了白

砂糖、抑或是更过分的剖开饣齐 加豆

沙，都是丢了味道。大多的地方传统

美食同“京江饣齐 ”一样，上百年甚至上

千年流传下来，其实谈不上有多么的
“美”，地道的本色本味而已。

（整理：笪伟 吴韵晗）

一、镇江市文化馆文心剧场（山门
口街37号一楼）

鼎致雅韵琵琶专场音乐会
时间：9月 16日（周六）14:00—15:

20
演出团队：鼎韵琵琶工作室

二、丹徒文化艺术活动中心剧场
（长香中大道9000—1）

综合专场
时间：9月 16日（周六）19:00—20:

30
演出团队：爱众文化艺术团

三、润心剧场（镇江市润州区长江

路269号金山小学旁，润州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

曲艺专场（扬州弹词《牡丹缘》）
时间：9月 11日到 9月 29日，每周

一至周五14：00—16：00
演出团队：扬州曲艺研究所

四、新区觅·乡情-百姓茶馆（新瑞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二楼）

综艺专场
1. 时间：9 月 12 日（周二）14:00—

15:20
演出团队：新区大港戏曲协会
2. 时间：9 月 13 日（周三）14:00—

15:20

演出团队：新区大港戏曲协会

四、高新区九华山庄清曲社小剧
场（九华山庄社区居委会二楼）

扬剧专场
时间：9月 11日（周一）14:30—15:

30
演出团队：九华山庄扬剧团

整理：笪伟 钱雨婕

“创意写作 全城接力”
第十二季

获奖名单揭晓

二等奖

1.最是饥饿可食时
（作者：徐庭国）

2.荷包鳗鱼鲜 （作者：吴春波）
3.镇江爆炒锅盖面

（作者：张仁君）
4.品味风菜

（作者：TongSheng）
5.有一种乡愁叫米见子粥

（作者：傅岭）
6.爱吃锅盖面 （作者：李干荣）
7. 因为河豚，爱上烟花三月的

扬中 （作者：赵才才）
8.最爱大麦粥

（作者：明月霞光）
9.烂面菜饼，我的乡愁滋味

（作者：孙建平）
10.酸甜酥脆松鼠鳜鱼

（作者：山峰鸟）

三等奖

1.记忆中的肖家饺面
（作者：吴明宝）

2.高桥美食碎米摊饼
（作者：远行）

3.玲珑寿桃眯眼笑
（作者：雨打梧桐树）

4.怀念炸炒米 （作者：傅岭）
5.老镇江的“回炉干”

（作者：宦晓）
6.茅山老鹅香 （作者：夏跃珍）
7.美味豆腐脑，回忆父辛劳

（作者：日月）
8.铜勺煎鸡蛋

（作者：莲叶下的浮萍）
9.沙琪玛 （作者：想好没有）
10.老家的糍团，思念的味道

（作者：沈菲）
11.甜米酒 （作者：韦一）
12.前艾烧饼：市井里的乡愁

（作者：刘圆娟）
13.埤城羊肉顶呱呱

（作者：烟雨长堤）
14.茅山老鹅香火情

（作者：刘文玉）
15.医院门口的馄饨挑子

（作者：唐良）
16.消暑佳品炒米茶

（作者：地上跑的）
17.五香螺蛳 （作者：叶馨）
18.再叙镇江汤包

（作者：祝你平安）
19. 最能治馋嘴孩童的蟹黄汤

包 （作者：赵艺萱）
20.吕城烧卖 （作者：姜锁平）

领奖时间暂定9月
23 日，届时将另行通
知。敬请关注。

9月小剧场演出计划（9月11日-9月17日）

那一茶缸干拌面
□ 卞美岗

宝堰面以独到的食材和特殊的制
作遐迩闻名，而我爱宝堰面不仅仅是
因为美味筋道的口感。

上世纪 60年代，镇上的金泉饭店
面条最有名。我老家中营里紧挨饭店
的西门，七分钱一碗的面条对于贫寒
人家也算是一种奢侈。那天清晨下着
蒙蒙小雨还夹着雪花，河对岸小学铃
声将我猛然惊醒。看到母亲在使劲扇
着煤球炉子，锅里热着稀粥没有动静
就急了道：“妈，给钱吃碗面吧！”母亲

说，“粥就好。”这时学校铃声又响。我
一跺脚，背上书包冲出家门，毫不理会
母亲在身后的呼唤。

那个寒冷的早晨，我感觉腹打鼓、
牙打颤，老师讲什么都全然不知。突
然窗子上闪现一个熟悉的身影，妈
妈！我赶紧出去，只见母亲一边跺着
脚一边从怀中掏出一只白瓷茶缸道：

“饿坏了吧？”我一看，是香喷喷的面
条！望着母亲憔悴清瘦的脸颊与花白
头发上滴落的水珠子，我鼻子一酸，竟

有一股子热流在眼眶里涌动……
后来我才知道为了那缸子面条，

母亲在冰水中为饭店洗了一天的大
菜。斗转星移，母亲早已融入故乡的
泥土，她 51岁短暂平凡的人生如同小
草来无声、去无息，没留下一点痕迹甚
至一张照片，只有那天雨雪中教室窗
子上沧桑的剪影在她儿子心中定格成
永恒。那一茶缸干拌面的滋味让我刻
骨铭心、终身难忘，那是天下最美味的
面条。

本色本味京江
□ 宦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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