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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AI作文课堂 每周五见

品一品
陆游笔下的四川美食

“民以食为天”，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美食大国，

喜爱美食的文人墨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又为后

人留下了许多经典的文字。

南宋大诗人陆游也是一位美食家。他的诗词

中也有咏叹佳肴的，如他在《山居食每不肉戏作》的

序言中记下了“甜羹”的做法：“以菘菜、山药、芋、菜

菔杂为之，不施醢酱，山庖珍烹也。”并作诗：“老住湖

边一把茅，时话村酒具山肴。年来传得甜羹法，更

为吴酸作解嘲。”

陆游长期在四川为官，诗词中有不少描写川菜

的饮食文化。本期小AI带你品一品陆游笔下的四

川美食：

“东门买彘骨，醢酱点橙薤。蒸鸡最知名，美不

数鱼鳖。”

“霜余蔬甲淡中甜，春近录苗嫩不蔹。采掇归

来便堪煮，半铢盐酪不须添。”

“初游唐安饭薏米，炊成不减雕胡美。大如苋

实白如玉，滑欲流匙香满屋。”

“自古达人轻富贵，倒缘乡味忆回乡。”

小AI点评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幸苦。”盘中餐，是时间

的沉淀，是爱的传递，是家的诗篇，根植于我们每

一个人的心田。夕阳下，每一缕炊烟都承载着家

的味道，每一声锅铲的交响都是亲情的乐章。

我的家乡在四川泸州，在被称为“麻辣之

都”的四川，几乎每一道菜都是辣椒的主场，每

一位四川人都是无辣不欢，我们家亦是如此。

在海南生活了十多年的我们，已经习惯了

这里的清淡佳肴，而这次外公外婆的到来，给

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味道。家里的人都开始

忙活起来。

外公的钵钵鸡，是他一块一块串起来的耐

心与慈爱。他将新鲜的蔬菜和肉切成一小块，

用结满薄茧的手将它们巧妙地串成一串。再将

辣椒油、芝麻、盐、辣椒段等调料放入大盆中，搅

拌均匀。全家人团结协作将小串串好，外公把

小串们插入调好的调料里。小串们经过辣椒油

的洗礼变得红亮诱人。那一串串的钵钵鸡，就

像外公对我们的爱，深厚短少，却温暖颇多。

妈妈的麻辣火锅，就像她直率泼辣的性

子，也是家里热腾腾、温暖幸福的“小火炉”。

虽然说只需将备好的食材倒入买来的火锅底料

中煮开即可，但既然是妈妈的特色手艺之一，那

肯定是别具一格的。她将许多火锅底料取其一

点，混在一起，再拿出各种各样的香料，手轻抖，

香味各异的香料被妈妈撒入翻滚的火锅底料

里，大火熬煮一番后，整个家里都弥漫着辣味十

足的火锅底料味。在火锅里夹出煮好的菜，浅

尝一口，浓香麻辣的味道在口腔里蔓延开来，那

些小时候的味道在脑海里流连反转。这热辣的

火锅，就是妈妈直率无保留的爱。

将丰富的菜肴摆满餐桌，热腾腾的烟气糊

着我们的脸，但大家依然欢声笑语，分享彼此

的快乐。家人们互相夹着对方爱吃的饭菜，在

被辣味充斥的房间里，每个人的心中都是温暖

与幸福。在这一刻，我深刻感受到“盘中餐”的

多重含义：它不仅仅是满足口腹之欲的食物，

更是家人之间情感交流的桥梁，是亲情的见

证。 （指导老师：文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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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过对“盘中餐”多重含义的深刻领悟，将文
章的主题从单纯的美食介绍升华到了对亲情、对家的
深刻理解和感悟上，使得文章具有了更加深远的意境

和更加丰富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