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4月 15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邱奕 视觉编辑：许静 校检：徐文柯

国
内
百
名
书
法
名
家
赞
贵
州

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六、七届理事
王亚洲 书

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七届理事
王卫军 书

■ 刘 海

这 20多天以来，贵阳的阴雨天
气着实让人着急。眼看着楼下弯道
处的那棵洋槐树从发芽到长叶子再
到一个个小槐米冒出来，但就是不
见雨停。一天天惦记着这一年必要
吃一次槐花饭的夙愿，另一方面又
在心里安慰自己：相宝山上的洋槐
花一般要比楼下弯道处这棵树晚开
几天。可不知是什么原因，这 20多
天的贵阳，不是隔天有雨就是天天
夜里要下一阵子，总不见可以晴朗
三五日的天气。所以，眼看着楼下
洋槐花开了，路经此处芬芳入鼻
息，也一天天在等待雨停天晴。

也不知从哪一年开始，自来贵
阳安居之后，突然把每年要吃一次
槐花饭当成了一件正经的事！每到
洋槐树发出新芽，就开始在心里算
计着吃槐花饭的日子。从光秃秃的
树枝长出几片小小的新叶，再到槐
米挂满枝头，这 20多天的等待，着实
有些漫长。然后就是计算好时间，
才好安排某一个休息日里，在花儿
开得正好的时候，带上老婆孩子去
相宝山采摘一些洋槐花回来。如今
来贵阳已经有 9年多了，全家采摘洋

槐花的活动也基本上年年如此。它
几乎成了我以及我们这个小家庭每
年一次的祭春仪式，是身处异乡的
陕西人的一种忆乡思怀之情。

回想往年这个时节，虽然在清
明前后，总会淅淅沥沥地下几场
雨，甚至是一阵子。但像今年这种
天气的情况，确实还未遇到过。眼
看着楼下弯道处的那棵洋槐树上的
花朵纷纷飘落，干枯的花蕊与残败
的场景，似乎要撕碎一个思乡人的
心，如那裂开的花瓣。

难道天气决意违逆人的心，可
我却不甘心如此。在槐花彻底败落
之前，我试图寻找机会。而每周去
花溪校区上课的那两天，或许能实
现我的那个夙愿吧。在那只有 10
多天的花期时间里，有一次我刚刚
结束下午的授课任务，随意地散步
于校外的道路上，花溪校区的荒
滩、沟坎、路边，零零落落地荒长
着一些洋槐树。或许是贵阳城区的
气温与花溪郊外的气温差异较大，
眼看着楼下弯道处的洋槐花都快要
败落了，花溪校区郊外的洋槐花却
还开得正艳，心里即刻萌生了抓住
这个机会，采摘一些回家解馋的念
头。但等我实施起来，才发现存在

问题。昨夜的花溪又是一场春雨，
地面的水痕与无味的花瓣，诱不起
肚子里的馋虫。虽然勉强采摘了一
些，但雨水洗过的槐花终使人败兴。

第二天回到宝山校区家中，取
出那袋雨水浸洗过的洋槐花，扔也
不是留也无意，只能看一看花瓣，
靠近嗅一嗅气味。当我向老婆诉说
了这件事后，她决意从网上寻找途
径购买。不到三四天的时间，等我
接孩子从学校回来，一盆砂糖拌的
槐花饭，一盆盐拌的槐花饭，已经
做好搁在厨房的案板上。吃了一盘
甜味的洋槐饭，又吃了一些新鲜的
生洋槐花，心里的乡味馋虫才算被
安慰了下来。

吃过一顿似乎不过瘾，幸好妻
子买得多，还有一些搁在书桌上晾
晒。不忍它因搁置而干枯或腐坏，
趁妻子忙着陪孩子做作业之时，我
决意自己做一次小时候妈妈做的那
种槐花饭。我将所剩下的新鲜洋槐
花倒进盆里，用清凉的饮用水浸泡
几分钟，使其更加新鲜而不失水
分。然后略微淘洗一遍之后，过滤
掉洗水，撒上一些面粉，又撒上一
些砂糖，搅拌均匀后，就开始放在
甑笆上蒸 25分钟。开锅之后，童年

的槐花饭就呈现在眼前了。
记得小时候放学回家，看到爸

爸带回来满满一竹笼的洋槐花，我
们姐弟几个就围在一起，把竹笼里
没来得及捋的一串串槐花捋下来，
等着妈妈赶紧给我们做槐花饭。有
时候一边等，一边嘴里嚼着生槐
花，淡淡的清香里浸出一些甜香
味。如今想起，那就是童年的味
道。不知怎么的，如今人到中年的
我，一边在做槐花饭，一边想起妈
妈当年做槐花饭的场景，竟没料想
到当年的孩子在人到中年时重新回
到了父母当年的场景。那个时候，
我们是孩子，感受到了做孩子的快
乐；这个时刻，我们已是为人父
母，感受到了平凡家务的幸福。佛
说：人要经历“三生三世”，或许在我
们每个人的一生，要历尽孩子的童
年、自己的中年、父母的老年才会真
正懂得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吧，又或
许人生真是一个又一个轮回。回想
自己现在的生活，正在不断走向父
母的老年。那么，在一个轮回之
后，我又可以见到妈妈了，看到她
正在厨房里做着槐花饭，我们姐弟
几个围绕着爸爸在捋洋槐花，嘴里
还不停地咀嚼着那淡淡的清香。

每年最忆是槐月

■ 陈跃康

人生如鸟，总在为生活而奔波、
忙碌。

有的如留鸟，一旦孵化破壳，就在
出生之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生耕
耘在家乡的土地。有的如候鸟，追逐
季节的信风，天南地北，不断迁徙，留
下漫长的回归线，几处栖息地。地质
队员就是为祖国寻找宝藏的候鸟，带
着妻子、儿女，踏遍青山，四方迁徙。

巍峨的将军山下、宽阔的黑山坝
旁的修文县扎佐镇，就曾是一群地质
候鸟的栖息地，铭刻着难以忘怀的少
年岁月与成长经历。

20世六七十年代，为勘探开阳磷
矿资源，一个编号为贵州省地质局
102地质队的单位，将家属基地建在
了扎佐镇到扎佐火车站之间的银鸡坡
上。银鸡坡不高，是一个黄土丘，传
说曾有银鸡从这里飞出，故名。

银鸡坡下有一眼山泉，水质甘
甜，被箍成水井，成为地质村最早的
饮水之源。离银鸡坡不远处，有一根
高大、茂盛的杨梅树，枝干纵横，便
于攀爬，自然成了地质村孩子们的天

然乐园。自从银鸡坡建了地质村，这
里便平添了一片勃勃生机，紧邻的大
院坝、上马寨与汪家湾的村民们，就
有了看露天电影的福气。一条叫大石
岩的小河，弯弯曲曲从银鸡坡下流
过，102队便顺着河岸修了一条从国
道通往银鸡坡地质村的公路，仿佛为
扎佐的田野编织了一条漂亮的绸带。

地质队员们恰似觅食之鸟，春天
出野外，冬天才归来。偌大的地质
村，平时大多只剩下母亲与孩子们的
身影，相依度日，等待团聚。每当春
节前夕，是地质村最令人心情激动的
时刻。作为丈夫、父亲等身份的地质
队员，将会给这个落寞近一年的地质
村带来无比的欢乐和幸福的希冀。长
途跋涉的老解放牌汽车，满载归心似
箭的地质队员，很晚才驶进大石岩河
边的弯曲公路。车灯如两根光柱，照
亮地质村的房屋，喇叭长鸣，传来亲
人到家的喜讯。一时间，每户留在家
里的人奔门而出，涌到路边。妻子们
喜而含羞，孩子们则大声呼喊：爸爸
来了！爸爸来了！一阵欢呼雀跃。一
年一度，这是地质村独特的欢迎礼
仪！

不知不觉，102队的子弟们已到
了读书发萌的年龄。几十个地质队孩
子，给那时师资与教室都有限的扎佐
中心小学，带来极大的入学压力。于
是，让孩子们先在扎佐拖拉机站简陋
的乡村小学过渡，直到扎佐中心小学
建好一排新的教室。那时的扎佐，夏
天很热；他们就偷偷跟着大一点的同
学，到鸭子田去学“狗刨澡”；那时
的扎佐，冬天很冷，他们自制滑冰鞋
与钢钎，到冬水田里大胆滑冰。

小学毕业，扎佐中学师资不足，
校舍紧张，扎佐中学与扎佐中心小学
反复磋商，破天荒地在扎佐中心小学
办了两个初中班，安顿了 102地质队
与铁路工段子弟及一部分本地居民
子弟。

升入初二，他们正式入读扎佐中
学。最开心的日子，也许是“双抢”“三
秋”之时，学校组织学生支农的劳动假
期。在扎佐猪头山的田野上，啃着香
甜的白面馒头，望着蓝天白云，麦浪滚
滚，一派丰收景象，眼前画卷连绵，心
头竟然涌起诗意。枯燥课堂里奋飞的
倦鸟啊，在这一刻找到了自由飞翔的
天空，觅得遍地饱满的麦粒。

然而，初中毕业临近，地质村孩
子的学习生涯又遇到一道更高的门
槛：高中。那个时代，教学资源供不
应求，初中毕业的同学，大多数要向
社会分流：或回乡或参军或工作或上
山下乡当知青；唯有少数幸运儿，可
以迈进高中的课堂继续学习。地质村
几只幸运的小鸟，飞上了扎佐中学高
中班的树枝。

1974 年，由于勘探工作已经结
束，102地质队转战遵义。信风吹来
了，候鸟又要启程；无奈的小鸟依依
告别扎佐中学的老师、同学与儿时的
玩伴，跟上父母的鸟群，向陌生的远
方迁徙。

这一去，就再也难回头。
从 1966到 1974年，也就是小学

二年级到高中一年级，在银鸡坡地质
村与扎佐中、小学的校园，我们度过
了 9个春秋的时光；悠悠岁月，将一
段浓浓的少年乡愁铭记。

1974 年秋至今，离开扎佐已近
半个世纪。世事变迁，银鸡坡早已今
非昔比。

然而，在心中却永远忘不了：扎
佐，一个少年成长的栖息之地！

扎佐岁月

■ 刘 毅

我的故乡叫凉水井。
那是个掩藏在黔西北大山皱褶

中 的 小 山 村 ， 是 否 因 水 井 而 名 ，
至 今 莫 衷 一 是 。 但 村 里 和 周 边 ，
分布着大大小小五六眼水井，乳
汁般哺育着村里人，却是实实在
在的事儿。清澈甘甜的泉水，用
乡亲们的话说，就一个字：凉！

五六眼水井中，最好喝、最难
挑的，要数村东头母猪龙洞的泉
水。

传说，若干年前，天大旱，大
半年滴雨未落，田中的秧苗成了
枯草，地里的苞谷点火就燃。村
里人杀猪宰羊，求神拜佛，乞求
老天开恩，抛洒甘霖，但依旧赤
日炎炎，一丝儿云彩也没有，乡
亲们一个个愁眉苦脸，笼罩在绝
望之中。某日，天气奇热，平日
里 四 处 乱 窜 难 得 安 分 的 大 黄 狗 ，
也 热 得 老 老 实 实 地 半 卧 在 屋 檐
下，伸出长长的猩红的舌头，一
个劲儿喘粗气。

正午时分，突然传来“轰”的
一声巨响，但见一条巨龙，从村
东头小箐沟破山而出，随身拖着
一股白花花的流水，沿着村子逶
迤 而 下 ， 来 到 村 前 广 阔 的 坝 子
头 ， 不 一 会 儿 ， 汪 起 偌 大 “ 海
子 ”。 巨 龙 猛 一 抬 头 ， 海 子 里 的
水，便漫到了村前，少顷，再一
昂头，水就涌进了村脚人家的院
子。千钧一发之际，湛蓝如洗的
天穹，突然划过几道闪电，“轰隆
隆”响起三声炸雷，巨龙弹簧般
扭动着身子，不一会儿，便没了
动静，漫到院子里的水，也消了
下去……

也许，这个近乎神话的传说，
毕竟是传说。然而，故乡凉水井
村 东 头 ， 确 有 三 口 水 井 而 下 自
上，依山势一字儿排开，三井之
间，相距不过百余米，俗称头道
水井、二道水井、三道水井。其
中 的 三 道 水 井 ， 又 称 母 猪 龙 洞 。
据说，当年破山而出的是条母猪
龙，这庞然大物，不仅留下一个
长长的洞穴，距洞口 10 余米处，
还有一汪终年不涸的泉水，涨水
时，泉水涌出洞外，哗哗流淌。

身为家中长子，打七八岁起，
我就帮着做家务，开始学挑水了。

挑水看上去挺简单。平日里，
村 里 叔 叔 婶 婶 哥 哥 姐 姐 们 挑 水 ，
一个个步履稳健，从容不迫，满
满 一 担 水 挑 在 肩 上 ， 轻 松 自 如 。
桶中亮汪汪的泉水，随着行走的
节 奏 ， 漾 起 一 圈 圈 细 微 的 涟 漪 ，
但绝不会溢出桶沿，仿佛使了魔
法一般。

我第一次挑水，是去头道水
井 。 那 是 个 春 日 的 下 午 ， 放 学
后，我挑着一担杉木水桶，兴致
勃 勃 地 来 到 头 道 水 井 。 放 下 水
桶，随手将扁担搁在井檐上，从
井里舀出两瓢水，倒进空桶，提
将起来，学着大人的样子，顺时
针前后上下旋转了几圈，把水桶
清洗干净。然后，勾下腰，从井
里舀水，想到初次挑水，力气也
不济，只舀了大半桶水。可刚挑
着走了一会儿，便脚下发飘，步
履踉跄，桶里就像突然溜进几条
活蹦乱跳的大鱼，溅洒得一路都
是水，更要命的是，肩头火辣辣
地疼，却不会换肩。无奈，只好
放下水桶，歇了一口气，这才硬
着头皮，咬着牙挑到了家，可桶

里 的 水 ， 泼 洒 得 几 乎 见 了 底 儿
……

初一放寒假，回到故乡，家里
正忙着备办年货，准备过年。某
日 ， 母 亲 说 ， 前 几 天 做 的 耷 耳
粑，差不多阴干了，母猪龙洞的
水，泡耷耳粑最好，你挑几担回
来，把瓦缸里的耷耳粑泡上，开
了春，泡起就不好了。

遵照母亲的吩咐，我挑上水
桶，去母猪龙洞挑水。天上下着
牛毛细雨，路有点儿湿滑。

母猪龙洞的水确实好，烤酒出
酒率高、熬糖糖香甜、磨豆腐豆
腐细嫩、泡耷耳粑呢，哪怕翻了
年 ， 也 不 会 变 酸 。 但 挑 这 儿 的
水，却有点难度。除了山路弯弯
拐拐，崎岖坎坷，从洞口到储水
的地儿，洞长 10 余米，高也就一
米左右，枯水季节，洞里的水流
不 出 来 ， 得 弯 着 腰 ， 蜷 曲 着 身
子 ， 将 水 桶 提 进 去 ， 舀 满 水 后 ，
再弯着腰，一桶一桶地把水提到
洞 口 。 许 多 时 候 ， 挑 水 的 人 多 ，
相互组合接力，有人舀水，有人
传递，同心协力，配合默契，倒
也省力省事儿。

可那时去挑水的，我是唯一。
舀满了两桶水，拎出洞外，屈

膝半蹲，挑起就走。但不知是洞
里弯腰屈腿的时间有点儿长，还
是外出上学，大半年没操练，腰
背酸胀，小腿肚直打颤。坡快下
完 时 ， 一 不 留 神 ， 踩 到 一 坨 烂
泥，身体陡然失去平衡，一屁股
仰倒在地上。满满两桶水，前面
一桶，重重地砸在一块高高凸起
的鹅卵石上，桶底当场脱落，桶
里的水，倾泻一空；后面一桶落
地后，桶沿倾斜，水顺着后背滚
滚而下，顿时，我便成了落汤鸡。

狼狈不堪地挑着散了架的空水
桶回到家，别提多沮丧了。母亲
看我湿淋淋的样子，明白了是怎
么 回 事 儿 ， 愣 了 愣 ， 心 疼 地 说 ，
哎 哟 ！ 滚 倒 了 哈 ， 赶 快 换 衣 服 ，
别着凉哦！坐在堂屋里闭目养神
的 父 亲 ， 正 想 教 育 我 注 意 点 啊 ，
桶都摔坏了什么的，一转头，见
狼狈不堪的模样儿，愣了愣，欲
言又止……

高中毕业后，我又回到了故乡
凉水井，成了“回乡知青”。

艰苦辛劳的日子里，挑水成了
必 修 课 ， 饮 用 泉 水 ， 习 以 为 常 。
许 多 时 候 ， 哪 怕 累 得 筋 疲 力 尽 、
舌燥口干、浑身就像散了架，一
瓢 清 澈 纯 净 、 回 味 甘 甜 的 泉 水 ，
咕咚咕咚灌进肚子里，仿佛喝了
补气提神的人参汤，陡然又有了
劲头。两年零两个月后，我又一
次离开故乡，赴省城求学。这一
走，除了逢年过节短暂逗留，再
也没有真正投入过故乡的怀抱。

兜兜转转数十年，终于在筑城
定居下来。

某日，至黔灵山公园游览，但
见不少市民，以塑料桶、矿泉水
桶 作 容 器 ， 用 买 菜 的 手 推 车 拖 ，
甚 至 直 接 用 扁 担 挑 ， 三 五 成 群 ，
络绎不绝地前往黔灵山下的一眼
山泉取水，宛如朝圣一般。

倏忽间，情不自禁地想起故乡
凉水井的泉水，尤其是母猪龙洞
可以煮酒熬糖泡耷耳粑的优质泉
水。

我知道，水是无色无味的透明
液体，但记忆里，故乡清澈纯净
的 泉 水 ， 有 滋 有 味 ， 甘 之 如 饴
……

水的滋味

■ 李念秋

春风送暖入万峰，青绿花红一丛
丛。兴义万峰林总面积达 200多平方
公里，是国内最大、最具典型性的喀
斯特峰林。在 380多年前，明代著名
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就曾到过万
峰林，还发出这样的赞叹：“天下山
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丛立
之峰，磅礴数千里，为西南奇胜”。
万峰林分为东、西峰林两大景区，景
致各异。

吹苑野风桃叶碧，压畦春露菜花
黄。每年适逢春季油菜花开时期，俯
瞰锋林，只见万座锥状山体连绵成
林，如水墨画卷般展开，群峰如斗折
蛇行，似犬牙差互，山间层云迭起，
日光下彻，层次错落阴阳分明，滴翠
的群峰中分布着田园小河、布依小
寨。平坦广袤的原野上，几千亩黄澄
澄金灿灿的油菜花花海焕发着蓬勃生

机，花海与田园、河流、村庄交相辉
映，形成峰林田园风光。再在和煦的
春风中，漫步于花海小径、田埂，在
摇曳的金色油菜花间，“留连戏蝶时
时舞”的诗情画意不时涌现。

山色美无度，稻花香可书。西峰
林秋还有万亩稻花花海的壮观景象。
西峰林山脚下的稻田也是一大景观，
四季呈现不同的景色。春天稻田灌满
水时在阳光照射下犹如一片片巨大的
玻璃田，像梦境。夏天水稻长成时则
是一望无际的绿色，充满田园诗意。
特别是等到秋季水稻成熟快收割的时
候，就是一片金黄，一派丰收景象，
美不胜收。这里秋高气爽，即使到了
11 月深秋季节，气候也不算寒冷，
甚至还有点温暖，自由骑行在稻花花
海间，大口呼吸新鲜空气，看金色稻
浪随风翻滚，再闻一闻稻谷随风飘来
的花香，让所有的凡尘俗事随风而
散。晚霞时分，夕阳余晖映射到山峰

与田野之间，在田埂间，静静听取蛙
声一片，不思天地，岂不悠哉。

如果说西峰林以田见长，那东
峰林则以水取胜。东峰林山多是连
在一起的，像大海里翻滚起伏的波
浪，又如千军万马在涌动，给人一
种大气和震撼豪爽的感觉。云山雾
海、气象万千，晴天可看“日出朝
阳洒满谷”，雨雾中看则是“云霞明
灭或可睹 ”。东峰林景区靠近万峰
湖，东峰林的红椿景区为马岭河峡
谷 -万 峰 湖 风 景 名 胜 区 组 成 部 分 。
万峰湖北依兴义万峰林，处在万峰
丛峦之中，电站大坝将南盘江拦腰
截断，形成总蓄水量为百万余亿立
方米的大湖，是高原明珠的中国五
大淡水湖之一，湖面面积 800多平方
公里，享有“万峰之湖，西南之最，
南国风光，山水画卷”的美誉，这里
一水连三省，湖岸是黔、滇、桂三省
(区） 的民族山寨。

山有度，方能从庸庸俗世拔地高
起；水有柔，才能穿越千山万壑而兼
容百态，山水相依的万峰湖秀丽、壮
观、雄奇、浩渺啊！凭高眺望湖光山
色，恰如诗句“不知混沌何年凿，便
有婵娟一镜明”所言。在达巴结码头
乘坐游船游湖，徐徐前行的小船仿佛
在天上飘浮着，如置身于仙境，只觉
得有一种无比的恬淡安宁、怡然美
妙、亲切快意。青峰倒影与船桨相
接，在平静的湖面上荡起的涟漪，就
像柔软的丝绸被轻风吹起的皱纹，波
动的弧线随即便消失在“玉鉴琼田三
万顷”般的湖水中。沿岸峰林环绕，
山亦可观，沿岸峰林、石林、溶洞、
石坑等众多景点令人流连忘返，可谓
是“映水藏山片复重”。

问余何意栖万峰，笑而不答心自
闲。在山水间逛峰林、赏花海、访峡
谷，享受“万峰围绕一峰深”的返璞
归真心境。

万峰成林

■ 叶 辛

榕江美食是个耐人寻味的话题。
一般地来说，写贵州各地美食的

文章，我大多发给省外的晚报发表，
一来是不少晚报上辟有美食专栏，二
来当然是为各地的读者朋友了解山地
贵州的美食。这一篇之所以专门写给
《贵州日报》 的副刊，是因为在省城
贵阳，自然也有不少侗家餐馆，但我
走进榕江品尝到的美食，这些餐馆里
都不见踪影，或者说尽管有这道菜，
却不是真正的榕江味。

走进榕江，所有的人都会见到这
么八个字：苗山侗水，甜甜榕江。

贵州饮食的特点不是辣吗，在榕
江，怎么强调的是这“甜甜”两个字呢？

这同榕江的气候有关系。有五分
之四的地域属于珠江流域的榕江，是
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性气候，温湿多雨
的情形，和两广相似。故而具有气温
高，散热慢。这同以爽爽的贵阳著名
的贵州气候形成鲜明的对比。

人类的饮食是同所处环境的地域

气候息息相关的。故而我要写到的第
一道美食，是水芋粉。水芋粉鲜爽、
柔滑，一碗香气扑鼻的粉端到面前，
不知不觉就吃完了。其味道既和遵义
羊肉粉、花溪牛肉粉不一样，也同云
南的过桥米线、江西的鸭汤米线不相
像，更不同于两广甚至越南的米粉。
我把它视为是“榕江味道”有其独特
之处。和水芋粉相仿的第二道美食，
我觉得是榕江卷粉。外形看来，榕江
卷粉和广东卷粉、广西柳北卷粉相
似，可尝来更糯、更厚实。咀嚼起来
更显滋味，我不由问：这是用什么米
做的？

答曰：这可是封建时代的贡米做
的，乡间称为香糯米，原产于榕江高
山锡利的香糯。皇上吃来满意，称锡
利贡米。从清朝时期广为传开，和锡
利相同的水田得以引种，成为榕江出
名的小香糯。这种米做起饭来，有

“一家煮饭十家香”的美誉。至于卷
粉的馅料，则选随季节上市的各种新
鲜菜蔬，拌上喜欢的肉末，淋上酱
油、豆腐的卤水、酸醋，撒上葱花、

姜米、芫荽、辣椒面、花生、黄豆，
边拌边吃。软糯可口的卷粉皮成为榕
江人百吃不厌的早餐佳品。可以说，
榕江人的一天，只要时间上来得及，
必然是从一碗榕江卷粉开始。外地客
人来了呢，必然会被告知，榕江卷粉
是你必吃的美食之一。客人尝过以后
呢，往往还想带，说是这么价廉味美
的食品，再难得带，也要克服困难让
没来榕江的亲朋好友们一尝。这时
候，榕江人会指点你，在县城古州镇

“辣不怕卷粉专卖店”里，有专供带
卷粉的小提篮，方便你携带。

前面提到的香糯米，蒸来煮成野
生植物染色的姊妹饭，榕江称为“三
宝侗味姊妹饭”的，也是一道绝品。
吃过这种饭的，什么籼米、粳米、糯
米、晚米做出的饭，都不想吃了。

原谅我从小吃和米饭来写榕江美
食。有人要问了，榕江美食就这么简
单吗？不，打开每个人的手机，输入
榕江美食，人们都能读到榕江美食十
八道名菜：香辣牛干巴、慢火烤香
猪，火烤稻花鱼、酸汤牛肉……可说

每一道都是颇有特色的美食。
但这不是我想写“榕江美食”的

目的。我要说的是，贵州 88 个县、
市、区，每一处都能捧出几道让人拍
案叫绝的美食，或正餐，或小吃，或
冷食，或热炒。省城贵阳要做的是，
把全省各处所有的美食汇拢过来，经
老百姓和专家的热议和评选，推出最
能代表贵州美味和文化的几组佳肴的
组合，分成 A、 B、 C、 D 多组，让省
内外所有的人都来认识贵州美食的缤
纷和多彩，把贵州的餐饮文化从 1.0
的阶段直接跨越到 3.0的版图。

榕江美食中还有一道榕江人引以
为傲的“百草汤”，吃过的人有三种
评价，一种啧啧称道，连声叫好！还
有人直接对我说，不敢恭维，吃是可
以吃的。第三种客人则大有深意地对
我眨眨眼睛，委婉地说，建议你不要
写，会有异议的。

这是一道什么名菜呢？有兴趣的
客人不妨去榕江一游，满街都是以这
种名菜为招牌的餐饮店，吃过以后，
你就会有自己的见解了。

榕江美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