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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北京冬奥会京张高铁建设，

高铁也终于一路延伸到了大同。大同离北

京虽然很近，但坐普通火车也要差不多一

夜的时间。现在高铁只要不到两个小时，

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走之前向去过大

同的朋友请教什么好吃好玩，朋友想了想

说，记得千万不要吃太多土豆。

这话颇让人摸不着头脑，细问才

知道，当地人有以蒸土豆款待客人的

习惯，饭前先上一大盘土豆。一整个

儿刚蒸好的新土豆，撒上盐和辣椒面，

绵软香糯，一不小心就全下了肚，只好

对着席间各色佳肴空叹气。

土豆是适合生长在高寒地带的作

物。从北京一路向北出了张家口，气温

下降得十分明显，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一

向是京北的避暑胜地，也是土豆喜爱的

生长环境。作家汪曾祺在被下放到张家

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时，每天

所做的工作就是为各种各样的土豆绘

制图谱。张家口称土豆为山药，隔壁不

远的大同也沿袭了这一叫法。进入山

西往南，土豆的名称就变成了山药蛋。

无论是山药还是山药蛋，都是当地人的

主要蔬菜。农民家里都有专门储存土豆

的地窖，就连民歌里也唱：“想哥哥想

得失了神，抱柴火跌进了山药窖。”

在火车上读着汪曾祺的《人间草

木》里写土豆的文章，时间不知不觉就

过去了。在我思考着关于土豆的时间

里，大同便到了。

安顿下来之后当然先去吃一碗正

宗的山西刀削面。大同刀削面与之前吃

过的不同，面条削得软软薄薄的，却

又十分筋道。可以选清澈的羊肉汤底，

也可以选浓郁的猪肉浇头，浇上山西陈

醋，滋味十足。当地人点菜不用看菜单，

直接说要大小碗，一般默认是传统的猪

肉刀削面。不过也听到有人点一种“豆

面”，仔细看看菜单，竟然还分为“压

豆面”和“抿豆面”两种，另外还有

一种叫“抿八股”的，更是不明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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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上嵌有带圆孔的铁片）将豆面挤成短

粗的条状。如果把豌豆粉换成土豆粉，

挤出来的就叫作“抿八股”了。

我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和土豆相遇

在了大同的餐桌上。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在第

二天早上。大同人早餐喜欢吃羊杂粉，

一大碗粉上铺满羊杂或羊血，浇上红彤

彤的辣椒油，看上去就令人食指大动。

夹起一筷子粉往嘴里一嗦，竟然格外有

韧劲。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这粉不是

米粉，而是土豆粉。仔细一想也不难理

解，习惯吃米粉的都是南方盛产稻米之

地，而在大同这样以面食为主的地方，

又怎会出现大米做的米粉呢？若是顿

顿吃面吃腻了想换个花样，就得求助于

同样产量巨大的土豆了。

以土豆淀粉制成的土豆粉比米粉

硬一些，弹性更大。羊杂上面浇了大量

辣椒油以去除腥膻，土豆粉不像米粉

那么容易吸饱油脂，因此口感反而较

为清爽。当地人同样会倒入大量陈醋，

酸辣过瘾，一早就吃到大汗淋漓。

与土豆出人意料的相遇还没有结

束。在大同古城里参观到中午，暑热

渐起，又饥又渴的时候看到一间卖浑

源凉粉的小店，真是如同看到了救星。

浑源本是恒山脚下的县城，传说李世民

在立夏时节出征至此，同样人饥马乏暑

热难耐，随行的薛仁贵马上找家厨做

了一碗凉粉端上来，李世民龙颜大悦，

从此浑源当地便有了立夏吃凉粉的习

惯。这个故事的模式虽然和许多小吃都

有相似之处，不过难得一见地将主人公

从乾隆或是慈禧换成了李世民。这样一

讲，大家便知道浑源凉粉的历史可以算

得上久远了。另外，由于大同自古地处

胡汉交界的军事要地，征讨一说也确有

可信之处。

这碗凉粉端上来真是要吓人一跳，

只看见一层厚厚的红油辣椒，上面点缀

着香菜和黄瓜丝。仔细一看，还有些许

兰花豆和豆腐干，唯独完全看不见凉粉

的影子。用筷子向下面一翻，凉粉竟然

没有被切成条状或是块状，而是颤巍

巍地盈满了整整一只碗。那凉粉晶莹

剔透又软滑到似乎连形状都不太固定，

端起碗沿着边缘便仿佛要流动起来，质

地颇为令人惊异。原来这凉粉便是用土

豆淀粉做的。当地人不说“吃碗凉粉”，

而说“喝碗凉粉”，直接沿着碗边转一

圈，就能将滑溜溜的凉粉吸进去。凉粉

本身没什么味道，全凭那又香又酥的油

辣椒做的料汁提味，竟然也让人吃得停

不了口。配上酥脆的兰花豆和软韧的豆

腐干，口感上又增添了不少层次。

就这样，我们终于也慢慢习惯了

起来，无论正餐还是小吃，土豆总以不

同的面貌出现在餐桌上。在这里，山

西人都喜欢吃的莜面被卷上土豆丝包

起来，称为“莜面饨饨”；山西名菜

过油肉也发展出了以土豆做原料的“过

油土豆片”；吃完大同著名的老火锅，

最后也不忘要下一盘土豆粉……在大

同的一日三餐里，哪一次没有出现土豆

的身影，或许才更叫人惊讶。

实际到大同走一遭，才知道汪曾

祺所言不虚。在大同吃饭，真可以说像

民歌里唱的那样“掉进了山药窖”。

问一下当地人才明白，“豆面”是指

加了豌豆粉的面条，用机器压出来形

状似普通面条的叫“压豆面”，“抿

豆面”则是用一种特殊的“抿床”（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