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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陈美桥 一个
梦想着“左手柴米
油盐，右手风花雪
月”的达州八零后
女子，喜欢把美食
用文字融入人间烟
火。期待自己笔下
的美食文字如同一
根小小的火柴，在
璀璨的城市灯光里
发出一丝亮光，让
你发现这世间还有
最简单纯朴的温暖
和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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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的猪蹄

废话文学、发疯文学流行的背后
□许民彤

最近网上所谓的新“文学”形式层出不
穷：当你刚刚弄懂“废话文学”的文体，又马
上要研究“emo”的含义；紧接着大家蜂拥玩
起“发疯文学”，而之后“阿瑟文学”又开始冒
头……（新闻见2021年11月17日中国新闻
网文化频道报道）

何谓“废话文学”？废话文学，即自带
嘲讽 buff，好像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的
言论：“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每呼吸
一分钟，就过去了60秒”“但凡你这话有点
道理，也不至于一点道理没有”“每次我不
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就不知道该说什
么”……还有人举出作家余华回答外国记
者的提问“法国作家和中国作家之间最大
的区别是什么？”所说“最大的区别就是法
国作家用法语写作，中国作家用中文写
作”，可说也是废话文学。更有人举出朱自
清的“得有点废话，我们才活得有意思”，来
支持废话文学……

何谓“emo”文学？emo 原为一种摇滚
曲 风 ，意 为 Emotional Hardcore( 情 绪 硬
核)，而在互联网语境下，成为“有情绪”的代
名词。“emo”是一(e)个人，默默(momo)地哭
的意思，由此衍生出“emo文学”，即一个人
在默默哭的情况下写出的文字,透露着伤
感、心碎、无奈和遗憾。一段忧伤颓丧的文
字或者诉说一种糟心状况，然后配上一句

“我emo了”，便可轻松达成emo文学。这样
的低门槛也让万物皆可emo,加班、赶论文、

奶茶选择困难、抢不到演出门票，甚至没有
收到霍格沃茨的录取通知书，都可成为emo
的创作来源。

现在网络上最流行“发疯文学”。据说，
发疯文学的起源是有人在豆瓣小组发了一
段以“我不发疯我说什么”起头的文字，充沛
的情感，无序的逻辑，十足的爆发力和感染
力，成为发疯文学的标志。当你需要用文字
达成某种目的时，给对方一大段类似琼瑶剧
一样的，令人发疯抓狂的文字句式，让对方
感受到你此刻强烈的情绪。比如，影视剧
中，马景涛所扮演的“咆哮帝”、惊慌失措的
可云、失明后的紫薇……这些琼瑶剧中人物
的歇斯底里的表现时刻，就是发疯文学的最
佳代表。

近来，开始流行“阿瑟文学”。阿瑟文学
源起于2017年一档综艺节目《熟悉的味道》
中，陈凯歌、陈红、陈飞宇一家三口的聚餐。
节目中，陈凯歌称呼儿子的英文名 Arthur,
说“阿瑟，请坐”。聚餐中谈到食物“一点儿
肉末也不算什么，但当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时
候，你可以看出它们是风味绝佳的美食”，

“就像我们小时候那个爆米花，那么小小的
一粒玉米，它是小小的能爆出这么大一朵花
来，我觉得它是有巨大能量的。”一顿普通的
家常便饭加入了文艺和哲理的思考，这样的
一本正经让网友感受到了一种魔性抓马的
气氛。有文化评论者将这种“阿瑟文学”总
结为——芝麻绿豆的小事也要用宏大叙事

的方式来表达……
从网上的“废话文学”到“emo”文学，

再到“发疯文学”的流行、“阿瑟文学”的火
爆，其速起速朽变幻之快，真的是印证了
网友所说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网
上不断涌现出各类“文学流派”和“×学”
研习小组，三天一个新流派，五天一个新
世代……而这些吐槽式的、造梗式的、娱
乐狂欢式的、搞笑式的、段子式的、口头禅
式的，跟风模仿式的，文字游戏式的、书写
形式碎片化的“文学”，究竟有多少文学的
意义、文化阅读的意义？我们网友读者恐
怕不言自明。

这也似乎佐证了文学在这个文化消费
时代的境遇，文学已经越来越趋向于娱乐
化、功利化、工具化、消费化，文学的价值和
意义越发遭到淡化、解构、消泯；人们热衷追
逐着浮华的文学的时尚潮流、流行趣味，炒
作、制造着一个个所谓文学的热点，我们的
文学感觉变得越来越粗鄙，我们的文学口味
逐渐滑向肤浅、平庸……

现代的网络社会极尽五光十色，穷尽影
像声音之所能，而文学则退居末位。我们需
要发问的是，今天，在流连于短小视频刷屏
之余，在“废话文学”“发疯文学”“emo”文
学“阿瑟文学”娱乐狂欢之余，我们还能不能
静下心来读几本“纯文学”的厚书，我们是不
是已经那么轻易地拿刀把读纯文学作品的
能力给废了？

《本草纲目》里说，猪肉苦，寒，有小毒，
恐怕会让以吃猪肉为主荤的人有点惊讶。
猪肉算是汉族老百姓餐桌上最常见的肉
类，看到此说法，多少会受到一些打击。然
而担心归担心，肉依旧吃，蒸炒烧炸，花样
繁多。吃完之后，也没有谁再追问还有哪
位德高望重的人，留下什么指导性意见。

不同嗜肉族，对猪肉的评价不同，有人
觉得猪肉很臭。猪到底有没有臭味呢？对
猪肉味道的敏感程度，跟食用者的基因有
关。鸡、鸭、牛等，各种肉类，都有其本身独
特的味道，不同人群，接受程度不同。

按中医上讲，猪蹄对壮筋骨，填肾精有
很大帮助。依照以形补形的原理，谁遇上
腿脚跌打损伤，家里人一般会煮些猪蹄汤
来滋补患者。也常见有人用猪蹄为妇人下
乳，但效果因人而异，正如《金婚》里的庄
嫂，数只猪脚在身体里奔腾，也不见奶水，
最后还是吃了炖王八才通了乳汁。

除了内脏外，猪蹄应是异味最重的部
位，其骨多肉少，同肉多骨少的肘子不同。
川东人无论吃带皮的猪肉还是猪蹄，必先
用明火烧黄，刮洗干净后再进一步烹饪。
这点在我十年前生活过的广州极为鲜见，
如若遇上，也多半非本地人。也不知是否
是杀猪拔毛的技术欠佳，这里的肉铺上，随
时备有一把锋利的刮刀，客人买肉看到大
量残毛留存时，铺主三两下将其刮得一干
二净，然而毛之根部还深深地嵌在肉里。
倘若是白猪，肉毛一色，不易察觉，换作黑
毛猪，点点黑头看着实在有些可怖，唯有自
己回家找出眉夹，将其根根拔出。不知如
今有无变化。

用猪脚做卤菜，在川内较为盛行。我
和弟弟都认为，三叔卖的卤猪蹄，是童年
最美味的记忆，以至于如今总找不到当年
那种滋味。三叔在卤猪蹄里，调了辣椒
油、香醋、蒜泥、葱花等佐料拌和，口感跌
宕起伏，越啃越香，极为诱人。在常德，有
一家以吃猪脚闻名的店，叫黄金台，每个
卤猪蹄都不大，吃起来皮爽香糯，很多时
候都门庭若市。

邻里也常做卤猪蹄，一些小孩啃完之
后，嘴巴和手上常常粘一层胶质，露出一副
欢天喜地的笑容。还有些调皮者，故意将手
往白墙上乱抹，惹得大人没一阵好气。将对
剖的卤猪蹄，入炭火，或者烤箱里，烤去表皮

多余的油脂，再刷上一层料汁，干香的表皮
携着一丝软糯，就有了小女子的俏皮和粘
人，口腔神经尽是可爱的体验。

又见《本草纲目》上讲，猪蹄做汤，可解
百毒。一碗奶白色的汤，一碟红艳的蘸水，
汤汁香浓醇厚、猪蹄入口即化，味汁香辣过
瘾。这是四川很家常的一道汤菜，芸豆蹄
花汤，或者带丝蹄花汤。既是汤，也是菜。
做此汤菜的店，以老妈蹄花最有名气，猪蹄
（猪手）多对剖而炖，一人一碗猪蹄汤，配一
碗热气腾腾的甑子饭，轻松吃出幸福的饱
足感。蘸料可以是老干妈或辣椒油佐酱
油，又或是现炒的青椒酱，还可以是自家酿
的豆瓣，不拘一格。在花园镇的一家蹄花
店里，一小碟蘸汁，辣椒油不断从嘴里渗出
丝丝焦香，令人吃而难忘。唯那碗汤汁喝
上去腥味有余，多让人惋叹。

腐乳猪蹄，因一块红腐乳的加入，让猪
蹄的滋味，像一张翻新的老照片，有岁月的
厚重。在猪蹄炒到表皮显黄后，烹黄酒，加
少许水，再放大葱、姜蒜、酱油、腐乳块、八
角、桂皮、盐和胡椒粉，然后将全部食材和
汁水一起倒入高压锅里压熟，而后开盖收
汁。如果时间充足，用砂锅细火慢煨，味道
更加浓郁均匀。

佐以黄豆焖猪蹄，是家里常食的一种
方法。黄豆的植物蛋白与猪蹄的动物蛋白
相结合，十分养人。氽水，是除异味最重要
的步骤，加白酒和白醋，有极好的效果，再
将表皮仔细刮洗干净，就更加彻底。

湖南的小炒很闻名，小炒蹄花也在其
列。猪蹄斩块煮熟后去骨，用姜葱蒜以及
辣椒等料回锅爆炒，一派农家风范。走油
猪蹄就相对繁复一些，猪蹄先在锅里煮到
五层熟后，捞出来抹上米酒汁，入锅油炸到
表皮金黄，再斩块加各种料入砂锅里煨熟
烂，上桌前，还要去掉锅里多余料块，收干
汁水。

在广州时，常吃白云猪手、砂姜猪手，
还有猪脚饭，每一种滋味，都赋予猪蹄不同
的质感。此刻，我的面前正摆着一碗荞面
蹄花，煮好的猪蹄块，底下垫着荞麦面，上
面铺着厚厚一层，用小米辣、蒜末、酱油、香
醋、辣鲜露等料拌合的味汁，入口的酸辣与
弹牙，早已征服味蕾。猪蹄在餐桌上的每
一项赛跑，我们的舌头都会为它颁发一项
特殊的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