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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外婆家是少数民族中的侗族，所以过春
节时会有一些不同的习俗，最特别的就是“长桌
宴”。

每逢除夕那天，我们会早早起床，把家里家外
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中午开始杀鸡、杀鸭，准备下
午的“长桌宴”。所谓的“长桌宴”，就是寨子里
每家每户把桌椅拿到鼓楼前的广场上摆成一条“长
龙”，桌子上摆上各种美食，是用来款待远道而来
的客人和辛苦了一年的家人的。也称为“百家宴”。

每到这个时候，寨子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
乡亲们都穿上了侗族特有的服装。舞草龙、芦笙演
奏、侗族琵琶歌、斗春牛、踩歌堂……大家载歌载
舞，那场面堪比小型春晚呀！说起草龙，不由得让
我竖起大拇指来。这里的草龙都是寨子里的乡亲们
用稻草手工一点一点地编织而成的，做工精细，惟
妙惟肖，仿佛一条活的龙在空中飞舞。后来听外婆
说，编织草龙是我们寨子一项独特的民间技艺呢！

待各项表演结束之后，“长桌宴”才正式开
始。这会儿，长桌上已经摆放好了各式各样的美
食：红烧肉、糖醋排骨、鱼香肉丝、香喷喷的五彩糯米
饭……其中还有我们侗族“三宝”：酸肉、酸鱼、酸鸭。
看得我直流口水，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饭桌上，人
们你来我往，说着生活中发生的趣事，唱着我们侗族
的祝酒歌。歌声、欢笑声回荡在夜空，连星星都舍不
得眨眼，好像在认真地看着我们呢！

听完我的描述，你们有没有心动呀？明年春
节，我在外婆家的寨子等你们哟！

临桂区桂康小学三（5）班 莫振轩
指导老师 植梁敏

糖醋排骨是奶奶的拿手菜，也是我最喜欢
吃的美食。

一天放学回家，一进家门一阵阵淡淡的肉
香味就扑鼻而来。哎，奶奶做了什么还吃的
呢？我立即放下书包用我那双铜铃般的大眼睛
四处寻找。哇，餐桌上的盘子里正躺着一块一
块红彤彤的排骨，它们挨挨挤挤靠在一起，番
茄汁均匀地涂抹在每一块排骨上，好像美味的
果冻，在灯光的照映下显得红润而有光泽。

啊，这不是我最喜欢的糖醋排骨吗？我欢呼
雀跃起来。我转身来到厨房拿起筷子夹了一块
排骨轻轻一咬，酸酸甜甜的汁水立即流进我的
嘴里。啊，甜中带酸，外脆里嫩，美味可口极了。
吃完一块还想吃一块，真是爽歪歪啊！

奶奶看着我的吃相忍不住笑了。我看着奶
奶也笑着说：“奶奶，你做的菜真好吃。奶奶，您
辛苦了。长大以后我一定好好孝顺您。”

啊，秋天里的一盘糖醋排骨真好吃呀！
灵川县城关第三小学三（5）班 秦毓汝

指导老师 秦明英

我的家乡在南边山，那里生产豆子，当然豆制品也
就特别出名。每次回老家看到一片片绿油油的豆田，还
有那晒在太阳底下黄澄澄的豆子，我就会想起餐桌上
那鲜嫩可口的豆子和厨房里奶奶忙碌的身影。

我的老家在大山深处，弯曲的山路一直向前方延
伸。抬头远远望去，便可以看到缕缕炊烟映衬着蓝天
白云，显得那么的恬静、安宁。靠近家门，豆子的清香
味便扑鼻而来。而此时在灶台前忙前忙后的便是我的
奶奶。

我的奶奶很瘦，脸上满是皱纹，尽显岁月的沧桑。
奶奶六十多岁了，却仍然每天都到地里干活。奶奶知
道我们都爱吃豆腐，每次回老家，奶奶都会磨豆腐。特
别是过春节，奶奶会磨好几箱呢，说是我们好不容易
回来，要让我们吃个够。记忆中，每年大年初一，奶奶
都会早早地磨好豆腐，还会留一些豆腐脑，一碗碗香
喷喷的豆腐脑，等我们一起床就可以喝了。入口的豆
腐脑，丝滑细腻，豆香味十足，再拌上点红糖水，真是
好喝极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磨豆腐很简单，直
到有一天。

那是一个晴朗的周末，我和爸爸妈妈回老家。
因为是临时打电话回去，奶奶还没有来得及做豆
腐，只是用热水泡好了豆子。午饭过后，我看见奶
奶开始忙活了。只见她用清水把石磨一遍遍地冲洗
干净，便手脚麻利地一边手推石磨，一边往石磨上
的洞孔里加豆子，石磨不停到转啊转，乳白色的豆
浆顺着石磨不停地流了下来。我和妈妈也去帮忙，
不一会儿工夫就气喘吁吁，真是不得不佩服奶奶！
豆子磨好，奶奶接着支起架子，烧开一大锅水，用
纱布过滤出豆渣，再把一大锅豆浆烧开盛入大桶
内，放入石膏粉静置 20 分钟左右豆腐脑就成了。最
后分装入豆箱，盖好。等水分流干，豆腐就成型了。而
这时已是傍晚，夕阳的余晖斜斜地洒在那一箱箱白白
嫩嫩的豆腐上。那一刻，我才明白，每年春节的那一碗
豆腐脑都是奶奶在寒夜里早起三四个小时才做好的
呀！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脑海中又浮现出厨房里
那个忙碌的身影……

苏轼说“此心安处是吾乡”，我喜欢家乡的味道，
那餐桌上奶奶磨的豆腐，散发着缕缕清香，一丝一缕
都钻进了我的味蕾，融入了我的心田。

谨以此文献给我勤劳的奶奶，感恩您默默的付
出，无私的关爱。祝我的奶奶和所有的爷爷奶奶健
康长寿！

临桂区城区第三小学六(3)班 张传琦

今天中午放学回到家，爸爸就叫我吃饭。
汤永远是我们家烧的最后的一道菜。我喝第一
口汤就感觉出来这是妈妈做的味道。我瞪着大
眼睛问爸爸，妈妈是今天出差没来得及赶上火
车，所以留在家帮我做汤了吗?爸爸眯着眼睛
说，妈妈一大早做好才走的。我大口大口地喝
着妈妈做的汤，我知道这里面含有妈妈对我浓
得化不开的爱，我好幸福！

芦笛小学 193 班 陈柯言
指导老师 陈相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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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飘香

说到家乡的美食，那我第一个想到的当然
就是醋血鸭！

醋血鸭在我的家乡湖南可是一道名菜，可
谓是家喻户晓。每当提起它，家乡的人们不免
垂涎欲滴。醋血鸭，顾名思义，就是用醋和鸭
血、鸭肉做成的一道菜。

想要炒出一道美味的醋血鸭，可不那么简
单。首先准备一只去毛、去内脏的大肥土鸭。
留下鸭血放在一个小碗里，用醋、盐、少量水
不断搅拌成液体状放着备用。把鸭肉切成大小
差不多的块状。然后把切好的鸭肉块放入烧开
的油锅中，大火不断翻炒鸭肉至金黄色。转中
火依次放入生抽、盐、红辣椒、葱蒜、八角、
沙姜，再放老抽提色。将准备好的鸭血淋在鸭
肉上，开足火力，快速翻炒几下，鸭肉的香气
与其他配料的香味儿融合在一起，顿时香味扑
鼻而来，简直绝了！按照我们湖南人的口味，
还可以放五花肉、苦瓜，锅盖一盖，慢火蒸十
分钟，一道好吃不好看，黑乎乎的人间美
味——— 醋血鸭就新鲜出炉啦！

每次爸爸炒醋血鸭，我都围在爸爸身边打下
手，一会帮剥蒜子，一会递老抽。看到爸爸把一大
盘热气腾腾的醋血鸭端上桌子，我赶紧动起了筷
子，迫不及待夹起一块黑乎乎的鸭肉放入口中，
只轻轻一嚼，被大火蒸得酥而软烂的鲜嫩鸭肉立
刻在我口中炸开，入口即化，唇齿之间留着鸭肉
的香味儿，简直是绝美佳肴啊！

蓝田学校六（3）班 唐帅杰
指导老师 唐德菊

家乡的醋血鸭

在妈妈向我竖起大拇指的那一刻，我觉得
自己长大了！

一天中午，我和妈妈在厨房正准备包饺子
的时候，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妈妈
跑进房间，只听到一阵短暂的交谈声过后，妈
妈来到厨房，焦急地跟我说：“妈妈有紧急的
事，你来包饺子吧，妈妈先走了。”只听到门
“哐当”一声，妈妈出去办事了。

我环顾四周，边回想着妈妈是怎样和馅的，
边打开冰箱把肉从里面拿出来，放进微波炉里
解冻。我又拿出韭菜放在案板上，用菜刀把韭菜
一刀一刀地切碎。这时，“叮”的一声，肉解冻好
了。我把肉剁成肉馅后，把韭菜和肉馅和在一
起，然后加入生抽、油和少量的味精，又从盐罐
里舀了一勺盐均匀地撒在肉馅里。

我把馅料搅拌均匀后，就开始包饺子了！
我撸起袖子，双手沾上面粉，拿起一片饺子
皮，放上馅，皮四周沾一点水，先把中间捏在
一起，两边各打两个褶子，捏紧，饺子就包好
了！我把包好的饺子整齐地排在洒了面粉的盘
子上。在我的努力下，四十多个白白胖胖的饺
子就整整齐齐地排在盘子里了。

随后，我往锅里倒了水。等水烧开后，我
把四十多个饺子倒进了锅里，饺子在开水里翻
滚着，不一会儿，熟了的饺子就浮上了水面。
我把一个个饺子捞出来装进盘子里。我擦擦额
头上的汗水，才发现原来要吃顿饺子这么辛
苦！

当我把一盘饺子端上桌时，刚回到家的妈
妈又惊又喜，向我竖起了大拇指，就在这一
刻，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中华小学 64 班 林宗毅

给妈妈包爱心饺子

听爸爸说，以前一到春节，奶奶总会准备
好萝卜糕等着大家一起吃。

萝卜糕是用萝卜丝和米浆做成的。先把新
鲜萝卜切成丝，再将泡好的大米磨成米浆，然
后将萝卜丝和米浆混合在一起，灌进模具放到
锅里蒸。蒸熟的萝卜糕像奶一样白，像布丁一
样晶莹，切开来，米糕里面有一根根细细软软
的萝卜丝，吃在嘴里有米浆的香和萝卜的甜，
还有微微的弹性。

爸爸说柳州老家的吃法是放酸辣酱和芫荽
拌着一起吃，既能解腻又能提香。

以前，家家很难天天吃到肉，所以萝卜糕
是素的，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家家户户基本
不再为吃而发愁，餐桌上顿顿都能见到肉了。
所以，现在的萝卜糕里不再仅仅限于萝卜丝，
还可以放肉、放菜、放海味等等。

但是爸爸说现在的萝卜糕吃起来没得以前
的味道了，我问为什么。爸爸说可能是因为以前
吃的东西太少，所以吃什么都香；现在家家户户
都有钱，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口味反而变刁了。

我觉得其实不是萝卜糕变了，而是我们的生
活变了，对吃的要求也变高了，但是萝卜糕象征
的意义还是和从前一样：吃萝卜糕，学习步步高！

芦笛小学 193 班 廖致行
指导老师 陈相伊

萝卜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