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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家捞化才是心目中
的“地道福州味”，一千个
福州人可能有一千种意
见。“依土捞化”至今仍开
在旗汛口热闹繁华的庆城
街上，一条路上到处是捞
化和鱼丸店。高峰时小桌
子得支到店外，食客们坐
在嘈杂的巷口，旁若无人
地大快朵颐。“新鲜”和“正
宗”是拥趸们对依土的评
价，但也有人嫌弃它的环
境，而且价格也不低，“加
料随便选两种就二十多
了，店子又破，不划算”。

一味料一两角钱的时
代早已过去，街面的小摊
也纷纷搬进或大或小的铺
面。但总体而言，它仍是
属于市井的“草根”街头小

店，每每营业至深夜，二三
十元一碗就足够吃得很丰
盛，成为周边居民消夜的
好去处。

因明星陈赫而爆火的
福屿伟榕捞化，开在西二
环边不起眼的福屿小区
里，因为暴涨的人气，他
们盘下了旁边的店面连
成一片。店主林伟榕改进
了只有内脏的传统捞化，
将麻辣烫配菜与卤货都加
入了捞化的配料选择之
中。午晚餐饭点与晚上
九十点的宵夜时间，居民
与周边上班的打工人将
店里坐得满满当当。“汤
头鲜美”是食客们对伟榕
捞化的共同评价，但也有
一些人觉得它的汤喝了

比较容易口渴。
“宽敞明亮”的顶配，

则要数被年轻人称作“捞
化界的爱马仕”的荣记捞
化。这家背靠富黎华酒
楼的年轻捞化店走起了
精致网红风，红砖墙，花
地砖，墙上的文艺挂画，
透 着 浓 浓 的 文 艺 复 古
感。现切新鲜食材用小
格子各自装好摆放整齐，
虾蟹贝类跃动在水质清
澈的玻璃缸里，显得精致
高级。开张一两年便快
速扩张出两家店，显示出
年轻一代福州人对传统
捞化的创新尝试还是买
账的。不过，过于酒店化
的店面总是缺少了几分
市井烟火气，随便几样配

菜就直奔七八十元的价
格也让“捞化刺客”与“丧
失了福州味”的讨论如影
随形。

“捞化这东西，无需吃
得那么讲究，一口兴化粉，
一口花肠浸着虾油，再来
一勺自制的蒜头酱，就很
舒服了。”在街边支起木质
的小桌板，一位六旬老伯
就对老友摆开了话场子。

年轻时在外打拼，只
有年末回到榕城街头尝到
那一口鲜美虾油味，才有
了回家的实感。在人文鼎
盛的福州，有滋味的美食
数不胜数，但唯有捞化这
样随处可见的街头美食，
在代代游子的舌尖绽放童
年与故乡的味道。

闲逛福州“ 江湖”

福州捞化起源于何时？
这是一个让文史专家都语塞
的问题，只能潜入老食客与
老店主的回忆里艰难寻觅。

据传这道美食起源于清
朝，当时福州地区的一些小
贩开始售卖捞化，逐渐形成
了特色的地方美食。被评为

“中华老字号”的土伯捞化，
其第三代传承人翁振城曾称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1885 年
的晚清时期，创始人为了养
家糊口走街串巷卖捞化。可
见，“清朝即有捞化”的说法，
应该是没错的。

捞化，其实应该叫捞米
粉，使用原产莆田的兴化米
粉，质地细，一捞就熟，故俗
称“捞兴化”，后顺口简称“捞
化”，也有了莆田米粉福州捞
的说法。有传说，理学大师
朱熹在莆田讲学，形容加入
薄肉片烹作的“炒兴化粉”
说：“可口欲吞舌，美味实无
穷”，意思是：“兴化粉好吃得
差点连舌头都要吞下去了。”

配菜上则“任君挑选”：
蛤蜊、花蛤、猪肝、牛肉、牛
肚、鸭胗、腰片……荤素海鲜

样样都有，随兴趣搭配。不
过老饕区分捞化的高下，则
用汤底：选用新鲜的猪骨、鸡
骨、海鲜等食材，经过慢火熬
制，形成浓郁的汤底。虾油，
那是必不可少的灵魂，再下
入各种调料，如葱花、蒜末、
香菜、辣椒油等，那就是满满
的福州味。

年届八十的福州文史专
家卢美松仍记得，小时在台
江区高桥一带就有很多捞化
摊子，形成一道热闹而独特
的景观。人们在澡堂子里洗
完出来，就到摊子上热热乎
乎地吃一碗，暖身又暖心。

“脆脆的肠啊肉啊，每种料才
一两毛钱，挑好了加进去，方
便也实惠。”即使到了消化不
好，吃不了米粉的年纪，卢美
松依然会怀念跟着大人洗澡
吃捞化的鲜美回忆。

而家住龙腰的市民吴叔
则总会带着造访福州的外地
亲友去吃旗汛口附近的“依土
捞化”。“这家才是老福州的地
道口味！小时候我和我哥走
半小时路也要专门跑来吃。”
吴叔总是向大家强烈推荐。

捞化“势力”各有拥趸
“江湖”变换故乡回忆不变

走街串巷的热腾小摊
代代福州人的鲜美滋味

最近福州天气持续阴冷，在这样春寒料峭的日子
里，来一碗热气腾腾的捞化，足以从头暖到脚。

此前明星陈赫打卡福屿捞化，一度让福州捞化“刷
屏”。“捞化”这道老福州小吃，也被不少游客偷偷收
进了“口袋食单”。福州有多少捞化店？据不完

全统计……福州的捞化店不能完全被统计，
在福州有一句名言——“条条大路通

捞化”。今天我们就来盘盘老福
州的“捞化江湖”。

捞捞化化

铁盆里装着各色配菜任君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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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寒料峭
的日子里，来一碗
捞化，暖身又暖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