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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水果，比梨更适合中国人的

冬天。从下雪的东北，到温热的广东；从一

望无际的华北平原，到驼铃阵阵的鸣沙山

下。虽然地域和气候天差地别，一颗颗清

甜的梨子，滋润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冬天。

而每到冬天，一种神秘梨子又会成为

全国网友们好奇的焦点，那就是北方人冬

天在茶余饭后接来一盆凉水，里面泡着的

几个黑色的果子——冻梨。

看着通体黝黑的果子，南方的小伙伴

不免疑惑：世上竟然有黑色的梨？是不是

坏掉了？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冻梨的起源

进入十一月之后，北方整体气温就会

降到零度以下。而气温再度回升，要到第

二年的三四月了。如此漫长的寒冬，使得

北方地区，成了一个天然的“冰箱”。这样

的环境中，人们也就有了“冰雪饮食”的习

俗。其中的典型代表就包括冰糖葫芦、冻

柿子、冻梨等。

北方地区吃冻梨的习俗追溯起来至

少有一千年的历史，辽代的契丹人就有吃

冻梨的习惯。据文献记载，契丹人将秋季

野生梨果实采集后，置于寒冷的户外，用

冰雪覆盖，将其冻实，冻藏起来，以便在冬

季食用。除此之外，地处西北的甘肃、青

海、宁夏等地，也有关于冻梨的记载。

梨是怎样变成冻梨的？

不同地区气温并不完全相同，所以制

作方法也略有差异。以黑龙江省为例，一

般是选用九月末到十月初成熟的晚熟梨

品种，如冻南果梨、冻尖巴梨和冻花盖梨，

采摘之后装入纸箱或塑料筐中，储存于背

阴的凉棚或通风良好的室内。也有直接

在地面铺塑料布然后直接置于其上，或者

成堆贮藏，等到进入冬季气温下降，自然

冷冻。

在冷冻过程中，梨的香气成分、糖组

分、有机酸组分、质地等特征都会发生变

化。

相关研究显示，经过冻藏后，这三种

冻梨的香气变淡，单糖、单酸组分含量有

变化，但总糖含量无显著性差异，总酸含

量呈下降趋势，冻花盖梨、冻尖巴梨的表

现尤其明显。

冻藏过程中，冻梨的细胞结构被破

坏，细胞中的多酚氧化酶与氧气结合，在

多酚氧化酶作用下发生酶促褐变形成有

色物质，这就是冻梨表皮为黑色的原因。

经过冻藏，冻梨的硬度大幅度减小，果肉

变成浆，可以咀嚼，也可以咬开一个口吸

着吃，对老年人也比较友好。

冻梨用的是什么梨？

其实没有标准答案，一般都是当地产

啥梨就冻啥梨，比如在延边，冻梨就是用

苹果梨做的。很多人以为苹果梨是苹果

和梨嫁接的产物，其实它只是长得像苹果

的梨，略带苹果香气，但本质还是个梨。

苹果梨属于脆梨，果肉有些粗糙，除了直

接吃或者做冻梨，延边人也经常以梨入

菜，冷面、辣白菜里就经常出现苹果梨的

身影，此时的梨是菜里的点睛之笔，提供

了一种果香馥郁的甜意。

而到了吉林南边的辽宁，有一种梨叫

南 果 梨 。 辽 宁 身 处 北 方 ，为 何 叫 作“ 南

果”？原因很简单，南果梨是相对东北三

省中南方的辽宁卖给辽宁相对北方的吉

林和黑龙江的梨，所以叫南果梨。南果梨

完全成熟后浑身散发着美妙的果香，且果

香浓郁、经久不散，在早市里远远就能闻

到这股香味，买回家中，家中便全是南果

梨的香味。南果梨到手后要先放一段时

间，等到果肉变软再吃，此时的南果梨沙

软，汁水饱满，还散发着酒香，十分美妙。

西北也有冻梨！同样在北方，同样有

着冬日里极寒的气候，在地理空间的巧合

之下，西北也诞生出了冻梨。西北的冻梨

叫作软儿梨，是本地香水梨经过长时间冷

冻发酵后的产物，软儿梨的吃法和东北冻

梨不同，冻梨嘬汁，软儿梨吃肉。香水梨经

40 多天冷冻后，果皮变褐返砂，果肉发酵

软化，甜度增加，此期称为“化心”或“糖

心”，且随着冷冻时间增加，香味更加浓郁。

冻梨怎么化冻？

在东北地区，冻梨一般是用凉水浸泡

或者直接置于室温下化冻，现在也可以使

用微波炉化冻。

民间一般将用凉水化冻的方法称为

“缓”。由于冻梨果肉的冰点低于零度，所

以在“缓”的过程中，冻梨表面会形成一层

薄冰。等到完全化冻后，用汤匙敲碎即可

食用，敲冰壳的过程也不失为吃冻梨时的

一桩趣事。

春节前后的东北地区正值寒冬，饮食

上难免有大鱼大肉。饭后吃个冻梨，不仅

有着醒酒解腻的效果，还可清热利咽、止

咳平喘。

当然，冻梨也不是多多益善。例如脾

胃虚寒、患有糖尿病的人就应该控制摄入

量。以上内容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

众多民间史话中都有记载。

相关研究显示，啤特果（秋子梨）制作

的冻梨含有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等多

种物质，营养丰富，在现代科学领域也得

到了认可。

吃不到冻梨，能用冰箱冻吗？

飞去东北吃路程太远了，直接把梨放

在冰箱冷冻不就是冻梨了？

冷冻的梨＝冻梨，看着好像没毛病。

但是这样冻出来的冻梨，口感会打些折

扣 。 冰 箱 冷 冻 室 的 温 度 大 概 在 零 下

18℃，但是在冷冻室里却做不出真正的东

北冻梨，主要问题就是温度不够低。

东北的室外气温，通常是零下十几

度到二十几度，甚至有时候会达到零下

三十度，这种超低温是冰箱冷冻室达不

到的。在这样寒冷的环境下，食物能迅

速结冰，梨很快就会失水，皮肤变褐，形

成表面黑内部白，这时，一枚冻梨才算真

正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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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薄薄的一层雪，窗户外面的梨被冻得硬邦

邦。

原本是娇俏漂亮的鹅黄色，被这冷气一浸，变

成黑黝黝的一团。人倒不是很惋惜，反而欣喜地捏

了捏：“再冻得扎实一些，就能吃了。”

这是北方冬天的恩物。

东北或西北，此前信息不畅的时候，人们不约

而同用冷冻的法子，将梨予以保存。滴水成冰的日

子里，人们也能将这流淌着果汁的果子，给日子一

些甜和水分的滋润。

在西北，这种专门冻起来才好吃的果子，各地

的叫法都略有不同。“香水梨”“软儿梨”“软儿”，没

有统一的命名。至于冻梨，这是东北冻梨在全国火

了以后的名字。

于右任先生路过兰州时，曾赋诗：“冰天雪地软

儿梨，瓜果城中第一奇。满树红颜人不取，清香偏

待化成泥。”后来在穿越河西走廊的时候，又赋诗一

首《河西道中》：“山川不老英雄逝，环绕祁连古战

场。莫道葡萄最甘美，冰天雪地软儿香。”

遥想当年，先生一定是冬天来到西北，没有什

么新鲜果子，当地人就将这冬日里最常见的水果端

上来迎客。他从京城到兰州，可能初尝了软儿梨，

尚有好奇心，又走了几百公里去河西走廊，当地也

无甚水果，端上来的还是这黑黝黝的冻果子，不过

那时候，他兴许也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每地都以自

己的最为正宗，先生只好都留下了诗句，以示公平。

小时候，我妈冬天回娘家，总会在街边的水果

摊子上，细细挑选一兜儿软儿梨。要圆形的、没有

伤疤的、没有破口皱皱巴巴的。天寒地冻，我手里

撑着塑料袋，耐心地等她将一枚枚果子放进去，手

指冻得僵硬，脸蛋冻得通红。

不多会儿，光滑圆润、硬得像秤砣一样的黑色

果子就将袋子坠得沉甸甸的，在这种潜移默化和大

量食用之后，连五六岁的孩子，也对软儿梨有了一

定的心得体会，那些皱皱巴巴的一定是不好吃的，

一定是冻好又消了冻，果汁早就顺着一个小小的破

口流了出来，只剩下一个干瘪而酸的梨核儿，被薄

薄的一层果肉包裹着。那时虽然没有读过金圣叹

的：“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但梨子核酸得令人

皱眉头这个知识点，大家似乎都是知道的。

过去的日子很慢，人们会耐心地等着这一枚冰

球，慢慢地融化成室温，成为一种甜津津、软绵绵的

甜品。

这当然是有讲究的。软儿梨要洗干净上面的

浮土，放在日常的容器中，再倒进去干净的凉水，把

里面的冰和凉气“拔”出来，这是很生动的一个词

儿，就像拔萝卜拔火罐一样，人们自自然然地相信，

凉气是可以被拔出来的。不多会儿，凉水变得冷冰

冰的，梨全身的寒气果然被“拔”出来了，在表面结

成一个冰壳子，这在孩子们看来，就像变魔术一样，

有一种完全彻底超脱出日常生活的趣味。

等到冰壳达到一定的厚度，敲开冰，就会有两

个透明的半圆，完整地被剥下来。里面的软儿梨已

经完全缴械投降，变得娇滴滴、软绵绵，这时拔掉上

面的果柄，将嘴巴凑在果子上深吸一口，冰凉酸甜

的果汁顺着嘴巴流进喉咙，连最苛刻的人，都要美

滋滋地感叹一声：真甜啊。

但软儿梨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软儿梨的。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拗口，但这确实是千真万确

的真理。

在秋天的时候，它们娇憨的青少年期，是挂在

树上黄澄澄的梨，阳光照射过来，给它们的脸上打

上浅浅的红晕，于是梨们一定以为自己快熟了，就

像隔壁的苹果一样。到了采摘的季节，苹果被人采

摘后，会妥帖安放，放在清凉透气黑暗的地窖里，可

以保持上半年清新的口感。

但是眼看着隔壁的苹果树上光秃秃的，再隔壁

的石榴树上也光秃秃的，甚至连柿子树都挂了霜

后，被摘下来了。

梨树还一动不动。

或许它们面对这个局面也是很困惑的，完全不

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再冷一点，它们被随便地摘下来，胡乱地放在

院里的筐子里，就那么扔在户外，秋霜落了又落，眼

见着冬天来了，人们似乎还是没有把它们妥帖保护

的想法。最多有几个嘴馋的孩子，看着黄澄澄的

梨，随手塞到嘴巴里，刚咬一口

就 吐 出 来 ：“ 皮 太 厚 了 ，没 有 一 点 水

分，就跟木头渣渣一样。”

真是令人心酸的遭遇和命运啊。

到了初冬，一片一片的雪花落下来了。

城里的人欣喜地看着雪花拍照，发朋友圈：

今年的第一场雪。院子里的梨悲伤地闭上眼睛，

看来我是被嫌弃的水果吧。

雪一片一片落在梨的身上，它感觉到自己慢

慢地变硬，身上黄色的衣裳变黑了，寒气使它变得

越来越僵硬。

天气又暖和了一些，冻僵的梨跟着大地一起摇

摆，冬天也不是没有好的日子，和煦的太阳也会一

览无余地照遍世间万物，人们整理过冬的衣服，浆

洗床单被套，整理仓库里的库存，依稀盘点，今年过

年还需要磨多少斤面，粉条的数量可足够？还有做

肉丸子的淀粉、清油还需要榨几桶？

地窖里也翻腾盘点了，还有几百斤苹果土豆

子，几十斤洋葱白萝卜，大白菜整整齐齐码成一排，

地窖里有一种冷而清新富足的味道。

这是要过年啊。

但是梨不知道这一切。

被置于户外的软儿梨在苏醒和昏厥之间不停

切换，在融化和冻僵之间左右摇摆。在清醒的时

候，作为一枚梨，它或许会思索，为什么它要经历这

样一段黑暗寒冷的时光。

人们不会回答，软儿梨也并非真的想要一个答

案，冷以更加迅猛的姿势来临，软儿梨一头坠入这

沉甸甸的夜色当中，没有醒来。

等到它又恢复意识，已经是人头攒动的城市餐

厅了。

透明得像水晶一样的高脚杯里，端端地摆着一

枚已经黑得辨认不出来的梨，人们惊喜地看着这冬

日里冰冰凉的馈赠，软儿梨！软儿梨！被轻轻地剥

去外皮，银色的汤勺轻轻地舀了一块，甜蜜的汁水

在热气中分外地清新、冰冷，这是迥异于工业文

明产生的雪糕、冰淇淋的口感，软儿梨充沛的糖

分使人们嘴巴上黏糊糊的，配着大口吃的烤

肉、火锅。软儿梨，作为冬天最爽口的食物，

获得了人们真挚的爱和珍惜。

那些秋天寒冷的遭遇好像已经

过去，软儿梨闭上眼睛，心满意足地

想起那些在地窖深处的苹果们：兄

弟，不是每一种水果都能在水

晶盏中度过这一生的高光

时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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