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会看配料表。

一看主要营养成分来源

看油脂来源：一般来说，乳脂（稀奶油、黄

油、芝士等）的风味要好于植物油脂（椰油，棕榈

油，起酥油，人造奶油等）。

看蛋白来源：乳粉、牛奶等乳制品中的蛋白

风味要好于豆粉类。

对于脆皮类或者是巧克力口味的雪糕来

说，可可脂或者可可液块肯定要优于代可可脂。

二看原材料的“良心”程度。

预包装食品的配料表中原料含量大于 2%

的，要按照添加量的多少排序，添加量越大在配

料表中排得越靠前，所以可以通过看配料表中

一些贵的原料添加多少，判断这个产品用料的

良心程度。

冰淇淋、雪糕和冰棍，这三者最大的差别

是对蛋白质、脂肪的含量有不同的要求，被 3

个不同的国家标准约束。通过相应国家标准

可以看出，从用料是否扎实来说，冰淇淋＞雪

糕＞冰棍。冰淇淋的总固形物要超过 30%，非

脂乳固体要超过 6%。冰淇淋的膨化度也高于

后两者。

什么样的雪糕品质好？

避免买那些过度宣传添加了多少某种特

殊、昂贵、特定产地、多少比例原材料的雪糕。这

类雪糕十有八九是“刺客”。

传统冷饮企业的毛利率都不是特别高，而

且原料占产品成本的比例很大，通常不会选择

太好的包装材料。所以我们在超市摸到包装材

质过于优秀的雪糕，价格可能也不会便宜。

又好吃价格又实惠的雪糕，推荐大家不妨

尝试一下东北的冷饮厂生产的产品。十几年前

东北有大几百家冷饮厂，现在也有一百左右家，

活下来的企业都是有自己的招牌产品，冷饮行

业在东北内卷严重。

如何避开雪糕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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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知乎

“蘸了芥末，寄生虫会被杀死”“这是海

鱼，海鱼没有寄生虫”……事实真的如此

吗？调料到底能不能杀死寄生虫？我们吃水

产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

●调料对寄生虫无效

很多水产里都有寄生虫，但只要蒸煮

炖烹炸，把寄生虫彻底杀死，就没什么可担

心的。所以，生滚鱼片或者涮鱼片如果加热

的时间不够，就有可能无法杀死寄生虫。

但有的吃货看到这里可能会生气，凭

什么全熟？有的食材生吃才好吃嘛！

我们有很多流传已久的“杀虫”方法，

比如撒盐、泡醋、浸酱油、蘸芥末，就白酒

等，但其实这些都不靠谱。

凡是能够经消化道感染人的寄生虫，

保命手段都很多，不然怎么能从充满胃酸

和消化酶还缺氧的恶劣环境下逃出生天，

祸害我们的身体呢？那些调料，接触寄生虫

的时间那么短，浓度也无法保证，是不能起

到有效的杀伤效果的。

好在对此也不是没有办法，因为像海

鱼里常有的异尖线虫等寄生虫，低温也杀

得死。零下 35℃冻 15 小时，或者零下 20℃

冻一周——最起码也要零下 20 摄氏度冻

24 小时，这样低温处理过的海鱼，做成寿

司、刺身之类的食物是安全的。不过，那种

把鱼现切了放在冰块上的做法，温度不够

低时间不够长，是难以起到杀虫作用的。

●海洋水产也有寄生虫

有不少人认为“海鱼没有寄生虫，所以

可以生吃”，这是因为很多海鲜经过了冷冻

处理，人吃比较安全，带给了我们这样的错

觉，但事实上生吃现杀海鲜包括鱼、软体动

物等，照样可能染上寄生虫。

海洋水产身上最常见的、能让人得病的

寄生虫，是异尖线虫，它还有个名字叫做海兽

胃线虫。异尖线虫的幼虫长得又细又长像一

截白线头。这种幼虫的受害者名单和我们的

菜单高度重合，比如金枪鱼、三文鱼、鳕鱼、带

鱼、乌贼等。等到这些带着幼虫的动物，被海

洋哺乳类吃掉，这些幼虫就能在海洋哺乳类

体内发育成成虫，繁殖下一代去感染受害者，

如此循环往复。如果生吃海鱼或乌贼的话，异

尖线虫的幼虫就有机会进入我们的体内。

医生介绍，异尖线虫幼虫可以将头钻入

胃壁，令人疼痛难忍，如果没能及时清理，还

可能形成胃黏膜嗜酸性肉芽肿，发展成慢性

胃异尖线虫病。好在，它们多数在人体中长不

大，在成虫前就会死掉，所以人们不小心吃了

线虫，更多可能只是引起腹痛、腹泻或过敏。

另一种寄生虫——裂头科绦虫就不一样

了，如果烹饪不当没有杀死这些幼虫，人吃下

去，幼虫就可能在人体内发育为成虫，导致出

现疲倦乏力、四肢麻木、腹泻等症状，严重的还

可能因为虫体较多堵塞肠道或造成肠穿孔。

●淡水水产更不能生吃
淡水水产感染人的寄生虫更多。近年，

来由于部分商家开发出生鲜吃法，导致一

些病例增加。

比如肝吸虫，它是常见的淡水鱼寄生

虫，它的幼虫，能寄生在鲤鱼、青鱼、草鱼以

及淡水虾身上。如果感染人，严重的话可能

导致肝硬化、腹水甚至致死。

再如颚口线虫，幼虫能够感染鳝鱼、泥

鳅、黑鱼等鱼类，人如果不小心吃下肚，就

会出现发热、胃痛、呕吐等症状，不仅如此，

幼虫还会在人的皮肤浅层缓慢移动，甚至

进入人体的内脏、大脑、眼球等处。

还有肺吸虫。它的幼虫可以感染螃蟹、

小龙虾、淡水螺，如果没做熟，人吃了有可

能被感染，虫在人体内游走，可能导致发

热、食欲不振、腹痛、腹泻、过敏等问题，如

侵害肝脏，可能引起肝硬化。如果寄生在了

脑部，就有可能损伤人的神经、导致癫痫、

瘫痪、视力减退等问题。

管圆线虫能够感染淡水螺类及鱼类，

感染人的话可能导致脑炎或脑膜炎。

总而言之，管住嘴！千万别为了好吃、

好奇随意尝试生食水产海鲜。

（来自科普中国）

冰淇淋研发师教你远离“雪糕刺客”
最近，雪糕话题不断。先是“雪糕刺客”的话

题拉满仇恨值，紧接着是“雪糕刺客”的代表者

——钟薛高经高温也难融化的负面新闻登上热

搜。对此人民网发表评论称：钟薛高的最大问题

可能不在于用料，而在于能否撑起高昂的价格，

让人觉得物有所值……产品的品质和消费者体

验，才是决定品牌长远的核心因素。

为此，国内冰淇淋研发工程师 Air 就“如何

避开充满陷阱的‘雪糕刺客’”发表观点。

有 up 主测试了多款雪糕，不

同雪糕的融化速度相差较大。如

果用打火机去烧，有些雪糕在打

火机下很快变软，有些却能被打

火机“烧糊”。

雪糕化不化，得从雪糕生产

里一直在研究的两点说起：抗融

性和保型性。抗融的目的是延缓

雪糕融化的时间；保型则是雪糕

即使融化了，也能尽量保持形状，

不要流得哪里都是。

融化再冻上的雪糕，你最好

别吃——可能雪糕的微生物已经

超标了。

影响雪糕抗融性的主要有几

个因素：膨化度，糖类及糖醇，脂

肪以及一些增稠剂乳化剂。

对雪糕冰淇淋进行膨化，相当

于往里面打空气。糕体的形态是靠

着空气撑起来的，所以膨化度越高

的雪糕冰淇淋，越不抗融。如果雪糕

是直灌类产品，基本没有膨化，它的

抗融性会好于有膨化的产品。

其次说糖类，通常来说分子量

较小的单糖（常见在雪糕中应用的

如葡萄糖、果糖）对抗融性起的是反

作用，添加量越大，抗融性越差。

然后是脂肪。油脂熔点的高低

对雪糕的抗融性有较大的影响：油

脂含量越高，且油脂熔点越高，雪

糕的抗融性就更好。如果雪糕里添

加了大量稀奶油、椰子油，或者雪

糕有巧克力脆皮，由于这些油脂的

饱和度高、熔点可达20℃以上甚至

35℃，那么就相对不容易融化。

此外还有保形。有时候雪糕

已经化了，但没有完全走形、化成

水。这与保型性有关。

影响雪糕冰淇淋保型性有以

下几个因素：固形物含量、糕体的

膨化程度和添加剂。

固形物含量越高，水含量就

越少，那么融化后的雪糕冰淇淋

就更容易保持原本的形态。

膨化度越高，融化后越不容

易保持原样。

雪糕里各种添加剂联合使用

不仅可以赋予冰淇淋爽滑的口感，

还能增强它的抗融性，减慢融化速

率、防止过快的融化塌落。

乳化剂能提高原料的均匀性

和稳定性，这样在凝冻的时候才

不会形成不均一的冰碴；它还能

“抓住”原料中的脂肪小颗粒，锁

住微小的气泡，最终形成柔软细

腻的口感。

增稠剂的作用是让原料变得

更稠，常用的包括黄原胶、卡拉

胶、瓜尔胶等，它可以在凝冻的过

程中改变水的结晶形态，也能让

溶化的冰淇淋仍然附在表面，而

不是滴的到处都是。

大家关注的卡拉胶，它确实可

以提高雪糕的抗融性，但卡拉胶的

添加量通常不大，而且也不是加得

越多越抗融，反而是加太多卡拉胶

会影响加工特性，可能会导致凝胶，

影响雪糕灌装。其他添加剂也一样，

也并不是加得越多越好。

至于还有人用打火机烤雪糕

发现也不化，其实和放置一小时一

样，不是不化，而是没有化成一摊水

而已，而且因为高温，表面的蛋白和

脂肪都被烤焦了，发生了碳化。

总之，雪糕抗融性好说是因为

固形物高，并不是完全正确的，说

添加很多胶体也不正确，只能说是

利用脂肪含量高、总固形物高、辅

助适量的添加剂等多种因素共同

造就了很好的抗融性和保型性。

（来自果壳）

白酒、芥末
能杀死生鱼片里的寄生虫吗？

丁崝

为什么有的雪糕看起来不融化

大牛桌上有台琴，这台琴

是中华文化中地位最崇高的

乐器，是位列中国传统文化四

艺“琴棋书画”之首的古琴。

我因某个古琴公益班与

古琴结缘。在那里我认识了古

琴斫琴老师刘胜华，他是炎陵

古琴文化首位传承倡导者，我

还认识了一位自学抚琴的老

师——大牛。

大牛实名非“牛”，只因属

相和我同属牛，而且足足比我

大 一 个 年 轮 ，所 以 我 称 他 为

“大牛”。初听大牛抚琴，是在

那次分享会的直播中，因要在

家带孩子我遗憾没能去现场。

隔着手机屏幕看直播，只见大

牛身穿一件灰色卫衣运动服

与古琴有些违和感，但美妙灵

动的琴声在大牛指间流泻而

出，柔美恬静，舒软安逸，我瞬

间被征服。从此，我成了古琴

发烧友。

再听大牛抚琴，还是隔着

屏幕。“十一”长假刘胜华老师

特意从深圳回炎陵，在炎陵思

凯乐神农古琴馆举办了为期

七天的首届炎陵古琴公益课

堂 。这 次 公 益 课 程 我 初 识 古

琴，了解古琴文化，也迫切希

望有机会学琴。于是，我添加

大牛微信，虚心请教，大牛也

毫无保留，热心与我分享。后

来，我才知道，大牛的古琴是

自学的，习琴三年有余。有了

刘老师的七天古琴启蒙课程，

加上大牛的分享，我终于理解

了 古 琴 右 手 八 大 法 ：擘 、托 、

抹、挑、勾、踢、打、摘；左手六

态：空、按、触、拨、击、滑。我隔

着手机屏幕欣赏大牛在他家书

房抚琴而歌《秋风词》,曲调凄

切，令人凄然动容，曲后悲不能

抑，感受曲中相思人的悲吟。

何其有幸，我在生日前夕

现场聆听大牛现场抚琴。大牛

一曲《阳关三叠》，我不仅感受

到了诗人王维对即将远行的

友人那种无限关怀、留恋的诚

挚情感，我还在琴声中体会到

了大牛对朋友的真诚和关爱。

人生就如一场梦，沧海浮尘，

芸 芸 众 生 ，总 会 有 人 有 缘 相

识，有幸相知，也总会有人离

去。和刘老师一样，大牛始终

保持谦虚低调的姿态帮助、引

导 琴 友 们 静 心 习 琴 。大 牛 抚

琴，琴声飘逸着他通透豁达的

人生观；琴声寄寓着琴友们的

执着和热爱，传递着炎陵古琴

传承人的心声。

“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

寒 。古 调 虽 自 爱 ，今 人 多 不

弹。”在艺术文化盛行的当下，

古琴艺术略显孤寂，很庆幸在

炎陵这座小县城掀起了古琴

传 承 文 化 风 。炎 陵 是 炎 帝 的

陵 寝 福 地 ，始 祖 炎 帝 削 桐 为

琴 ，结 丝 为 弦 ，首 创 五 弦 琴 ，

所以也可以说，炎陵是古琴的

发源地，传承古琴文化是炎帝

守 陵 人 义 不 容 辞 的 责 任 。大

牛、刘胜华老师、知琴、思凯乐

企业、文化馆蔡馆长、唐学秦

等等大爱无私的古琴文化传

承人默默付出，在古琴文化的

传承路上，真是各显神通。刘

老师斫琴、大牛刻苦习琴、知

琴组织研究古琴文化，思凯乐

提供公益课堂场地，文化馆发

动文艺爱好者积极参与，刘老

师还邀请他的师父和师姐师

妹千里迢迢亲临炎陵开展古

琴雅集，还有来自湘潭“一善

门”的古琴铁杆粉丝黄勇的一

路追随……

大牛桌上琴声起，神农琴

韵传万里，习琴这条路上我看

到了慈悲、善念、大爱、奉献和

传承。

■原载《神农风》

大牛的古琴
陈毓慧

我的父母没文化，说出的话糙得像他们长满

老茧的双手。可细细品味后，却发现那些话在不知

不觉间，成了我们修身做人的“至理名言”。

我小时候，父亲身体一直不好。农忙季节，别

的农家孩子在家多是看看麦场、做做饭，但是我们

姊妹几个，不得不和母亲一起下地干活。收割麦子

的时候，炎炎烈日下，我们的小手里攥着把镰刀；

一道道麦茬地里，奔跑着我们扛麦个子的身影；插

秧的季节，不管是水里还是泥中，不论是雨里还是

风里，我们学着大人的样扯秧、插秧，真的是晴天

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回家后，累极了的我们还得

烧柴做饭，可谁也不曾因此抱怨过。因为母亲告诉

我们说：“气力是木柴，去了再回来。”

事实当真如此。不管当天劳动得多累，只要歇

一晚，第二天个个又生龙活虎的。因为年纪小，干

活的速度总跟不上，母亲安慰说：“没事，不怕慢，

只怕站。”所以直到现在，我们几个都不怕累，不怕

苦，事情多的时候，只要想想母亲当年说过的话，

挺挺都过去了。

父亲因为常年生病，深知贫穷的可怕，比别人

更理解世态炎凉。记得那时候，父亲生病了，从不

去大医院，就在村里赤脚医生那儿将就看看，拿点

药，打个小针，挂吊瓶是万万舍不得的。即便如此，

我们还是经常欠医生的钱。由于得不到好的治疗，

父亲的病逐年加重，一直到后来我参加了工作，家

里的条件稍微好点，才去医院做了手术，把胃切除

了三分之一。

现在我们长大了，明白了欠钱、借钱的苦楚，

才更明白父亲常哀叹的“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

难”的辛酸。

因为如此的家境，我们在上学时总是比别人

更加用功，希望能早日跳出农门，为父母排忧解

难。这个念头，对我们来说是动力，对父母来说，则

是更大的压力。我师范毕业后，妹妹又上了中专，

父母又得苦熬四年，邻居大妈劝告说：“别再花钱

让你那丫头读书，将来儿子咋办哟？”父亲当时很

生气，反驳说：“我咋能不管马上要成才的树，先等

刚出的苗呢？”

于是弟弟又跟着父母多吃了几年的苦。现在

我们姐弟几个，虽说都没多大出息，但凭着勤奋努

力、吃苦耐劳、自尊自强，都有自己的工作，日子过

得相对轻松愉快，都不再像父母一样劳累。偶尔说

起当年的事情，感谢他们的辛苦付出，父亲说：“养

儿不如我，我要儿干什么！”如此掷地有声的话，敲

得心里鼓一样咚咚地响。

做女儿的时候，喜欢听父母说的这些话，觉得

好玩，从没往深处想。等到我教育自己的女儿时，

不知不觉地把这些东西搬出来，这些话虽糙，可讲

述的都在理，再加上自己小时候的故事，孩子对此

很感兴趣，每次都有很好的效果。

我这辈子和父母一样，不曾为女儿挣下万贯

家产。但是，当我看到她和当年的我一样勤奋努

力、积极向上、敢于为自己的梦想打拼的时候，我

知道，她把这些粗糙的话也记在了心上。

蝉鸣声声，蟋蟀欢，这是夏天

了。虫鸣夜更幽，是夜的景色，也是

歌舞剧，是自然的歌舞剧。

在夏天，更确切说是在夏夜，

如果没有了虫鸣，那就感觉缺少了

什么，就不像真正意义上的夏夜

了，夜也凄冷了。因为没有虫鸣，夜

会更单调，那缺少虫鸣的夏夜，乏

味得像没有了灵魂。

蒲松龄笔下的《促织》，将化为

蟋蟀的小孩，写得五味杂陈。让你

隔窗窥探时，仍然能感觉到蟋蟀小

孩的悲惨遭遇里，总藏着点什么，

让你必须深思后，才会有所发现。

蒲松龄的想象，长着翅膀，带动着

你飞翔起来。在蟋蟀的叫声里，年

年如旧，生生息息。

蟋蟀“唧唧唧”地叫着，它们藏

在碎石砖瓦的遗迹下，藏在蒿草丛

生的野地里。我在故乡，夏夜必去

捉蟋蟀。寻着蟋蟀的叫声，那心情

格外激动。捉到蟋蟀后，放在瓦罐

里、藏在家里的床下，听着它的叫

声安然入眠。听人说，古人好蟋蟀

如痴，不仅斗蟋蟀，也有“蟋蟀鸣吾

床下”的嗜好。那蟋蟀的叫声，在夜

里是催眠曲，在白天里却成了逗趣

玩耍的欢乐颂。诗意的感觉，不仅

让几千年前的古人找到乐趣，也找

到了文化。

一声蝉的单吟，在夏夜里格外

撩人，那吱吱嘶嘶的声音，像无形

电光，在黑暗中闪烁，掠过耳畔，注

入脑海，像梦倏然而过。我想，四季

里这些美妙的音乐实在是珍贵。因

为冬夜有北风呼啸，春夜有布谷唱

春，秋季的虫鸣更是五花八门。而

夏夜，最热烈的叫声，自然是蝉鸣

声声蟋蟀欢了。

我更喜欢在白昼听蝉的叫声。

人在林间，用心聆听，心神很快就

会融入“蝉噪林愈静”的境界。那叫

声，丝丝扣扣，激越嘹亮，把夏日的

炽热时光，点燃了。顺理成章，蝉的

叫声返璞归真，让林间成了一片喧

哗里的安静，心的安静，听觉麻木

了的安静。那静在心中，也在自然

习惯的态势里。蝉叫了，才归真，不

叫了的夏日林间，没有意思，更没

有了味道和激情。然而，微风习习，

有蝉鸣做伴，那是我少年时读书的

好时光。捧一册书，听着蝉鸣，背诵

着字里行间的朦胧与渴望。有时，

听蝉鸣，正如读书时的不知所云，

最纯粹的心灵躁动，自鸣得意，却

又肆无忌惮。

有一日夏夜，我捉蟋蟀，寻蝉

鸣。在野地里，荒草间有萤火，也有

忽明忽暗的磷火。有人说那萤火美

丽，而磷火是“鬼火”，很可怕的。我

却认为，那磷火也很美丽，与萤火

相比，尽管不是飞翔的，而划过弧

线的优美，跌宕起伏，像精灵，也像

梦幻。那不是幻觉，也并不神秘，在

我的意识里犹如迷彩流光，并没有

潜意识里的恐慌与惊惧。

有一句歇后语说得好：“蝉鸣

蟋蟀叫——各唱各的调。”自然万

象，太丰富，也太繁杂了。我想只要

歌唱，或者只要闪烁，那就是在活

着，在表演，在撒欢，在尽情地驰骋

或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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