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像大隐于江湖的绝世高手，通常流
落街头，低调异常，但显山露水之际，依
然有拥趸无数——误会了，说的不是
人，说的是油香粑。

“油炸食品？脂肪含量太高？油长时
间反复高温会产生大量致癌物质？又不
是天天吃，能咋的？你的薯片不是油炸食
品？你的鸡脖猪脚脂肪不高？你的方便面
不有害健康？你的火锅不长时间反复高
温？你能保证嘴边每样东西都是如假包
换的无公害？这不五十步笑一百步吗，况
且，还不定谁是五十步谁是一百步哩
……你瞧瞧它，大米配黄豆，磨细成米
浆，炒些佐料作馅，或者酸辣椒、青辣椒，
或者酸豇豆、甜豆沙，炸之前舀半勺在米
浆里锦上添花，配方哪里不科学？你再闻
闻它，里焦外嫩，外面金灿灿黄澄澄，内
里白生生绵软软，能有多少油？”

——为油香粑辩驳的一番对话，来
自我与他人，或者我与自我。哈，看吧，就
是中毒太深。

作为“八零后”，第一次吃
油香粑，可以追溯到一角钱可
以买一大包瓜子花生的上世
纪。那时城里乡下还没那么多
稀奇古怪的玩乐，也没五花八
门的吃食，一盘白菜根炒肉
丝，可以回嚼大半年；鸡蛋与
面粉比例严重失调的酥肉，也就过年前
几天能解解嘴馋。是在松桃县城的东门
桥头，满叔好心带上我这七八岁的“拖
斗”进县城开眼界，哪曾想，小偷冷不丁
就赏我一个大大的惊喜——装有十块钱
的口袋被人家剪切得整整齐齐，而我却
浑然不觉。十块钱啊，除了额外的一点犒
劳，其他全得买鸡仔、称面条，这下回去
不给骂惨？我哭得稀哩哗啦，活像被满叔
游街示众。大概是满叔听得心烦，也或者
是桥头的油香粑让他突发灵感——一角
钱换得五个油香粑后，他成功拧紧了我
哭声的开关。没办法准确形容当时收获
的口感——我擦去鼻涕，吞咽泪水，张开
嘴，带着一时刹不住车的哽咽收受这份
幸福的美丽的礼物。很多年以后，每次看
到油香粑，吃着油香粑，我都会自动链接
到这一幕。也由衷感谢小偷，要没他，记
忆里也就没有与油香粑的这段奇缘了。

油香粑吃得多了，嘴便有些叼。小小
油香粑，直径不过十厘米吧，操作起来却
大有乾坤：大米和黄豆调配比例貌似没
什么不可告人的秘方，馅也并非不可或
缺，关键在入油煎炸时火候的把握：有的
人炸得老，金黄变成黑黄，香会掺上苦；
有的人炸得嫩，像软杮子，一口咬下去，
没咔嗤咔嗤的脆响发生，总觉得像一拳
打在棉花上，没有得到那种潜意识里暗

暗渴望的触底反弹。新手呢，直接在提子
的操作上就露怯，米浆舀多了，热胀冷缩
后成形的粑太厚实，没留白，吃起腻；舀少
了，油香粑成“类锅粑”，干巴、呆板，没嚼
头，像一个人或一处地方，欠涵养，缺底
蕴。最失控的，是米浆没完全包裹住馅，这
下可好，粑粑还没熟，露出的馅先焦了，颜
值大大拉低——当然也有人偏生就爱这
种爆炸式的油香粑。米浆在提子中受热，
待成形未定形之际，什么时候拎起，让它
脱离提子也有讲究，过早过晚都会影响外
观和口感。反正，在一个炸油香粑高手的
操控下，你会觉得在铁锅里随油波荡漾的
是一个个活蹦乱跳的精灵，你就想赶紧逮
着它们，占有它们。

松桃县城农贸市场哑子婆婆炸的油
香粑有口皆碑，没正式店面，一具烧蜂窝
煤的炉子，一口锅，一副三合一的铝提子，
一把铁夹，一桶米浆，一顶伞篷，就支起一
小摊，数十年如一日。松桃有句古话，“一
根草有一滴露水养”，炸油香粑这事好像

就是特意为她量身订制的“露
水”：熟人来买，一手交钱一手交
货，一切尽在不言中；碰到首次
光顾的陌生人，几个手势比划下
来，大多也就心领神会。哑子婆
婆坐姿沉稳，夸她动作娴熟都太
过谦虚，那油锅、那铝提子，你有

时会恍觉那就是她身体的一部分。如果说
油香粑是哑子婆婆的作品，那几乎没什么
败笔，也挑不出什么语病，大多油香粑冷
了就掉味，哑子婆婆的绝不，粑壳还是脆
的，粑芯还是香软的，褪了热烫，吃相反倒
可以更从容。松桃人喜欢吃粉，油香粑常
常是标配；苗乡人好祭祀，供品斋粑豆腐，
粑排第二位，所以像哑子婆婆这样擅炸油
香粑的摊主，往低了说，轻轻松松能养活
一家人，往高了想，也不乏隐形土豪。哑子
婆婆收费不贵，现今很多地方都卖一块钱
两个甚至一块钱一个的时候，她还在卖一
块钱四个。哑子婆婆也不贪，每天就卖一桶
米浆，炸完就收摊，有时去晚了还找不着
人，垂头丧气也没办法，只能退而求其次。

2012年，一家人到铜仁城定居，松桃
城来去匆匆，油香粑在被迫日渐疏远之
列。铜仁也有卖油香粑的，但都可吃可不
吃，没上瘾之感。用孩子奶奶的话说，“我
觉得铜仁城做的东西，没一样有松桃的好
吃”。这话拉仇恨，大概源于远香近臭的人
之劣根性。在心中能媲美松桃的油香粑确
实缺位了，以至每每经过中南门古城炸油
香粑的铜铸老婆婆时，都要学着大家，将
她面前油锅中被无数双手摸得溜光顺滑
的铜质油香粑，又挨个再摸摸，一遍又
一遍。

本报讯（朱贤莹） 2024年12月12日晚，
郑一帆长篇小说《长河长流》新书分享会在铜
仁学院举行。十余名作家、评论家，与六十余
名学生一起参与了本次新书分享会。分享会
由写作研究院教师唐竹英主持。

郑一帆，中国作协会员，贵州作协理事，原
铜仁市作协主席，文学双月刊《梵净山》执行主
编，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绝地之歌》《咬紧牙
关》，《咬紧牙关》曾获“乌江文学奖”，短篇小说
改编的广播剧《永恒的祭奠》获第五届贵州文
艺奖三等奖。

分享会上，郑一帆简述了创作缘起与整体
构思，介绍了小说大致内容。他说灵感源于新
居前的桂花树，其激发了他对一个家族百年记
忆的书写欲。小说围绕家族中小人物的奋斗
与梦想，展现了他们在船运、搬运、渔业等领域
的事业追求与生活点滴。小说触及家族几十
位小人物的多样性格与不同命运，旨在通过讲
述他们的故事，构筑传递有关勇气、爱与牺牲
的家族史诗，并突出强调读书对于个人成长与
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

安元奎认为，这部小说具有强烈自传色
彩，主人公“我”的成长轨迹与作者本人的生活
经历紧密相连，通过描绘少年时期一种近乎

“野生”的生存状态，深情再现了那一代人刻骨
铭心的生活记忆。作品巧妙地借助一个孩童
的纯真视角，如同一面镜子，映射出那个特定
时代的风貌与变迁。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
以少年时期青涩而懵懂的青春感受，为文革那
段沉重的历史披上了一层柔和的光辉，既展现
了历史的厚重，又不失人性的温暖。此外，他
特别提到，那位年迈而学识渊博的“老天爷”令
他印象深刻。这个角色不仅上知天文、下通地
理，更是传统文化的化身与象征，其深厚的文
化底蕴和过人的智慧，为整部作品增添了浓厚

的文化气息和深邃的思考空间。
向笔群表示，郑一帆是一位可敬的作家，

其作品深植生命关怀，标题《长河长流》即指向
生命意识的觉醒，蕴含史诗气度。书中方言俚
语、民歌民谣交织，地域文化特色鲜明，人物鲜
活自然，语言质朴无华，与生活紧密相连，满是
人间烟火味，实为生活本真的写照。

李胜勇说，郑一帆遵循文人使命，以童年
记忆为引，唤醒读者对中南门的共同回忆，情
感共鸣深刻，作品叙事稳健，语言凝练，底层人
物的奋斗与梦想熠熠生辉，彰显文人气质。同
时，他也期望作者能够做到挖掘更加深入，思

考更加深邃，笔触更加宽广。
王棋君认为，郑一帆的作品深情描绘了铜

仁的地域风情，作为铜仁人的他，对这部作品
充满了亲切感，足见文字的情感魅力。作品中
追求真善美的主题，传递了积极向上的力量。
这部融合多元风格的小说，拓宽了我们的文学
视野，促进了精神与人格的升华。

晏武芳称《长河长流》为鸿篇巨著，作品中
的“老天爷”象征文化精髓，所写人物心虽浮动
却终归本真。作品多有描绘父辈命运与时代
风云，展现了人物坚定前行的精神风貌，这正
是作品的成功之处。

非飞马对作家“文字能改写命运”的观点
表示赞同，强调文字赋予人内心以坚韧。作家
文如其人，作品秉持真善美的核心理念，彰显
文字滋养“人性之善”的力量。他认为热爱文
学既是一种幸福，也伴随着痛苦，正如品茶之
苦后回甘，直至甜入心底，贯穿生命始终。

末未认为他是一位温文尔雅的文人。他
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
跃然纸上，仿佛就在我们身边，演绎着一幕幕
动人心弦的故事。而其故事结构更是宏大而
严谨，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雕琢，展现出作
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对创作的极致追求。他
在创作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丝不苟的严谨态
度，这种对文学的敬畏之心，使得他的作品不
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能够深入人心，触
动读者的灵魂。

庄鸿文说，《长河长流》蕴含着儒家文化内
涵，字里行间充满了中正平和之气，作家以世
俗生活为经纬，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幅生
动的画面，雅致而端庄，这使《长河长流》成为
一部既接地气又充满文化底蕴的佳作。

分享会上，两位学生代表也分享了自己的
阅读感受。

铜仁学院举行《长河长流》新书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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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文艺长廊

《明实录·神宗实录》载有一份 419
年前皇帝签批的一道奏折，中有“思南
名为‘黔中首郡’始于明代”之语。

是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
机务李廷机上给皇帝朱翊钧的奏折语：

“思南为黔中首郡，文风渐盛，华民日
繁。”并有朱翊钧“制曰：可”之批。这是

“思南为黔中首郡”首次在大臣给皇帝
的奏折中出现，距今已逾419年。

《明实录》是官方正史，从明太祖朱
元璋到明熹宗朱由校共十五代皇帝、约
两百五十年的历史皆有记录，具有重要
史学价值，是研究明朝历史以及地方历
史基础史籍之一，具有很高可信度。

据《明实录》记载，“万历三十三
年九月壬辰日（1605年11月1日）吏
部言：‘贵州思南府水德长官司正长官
张辂，年老乏嗣，本房子孙张治贵，
二房子孙张治安争继，多年未有定
一，据称：张治贵非出嫡派，张治安
广财行贿，二房均难承袭，似应于三

房张祤子孙择其长者袭之以守先绪。
但思南为黔中首郡，文风渐盛，华民
日繁，以夷官治华民体统实不相称，
抚按二臣议改土设流深得用夏变夷之
意，合无将水德长官司改为县治，恭
请钦定县名，礼部铸给印信，空臣部
铨选知县一员，典史一员，原额钱粮
治马差徭悉归县纳，其正长官张祤子
孙择一人，降为土官县丞，副土官杨
一龙降为土主簿，查照铜仁县例，量
给夫马伞盖银两，俱不许管捕管粮，
所有吏目一员应合裁革。’制曰可。其
县名与做安化。”（《神宗万历实录》
413卷）这是思南水德江司改为安化县
的原因，也是明朝改土归流在思南的
一次实践。

四百多年前，思南即有舟楫往来，
商贾云集，成为乌江中游的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皇帝签批思南为“黔中首郡”，
是对思南发展的定位和认可，值得我们
重拾起来，进行宣传和解读。

思南“黔中首郡”始名于明
张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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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邰焘） 2024年12月15日上午，《铜仁史话续集》新书发布
暨出版座谈会在铜仁中南门黔学研究院举行，本次盛会由贵州机关读书
联盟、巢经书房和铜仁市求实书店等单位联合主办，由贵州省文史馆特
约研究员、贵州豫章书院罗国淮山长主持。会议邀请了铜仁文化界、学
术界人士和媒体记者等一道座谈。

发布会上，该书作者瞿政平详细介绍了《铜仁史话续集》成书的背景
及精彩内容。他说：他在长期的地方历史文化接触中，“常被一些于本
地、于社会、于人们有着或大或小影响的历史亮点所感染；或被一些鲜为
人知的历史秘闻、趣事所吸引，故而将其材料挖掘、整理出来，形成了一
些或长或短的文章。这本《铜仁史话续集》共设了9个栏目，收录有95篇
文稿。嘉宾们对此进行了广泛交流，一致认为该书以详实的史料、生动
的笔触，展现了铜仁奇特而秀丽的山水风光，记录了当初震惊于世的历
史事件、乡贤名人、历史典故、名村古寨，尤其以浓墨记录了建置于三江
交汇之所的铜仁古城，以及其常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府城符号等，寄托了
乡民们的浓浓乡愁。

大家对《铜仁史话续集》给予了极高评价，以为这既是一部具有重要
学术价值的著作，也是传承和弘扬铜仁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一笔难
得的社会公共文化资源，对于高扬本地居民的文化自信，引导地方精神
文明建设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铜仁史话续集》新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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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美妙的故事
发生在这里？杭州的城市
阳台。

杭州的城市阳台位
于钱塘江的北岸钱江新
城的核心区，由主阳台和
两翼阳台组成，阳台以钱
塘江岸为底线向外挑出
江面几十米（最远处达八
十米），凌空于钱塘江面，
是休闲观光的好去处。主
阳台宽约 320米，分上下
两层。背靠城市阳台的栏
杆往钱江新城望去，正对
面是杭州市民中心，左侧
是金色球体的杭州国际
会议中心（似金色的太
阳），右侧是银色月芽状
的杭州大剧院（似银色的月亮），“日”“月”
之间隔着音乐喷泉相望，可谓日月同辉。
白天城市阳台人影稀疏（人们都在城市阳
台的地下商场活动），一切都显得安祥。辉
煌的“日”“月”仿佛安睡了一般，城市阳台
的花儿们静静地开放，钱塘江对岸的大莲
花即杭州奥体中心在灰色的天空下静默
着，高耸入云的杭州世纪中心（即杭州之
门）兀自矗立，只有滔滔江水显得灵动。此
时此刻，凭栏远望，内心舒适而安宁。夜幕
降临华灯初上，一切都变了模样！它们像
一个个精灵似的苏醒过来，在灯光的闪烁
下变幻着，跳跃着，舞蹈着，歌唱着，滔滔
江水亦沸腾起来。在重大的节日里和重要
的时刻，比如春节、国庆、元旦，比如 G20
杭州峰会、杭州亚运会等，烟花绽放，这里
是幸福和快乐的天堂。人们从四面八方涌
来，心里乐开了花。

今天，一个平常的日子里，我在城市
阳台的一层等候惊奇时刻的到来。我选了
一个靠江的位子坐下，花了一百八十元要
了杯茶水。服务员给我送来了茶水，我以
为只有茶水，可她还给我送来四份水果三

份干果二份点心，我有点惊喜。一会儿，服
务员又告诉我有一份主食，我心中的喜悦
在膨化，待我吃完面条，服务员送来一份
甜点和一份餐后水果，那份喜悦简直了！
夜幕降临，服务员又给每个有客人的位子
点上一盏灯，浪漫得让人幸福感爆棚！这
便是杭州！这便是杭州人的格调！这便是
杭州市的“最美效应：从“盆景”到“风景”
再到“风尚”。六点半，对岸的大莲花杭州
奥体中心和杭州之门唱起了主角。大莲花
花瓣不断变换颜色，一会儿绿色一会儿紫
色一会儿黄色一会儿银色，并且是渐变
色，上为深色下为浅色，莲花盛开，花容艳
丽。杭州之门如两只擎天神手手持干将和
莫邪刺向天空，在它的左右两侧各有两束
光剑在天空中与干将莫邪交汇，这是杭州
人的“敢为天下先”吧。

晚风习习，走上露台，见“日”“月”光
耀，她们穿上了流光溢彩的晚礼服，妩媚
动人。而杭州市民中心则穿上了红色的中
式新装，更显中华霸气。打开视野和胸襟
吧，拥抱这座美丽的城市。

其实，自第一次到杭州我便爱上了

它。我爱她深厚的历史文
化底蕴：这里是华夏文明
的发祥地，跨湖桥遗址显
示早在 8000多年前就有
人类繁衍于此，5000多年
前的良渚文化表明人类
文明已经发展到一定程
度，被称为“中华文明的
曙光”；这里是中国古都
之一，五代吴越国（907~
978 年 ）、南 宋 王 朝
（1138~1279 年）建都于
此；这里是古代运河的一
端，自古以来商贸繁荣、
经济发达、文化兴盛。我
爱她美丽而富于包容性，
让每个来者都宾至如归，
一个西湖让全世界人迷

醉，马可波罗曾赞叹杭州为“世界上最美
丽华贵之天城”，可见“上有天堂下有苏
杭”实至名归。我爱她锐意进取又充满智
慧，这里是我国电商的发源地，现代网络
技术率先运用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
面，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方便又快捷。我很
赞赏这座城市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他们能
给老百姓留有足够宽阔的公共空间，并且
将它们打造得如图如画。宽阔的杭州街道
栽满了绿植和花卉，尤其是高架桥两侧常
年鲜花盛开，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杭州
的公园更是星罗棋布，所以杭州人闲暇时
不愁没有去处。杭州市连续17年蝉联“中
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被评为全国唯一的

“幸福示范标杆城市”，连续13年入选“外
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

城市阳台，是一座城市的观景平台，
更是一座城市魅力的展示平台。杭州的城
市阳台直击人心深处，不由得使人咏诵起
白居易的《忆江南》：“忆江南，最忆是杭
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
日更重游？”

杭州的城市阳台杭州的城市阳台
大江南北大江南北⑽⑽

句芒云路句芒云路

我以为的我以为的““江湖高手江湖高手””

铜 仁铜 仁
美 食美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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