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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引路，过“有味道”的人生
之 鱼露❷

恋恋老手艺

1987年，康勇坤出生在惠安县
小岞镇的一户普通家庭。小岞镇三
面环海，海产资源丰富，渔民们祖祖
辈辈以海为生。以前没有冰块，为了
留住海鲜的美味，渔民只能用盐来
腌制吃不完的渔获，在腌制的过程
中，先民们慢慢摸索出了鱼露的酿
造方法。鱼露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
海鲜营养调味品，几乎家家户户都
会制作。康勇坤的曾祖父就有制作
鱼露的好技艺。

康勇坤的外公黄金秋是当地水
产站的职工，他发现被收购来用作
饲料的三角鱼腌制发酵后的鱼汁特

别美味，于是开始专门酿造三角鱼
鱼露出售。

康勇坤的父亲康添晕接过了
班，他不断试验，逐渐将制作工艺和
流程系统化、程序化，成为当地最大
的鱼露生产商和销售者。康勇坤回
忆说，小时候家里很穷，他放学后
要帮着做事。海里四季都有海鲜，
因此渔民一年忙到头，没有什么季
节性，节假日往往比平时更加忙
碌，有时年三十船到岸了，也得赶
着去收鱼卖鱼。从小到大，康勇坤做
的最多的就是帮着家里一起制作三
角鱼鱼露。

见过很多文创
馆 ，但 如 此 有

“味道”的文创
馆，还是第一次见识到。
刚踏入小岞镇的鱼露传
统工艺文创馆，一股浓烈
的鱼腥味熏得人不由自
主地捂住口鼻。放眼望
去，货架上陈列着各种当
地特色海产品，但怎么会
发出如此腥重的味道？莫
不是地上那一堆粗盐散
发出来的？

我指着那堆上面插
着一把大铁锹的粗盐问
康勇坤：“这是搅拌过鱼
的盐？”他笑道：“这是没
用过的干净的盐，搅拌过
的都在里面腌着呢。”

随着他手指的方向，
我走进馆内深处，看到馆
里的另一半是呈“田”字
结构的 12 个池子，上面
都盖得严严实实的。掀开
池子一角，咸腥扑鼻，才
明白那腥味是从这些 2
米深的发酵池散发出来
的，他说这就是还没发酵
好的鱼露的味道，也是他
从小闻惯了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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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康勇坤没想到的是，他人生
的轨迹会因一堂偶然的党课发生
改变。

2018年，在大学教授思想政治
课的康勇坤受邀回乡，为村支部党
员上党课，在课后与党支部书记及
乡亲们的座谈交流中，他了解到家
乡小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
基础设施和旅游开发方面，乡亲们
建议他回乡发展，为美丽乡村建设
助力。

望着日渐衰老的父母和乡亲们
殷切的目光，闻着熟悉的海洋气息，
他萌生了返乡创业、传承传统手艺
的念头。

“我这人天生好动，骨子里好
闯，不喜欢千篇一律的生活，享受不
了安逸。”康勇坤坦言。在读大学时，
他就会利用课余时间做些小生意，
毕业后，他在学校门口开了家小咖
啡馆，大受学生的欢迎，后来发展成
为KTV，随后他在大学城又开了家
KTV和一家轻酒吧，生意相当好。
但随着大学城周边商业的发展和繁
荣，他三个店的生意都不好做了，甚
至开始亏钱，这时正好家乡伸来橄
榄枝，让他有了重新创业的机会。

2019年7月，他辞去大学讲师
一职，弃笔从农，携妻挈子，义无反
顾地踏上了返乡的路。

2005年，18岁的康勇坤考入江
西科技学院，成为一名大学生，2012
年他在江西师范大学完成了硕士研
究生学业，返回江西科技学院任教，
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从此他在南昌安
家落户，娶妻生子，过上了与父辈们
完全不同的生活。

南昌地处鄱阳湖平原，物产丰
富，但湖鲜、河鲜再美味，与海鲜相
比，还是少了那份鲜腥味。他怀念家
乡唾手可得的海鲜，而从小伴他长

大的鱼露，更是深深地刻进他骨子
里，成了他最深的乡愁。与小时候一
样，他家的厨房里永远有一瓶父亲
亲手制作的鱼露。“唯有鱼露才能解
我的乡愁。”康勇坤笑道。

每次回家，父亲总要他带很多
海产品回去，仿佛要他把整个大海
背回南昌，而他总是说，有一瓶鱼露
就够了。但提到鱼露，父亲不自觉间
常会流露出对传统鱼露制作手艺后
继无人的担忧和遗憾。

一位大学老师，放弃安逸的工作和
舒适的生活环境，选择和又腥又臭的鱼
露打交道，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理喻
的事。一时间流言蜚语四起，有的人认
为他是在学校待不下去了，甚至是犯了
错误，被开除了才回乡的。

面对亲戚朋友和邻居的不理解，他
并不做过多的解释，只想着如何接过父
亲手中的接力棒，将原先的小作坊做大
做强。创业的路总是艰辛的。他说自从
回乡后，每天都是凌晨两三点才能睡
觉。因为渔船为了供应早市，一般都是
晚上12点过后才到岸，他要去收鱼。制
作鱼露需要的是80%以上的三角鱼，收
鱼后他必须和工人一起分拣杂鱼，进行
简单的粗加工处理。这些程序走完，正
常都是半夜两点多。

除了辛苦，还有大量的专业知识
需要补上。他先后到福州、广州等鱼露
产地参观考察，又狠下功夫查阅学习资
料、了解政策和生产、销售最新信息，
在保留传统鱼露制作工艺的基础上，改
进工序、引进设备，建立了规范化的生
产线和工作流程，注册了品牌商标，成
了当地鱼露产业的标杆。他个人也凭借
三角鱼露制作技艺荣获了“惠安县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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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勇坤在检查发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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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勇坤在检查发醇缸里的鱼露
半成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