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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天 下行 天 下行 天 下

我常不经意间走近的城楼，是
四川最南端会理古城的北门城楼。

据载，明朝打下会理城后，在
此设立了军政合一的管理机构会川
守 御 千 户 所 。 明 洪 武 二 十 五 年

（1392 年），被授予建昌卫指挥使
的元朝降将月鲁帖木尔拥兵作乱，
攻占会理，黄土城被夷平。之后，
朝廷派兵讨平叛乱，升会川守御千
户所为会川卫，并于洪武三十年修
筑卫城。

会理当时称会川，由守御所升
格为卫，城池格局大不一样，比之
过去土城要广大得多，而城墙在夯
土的基础上被包砌以砖石，相应地
牢固得多了。四座城门，惟有北门
建了城楼，另外三座城门楼，直到

明末崇祯年间才建成。
城池产生了，城楼自然也就伴

生出来。当地官员在建楼时，也没
有忘记向皇帝表忠心。你看，会理
北门面向城外券洞上方匾额题曰

“望帝”，表明当地官民北向帝都，
忠于皇帝。面向城内的匾额题曰

“永固北辰”。北辰即北极星。
这些城墙和城楼的产生，真能

阻挡外敌的入侵吗？
坚固的会理城，在清咸丰十年

（1860 年）曾遭受一场兵燹。看来，
再坚固的城墙也只是一种形式，它
挡不住灾荒，挡不住瘟疫，挡不住战
争的铁蹄。每一次战事发生，守的据
城死守，攻的不要命进攻。很多时
候，守的会与城共存亡，攻的会在伤
亡殆尽时登上城去。

清朝皇帝吸取了明朝的教训，
对于各地的城池，除对毁朽的城
墙、楼阁进行修复外，未曾修筑新
的城墙。

硝烟早已散去，许多古建筑和
城墙也曾被毁掉，剩下的就显得更
加珍贵。不是吗，比如这城楼，它
分明是时间从明朝滑过来时留下的
一条尾巴，人们总是想揪住这条尾
巴寻找自己与历史的关系，总是想
以此来看一眼遥远的600多年前的
人文旧事。

城楼上设了一个茶馆，许多市
民和游客都会到此品茗，我每次到
了楼下都要登楼喝茶。有一日，掺
水的服务员来得匆忙了，一不小
心，茶壶里的滚水从远处射来，不
偏不倚击中我端起茶碗的手，茶碗
落地，我大叫一声。这一声叫唤，
惊了四座客人，不知是否也惊到了
这座古老的城楼！

近看城楼
霁 虹

炎炎夏日，到北京旅游的人们
有了消夏品美食的好去处——北京
市西城区。日前，“城之源 都之始
河之端·2023文化西城美食节开幕
暨消夏啤酒节启动仪式”在北京金
融街喷泉广场举行。活动集合了丰
富的中华美食，包括港澳台特色佳
肴以及西城区精品餐饮等，将开展
线上 4个系列、线下 4个系列、30余
场次主题活动，时间持续近5个月。

据了解，本届文化西城美食节
以“品·鉴美食 爱·赏西城”为主
题，紧扣“2023 北京市消费季”

“2023 夜京城”“2023 北京西单时
尚节”的活动主题，以“美食+精
酿”为媒介，陆续在北京坊、海清
苑、西便门城墙遗址公园、金科新
区广场、金树街、威斯汀、宫门口
东 西 叉 点 位 、 66 号 公 路 精 酿 餐
吧、78 号精酿酒馆在内的西城区
九大旅游、文化热门网点举办消夏
啤酒节、北京首届国际“新”茶嘉
年华、中华美食集萃、港澳台美食
展等系列活动。同时，线上发布美
食地图，开展第六届时尚人气美食

评选、沉浸式美食直播以及“西城
消费”系列平台配资活动。

美食节开幕式上，踢踏舞、交
响乐表演精彩纷呈，中外文化相互
碰撞，融通共享。其中，青海省玉
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群众带来的民
族歌舞、黑青稞啤酒和牦牛肉为美
食节增添了别样风味。据悉，自
2017年4月，西城区与囊谦县签订
携手奔小康行动协议书以来，双方
携手共进，在教育、医疗、人才交
往等领域结对帮扶，努力将双方的
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动力。

西城区是北京 3000 多年建城
地和800多年建都地，西城什刹海
更是中国大运河世界遗产北端点。
作为北京的“城之源 都之始 河之
端”，西城区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丰富的商业资源。本届美食节将
充分发挥区域文化、风景、人文及
品牌资源优势，多区域、多元素、
多形式展现西城美食的国际化、高
品质形象，构建区域餐饮品牌矩
阵，以高品质商务配套服务金融、
服务百姓，活跃区域消费市场。

外头人认识江西宁都，往往从有
名的“三宝”开始，这“三宝”指的
是夏布、稻米和三杯鸡。

布韵流芳

先说宁都夏布。早在唐朝，宁都
盛产一年三熟的“中国草”苎麻，当
地人将它织成柔软滑润、平如水镜、
嫩白匀净的夏布 （又称苎布）。当时
夏布通行四方，商贾辐辏，被列为贡
品。宁都织布多以家庭妇女为主，以
致夏布又被称为“家机布”，用夏布
缝制短褂、长单衫，制成蚊帐，透
风、凉爽而耐用。

宁都夏布的生产要经捻丝、拉
线、整经、刷浆、上机等配套程序。
苎麻收割季节，地里或村中，剥麻的
妇女们坐在架子前排成长龙，右手抓
着铁夹子，左手握住苎麻剥皮，有节
奏地发出“嗒嗒”的声音，剥得留下
白净的苎麻片丝，妇女们将其放入水
中漂白、晾晒。接下来的缉麻，以中
老年妇女为主，她们利用夜晚、农
闲，在家中进行操作，将苎麻理出一
根根细丝，放在“腿瓦”上揉搓、连
接，并放入缉笼，然后用竹筒卷成圆
形或椭圆形的缉筒，再放到织布机上
纺织。譬如东山坝镇的小源、大布
村，竹笮乡的九塘村，都是织制夏布
的专业村，这些村子，家家有织布
机，户户有织布师，一年四季不间断
地织布。

明代正德年间，宁都“农暇之时，
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耕，女红
有力焉”，棉麻纺织业已成为宁都农民
主要的家庭副业和家庭主要收入来
源。之后，宁都老表将棉麻纺织业由副
业变为主业，诸多男劳动力也加入其
中，“家织，户织，远近流”，生产出来的
棉麻布，除自用部分在本地小染房染
色外，其余则由商人收购后送到城镇
专业的染坊和踹坊进行染色、踹压，然
后再运输到全国各地销售。

鸣机织苎，布韵流芳，到了清
代，宁都各邑织棉麻布或被袄巾带之
类贸于四方，形成了多个专业夏布市
场，统称为“夏布墟”。每月集期，
四方商贾如云，有上百家经营夏布的
商号，有千余家生产夏布的小作坊。
新中国成立初期，宁都夏布织造开始
了工业化的历程，东山坝乡成立了小
源织布分社，其规模和影响与日俱

增，年外销夏布达4万匹，印花夏布
远销东南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夏
布开始蜚声国外。

宁都夏布凝聚了客家先民的勤劳
与智慧，承载了一代代客家人的情感
与乡愁。现在，一批批传统手艺人依
然延续着千年夏布的生产与制作。

稻菽飘香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宁都自古
以种植谷类作物为主，占据赣南总产
量的1/5，可谓“粮丰织旺”，赢得了

“赣南粮仓”美名。
上世纪 70 年代后，宁都引进杂

交水稻，耕地改为双季、三季，粮食
产量飞跃上升。进入 21 世纪，稻谷
交易量每年5亿斤以上。然而，由于
宁都地处武夷山余脉和雩山山脉之
间，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衡，早期灌

溉条件差，农作物频频喊“渴”，修
建灌区为“赣南粮仓”解渴，成为宁
都人民的共同心愿。比如地处梅江、琴
江两江交汇处的江口村，历年来多水
灾，为改变这一现状，宁都县建起农业
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项目，按照“田成
方，树成网，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
涝能排”的标准进行规划布局。排洪排
涝沟建成后，农田结束了小雨小淹、大
雨大淹的历史，以前只能种一季水稻
的洪涝地，变成了可多季栽种粮食、蔬
菜的“聚宝盆”，不仅稻香田野，还菜香
田园。

稻菽飘香时节，走进万亩粮食生
产核心示范区黄石镇坪上村，梅江两
岸稻花香，稻穗随风起舞，机耕道通
到了农户家门口，水泥渠修到了田中
央，撂荒地成了连片田，蔬菜绿油
油、瓜果香飘飘……忙碌的农民脸上

荡漾着喜悦。在一碧万顷的田里，一
垄垄辣椒十分抢眼，一些村民正在田
间采收，一筐筐辣椒从田里搬到不远
的水泥路上，等待上门的货主前来收
购。“现在的田好种了，想栽什么就
栽什么，什么赚钱就种什么，这日子
越过越有奔头！”一位村民自豪之情
溢于言表。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宁都
优质稻米“筋强骨壮”，一头连着耕
地，一头连着市场，源源不断地销往
世界各地。

煨鸡待客

宁都人好客，俗话说：无鸡不成
宴，宁都三杯鸡就是宁都餐桌上待客
常菜。“三杯鸡”调料是“三杯”，一
杯甜米酒，一杯香油 （因鸡肉会较油
腻，有的会用水代替香油），一杯酱
油，此外不需要其他的调料。鸡一定
要用宁都黄鸡，因其嘴黄、脚黄、毛
黄，故称“三黄鸡”。

宁都三黄鸡也叫“头牲”，原产
于黄石、对坊等南部乡镇，距今已有
1500余年的饲养历史。《宁都直隶州
志·风俗记》 中言，宁都州的风俗向
来崇尚淳厚朴素，待客不会超过五碗
菜，碰上宴席就加倍，所以有六、
八、十碗的说法，三杯鸡是乡俗中的
主菜之一，最能体现主人的盛情。

宁都三杯鸡的独特之处在于烹制
技艺，即把宰杀洗净的鸡斩成小块，
置于砂钵中，不用放汤水，烧煮时用
砂钵，旺火烧开，再用温火烩焖，待
鸡肉收红，卤稠汁浓，成菜后浓油赤
酱，棕红锃亮，用筷子轻轻一动，鸡
肉与骨头自然分离，肉质鲜嫩，浓香
诱人。它曾入选北京奥运会菜单，被
评为赣菜“十大名菜”。

我从《美食宁都》读到，宁都三杯
鸡的来历与民族英雄文天祥有关。南
宋末年，文天祥抗元被俘，宁都籍狱卒
想到文天祥明天就要遇害，心里十分
难过，用鸡和酒为文天祥做一道像样
的菜肴以示敬仰之情。第二天，文天祥
视死如归，英勇就义，这一天是十二月
初九。后来，狱卒回乡后，每逢十二月
初九，必用三杯酒煨鸡祭奠文天祥，久
之，便在江西一带流传开来。

是的，宁都三杯鸡浸透着别样的
风味薪火相传，饱含着不一般的情
谊，有口皆碑。

宁都“三宝”
刘景明

宁都“三宝”
刘景明

到北京西城消夏品美食
吴 敏

红的像火、粉的似霞，白的如
雪……在浙江省嘉善县碧云花园
里，千亩杜鹃花竞相开放，五彩缤
纷，美不胜收，吸引了大量游客前
来游玩。

碧云花园是嘉善县的一个杜鹃
花种植基地。近年来，为带动周边
群众创业增收致富，嘉善县以县花
杜鹃花为媒，搭建“红杜鹃”共富
工坊平台，为周边农民提供种植培
训、花艺培训、直播培训等，还提
供短工就业机会，促进农民增收。

嘉善县还进一步挖掘、活化浙
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杜鹃花造

型艺术”，助推非遗+文旅产业高
质量发展。

在碧云花园所处的大云旅游度
假区里，稻梦空间、畅游花海、田
园采摘、泛舟游船、草坪露营、温
泉度假、非遗手作、烧烤野炊……
多元化的观光、娱乐、体验项目丰
富多彩，构成了度假区的文旅共富
新版图。

如今，来嘉善大云旅游度假区
的游客越来越多。据统计，“五一”期
间，度假区各景区（景点）累计接待
游客 22.05 万人次，同比 2019 年增
长38%，实现旅游收入4182.6万元。

游客在碧云花园“红杜鹃”共富工坊基地体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杜鹃花造型艺术”。 如 雪摄

嘉善建“红杜鹃”共富工坊平台
吴 洁

美食节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的工作人员在展示当地的
特产。 于志强摄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上垟乡通过各村联合成立强村共富公司，联合开发
农文旅产业，实现村集体、村民共同增收。图为强村共富公司在“飞垟稻
田”田园综合体举办文化节活动。 柯叶佳摄

宁都美丽乡村。 钟小春摄

宁都粮仓丰收图。 曾嵘峰摄

上图：宁都三杯鸡。 钟小春摄
右图：织夏布。 钟小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