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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为老人的틕쫵쯣
么了쪲쎴，在헽的틕쫵퓚
老햽쪤쮥老。 德德루뗂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
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
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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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妈还剩6颗牙，嚼碎食物是件难事，但对一

个近百岁的老人来说，营养均衡很重要。老话说

“药补不如食补”，如果能让缺牙的老妈吃进天然食

物，岂不胜于保健品！

老妈爱吃带鲜香味的东西：馄饨里要有虾仁，以

前去茶餐厅一道鲜虾饺是必点之物。正是河虾、草

虾轮番上市的时节，我家餐桌也是虾仁、油爆虾唱主

角。某一天，老妈问我一个奇怪的问题：“现在的虾

肉怎么老得咬也咬不动？”我脱口而出：“你可能又掉

了牙吧。”老妈不高兴地反驳：“我的牙不是长在嘴里

吗？明明是虾肉老。”哪怕老妈患了认知障碍，自尊

心还很强。好吧，既然虾肉“老”，咱就想办法叫它

嫩。自然，油爆虾还是唱主角，只不过从此只用河虾

来爆，河虾肉质嫩，老妈嚼得碎，至于基尾虾、竹节虾

之类的大虾则剁成泥做虾饼，拌馅子，异曲同工。

有段时间，绿叶菜很少进我家门，因为老妈嚼不

烂。绿叶菜富含维生素，对老人的肠蠕动也有好

处。怎么让她也能吃叶菜呢？我用了变通方法，买

来的芹菜别人都摘去叶子，我则好好利用叶子，切碎

后炒蛋炒饭时像撒葱花似的撒在饭上，加上方腿或

红肠，撒上胡椒粉淋上蚝油，相当鲜美。同样，切碎

的芹菜、生菜、韭菜等叶菜也可炒蛋或做配料。老妈

也能吃到新鲜叶菜了。我家还有一道罗宋汤是为老

妈专备的。有牛肉时烧一锅色香味俱全的浓汤，没

牛肉就将卷心菜番茄洋葱土豆一锅煮，营养到位了。

活到这个岁数，老妈已需要和幼儿同样的呵

护。孩子要添加辅食，我也为老妈备了辅具。如我

卤牛肉时会放点茶叶，便于肉质酥烂，但牛肉并非

豆腐，是需要咀嚼的。在朋友的推荐下，我买了多

功能的葱花剪，一剪刀下去，牛肉、大排、鸡肉立即

分解开来。我吃什么，老妈吃什么，一点不亏待她！

“外婆，明天我想吃红烧肉、鸡鸭血汤。”四岁的

小外孙刚吃好晚饭，就把第二天的菜点好了。我们

小时候，正好遇上困难时期。那时，除了蔬菜，肉

啊、蛋啊、包括豆制品，都要凭卡凭票限量供应的。

鸡鸭只在逢年过节才能饱一下口福。如今，市场供

应日益丰富，品种繁多，生活越来越好，想吃什么，

就能买到什么，天天像过年，小外孙的这点小要求

自然是很容易得到满足的。

退休后，厨房成了我工作的主战场，买、煮、烧，

蒸、煎、炒，家人的一日三餐，既要翻花样透新鲜，又

要荤素搭配，保证他们的营养。有时两个小家伙吃

早餐还不肯统一口味，外孙女要牛奶鸡蛋加面包。

小外孙偏要吃中式，来个米烧粥加咸鸭蛋。姐姐要

吃汤圆，弟弟要吃肉粽，而且要有大肥肉的。周末

休息在家，我们有时说好中午吃面条或包饺子，小

外孙，偏不感兴趣，吵着要吃米饭。只有哪天准备

吃火锅时，两人才能结成统一战线，步调一致。

为了吃得好、有营养。每天的菜品安排还颇费

点脑筋，好在两个小家伙还蛮懂吃的，每天晚饭后，

他们就开始讨论，洋葱大排、糖醋肋排、红烧牛肉、

芹菜炒肉丝、清蒸带鱼、土豆泥……小外孙还喜欢

吃海鲜，黄泥螺、咸蟹和醉鸡更是他的最爱。活脱

脱一个“小宁波”。

每当两个小家伙吃得高兴时，总会发出“人间

美味”的赞叹。现在这句赞美词，使用频率之高，

几乎成了口头语。还会拍马屁说：外婆烧的菜

比饭店里大厨烧得还好吃！看他们吃得高

兴，我虽然很累，但也快乐着。

每次儿子他们一家人回来，老陈都要忙前忙后，张罗好一

阵，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回家来了，能享受一顿好吃的。

受点累，老陈挺乐意，问题是常常吃力不讨好，儿子觉得

他没必要这么大动干戈，又累又浪费，儿媳妇和孙子，更是胃

口小得跟猫一样，浅尝辄止。每次老陈弄了满满一桌子菜，儿

子他们一家只是尝了尝，就走了，留下这些饭菜怎么办？倒掉

可惜，老两口自己慢慢消化吧，老陈有三高，老伴有糖尿病，给

儿孙们准备的很多菜，他们又不适宜吃多，真是头疼啊。

老两口一合计，得，儿子他们再回来，就搞个一“锅”两制，

既确保他们一家吃饱吃好，也不浪费，又不委屈自己。

老陈的一“锅”两制是在同一个锅里，做同样的菜，只是在

盛盘前，显出它们的不一样。比如老陈最拿手的红烧鸭，儿子

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吃，现在忽然不怎么感兴趣了，为什么呢？

原来自从老伴得了糖尿病，他们家的厨房，就再也没白糖的踪

迹了，而老陈的红烧鸭之所以好吃，就是因为加了糖佐味，现

在不放糖了，就少了那么一点味道。而且，老陈的儿媳妇老家

在山区，口味一直偏辣偏咸，孙子也习惯了妈妈做的菜。一

“锅”两制之后，这个矛盾迎刃而解，老陈依然按照自己的习

惯，先做好红烧鸭，盛一点起来，这是自己和老伴的，然后，加

糖、加辣椒、加胡椒，再焖一会，使之入味，这一盘是给儿子他

们一家吃的。有些菜，老陈老两口牙口不好，喜欢煮烂一点，

儿子一家喜欢生一点硬一点，这也好办，先将给儿子一家吃的

盛起来，自己和老伴的，多煮一会儿，煮熟煮透煮烂。你看看，

没费什么事，兼顾了不同的口味和需求。

一“锅”分两制，一家人各吃所好，其乐融融。

“民以食为天”，无论何时，吃都是头等大事。

现在，吃饱、吃好都不是问题，怎么吃、和谁吃，却

有讲究。

我家一直是我先生当家，主厨也是他，他买

什么烧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媳妇进门后，新房

与我们只隔一堵墙，家里从三人变成四人。先

生征求小两口意见，婚后是一起还是分开吃，媳

妇说，一起吃。先生有点忐忑，这下，饭难烧

了。他特地问媳妇，爱吃什么，有啥忌口？她

说，爸烧的都爱吃，是个乖巧懂事的女孩。

二十多年了，家里变成了五口人，我们还在

一起吃。老辈人说，当家人，狗都嫌，因为众口难

调。在我们家，却一直很和谐。先生是绝对权威，

谁都不会反对，因为他无微不至地照顾爱护孩子

们。小两口回家吃现成饭，碗都不要他们洗，他

说，他们很辛苦。媳妇上班去，包里总有他切好的

水果；每天做不同的点心带去接孙女，风雨无阻。

其实，三代人，口味不同，爱好各异很正常。

外面的食品多得眼花缭乱，孙女特别想尝，我们

觉得让孩子们顿顿在家吃不合情理，便时不时地

提出，我们要去喝下午茶，去古镇玩……这天，家

里不开伙，你们自己解决。每当此时，孙女总是

欢呼雀跃，小两口也喜形于色。有分有合，忙碌

的“厨师”也有了休息日，皆大欢喜。我们吃住在

一起，家里充满朝气。饭桌上孩子们说着社会上

的趣事糗事，全家笑得喷饭；难事、愁事、烦事，在

交流中得到疏导、化解。这两年，先生烧不动饭

了，媳妇自告奋勇接过重担，跟着电脑学会了烧

菜，成了家里又一个“主厨”。我们仍在一起吃

饭，只是我们成了甩手掌柜，三个孩子在一起忙。

行得春风有夏雨，三代人相处需要智慧，长

辈身教言传，小辈耳濡目染，传承的是孝顺：孝

长辈，顺小辈，家才温暖快乐。

下午，李阿姨照例来到儿子家。儿子家离

老夫妻住的小区一条马路之隔，这种距离是许

多小家庭羡慕的。一进门，李阿姨就闻到了熟

悉的咖喱味，顾不得细究味儿的来源，她赶紧打

开门窗通风，手脚麻利地扫地揩灰。

自从孙子出世后，李阿姨辞去了退休后的

又一份临时工，贴钱贴物来照顾他们一家三

口。这一帮就是十年。李阿姨终于在湿垃圾桶

里看到了咖喱味的来源，那是她给儿子一家烧

的一大锅咖喱牛肉，光牛肉就买了两斤，老夫妻

俩都没舍得搛第二筷子，怎么就被他们倒了？

这十年，为了儿子、孙子，李阿姨两口子的

退休工资大半都用在了他们身上。儿子工作不

稳定，为了不让媳妇有怨言，李阿姨每月贴补儿

子，还负责了小家庭的晚餐。说是一顿饭，李阿

姨可从没含糊过，天天换花样。哪想到李阿姨

尽心尽力地喂养这几张嘴，儿子一家却不领

情。一桌菜端上来，儿子责怪老妈烧的菜太油

腻，儿媳一声不吭，吃几口饭便草草收场，整一

个不合胃口。只有孙子天真，对奶奶提要求：我

要吃炒年糕，我要吃小馄饨，我要吃菜汤面，就

是不提要吃大鱼大肉。老公责怪李阿姨吃力不

讨好，李阿姨觉得老伴说得有理，但这惯性她转

变不了了，更重要的是她心里不舍孙子。

第二天，李阿姨照例问儿子：明天想吃

啥。儿子头也不抬，依然说一句“随便”！

得，母子间有关吃的烦恼还得继续下去。

编者按：

如今家里掌勺的，

大多是年过半百的，这

一期中，为了让近百岁

的老母亲啥都能吃，女儿想了很多

办法；为了让子女来家时能吃得开

心，家里索性一“锅”两制，一家人

各吃所好；但也有为了明天吃啥，

天天发愁的。行得春风有夏雨，相

处需要智慧，当听到儿孙辈说“比

饭店里还好吃”时，

掌勺的心里比吃了

蜜还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