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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 西
岐山是炎帝

生息、周室肇基
之地，不仅历史悠

久，文化灿烂，而且还
创造出了博大精深、久负
盛名的“面食文化”。
岐山面食中，最负盛名的

当属岐山臊子面。臊子面又名
“蛟汤面”，典出定居于岐山的周
文王挥剑斩蛟龙的故事。岐山臊
子面以“薄、筋、光、煎、稀、
汪、酸、辣、香”而著名，面条细
长，厚薄均匀，臊子鲜香，红油浮
面，汤味酸辣，筋韧爽口，老幼皆
宜。宋朝大文学家苏东坡曾写诗称
赞：“剩欲去为汤饼客，却愁错写
弄獐书。” （“汤饼”即岐山臊子面） 由于岐山
臊子面做工精细，吃法讲究，所以数千年来一
直受到人们的青睐，“余位座上客，举箸食
汤饼。”

岐山制作挂面已有 +'' 多年的历史了。
岐山挂面精选关中精麦粉，加进特味的
佐料，经过和面、揉条、搓条、上棍
等十道工序精制而成，具有“水煮
不烂、筷夹不断、筋道爽口”
的特点，民国期间还参加了

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
“万国博览会”，

有 诗
赞曰：“挂
面分细宽，好吃
且美观。参加博览
会，曾到旧金山。”挂
面中最有名的当属“大刀
铡面”。大刀铡面的做法是：
先将擀制的面卷成一大捆儿，
然后把面捆儿打开、折起，放
到切面座上，然后用铡刀切。铡
刀切出来的面条纤细如发，薄厚
均匀，抖起来有“劲”，吃起来有
“筋”，绝对的“薄、劲、光”，配
上红黄绿白黑五色俱备的臊子面，
浇上“酸辣香”、“煎稀汪”的臊子
汤，真是既开胃又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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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居建筑有“北在山西，南在
安徽”之说，相较于皖南民居的朴实清
新，山西的大院以深邃富丽著称。当
年，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在考察山西
古建筑后这样写道：“由庄外遥望，十
数里外犹见，百尺矗立，崔嵬奇伟，足
镇山河，为建筑上之荣耀。”

其中，晋商的宅院更是将山西大
院的建筑文化发挥到极致，它们见证
了晋商 "'' 年的兴衰史。有一种说
法，晋商的兴起，源于河东盐池 （位
于今运城市盐湖区） 的开发。而位于
运城市万荣县阎景村的李家大院，称
得上是晋南乃至晋、秦、豫黄河金三
角一带独一无二的巨商豪宅。

中西合璧的建筑奇葩

“李家大院堪称一朵民居建筑的
绚丽奇葩。”记者一走进大院，便听
讲解员王媛如此介绍。这座建于清道
光年间的大宅子，原有院落 +' 组，
现存 && 组，另有祠堂、花园等，共
占地 +'' 余亩，建筑面积 # 万平方
米。整个建筑融合了北方四合院、南
方徽式建筑和欧洲哥特式建筑三大风
格，兼具晋南四合院藏风聚气、江南
园林雅舍秀美、西式房屋透光通风的
优点。

南院是房主李道升的住宅，房屋
采用砖木结构，二层为木板楼，中间
有过庭，“院中有院，门中有门”，
是典型的民间四合院风格。西院是公
子李子用的宅院，共有正北瓦房 &&

间，东西一字排开，也是两层砖木结
构。与南院的四合院不同，楼前建有
一个开阔的平台，平台下面是几座砖
窑，窑顶较高，上面留有透气眼。据
说，在窑顶上将粮食晒干，就可以直
接通过透气眼推入窑中储存。

李子用的这处院落与南院风格迥
异，采用了许多西式建筑元素。例如
客厅内砌有壁炉，门楼大门用铁皮包
装。这与李子用曾经留学英国、并娶
英国女子麦氏为妻的经历有关。夫妻
俩回到中国后，在李家大院共同生活
了六七年。那些中西合璧之处，是由
李子用亲自设计的。

重商但不轻文

细观这两处宅院，便会发现李家
人对读书十分推崇。在南院大门旁，
刻有两则家训：“一粥一饭，当思来
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或疏；子孙虽
愚，经书不可不读。”西院的大门两
旁则有一副阴刻对联：“三省台前设
棋枰欢留纫友；一经楼上藏书籍遗训

子孙。”李子用将其所住的二层称为
“藏经楼”，存放书籍。

晋南地区自古文风盛行。唐以
来，这里走出了柳宗元、司马光、关
汉卿等许多知名文人。此外，明代以
前，商人不能参加科举，更不可以为
官，尽管家财万贯，但地位却很低
下。明正德、嘉靖年间，有商人通过
结交地方官吏让子弟以郡县学籍参加
科考，一部分商家子弟由此科考及
第，步入仕途，官府对此并不明令禁
止，晋南商人中于是好学之风盛行。

据考证，大约在明代后期，李氏
兄弟六人，分别名为文德、文魁、文
和、文炳、文阶、文蔚，他们将河东
一带的土特产靠肩挑运到陕西的定
边、靖边、安边出售。期间，兄弟六
人发现，这三地不产棉花，当地布匹
缺乏。而河东一带棉花产量高、色泽
洁白，纺出的布精细耐穿，运到“三
边”后很受欢迎。靠着这一生意，兄
弟六人积累起最初的财富。

后来，李家又经营起布匹、绸
缎、药材等生意。鼎盛时期，李家的
商店遍及山西、陕西、甘肃、宁夏诸
省及太原、武汉、上海、天津等著名
城市，经营的项目有食盐、酱园、日
杂、京货、食油、药材、花栈，乃至
后来的银号、票号等。目前，李家大
院设有一展厅，再现了当年李家的布
匹、绸缎店场景。在一张由万荣当地
人宁保元绘制的清末民初阎景镇街道
图上，我们能看到，清末民初的阎景
镇商业异常繁华，有理发店、饭店、
药店、京货部、杂货铺、馍铺、旅
店、修车铺、中医诊所、木匠铺、车
马大店等，足见当时的繁华。

在短短不到 +'' 年的时间里，一
代代的李家人经历了从摆地摊到开店
经商，有一定积累后又成功地进入近
代工业领域，由封建商人转化为民族
资本家，很短时间里实现了三个大的
跨越。李家大院便是这一跨越的最好
见证。

“善文化”的样本

李家大院附近有一家小商铺，经
营者李希真是李家的第 &% 代后人。
“小的时候，我就常听长辈讲起前辈
们的善事。”李希真说，他记得老爷
爷去世的时候，周边受过李家恩惠的
人都来悼念，“"'里路人流不断，一
个村子的人送出去，另一个村子的人
又走进来，场面很感人。”尽管做着
小本生意，李希真也坚持要诚信、以
善为本。“守在我们自家的大门口，
不能坏了祖上留传下来的规矩。”李
希真说，如今，李家后代中仅“真”

字辈的就有三四十人呢，分布在海
南、甘肃、陕西等地，“善”也是他
们恪守的信条。

大院里立着一座照壁，被称为
“善”字壁，上面镌刻着各种文体、
共 #!"个“善”字。尽管经过长久的
磨蚀已经有些斑驳，但依然给人强烈
的冲击。李家的先祖希望通过这样的
方式，让后辈子孙一天一善、天
天行善。受“善文化”耳濡目染
的一代代李家人，生意做到哪
里，善举便施行到哪里，尽其所
能，仗义疏财。自光绪三年始至
民国年间，晋、豫、陕等地的几
次大旱和水灾中，李家先后拿出
数十万两白银四处放粮舍饭，举
债赈灾，救济灾民。&$#% 年起，
每年腊月李家都会购粮数十担，
分发给难民和穷人。此外，他们
还代乡里百姓交纳赋税，义修公
路、池塘，义建校舍等。

如今，李家的“善”文化
依然备受推崇。采访期间，记
者偶遇一位已来过李家大院
十多次的生意人，名叫金向
中，这次他还带来了自己的
两个朋友。金向中说：“每次
来到这里，都会有不一样的
感受，内心都很平静，我想正
是李家重信重义重回报的魅
力。在这儿，我能用心思考如
何将生意做好，如何做个有
社会责任的商人。”

据运城市委宣传部部长
于波介绍，李家大院不仅吸
引许多游人前来，目
前，它还被运城市 &'

所院校确定为德育教
育基地。
（本文图片除署

名外均由赵树宴摄）

来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已经第二回了。这一次面见当地历史学
家的地点选在领事馆的会议室。那个会议室充满书香，四壁的书柜
里都是介绍中国的书籍。领事馆是租的写字楼，租 !、/、%三层，
设了专用电梯。当然，最理想的是弄一块地皮，造一个独院独楼，
这样也可以安排家属居住，交通问题与安全问题都便于保证。

其实伊尔库茨克最不缺的就是土地。在我看来，伊尔库茨克是
这样一个城市，它的市中心全是城郊结合部，它的城郊结合部像是
中国的新疆，而它的郊区就是一望无际的森林的海洋，舍此无他，
男性是松树，女性是白杨。

更不必说伊尔库茨克傍着世上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那湖里
的水比矿泉水还矿泉水，至于空气，那就是日夜森林浴的概念。总
之这个城市绝对是绿色圣地，人们通过满洲里坐火车或者选择各种
航班蜂拥而来，都是为贝加尔湖与西伯利亚大森林所迷醉，而不是
像我们这些不合时宜的书虫一样，为了什么“寻访红色”而来。

其实伊尔库茨克当年的红色印记很深，到现在也还没有褪完，
走在街上你就能有感受，看看那些卡尔·马克思街、李卜克内西街、
捷尔任斯基街、斯维尔德洛夫街、十月革命街吧，至今都没改名，
小广场上的列宁塑像也还保留着。

当然，我知道，现在的人们并不对街名的内涵发生兴趣，而只
对这些街上的商场与酒吧发生兴趣，尤其是年轻人，红色与陌生几
乎是同义词。

对这个城市而言，更厉害的红色印记是一个重要机关的存在，
那机关称作“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这是共产国际指挥东方各国

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部门。&$+' 年开年不久，维金斯基就穿上皮
衣，攥上一张掩人耳目的报馆记者证，从这个城市启程，先后前往
中国的北京与上海，先见李大钊，再会陈独秀，力度很大地把中国
的共产党组织给催生出来，两年后这个幼弱的党就正式成为共产国
际的一个支部。

对于这个重要的指挥机关，与我们对话的当地历史学家自然很
清楚，但他告诉我们，所有的档案当地都没有留下，全给运到莫斯
科去了，若要查阅具体的资料，就必须去莫斯科。这位名叫加特洛
夫的教授擅长移民学研究，谈起西伯利亚的移民史口若悬河，而对
共产主义，他则明确表示了他的当前看法，首先说他不是共产主义
者，但他马上又说，对共产主义学说表示理解，这种学说追求的是
社会的公平正义，这对人民有号召力，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共
产党在 &$+/年遭到这么大的失败之后，仍然能保持这么大的号召
力；另外重要的一点是，许多优秀的人才都聚集在共产党内。

他说话委婉而有力，就像流过这个城市的安加拉河，淙淙作
响。安加拉河是唯一流出贝加尔湖的大河，由于流速快而在冬天也
不结冰，一年四季生机勃勃。

许多历史的片段只能交给历史保管了，虽然历史对当代社会进
程仍然保持着潜在的影响。在一片绿色中打捞红色的碎片，显见得
十分吃力，觉得多此一举者也大有人在，但也有人对此孜孜以求，
就比如我们这些中国人。

但是当代的伊尔库茨克绝对是个绿色城市，贝加尔湖大大小小的
的游艇上每天笑声荡漾，这些充斥着惊叹号的笑声都是中国人、韩国
人、欧洲人发出的，他们赞叹俄罗斯的风光，同时感叹世界有救了，因
为世界把&)"的淡水非常周全地储存在这里而未遭任何污染。

这笑声与感叹声中也有我一份，这一刻我简直忘了我的使命。
贝加尔湖啊，&&年前我来的那一回，扑到你的怀间游了泳，这一
次来，坐在你岸边洗了脚，你的水依旧清清凉凉的，我甚至能点数
湖底的每一块石头甚至砂砾。

这绿色是长久的。
说到底，就理论而言，红色的作用，也是为了绿色的长治久安。
想到这个，心里也就释然了。
上图为伊尔库茨克街景 来源：百度

伊尔库茨克

寻访红色
黄亚洲

板桥乡位于中国第一
状元县安徽省黄山市休宁
县南，全境山高林茂雨沛
泉丰，泉流四季常温在
"#—&+#左右。这里特
产一种板桥冷水鱼。据记
载，早在南宋时就已有人
喂养。冷水鱼因终年少见
阳光，生活在海拔 #''

米—%'' 米低温冷幽的山
涧中，鱼体通透色泽乌
黑，故又称“板桥黑鲩”。
其一年生长不足半公斤，
从鱼苗长到 +公斤成鱼至
少需 "年。

我们从休宁县城驱车
& 小时来到板桥乡徐源
村，只见半山腰农家房前
屋后及溪涧河边都有用石
块砌筑的池塘。攀山涉过一条小溪，在一 !'多岁胡姓老汉的
屋子边，终于见到传说中的冷水鱼。眼前的冷水鱼池仅有一
张乒乓球桌大小，却挖得很深，四周用青石工整垒砌成岸坝，
水池上方，郁郁葱葱的徽杉和葡萄藤遮蔽了阳光，池水更显
清幽。水池巧借地势，引溪涧上游泉流徐徐入池，岸坝上还
留有孔洞外通山溪，雨季来临时，鱼池水盈可自然溢出，时

刻保持“活水流入，活水流
出”的状态。池中，+' 多
条尺余长脊背黝黑的鱼，从
容摆尾游弋，还有一大群小
鱼如影相随。

据村干部介绍，全村
"+ 户家家有鱼塘，有的一
家甚至建有三四口。建塘之
初，主要用于防火消灾，后
来才利用起来养鱼供自家食
用。这些养在流动山泉水里
的鱼只喂苦马菜、玉米叶、
水草等野生植物，绝不用饲
料。加上养殖冷水鱼技术简
单，当地水质好、水温低，
鱼不容易生病，成活率可达
&''0。以 &' 平方米小塘为
例， " 年后最多产鱼 &"'

斤，由于生长周期长，一般
每公斤售价在 &('元以上。村里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下
老人从事冷水鱼养殖，无需花大力气便能实现增收。

板桥乡梓坞村 /#岁的汪老太家中至今还养有一条 +" 公
斤重的冷水“草鱼王”，&米多长。(年前，一位江西游客出
价 "'''元要买，被汪老太拒绝。现在，“鱼王”成了村里一
景，游客一来总要慕名前去观赏。

状元县观“冷水鱼”
张应松文)图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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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大院一瞥

砖雕

李家大院内的善文化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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