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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来勤

蘸 水 片 片 色 味 鲜
在我的家乡国际港务区新筑镇一带，蘸

水片片绝对是村人们喜闻乐道的美食。所谓
蘸水片片，其实全称应该叫“蘸蒜泥醋汁的
手擀面片片”，属于关中面食中的一枝奇葩。

众所周知，关中盛产小麦，南来北往、东
奔西走的迁客骚人甚多，地处灞渭三角洲的
新筑镇古时为关中的水旱码头、“米面罐
罐”，因而造就其面食之乡和荟萃南北东西
面食集散地之名，蘸水片片就是其中颇具代
表性的一例。

蘸水片片的做法与众不同，它不像山西
的刀削面将面团举上头顶、扛在肩上，用刀
削入开水锅那样怡然自得，也不像杨凌的蘸
水面是将面团抻扯成裤带般长短，面叶甩入
开水锅那样潇洒自如，这面片的功夫全在
面片下锅前的表演之外——搋面。

家乡人用称为“头茬面”的上好小麦粉，
爱好的人还搭点儿盐末，和上适量的清水
揉搋在一起作为主料。为了增加面团的硬
度和韧性，有的家庭妇女还在擀面大木案
对面的墙上打一小孔、装上铁圈或瓷箍，以
便将擀面杖的一头塞入其中，好借力反复
压轧面团。待面团被揉搋或压轧得软硬适

度如弹簧、表面光滑如绸缎时，再用半湿的
笼布盖上在案头醒面半小时左右，然后开
始用五六尺长的擀面杖开始用力推擀面
团，推擀中要不断挪移擀杖的方位和面团
的位置，以便擀出的面叶薄厚一致。在主
妇们的巧手下，面团在不断瘦身，由大烧饼
变成小锅盔，直到成为案板不能容纳的面
叶，极似圆圆的大月亮挂在天上。

这时候擀面的人可以喘一口气、擦把
汗，有的则不歇一口气儿地将面页缠在擀面
杖上，然后均匀地层层折叠放于案板上，用
大铡刀将面叶切成一寸半左右宽的面条，再
将面条层层摞起，切成方块备用。有人担心
面片是否会粘连在一起，这是多余的，主妇
们会在擀面时不断撒面粉防粘连，何况面团
本身较硬，也不易粘连。

将大半锅的水烧开后，天女散花般将擀
好的面片片抛入锅中，用漏勺或笊篱搅动，
不时地点水“扬汤止沸”防锅溢，一般三开锅
三点水后，面片即可出锅，捞入提前准备好
的凉开水中，以增加硬度和光滑的口感。

还有蘸水片片的汁子，就是将蒜瓣剥去
外皮，放入石臼（俗称“礓凹子”）内加入大青

盐粒，捣成蒜泥，倒入粗瓷大老碗中，将烧得
滚烫的清油浇入其中，那极具夸张感的“刺
啦”声顿时撞击到你麻木已久的耳膜；柿子、
红薯酿成的味道甘洌醇爽的陈年老醋开坛
即沁人心脾，倒入半老碗煎油猛激之后的生
蒜糊里，再加入一勺核桃蛋般、颜色像褐红
宝石似的油泼辣椒，那生出更有诱惑力的
酸、辣、炝、香、糊、蛰韵味，再让那厚如铜钱、
靓似琥珀的面片在其中扎个猛子后入口，估
计神仙也难以自持。

也有食客怕这汁子劲儿太过生猛，不敢
直接用来蘸面片吃，而是用调羹舀出来或倒
在小碗中，兑凉开水或其他调料水稀释。然
后将面片一片一片在汁中翻蘸入味，再送入
口中细嚼慢咽，享受清福雅趣。由于吃蘸
水片片时，或者因调料汁味道酸味过头，或
者因辣味过重，总之食者或龇牙咧嘴，或大
汗淋漓，或狼吞虎咽，总之吃相不是十分雅
观，再加上用筷子夹出蘸汁的面片时，食客
总要先看一下蒜汁、辣椒是否蘸匀，然后再
送入口中咀嚼吞咽，因而这道面食又被家
乡群众赋予了一个既生动活泼又充满欢谑
的名称“猴儿照镜”。

在灞渭三角洲一带有段关于吃蘸水片
片的民谣：“搋成石头，擀成砖头；切成瓦片，
光滑顺溜；下到锅里，拃脚舞手；捞到碗里，
愣脑愣头；操上筷子，打了老爷的额颅！”可
见这面的特点，全在一个“硬”，筋道、有嚼
头，粗犷豪放，展示出秦人的精魂，过去从事
打胡基（土坯）或打铁背砖等体力劳动的人，
尤其喜欢吃，它耐饥，添劲头，因而也成了家
乡人昔日待客的美食之一。

随着时代的进步、岁月的更迭，蘸水片
片的花式品种也在不断更新，从做法上看有
的用茶碗或口杯将手工擀成的整案的大面
叶扣拓成小圆面片，有的像擀饺子皮一样
将面团揪成小面剂子用小擀杖单擀成小
圆片，有的直接用压面机将面团压得光滑
平整后再用刀切。从物料上看，有的在面
中加入菠菜，有的搋入芹菜，更有的拌入
韭菜段、刺蓟段，有的将红苋菜或者火龙
果打汁拌入面中，特别入味提神且赏心悦
目。从吃法上看，有干拌的、凉调的、酸汤
的、油泼的，甚至还有爆炒的、烩炖的，将家
乡人“生冷硬倔”的性格和对未来生活的美
好愿景展示得一览无余。

池 阳 寻 根
□周琳越

长安城北不到40公里，巍巍嵯峨、悠悠
清峪，那是生我养我的家乡。三原史称“甲
邑”，古称“池阳”，因境内有孟侯原、丰原、白
鹿原而得名。在三原县嵯峨镇天井岸村，有
一个直径不到300米的深坑，为西汉时期确
定的国之中心，大地原点。据《汉书·郊祀
志》颜师古注：天齐，“如天之腹齐也”。这个
深坑与现在被定义为大地原点的泾阳县永
乐镇相距 10多公里。古池阳，具有厚重历
史的古京畿之地，一角一隅都绵延并拓印着
中华文化和民族步履的足迹。

民间流传有“先有杨家院，后有三原县”
的说法。杨家院古时在三原闻名遐迩。杨
家院是我出生之地，出于对历史和先祖的敬
仰和自豪感，我经常和家中喜研历史的长辈
们展开探讨，并一同感叹杨家院没有能够被
完好保护而只存在于人们记忆中的遗憾。

如今，杨家后人已经在旧址上挂立崭新
的牌匾和照壁，旧时故事的辉煌和波折几经
轮回起落，早已化为后辈们的念想并深埋于
心。据传，杨家院发荣于元代重臣杨子江。

杨子江死后葬于今西安市雁塔区东三
爻村，元顺帝手谕敕修杨武庄公祠庙，今东
三爻村杨姓多为其后裔。这个院子里的
人，不管生活赋予了他们什么，自始至终都
有一种无形的传承和力量影响着后人抱朴
守拙、珠玉在心。杨家近三代的后人中，有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立下战功的革命
先驱，有在文化界颇具美名的本土艺术家，
有在改革开放时期投身市场经济的弄潮

儿，还有许许多多如我一样的普通劳动
者。精神财富的力量无形而厚重，勉励和
指引着我们勇敢面对生活的困境与苦难，
志在为家为国、不谋私欲，此与身份高下无
关，更与能量大小无关。

出城向北 8 公里，三原县西阳镇东寨
村，我的祖辈世居于此。据考证，周平王少
子姬烈（被封为汝坟侯）在陕西有三原县西
阳镇东寨村宗支和大程镇东周村宗支两
脉。这来自历史的脚印传承至今，头靠嵯峨
山，脚踩渭河滩，让我们身上满满承载了关
中八百里秦川所蕴含的坦荡和生命张力。
东寨村居民 700多户，周姓为第一大户，我
辈祖宅位于东寨村南堡。以此为圆心，方圆
几公里的周姓都是大姓，其中最为有名的就
是西南方不远处的周家大院。自媒体演绎
秦商周莹的故事以来，原来寂寥幽静的周家
大院开始备受瞩目，宾客络绎不绝。

周家大院始建于清代，为时任清廷朝仪
大夫刑部员外郎周梅邨的私人宅邸。周梅
邨为当时秦商的领军人物，先后在江西、四
川、甘肃等地设立商号。周家大院格局严
谨，三进五开式的建筑采用砖、石、木等材料
组合搭建而成，工艺精湛绝伦，精美的石雕、
砖雕、木雕属三秦之首。从小父亲就告诉
我，周家大院原貌是如今遗存体量的 10倍
以上。长大后学习历史，再多次徜徉于这片
宅子、这方土地，我不免感慨万千。

周莹为周梅邨曾孙女，17岁嫁入泾阳
县安吴堡吴家。周莹嫁入吴家时，娘家已

经家道中落，丈夫吴聘婚后不久病逝，左宗
棠死后吴家失势，谁也没想到，这个不到 20
岁的女子未来居然能带动败落的周、吴两
家步入鼎盛。

周莹有着卓越的经商才能，在她的努力
下，败落的周、吴两家起死回生。她在山西、
上海、四川设立了 7所淮盐总号，在甘肃设
立了药材总号，在湖北设立了布匹总号，在
全国共设立了108家分号，业务范围包括药
材、盐业、布匹、粮油、典当等。

周、吴两家从分崩离析走向事业鼎盛，
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集团。周莹兴水
利、办教育、建文庙、助军饷，面对战乱和天
灾，她设置粥厂，赈济灾民，让泾阳、淳化、
三原、蒲城、富平等地的米粮店开仓放粮。
周莹忧国忧民的民族意识和商人的格局是
奠定其成为秦商代表人物的重要依据。泾
阳、三原修县志时，特别将她的善举载入其
中，可以说，她的传奇人生把大秦义商演绎
到了极致。

这片神奇的土地，承载的历史故事不胜
枚举。通过民间演绎，其教化意义更加意味
深长。毗邻东寨村西，是因长孙娘娘长发垂
楼而得名的楼底村；距东寨村南1公里是当
年李世民遇到长孙娘娘而让 5000名官兵驻
扎的武官坊。每年回乡祭祖，途经周宅、楼
底、武官等地，这些民间传说在我脑海中愈
加深刻生动。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更加习惯性地
以溯源和拓展的思维来看待呈现在客观世

界的一切。这些故事的雏形和民间说法都
是在我幼年时期，我的祖母在杨家院大槐树
下对我日日讲述而烙印于我的脑海中的，长
大后，传说与史实交织，更有意趣。

小学之后，我们举家从杨家院搬入西大
街一处住宅。家宅往西200米，是著名民主
革命先驱、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奠基人之
一、“当代草圣”于右任先生故居；往东 200
米，是全国保护最完整的明清古建筑群之一
的城隍庙；往北 200米，是明嘉靖左都御史
温纯主持建造的三原古龙桥，其石刻生动、
造型宏伟，巍然屹立于清峪谷之上已近 300
年。三原古龙桥是当时西安府的商贸中心，
鲁桥古镇是各种货物的集散地。

我越来越感知到，三原这片土地，其文
化呈现就是这里几千年来最好的积淀和表
达。除于右任先生外，三原文人、书画家辈
出，有著名收藏家、书法家王典章，近代书法
大家、篆刻大师贺伯箴，中国书法家协会创
始人之一谢德萍，当代学者、书法大家、著名
篆书大家刘自椟，还有同为革命先驱和书法
大家的茹欲立、徐郎西、韦焕章、李寿亭等。
三原民间登记在册的书画组织和培训机构
多达几十个，书画传习者众多。

我母亲就是一位书法爱好者，每次回家
看到毛毡上笔墨正滴、纸镇卷平，我忍不住
拨弄两笔。母亲笑我：拳不离手、曲不离口，
一日不练，如隔三秋。我笑而不答，看着墙
上那幅笔力遒劲、洒脱仙逸的“春和景明”，
忽然觉得，何其有幸，生于我足下这方土地。

□王海

米脂能够被称为文化县，首先要有文化
特点。作为文化县，米脂的文化特点是什
么？传承了多少历史文化基因？

米脂人说，我们有民歌、秧歌、腰鼓、剪
纸、唢呐，有杨家沟的红色文化。提起米脂，
人们想到的是“米脂婆姨”，而不是杨家沟。
民歌、秧歌、腰鼓、剪纸、唢呐是陕北普遍共
有的，而不是米脂的文化特征。提起陕北红
色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延安的宝塔、安
塞、延长等县区。米脂杨家沟只是榆林红色
文化的一部分。

如何给米脂县文化誉名，米脂县的文化
定位是什么？

综观历史，米脂有“文化县、英雄县、美
人县”之称。

“文化县”是有史料可稽的。米脂的文
化发展早在元初已雄冠陕北了。明清两代
曾出现24名进士、105名举人的盛况。1920
年，从北师大毕业的米脂女学生高佩兰就在
米脂创办了陕北第一所女子学校，培养了一
代有觉悟、有知识的优秀妇女。不少米脂学
生投身革命。在米脂女学生中也流传“脚不
缠，发不盘，剪个短帽盖搞宣传：当上女兵翻
大山，跟上队伍上延安”。米脂是陕北地区
唯一荣获“中国千年古县”称号的县区，文化
积淀深厚，旅游资源丰富，现有文物遗存904
处，是陕西省文物重点县。1994年 6月，米
脂的革命前辈、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郭洪
涛为家乡题词“文化县”，县政府将其镌碑，
立于南关通衢大道。

“英雄县”也名副其实，米脂是闯王的家
乡。近现代涌现出李鼎铭、杜斌丞、杜聿
明、刘澜涛等一大批杰出人物。米脂的杨
家沟，是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期间的落
脚点。1947年底，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来
到杨家沟村，在这里战斗生活了 4个多月，

指挥了全国解放战争和西北战场，领导开
展了土地改革运动。

“美人县”名扬四海。“米脂婆姨”已成为
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米脂婆姨，不仅外貌
美，品德心灵更美。这里的女性俊俏雅致，
能歌善舞，聪慧干练，持规执矩，是陕北妇女
的佼佼者。传说三国时期，绥德出了吕布，
力大无比，勇贯南北；米脂出了貂蝉，羞花闭
月，大义除奸。明清之际，闯王李自成的夫人
高秀英，南征北战，屡建奇功。20世纪初，封
建、闭塞、战乱锁困的陕北社会，米脂的有
识之士就办起了“女子学堂”。

第一次去米脂，是20世纪80年代末，我
在西北大学上学，班里组织到陕北采风。那
时的陕北，缺少春天的气息，看不到绿草，更
见不着成群的羊。偶然会在山圪垯里发现
几只羊。那次去米脂，是奔着米脂的美名去
的。“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
沟的炭。”这句赞美陕北人杰地灵的民谣，开
口赞颂的就是米脂婆姨。自古陕北处于中
原之边陲，特别是汉唐以来，常有和亲，形成
汉族与西北方少数民族混居。米脂婆姨的
漂亮与此有很大关系。走在米脂县城的街
道上，我想起一首歌：“毛格闪闪的眼睛，粉
格盈盈的脸，米脂的婆姨赛天仙……”

第二次去米脂是 2020年夏季，我是奔
着米脂的高西沟去的。陕西作家冷梦在米
脂蹲点采访数月，写了一部纪实文学《高西
沟调查》，还有省作协顾问、已故的老作家文
兰写过一部长篇小说《米脂婆姨》，小说中对
米脂婆姨有很好的解读，影响很大。那时的
陕北，已经变了模样，满山遍野都是绿色，淡
淡的果香沁人心脾，使人恍惚身处江南。在
高西沟展览馆里，我们遗憾没有看到冷梦的
《高西沟调查》。我问讲解员：“馆里怎么没
有《高西沟调查》这本书？”这是一个作家为

一个沟、一个山村撰写的一部书，在社会上
引起了极大反响。讲解员歉意地告我：

“这本书出版很久了，市场没有了。”
站在高西沟的虎头山上，我想起《高西

沟调查》中描写“过去的高西沟，山上光秃秃，
沟里乱石头，年年遭灾害，十年九不收”。放
眼望去，现在的高西沟梯田层层盘山头，金
秋果香飘满沟，高山松柏连成片，陡坡牧草
绿油油，水库碧沏映青山，平展坝地喜丰收。

第三次来到米脂县，就是这次了。秋高
气爽，蔚蓝的天空飘着雪白的云朵，弯转的水
泥路，像一条飘带从山底绕到山顶。沿路大
红枣儿挂满枝头。在虎头山上，聆听高西沟
村支部书记姜良彪生动且富有激情地讲述
习近平总书记到高西沟参观调研的情景。
如今的高西沟生态美、生活富，每天都像
过年一样。几十年的奋斗，村民把绿水青
山变成金山银山。现在的山上，不仅有松、
柏、槐、榆、杨、柠条，还有苹果树、枣树、杏
树……高西沟水保综合治理被誉为“陕北
黄土高原上的一颗明珠”，岔村的小流域治
理模式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称为世界级治理
典范，通过土地流转形成的“孟岔模式”已成
为榆林乃至全省现代农业发展的典范……

高西沟的变化不仅是山乡地貌的变
化，而是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这天，巧遇

“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米脂县第二届乡
村文化艺术节”在高西沟举办。农民欢声
笑语、载歌载舞，县领导和村民同乐。台
上歌手正在演唱，一队队秧歌舞、腰鼓队
走进了会场，锣鼓震天响。广场周围整齐
地摆放着叫人垂涎的陕北美食，米脂人民
的幸福生活不仅展现在歌舞中，更展现在
激情洋溢的笑脸上。

米脂变化了、富有了，县委县政府对县
文化的誉名和定位就愈来愈重视。国庆前

夕，“名家看米脂座谈会”在米脂举办。米
脂要唱红色文化，但和陕北其他几个红色
圣地相比，米脂应更注重自己的特色。据
统计，杨家沟革命纪念馆已接待各级党组
织 600多个，安排现场教学 100余场次，集
中受训党员达 8 万人次，游客达 30 万人
次。杨家沟这个红色文化名片正在带动
当地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和提高。借风
驶船，“我为群众办实事”让红色文化区域
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已是米脂县
领导更为关切的大事。

提起米脂，尽管米脂出了个李闯王，但
米脂县出了多少个将军？在推动中国历史
进程中，米脂县出现了多少影响历史进程的
人物和事件？我们可以称米脂为英雄县，但
它不能代表米脂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符
号。提起米脂，米脂婆姨是人人皆知的一个
文化符号，她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享誉全
国。过去为什么有人称米脂为“丈人县”（岳
丈县），由于米脂婆姨远近有名，历来外嫁的
多，米脂被人称为“丈人县”。因次，我们对米
脂婆姨应有一个正确的解读定位，对米脂县
应有一个正确的文化誉名。米脂婆姨应是贤
惠、知礼、勤劳、勇敢的代言词。米脂婆姨之
所以被人称赞、颂歌，因为她身上凸显了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果把米脂婆姨作为
米脂的一个文化符号，或者文化誉名，还应
以典型的语言丰富其内容。当人们提起米
脂，不仅想到米脂婆姨，还应想到米脂其他
荣耀的符号。米脂婆姨只是一个导语，通过
米脂婆姨，使更多人全面地了解米脂。

“米脂婆姨北方明珠”的文化誉名，是
否能囊括米脂“文化、英雄、美人县”的内
涵，要把米脂文化誉名更充实、更丰满、更
准确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还需要专家进一
步研讨确立。

米 脂 遐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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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生 之 旅 途
□武广余

总会有高低曲直

也会有泥泞平坦

既然已经上路

就应该风雨兼程

傲视霜雪 喜迎春天

真理皆蕴于实践

崛起多发于苦难

成就来源于智行

伟大出自平凡

世界缘于生命而美丽

宇宙因为运动而壮观

河堤不敌蚁穴

滴水可以穿石

汇百川而成海洋

集星土而成高山

山川有山川的秀美

海洋有海洋的浩瀚

是雄鹰就要搏击长空

是蛟龙就不怕波奔浪卷

水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

思想能让宏伟的蓝图大展

发掘自己 展现自己吧

让生命之光辉煌灿烂

惊 艳 的 叶 子
□李爱丽

一夜的寒霜

缔造出华贵的叶子

枝头上的绚丽

犹如二月的花开

那飘落的风姿

更像六月落蝶的样子

优雅飞散，轻盈飘逸

随风纷纷聚在池中

秋，我来了

戴着口罩，穿着大衣

走在纷纭的市井里

惊叹独挂初冬的柿子

霜叶悠然地铺了一地

带着童话般的气息

红枫很早穿上了嫁衣

舞动的银杏金黄欲滴

遇上阵阵清风

像是纷落九重的星子

一览秦岭的壮丽

千里红翠，万峰尽染

在这疫情弥漫的日子

有一树树惊艳的叶子

何愁生活没有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