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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烧野鸭
红烧野鸭作为“汪氏家宴”里的一道热菜，深

受高邮人民的喜欢。其口感酥香，肉质细腻，吃上

一口保你回味悠长，唇齿留香。

选料和做法
1、高邮湖的野鸭，自家腌制的大咸菜以及葱、

姜、蒜等各种去腥提鲜的辅料。

2、首先将野鸭斩块，块不宜过大，方便入味。切

好的鸭块入流水或淘米水中浸泡，将鸭块里的血水

漂净，再沥水处理待用。

3、将大咸菜切段入流水漂去咸味，留一点咸味

沥水处理待用。

4、锅内放入菜籽油、猪油烧热，放入葱姜蒜等佐料

煸炒出香味，再放入野鸭块煸炒，至鸭块变色收缩，放

入酱油、白糖、清水，转大火焖制。

5、再将大咸菜放入油锅中煸炒，将焖熟的鸭块

放入咸菜中，再加入少许的醋和葱段大火收锅，这道

汪老在《故乡的食物》里提及的红烧野鸭就完成了。

全域旅游·相约高邮

美味高邮———寻找地道“汪氏家宴”
“汪氏家宴”有五大特点，可以概括成“五常”：平常，看起来平平常常，做起来简简单单，吃起来回味无穷；家常，家家都可做，家家都会做，家家都吃

过，习以为常；正常，一年 365天，来客不用忙得不亦乐乎，可以和客人边谈边制作；反常，这是汪氏家宴的独到之处，反其道而行之，别人都用干面做饺
皮子，唯“汪氏家宴”却用精瘦猪肉做饺皮子；非常，想象力、创造力非常丰富，例如油条塞肉，这在全国八大菜系中也是少见，是汪曾祺的专利产品。

油条塞肉
油条塞肉作为“汪氏家宴”里的一道名菜，如

今在高邮的各大饭馆、酒店，已经是最常见的菜肴

了。除了各大饭馆、酒店，就包括我们普通老百姓

家里，也基本上都会做这道油条塞肉，因为它技术

难度不高，像这种食材在我们这边也很普通，早上

一般家里面吃早饭买几根油条回来，假如没有吃

完，这个剩下的油条怎么办呢？就可以等到中午的

时候，把它做成油条塞肉供家里人品尝，那脆嫩酥

香的口感定会让家人口齿留香。

选料和做法
1、将油条切成寸长的段，每段剪开后去除里

面的瓤备用。

2、打好的肉馅加入葱花、榨菜末等作料搅拌

均匀。

3、将搅拌好的肉馅均匀地塞入油条中，装盘

备用。

4、油锅热了以后，将油条放入油锅中翻炸，待

油条内的肉馅炸熟后即可出锅摆盘，再配以口味

不同的酱料，一道香脆可口的油条塞肉就完成了。

以前用来做油条塞肉的油条里面会加入明

矾，它主要使油条脆嫩香酥，现在人们从健康的

饮食角度来考虑把油条里面矾的成分去掉了，汪

曾祺的《文章杂事》中这道菜的做法跟大厨说的基

本吻合，只是这句“油条有矾，较之春卷尤有风

味”，跟现在稍微有那么点出入。

文章杂事（节选）
文｜汪曾祺

……塞肉回锅油条。这是我的发明，可以申

请专利。油条切成寸半长的小段，用手指将内层

掏出空隙，塞入肉茸、葱花、榨菜末，下油锅重炸。

油条有矾，较之春卷尤有风味。回锅油条极酥脆，

嚼之真可声动十里人。

……做菜要有想象力，爱捉摸，如苏东坡所

说：“忽出新意”；要多实践，学做一样菜总得失

败几次，方能得其要领；也许因为翻翻食谱。在

我所看的闲书中，食谱占一个重要地位。食谱中

写得最好的，我以为还得数袁子才的《随园食

单》。这家伙确实很会吃，而且还能说出个道道。

如前面所说：“有味者使之出，无味者使之入。”

实是经验的总结。“荤菜素油炒，素菜荤油炒”，

尤为至理名言。

蟹油煮乌青菜
蟹油煮乌青菜是“汪氏家

宴”里一道鲜汁味美的家常热

菜，所用的食材都是我们高邮

人家最常见的高邮湖的大闸

蟹。由于时令原因，乌青菜可

选用家常的青菜。汪老的《冬

天》也曾提到，他的祖母在后

园辟一小片地种乌青菜，味道

苦中泛甜，乌青菜与蟹油同煮

滋味难比，可见汪老也是极

其喜爱吃这道家常小菜的。

选料和做法
1、选用饱满肥嫩的高

邮湖大闸蟹，家常乌青菜。

2、取出大闸蟹的蟹黄、

蟹油，再用工具将大闸蟹的

蟹肉一点一点地取出。

3、为了能让青菜更加

的入味，青菜的根部也需要切

刀处理，保证蟹油的鲜香能完

全的渗入其中。

4、食材备好后先热油，然

后将蒜末和蟹肉蟹油一起放

入锅中翻炒，翻炒半分钟左右

再加入青菜翻炒片刻放盐和

水，然后盖上锅盖闷一至两分

钟即可。

冬天（节选）
文 |汪曾祺

……冬天吃的菜，有乌青

菜、冻豆腐。乌青菜塌棵，平贴

地面，江南谓之“塌苦菜”，此

菜味微苦。我的祖母在后园辟

一小片地，种乌青菜，经霜，菜

叶边缘作紫红色，味道苦中泛

甜。乌青菜与“蟹油”同煮，滋

味难比。“蟹油”是以大螃蟹煮

熟剔肉，加猪油“炼”成的，放

在大海碗里，凝成蟹冻，久贮

不坏，可吃一冬。豆腐冻后，不

知道为什么是蜂窝状。化开，

切小块，与鲜肉、咸肉、牛肉、

海米或咸菜同煮，无不佳。冻

豆腐宜放辣椒、青蒜。我们那

里过去没有北方的大白菜，只

有“青菜”。大白菜是从山东运

来的，美其名曰“黄芽菜”，很

贵。“青菜”似油菜而大，高二

尺，是一年四季都有的，家家

都吃的菜。咸菜即是用青菜腌

的。阴天下雪，喝咸菜汤……

故乡的食物（节选）
文 |汪曾祺

过去我们那里野鸭子很多。水乡，野

鸭子自然多。秋冬之际，天上有时 "过 "

野鸭子，黑乎乎的一大片，在地上可以听

到它们鼓翅的声音，呼呼的，好像刮大风

……

野鸭的吃法通常是切块红烧。清炖

大概也可以吧，我没有吃过。野鸭子肉的

特点是：细、"酥 "，不像家鸭每每肉老。

野鸭烧咸菜是我们那里的家常菜。里面

的咸菜尤其是佐粥的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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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说，夏天老了；夏天说，秋天老了；
秋天说，冬天才老了呢！冬天老了吗？不，冬天
没有老……”19日下午，好时光书香老人书
吧内，30多名老年居民齐聚一堂，声情并茂
地朗诵着《老有老的骄傲》，他们的脸上洋溢
着灿烂、幸福的笑容。好时光书香老人书吧位
于康华园社区，是我市首家公益性老人书吧，
于今年4月12日正式对外开放，自开放后，
这里已然成为老年居民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老有所为的休闲场所。

走进老人书吧，一股浓郁的书香气息袭
面而来，在这个窗明几净的书吧里，一个高
大的书柜，配上几张书桌和几十把椅子，书
柜上分门别类地摆满着各类书籍，墙面四周
悬挂着许多与老人相关的各类活动简介和
养生知识。周一知识交流、周二诗歌朗诵、周
三舞蹈练习、周四唱歌练习、周五健康知识
讲座……这是老人书吧的“课程表”，内容丰
富多彩。“退休后每天呆在家里，除了看书、
看电视外，都不知道能再干些什么，自从有
了这个书吧后，我每天都准时来参加活动。”
家住宝塔社区的 76岁老人戚成英告诉记
者，自己 3个女儿都已经结婚有了自己的家
庭，老伴也去世多年，平时自己一个人生活，
难免孤独，自从有了老人书吧后，学上了唱
歌、跳舞，生活变得多姿多彩起来，在这里和
其他老人们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唱唱跳跳，
特别开心。

老人书吧每周实行五天“工作制”，书吧
聘请专门的“老师”前来为老人“上课”，3名
工作人员为老人提供服务，贴心周到的服务
也赢得了前来“上课”的老人们的一致赞扬，
不少老人还特意写了一首首优美的诗歌来
赞美她们。“为什么老人书吧里人气旺？为什
么书吧里老人常鼓掌？原来请到了名师作辅

导……辅导社区父老乡亲数她忙，若要问
她名和姓，请到高邮‘好时光书香老人书
吧’访一访。”退休老师杨德宽老人在创作
的《这高邮人充满优雅的正能量》诗歌中这
样写道。受他赞美的便是老人书吧聘请的

“老师”陆玉梅。每周二到周四，陆玉梅都会
准时来到老人书吧里，教老人们朗诵诗歌、
唱歌跳舞等。记者在老人书吧朗诵课上看

见，在陆玉梅的带领下，老人们在朗诵《老
有老的骄傲》《我骄傲我是中国人》《祖国，
你就是我要唱的那首歌》等一首首诗歌时，
感情饱满、声音铿锵有力，充满了激情；舞
蹈课上，老人们又跟着陆玉梅一起学习唱
歌跳舞，配着优雅的音乐，大家边唱边跳，
有模有样，韵味十足……今年 50多岁的陆
玉梅感慨地说：“自从担任书吧的‘老师’后，

每周有一半时间都是和书吧里的老人们一
起度过的，大家一起说说唱唱，好不热闹，非
常开心，心态也年轻许多，这样的生活多姿
多彩，人生的精彩从退休重新开始。”

老人书吧里除了有特聘的“老师”外，还
有 3名女工作人员，她们专门为来书吧里活
动的老人们提供服务，被老人们亲切地称为
“女儿”。家住康华社区76岁居民朱兆慧老人
在《三个常见面的“女儿”》诗歌中这样写道：
“三个‘女儿’与我们常见常交往，小朱引你坐
上位、小汤为你沏热茶、小孙给你送资料，三
个‘女儿’三个姓，忙前忙后绕身旁……”这三
个“女儿”分别叫朱云、汤琴、孙文娟，说起她
们热情的服务，老人们赞美声一片。在现场，
记者看见，老人们一来到书吧内，朱云、汤琴、
孙文娟就热情地为老人们端茶、倒水、搬凳
子。活动过程中，她们时刻陪伴在左右，开音
响、送麦克风、拍照片，忙得不亦乐乎。老人们
一有需求，她们就满面笑容地走上前，有问必
答，有求必应。老人们离开前，她们又叔叔阿
姨、大爷大妈地打招呼、关照着，让老人们开
心不已。

老人们在老人书吧内除了学习诗歌朗
诵、唱歌跳舞外，还进行知识交流、听健康讲
座等。自老人书吧开放以来，书吧邀请了市人
民医院、市中医院、市司法局、市人社局、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市卫计委等各个领域的工作
人员每周五走进书吧，以讲座的形式为老人
们讲解健康知识、法律法规等常识。“在这里
不仅可以写写画画、读读唱唱、说说跳跳，而
且还能了解健康、法律等许多与日常生活相
关的知识。这里是我们的精神娱乐天地，有了
书吧这个平台，有了这些‘女儿’们的贴心陪
伴，我们晚年生活质量真的提高了不少。”现
场不少老年人感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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