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029-87344644 E-mail:grbfkb2008@163.com

秦 风编辑：刘诗萌 美编：张 瑜 校对：白艳红版4
2024年1月9日 星期二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地址：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伍角

1 月 5 日，央视新
闻客户端发布的《文博

日历 这个杯子上刻满了“吉祥如意”》一文冲
上微博热搜，珍藏在西安博物院的勾连云纹玉
杯吸引了网友的关注。

杯身上刻满了“吉祥如意”
勾连云纹高足玉杯是一件知名度非常高的

“明星文物”，它以品质较佳的糖色玉制作，形体
较大，工艺考究，全身布满了多种纹样，是一件
罕见的玉质容器。长久以来，它被学术界视为
秦代典型的代表性玉器。

“1976年9月25日，有位农民拿着一件高足
玉杯交到了位于西安市东大街的原市文物商
店。”文物鉴定专家王长启在他写的一篇文章中
有一段关于这件玉杯的记述。当时，在西安市
文物商店工作的王长启负责接待，并付给了这
位农民 10元钱。交献者说他是阿房宫公社车
张大队人，也未留下姓名。事后，工作人员曾到
车张村想进一步了解玉杯出土的背景和过程，
但没能找到那位交献者。

如今，这件勾连云纹玉杯就珍藏在西安博
物院。玉质温润，巧夺天工。杯身、足部雕刻
着各式云纹，纹饰纤细华丽，近足处变形云头
纹，如同莲花托扶口杯。玉杯由杯身和底座两
部分构成，通高 14.5厘米，直口，深腹，腹壁较
直，下部微斜收，高圈足呈喇叭形，在高足缩腰
支托下，显得秀丽挺拔，是目前出土的战国、秦
代、汉代时期体量最大的玉杯。雕琢工艺十分
精湛，杯身部分自上而下有四层浅浮雕纹饰，

第一层为柿蒂叶子与连云纹，第二层为谷丁勾
云纹，第三层为几何形勾云纹，第四层为变形
云头纹。每层纹饰之间均有弦纹分隔，底座
上部阴刻五个矩形框，每框内有交叉的“S”形
简化凤纹，纹饰整体纤细多彩。如果将它们
的寓意总结为一个词，那就是：吉祥如意。

盛露水还是盛酒说法不一
关于这件玉杯的用途，学界一直未有定

论。在很多资料和展览中，这件玉杯被介绍为
“秦始皇用过的酒杯”，但也有专家研究认为，
它不盛酒，而是用来盛露水的。

“出土于阿房宫遗址的秦代高足玉杯，玉
质温润，巧夺天工……”关于这件勾连云纹玉
杯，西安博物院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的一篇文章
是这样介绍的：晚唐诗人杜牧的传世佳作《阿
房宫赋》中说“妃嫔媵（yìng）嫱，王子皇孙，辞楼
下殿，辇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秦王
朝天下初定后，秦始皇不仅接连修建大型宫殿
和其他建筑，还日日与后宫嫔妃饮酒作乐。可
以想象，高足玉杯应是当时皇宫里觥筹交错、
歌舞升平的见证。

也有学者从秦国实施的政治经济政策角度，
否定了玉杯是酒杯的说法。秦国从商鞅变法时
起，就对酒采取重税政策，据《商君书·垦令》载：

“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把酒的价
格比其成本提高了十倍，这就限制了消费，使“大
臣不为荒饱”“农不能喜酣奭”，而“农不慢”（《商
君书·垦令》）。一统六国后，秦国仍承袭商鞅的
重税政策，对以剩余粮食酿酒、沽卖取利严格
限制。因此，这件玉杯是酒杯的可能性不大。

“根据文献记载，古时把早晚由于温差凝
结在盘中的露水，当成长生不老的神仙水，称
之为甘露。”也有专家研究认为，甘露在古人的
心目中是一种吉祥的瑞征，被当成一种延年益
寿的“圣药”，称之为“天酒”“神浆”。天降的露
水搅拌玉石的碎屑一起服用，可以止住阴气，
永生阳气，长生不老。因此，这件玉杯是盛露
水的可能性比较大。 □赵争耀

人 物

诗仙李白与渭南

大诗人李白是我国最著名的浪漫主义诗
人，他生活在唐代的极盛时期，他的诗歌反映
了那个时代昂扬进取的精神风貌，被誉为诗
仙，著名诗人余光中评价李白“绣口一吐，就是
半个盛唐”。

渭南一直是汉唐的京畿之地，它位于唐上
都长安、东都洛阳之间，横穿中国腹地、连接“两
京”轴心干道著名的“潼关道”就位于渭南境内，
渭南不仅留下了诗仙的足迹，而且华州大将郭
子仪还和李白结下了不解之缘。

诗咏华山

唐玄宗天宝二年（743年），42岁的李白为
奔前程前往帝都长安，在西行进京路过华阴县
（今渭南市华阴市）时，他早年的故交道友丹丘
子正在华山北峰（云台峰）修道，李白登上云蒸
霞蔚的北峰，耳闻道友对华山的讲解和描述，放
眼华山的奇险壮丽，于是吟出著名的《西岳云台
歌送丹丘子》：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
荣光休气纷五彩，千年一清圣人在。
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
三峰却立如欲摧，翠崖丹谷高掌开。
白帝金精运元气，石作莲花云作台。
云台阁道连窈冥，中有不死丹丘生。
明星玉女备洒扫，麻姑搔背指爪轻。
我皇手把天地户，丹丘谈天与天语。
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求蓬莱复西归。
玉浆傥惠故人饮，骑二茅龙上天飞。
李白不愧为诗仙，他以浪漫的笔触，一开始

就把山势的高峻和对华山的整体感受融合起
来，造成一种崇高而壮美的氛围。站在华山之
巅，天地日月之精华尽显，黄河如丝从天际间泄
流咆哮而来，浪卷旋涡，波涛雷动秦地，山与水
的气势立马呈现。“黄河清，圣人出。”李白生逢
盛世，眼中的黄河上空飘浮着祥瑞之气，他怀揣
政治抱负，从而对自己的仕途和国家的命运充
满了信心，脚下千里黄河凭借自己的冲劲和巨
灵神的伟力一路向前，实现了自己奔向大海的
宏愿。华山壁立千仞，诸峰高、危、险、峻，翠崖
丹谷，掌管西方的白帝运化出莲花般的峰谷，好
友丹丘子就生活在这样的仙境之中。在这里，
有“明星”“玉女”为他洒扫，神女麻姑给他搔痒，

“我皇”帮他守护天地的门户，与他谈天语天，他
还可以自由出入九重之天而遍生光辉，遍访蓬
莱仙岛平安西返，好不自在。临下山时，李白对
依依惜别的道友说，如果可以将你仙家的琼浆
玉液送给我这个故人同饮的话，我将会与你骑

上二茅狗化成的龙飞升上天。
游罢华山，李白把这首《西岳云台歌送丹丘

子》交给好友，便恋恋不舍离开华山，继续开始
他的干谒、求职之路。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 年），安史之乱爆
发，54岁的李白在安徽一带游离。十二月十二
日叛军攻破洛阳，李白听闻洛阳沦陷，安禄山所
到之处“流血涂野草”，他联想到潼关道上“两
京”之间的道教名岳华山，写下了这首《西上莲
花山》：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
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
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
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
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
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状如莲花的华山峰谷依旧，但此时的诗人

明白，眼下叛军正横扫北方，昔日的政治中心沦
为一片焦土，百姓受苦，国家蒙难，朝堂为“豺
狼”所据，不禁怅然自失。

酒戏华阴令

在长安时，李白结识了比他年长 42岁，已
是耄耋之年的文学泰斗贺知章。当李白拿出他
的作品《蜀道难》时，贺知章万分惊讶，激动地
说“此天上谪仙人也”（《旧唐书·李白传》），这
一句“难道你是太白金星转世吗”一下子缩短
了二人之间的距离。两人相见恨晚，相谈甚
欢，成了至交好友，自此李白有了“谪仙人”的
美誉。在贺知章的加持下，“诗仙”之名誉满天
下。次年，由于玉真公主（唐玄宗妹妹）和贺知
章的联袂推荐，唐玄宗看了李白的诗赋，对其
十分钦慕，便召他进宫，次年诏翰林院，奉诏作
《官中行乐词》《清平调》等词，令同僚不胜艳
羡。有一次，李白奉诏醉中起草诏书时“引足
令高力士脱靴”（《旧唐书·李白传》），引起高
力士等的忌恨，于是李白“恳求还山”，听信谗
言的唐玄宗便把他“赐金放还”。

李白本身喜酒，失意离开长安，自然常常以
酒解愁。他一路东游，过华阴县城时准备游览
华山名胜，会一会华山上的道士。据元代辛文
房《唐才子传·李白传》记载，李白在华阴县城喝
得大醉之后，竟倒骑毛驴经过县衙，结果被以扰
乱公堂名义抓住。县令不认识李白，又看他烂
醉如泥，就让他自撰供词。李白半醉半醒，拿起
笔来，他先不介绍自己姓甚名谁，而是借着酒
劲，直接写到“曾令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
砚，力士脱靴。”李白此时把自己的高光时刻：玄
宗皇帝“赐食”并亲自为之“调羹”，在朝堂上杨
贵妃为之“捧砚”研墨，大太监高力士为之“脱
靴”悉数抛洒笔端，然后笔锋一转，以笔质问“天
子门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然后
扬长而去，留下了目瞪口呆的华阴令。

李郭善缘改写历史

这里的郭是指郭子仪，他是唐代华州（今渭
南市华州区）人，是中唐“再造唐室”的名将。
李郭的善缘《新唐书》有确切的记载,“初，白游
并州，见郭子仪，奇之。子仪尝犯法，白为救
免。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根
据后人研究，开元二十三年（735年），34岁的李
白在并州（今山西太原）游离，见到武举出身的
郭子仪，觉得他相貌堂堂，做事干练，是个难得
之才。当时的郭子仪在大将哥舒翰手下当差，
曾因“犯法”险些被杀头，由于李白从中周旋，
使郭子仪免受处罚，为后面郭子仪搭救李白埋
下了伏笔。

天宝十五年（756年）五月，安史叛军攻破潼
关，都城长安门户洞开。六月，唐玄宗逃出长
安。七月，太子李亨在各方势力的拥护下在灵
武（今宁夏）称帝，是为唐肃宗，遥尊逃跑路上的
玄宗为太上皇。但唐玄宗不甘退位，封太子李
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诏令诸子分领天下节度
使，永王李璘受封四道节度使、江陵郡大都督，
坐镇江陵（今湖北荆州）。永王乘机拥兵自重，
企图掌握长江沿岸支配权。时年55岁的李白与
妻子宗氏一道南奔避难，入庐山屏风叠隐居。
永王数次下达聘书，李白心中未泯的政治理想
使他几经犹豫，终于决定下山进入永王的幕
府。天宝十六年（757年）二月，永王兵败，李白
作为参与谋反的“逆党”在南逃时被缚入狱中，
获刑当斩。九月，郭子仪收复长安、洛阳。十
月，肃宗还都长安。郭子仪功居平乱之首，后晋
中书令，封汾阳郡王（后世称郭汾阳）。郭子仪
闻知李白要被处斩，请求愿解除官职来为李白
赎罪，于是朝廷下诏把李白长期流放夜郎。

元代舒逊诗赞李白“气吞高力士，眼识郭汾
阳”。早年李白因为救了郭子仪一命，谁承想竟
为唐王朝救下一位中兴名将，无意中更为李唐
延续百余年国祚；而郭子仪发达后旧恩难忘，危
机时候救下李白一命，为大唐救下一位天才诗
人。他们一文一武，时隔数十年仍惺惺相惜，相
救彼此的性命，共同改写了唐朝的历史。

□王茹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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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镇 鸣 犊古 镇 鸣 犊
鸣犊镇，又叫牛犊镇，是西安市长安区东部

的一座古镇。
鸣犊镇面向白鹿原，背靠少陵塬，环抱风凉

塬，浐河、库峪河由南向北蜿蜒流过，纵贯鸣犊全
境。鸣犊镇所辖范围，包括鸣犊镇和马兴乡。北
边和灞桥区红旗街办常家湾接壤，南边经引镇通
终南山，东边和炮里乡交界，西边和大兆乡连
畔。主产粮食作物为小麦、玉米、水稻等。

马兴乡原是一个独立的乡，2001年撤乡并
镇，马兴乡与鸣犊镇合并，统称鸣犊镇，现在叫鸣
犊街办。原马兴乡政府驻地马莲滩，因地属浐河
岸，遍地生马莲花而得名。马兴乡曾叫马兴人民
公社，1966年改为向阳川人民公社，1972年恢复
原名，1984年改建马兴乡。

据宋代张礼《游城南记》记载：“浐河之西岸，
其地有泉，旧时传有犊跑鸣而泉水出，今谓之鸣
犊镇。”宋《长安志》载，“鸣犊在县南六十里。”清
代嘉庆《咸宁县志》引古志载：“钟楼寺在城南十
里鸣犊里，即万年县故址。”《西安通览·鸣犊镇》
记载：“鸣犊镇西有鸣犊泉，因地处浐河断层边
缘，每隔若干年发生一次地啸，地啸时泉水涌出，
日久泉枯，当地老人多次听到过地啸时有老牛呼
犊之声，故此地曰鸣犊。”

鸣犊是先民遗址。鸣犊镇依塬面川，地形宜
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是先民繁衍生息的理想地
所在，现有沈家村遗址、咀头遗址和杨家湾遗
址。沈家村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
的先民居住遗址，遗物有夹砂红陶、泥质红陶，纹
饰有绳纹、蓝纹、压印纹等。咀头遗址分布较长，
遗址在土塬的横断面，可以看到许多文化层，文
化层中有陶片，遗物有红泥、红陶盆、尖底瓶、罐、

盆等。杨家湾遗址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龙
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器物有夹砂红陶盆，素面
沿外翻，沿下有小孔。

鸣犊镇，包括马兴，是一块美丽肥沃的土地，
也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浐河东岸是白鹿原，高
陡奇险，原上平坦开阔，是古长安的天然屏障。
公元前 206年，刘邦曾驻军白鹿原上，召集乡贤
豪杰开会，宣布了休养生息、安定人心、废除苛捐
杂税的政策，对属下约法三章，这些都为刘邦后
来占据关中，创建汉朝奠定了基础。汉景帝三
年，周亚夫屯兵细柳，从白鹿原出发，平定河南荥
阳七国叛乱。东晋永和十一年，桓温和苻坚带领
的秦军在白鹿原决战。在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
上，白鹿原演绎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恶斗。现代著
名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写的就是白
鹿原上发生的故事。

鸣犊镇的旅游资源也很丰富。二圣宫相传
是秦二世胡亥的行宫。村子里还有风景秀丽的
花马沟。侯坪村，也叫候驾坪，传说某朝某代皇
帝出游，大臣们曾在这里候驾。师村，原叫狮村，
村后的山坡上有一琴音洞，因滴水声似琴音而得
名。马嘶坡有二说，一说皇帝上坡时马失前蹄
而嘶叫；二说是穆桂英在此战马嘶鸣。王乐村
的故事，传说清初期西安府富家子弟王乐，赶考
不第，受父母责备，弃家来此耕地，后成为村庄，
人称王落第，清嘉庆《咸宁县志》记为王落村，民
国初年改为王乐村。吊钟沟有斗母宫，庙前原
有一口吊钟，故村名叫吊钟沟。

浐河东岸有一将军庙村，因属古代将军堡
遗址而得名。将军庙唐代就有，清嘉庆《咸宁县
志》名将军庙，此地是西汉武帝鼎湖宫前沿校尉

将军驻地。所谓将军，指“汉代苏武的父亲苏
建”。将军堡遗址碑文上有，据《咸宁志》载：

“荆峪水南有将军堡，即长水校尉屯兵处”。汉
武帝元光元年，招贤良举茂才，苏建以德才兼备
入选，被封为长水校尉，屯兵故里。远光二年，
苏建筑堡于白鹿原南坡，其三面临崖一面依塬，
地势险峻。经历两千余年沧桑，将军堡早已成
为农田，只有几座土墩还依稀可见。苏武是苏
建的次子，年轻时出任郎官，后升任栘中厩监，
为皇帝掌管马厩。永初四年，汉武帝派遣苏武
等送在汉的匈奴使者返回，苏武被匈奴扣押，
并且诱骗苏武投降，苏武不从，被流放北海牧
羊。始元六年，苏武才回到长安，拜为典属
国。苏武在匈奴被拘 19年，威武不屈，富贵不
移，显示了民族气节，归来时已是满头白发。

鸣犊镇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生产小麦、玉
米、水稻。马兴生产的粳米叫桂花球，色香味
俱佳，在西安很有名声，渭北人也交口称赞。
鸣犊镇的空心挂面、花花馍很有特色，空心挂
面营养丰富，细如粉丝，洁白如玉，入口筋道，
口感舒服，余味悠长，很受欢迎。传说，慈禧太
后当年来西安，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当年在西
安完婚，当地官员所送礼物就有鸣犊的空心挂
面。吊钟沟的花花馍是长安一绝，不含添加
剂，色、香、味、型俱佳。花花馍形态逼真，颜色
鲜艳，做啥像啥，既是特色食品又是馈赠亲友
的艺术作品，小孩子非常喜欢。

鸣犊镇确实是一块神秘而美丽的地方，风景
秀丽，土壤肥沃，历史悠久，传说美妙，水塬充足，
名胜古迹多，土特产驰名，发展潜力很大，明天的
鸣犊一定更加辉煌壮丽。 □周养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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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玉杯不盛酒盛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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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州四宝是乾县的驰名传统小吃，分别为
锅盔、挂面、馇酥、豆腐脑，被评为“中华名小
吃”及“陕西名小吃”，并获得国家商标局批准
的注册商标“老乾州”。乾州是乾县的旧称，因
唐朝时，曾在这里设立州府的建制而得名。在
《易经》八卦里，西北方称之为“乾”，而乾县的
位置恰恰在古城西安的西北方向，故得名为

“乾县”。这里地域辽阔、土地肥沃、民风淳朴、
物产丰富，是关中地区盛产小麦的区域，因而，
这里的群众多以小麦为主要粮食，并能做出各
种花样的面食，尤以锅盔、挂面而闻名。

宛如菊花的锅盔
锅盔在乾县历史悠久，属于乾县的地方特

色小吃，远近闻名，深受人们喜爱。传说修筑
乾陵时，成千上万的筑陵兵士为解决生活问
题，就用自己头盔烙制面饼，烙出来的馍好吃、
耐放、香味扑鼻，这就是锅盔的前身。这种方
法后来传至民间，在实践中不断改进，烙出的
锅盔形如菊花，火色匀、吃起酥、闻起香、耐存
放，深受大众喜爱。除了是“乾州羊肉泡”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外出旅行或馈赠亲朋的佳
品。乾州锅盔作为陕西的一种名特食品，被载
入《中国土特产大全》一书。

乾州锅盔相传为修建乾陵时的民夫创
制。修筑乾陵，工程浩大，征集的民工和监工
的军队数以万计，每日需要大量饭食，一时难
以制作出来。于是，民夫便用头盔烙饼，以应
需求，这样烙出的饼，形似头盔，所以就叫“锅
盔”。这种锅盔香味异常，既耐饥，又久放不
馊，颇受民工和士卒的欢迎。后又经不断改
进，更加可口。乾陵修成后，随着修筑乾陵而
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锅盔，却因它具有许多独特
的优点而世代相传，延续至今。20世纪 50年
代，谢觉哉、郭沫若同志参观乾陵品尝了乾州
锅盔后连声称赞：“乾州锅盔，名不虚传。”

细长如丝的挂面
乾州挂面也叫酸汤面、酸汤挂面，看着细

而白，吃着筋而光，并且耐存、耐煮，便于携
带。不仅在乾县境内，而且现已成为关中地
区群众日常食用和馈赠亲友的佳品。制作乾
州挂面，首先要选用苜蓿地里生长的小麦，这
种小麦做的面食皮薄面光，有筋性，谓之“筋
麦”。用这种小麦磨出上等白面粉，作为制
作挂面的基本原料。经配料、和面、揉面、醒
面、切条、挂制等几道工序制成挂面。乾州
的挂面具有“酸、辣、汪、光、筋、香”等特点。

“酸、辣”，自然是指挂面的口味了。“光”“筋”
指的是乾州的挂面吃起来，既光滑可口，又有
嚼头。而“汪”和“香”，当然是说调挂面的汤
了，油汪汪的，香气扑鼻，非常好吃。

相传在修筑乾陵时，士卒和民工不分严
寒酷暑日夜苦干，当地群众为吃上面条，便把
擀好切细的面条搭在竹竿晒干，切断捆把，连
同调好的酸汤送到工地，让士卒和民工在劳
动之余，下锅煮熟，入酸汤食之，不但充饥还
能解乏止渴，确为上等慰劳饭食。后来有人
把晒干的面条改为手工挂面，又加了漂菜，就
成了如今的酸汤挂面。

金黄酥脆的馇酥
传说馇酥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在乾

县小吃中历史最为悠久。正宗的馇酥是用面
粉、马油、盐、菜籽油加工而成，里面用绵白糖、
青红丝、核桃仁等作馅，入锅油煎，在油锅里
煎炸后，饼即发起成泡，颜色金黄，香酥可
口。据传馇酥原为宫中食品，在唐代被作为
御用美食，唐高宗曾下旨一切臣僚百姓，均不
得制作和食用。后来被作为唐代祭祀乾陵和
神祀的供品敬献，随之流传到民间，延续千年，
成为民间走亲访友、招待宾客的传统食品。

白洁鲜嫩的豆腐脑
豆腐脑与豆腐是同一家族，但又有一定的

区别，即豆腐是凝固体，豆腐脑是半凝固的流
汁。豆腐脑的制作工艺是，先将净黄豆磨成

豆瓣，去皮后放入清水中浸泡 4个小时左右，
到豆瓣涨成发白时捞出，倒入磨浆机或石磨
中磨成细豆浆，用布将细豆浆过滤，将取过豆
渣的浆汁倒入铁锅里，用旺火烧开后，倒入桶
内，再将熟石膏用清水化开，放入瓦缸内，将
桶里豆浆趁热倒入，约 5分钟，即成豆腐脑。
制成后颜色雪白，柔嫩光洁，翻而不散，搅而
不断，食用时，用勺舀起盛入碗内，浇上适量
的调和汤，再撒上黄豆、香菜、榨菜、辣椒油
等佐料，红白相间，风味特异，吃起来咸辣清
香，爽滑利口，香味扑鼻。所以，对于乾州豆
腐脑，不仅国内旅游者喜爱，就连外国人也
常常围坐在小摊上吃得津津有味。

传说修筑乾陵时，士卒们用黄豆磨成豆
浆，煮沸后饮用，后来有人不慎将石膏倒入豆
浆中，豆浆即凝结，有人大胆去尝，很是好吃，
此后便有意给豆浆中放入适量石膏让其凝
结，一种新的食品就这样产生了。因见其状
酷似脑髓，故起名豆腐脑，流传至今。

乾州四宝现为陕西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乾县饮食文化的代表，具有浓厚的
关中饮食文化特色，深受大众喜爱。作为乾
县饮食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一宝均有着
不同的传承经历，也有着各自的新潮与精彩，
每一个步骤都蕴含了匠心传承。寻味探求不
是为了纯粹的吃，而是在吃中，追溯其精神价
值和文化意义。现在的乾州四宝是传承和创
新的融合，让古老的乾州美食在现代社会中
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它丰富着人们的餐桌，更
寄托着浓浓的乡愁。 □马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