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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时，天色微亮，路上空无一人。翠竹
市集入口处，一家名为常州老味道的贴桶麻
糕店已经热闹起来了。61岁的杨书清和妻
子杨桂珍站在一张大长桌前，揉面、搓胚子、
配油酥，擀制、按馅心、洒水、拍芝麻，最后用
手把一个个麻糕贴上炉壁，双手如同翻花。
桶炉上，数十块大麻糕整整齐齐排了一圈又
一圈。

每天3时许到店，一直忙到11时，睡个
午觉后，再度忙碌到18时——做早餐近40
年，夫妻俩几乎天天如此。他们是扬州宝
应人，16岁那年，杨书清来到常州投奔亲
戚，在北直街一家餐饮店做学徒。他手脚
麻利、做事勤快，深受点心师父的喜爱。麻
糕、粽子、重阳糕、油条、蒸饭，师父都毫不
藏私地把制作诀窍教给了他。几年后，他
在老乡的牵线搭桥下，和杨桂珍相识结
婚。妻子心灵手巧，在他的点拨下，很快也
成了做点心的好手。后来，夫妻俩在勤业
新村开了一家早餐店，因为品种多、价格公
道，很受周边居民的喜爱，他们也在常州扎
下根来。

早餐店搬了好几次家，不过都在翠竹这
一带。2023年春节前，早餐店又搬到了翠
竹市集。因为年纪大了，夫妻俩有些力不从
心，就单做麻糕这一样了。

5时20分，有位老大爷上门了。这位老
大爷和杨书清熟稔地打了个招呼，要了10
块椒盐口味的和2块咸口味的，扯了几句家
常话才离开。杨书清说，他在翠竹的光彩一
条街上开店时，这位老大爷就经常来买。“许
多老顾客吃惯了我做的老面麻糕。我的店
开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

杨书清说，他家的麻糕，用的是老面发
酵的手法，每次制作后总是留一点老面；面
隔夜就要发，发酵时间和水温要根据季节作
调整，才能保持味道不走样。味道要做好，
以咸麻糕来说，他们会到菜场挑选新鲜上好
的板油，再把筋膜和残余血水去掉，熬成的
油脂就像雪花膏一样白。用这个拌馅，吃起
来特别“肥”。那个已经用了20多年，看上
去毫不起眼的桶炉，是杨书清的骄傲。“老式
圆筒炉子烤出来的表皮酥酥脆脆，还带着电
烤箱比不上的焦香。”

杨书清说，天越来越热，顾客也怕在家
做早餐。他们喝碗豆腐汤，搭块大麻糕，就
开启了一天的好心情。热的时候，他也想歇
一歇，但一想到寻味而来的老顾客，还是坚
持下来了。

23时许，一天的暑气稍稍消退，但依
旧十分闷热，体感温度在37℃左右。三三
两两的食客，迫不及待推开玻璃门，冲进
店里，一边吹空调一边点菜。在一旁敞开
的明档厨房里，老洪泽湖龙虾店老板花祝
青麻利地颠着锅，火苗蹿出来老高。趁小
龙虾在锅里焖煮的间歇，他把身子向左边
靠了靠，离空调扇出风口更近一些。

连续两天气象台发布红色高温预警，
常州人表示热得都不想出门了，但是有一
杯冰啤酒和宵夜的话还是可以考虑一
下。花祝青在广成路开了13年龙虾店，店
里主要做晚饭和夜宵，哪怕客人不多，也
要到3时下班。“天热，夜宵生意才好，再高
的气温也挡不住吃货的心。而且最近小
龙虾价格很贵，是因为前一阵子的大水和
现在连续的高温，导致苏北小龙虾产量下
降。个头大一点的一公斤要150元。”花
祝青说。

他刚烧完一份3公斤的十三香龙虾，
又有一拨客人走进店里。走在最前面的
是老客无锡人小军，在常州工作了十多
年。小军也点了3公斤龙虾，一半十三香、
一半蒜泥，最后拌一份面条。“常州人都是
吃货，餐饮在沪宁线上是出了名的，以前
在无锡工作，我们经常晚上开车到常州来
吃饭。常州夜宵市场也很红火，除了广成
路，还有九龙、长虹路、大学城的排档，烟火
气十足。”小军侃侃而谈，“40℃算什么，烧
烤、龙虾和冰啤酒，完全可以治愈酷暑。当
然，夜里也不要吃太多，4个人3公斤。”

“凌晨3点下班，到家4点多钟睡觉。
都说餐饮人辛苦，我们这样做夜宵的最辛
苦。一般饭店都是准点开门关门，我们不
能，说是中午开门，但有些老客上午9点就
来订虾，你就只能提前爬起来。”虽然睡得
晚，但花祝青很多时候起得都挺早，每年
五六月份龙虾旺季，一天只能睡两三个小
时。如今，已经过了龙虾最火爆的时候，
他和员工们也轻松了一点。

等到9月底，龙虾彻底进入淡季，花祝
青就要开始准备羊肉了。3时下班，夏天
空气闷热，冬天寒风刺骨，对于花祝青这
样主营夜宵的餐饮人来说，“一年四季，我
们的夜晚，都不是用来睡觉的。”

昨日17时06分，常州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我市大部分镇（街道）最高气温仍然达
38℃—39℃。持续高温下，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分昼夜、直面酷暑，默默奋斗在一线。

深夜2时，城市归于平静，然而此刻
的凌家塘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却是车水马
龙、人声鼎沸，迎来了这一天最热闹的时
分。推车、三轮、皮卡和大货车，一拨接
着一拨，涌入市场，他们从四面八方来，
又向四面八方去。无论是气定神闲的经
营户，还是步履匆匆的采购人员，他们都
在炎热的夏季用汗水全力保障老百姓的

“菜篮子”。
“老张，你今天怎么才来，再不来菜

就没了。”蔬菜区的邵师傅正扯着嗓子和
他的顾客打招呼。老张是邵师傅的老顾
客，来自常熟，每天凌晨都会来这儿批
菜，这个时间点的凌家塘灯火通明，进出
车辆把道路堵得水泄不通。

与其他农副产品市场不同，这里鲜
有吆喝，像老张这样的经营户总是三三
两两坐在一起，靠在躺椅上喝茶抽烟闲
聊，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但是只要有
顾客来，他们总能一蹿而起，跳上集装箱
为客户搬运蔬菜，就算汗水湿透了衣服
也不会多说一句。

来自山东临沂的金师傅专卖毛豆，
每天要走10吨的量。“现在还剩大概两
三吨的货，一个小时就能解决。”金师傅
说现在天气太热，毛豆不易保存，只能快
点销掉，而他的自信来自于他十余年的
经验，以及攒下的一大拨“回头客”。

在这里，人们相互间的交流简单、直
接，争分夺秒的样子仿佛从进门起就开
始倒计时。与气定神闲的经营户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那些拿着采购单的采购人
员。他们手上的采购单各式各样、五花
八门，包装纸、报纸、香烟盒子……仿佛
手边一切可以写字的东西都能成为他们
记录的工具。他们骑着电动三轮车，一
手拿着采购单、一手握住车把，穿梭在本
就拥挤、狭窄的过道，大喊“动一动、动一
动”的片刻，就能立即发现采购单上还没
勾掉的菜品。

商先生是来自湖塘某生鲜超市的采
购人员，当天他的采购单上有40余种菜
品，零时他就已经来凌家塘了。“来早一
点人稍微少一点，挑选的余地可以多一
点。”商先生说，这两天夜里也很热，尤其
这里人挤人，就更热了。记者询问的时
候，商先生也没有停下脚步，额头满是
汗，说自己很急，3时许就要把菜运回去，
超市工作人员还要码货架，以迎接6时的
最早一批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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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时23时至翌日01时

子时，即夜半，又
名子夜、中夜，这是十
二时辰的第一个时辰。

丑时01时至03时

丑时，即鸡鸣，
又名荒鸡。夜达四
更，天慢慢变亮，但
仍然属于黑夜。

寅时03时至05时

寅时，即平旦，又称
黎明、早晨、日旦等，为
太阳露出地平线之前，
是夜与日的交替之际。

子子 丑丑 寅寅◀传媒大厦 ◀1号公路 ◀天目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