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处 电话 !"#!$!"% 传真：（%!&'）!"''#&'$ 总编室 !"#!$#&! 经营部门 !"#!$('" 发行部 !"#!$#&$ 零售周一至周四 &元)份 周五 &*"元)份 周六 &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 +%'*%'元 国内统一刊号：,-&&.''!!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 '&"#号

2013年10月22日 星期二 旅游天地
责编：栾 峰 邮箱：luanfeng56@126.com

“温馐”的牌号决计没

有“温商”来得响亮，而温

商，大都也会义无反顾地撂

下家乡的温菜，毅然跑去全

国、全球创建温州街、温州

村、温州城，并且在当地入

乡随俗，一日三餐吃川菜、

鲁菜，甚至藏菜、回民菜乃

至埃及菜、巴西菜、墨西哥

菜，有啥吃啥，从不挑三拣

四。温商似乎忘记了“温

馐”。温商的刻苦与吃百家

饭是出了名的，全中国也就

是温州人脚头最勤、口味最

杂。

然而我偏是相信，温州

人的愿意吃百家饭也善于吃

百家饭，绝对与他们肚子里

打着基础的温州菜有关。

没有温州珍馐的底气，

哪有过关斩将的劲道！

我是杭人，当然也推崇

“清淡鲜嫩”的杭菜，看到

全国各地走红“杭帮菜”，

心里就开心。然而温菜的好

吃，也是别具一格，决不亚

于杭菜的，因此凡朋友选杭

州的“白鹿”餐厅来邀我吃

饭，我很少有推辞的理由。

我自己要宴请朋友，甚至举

办家宴，也常常选在温州人

开的“白鹿”，尽管杭城的

每一家“白鹿”都是人满为

患，就餐条件不那么赏心悦目，但那美味，硬是让你没

得逃。

头一回吃到“敲鱼”，印象就深，那样细腻而有嚼

头的鱼肉，再佐以鸡丝、火腿丝和香菇丝，中国任何菜

系里都是撞不见的；“清汤鱼圆”更不消说，鱼肉来自

黄鱼或是马鲛鱼，加蛋清、精盐、黄酒，成了入口即化

的“白丸子”，要多鲜有多鲜；还有黄金色泽的“蛋煎

蛏子”，那份鲜嫩，那种滑溜，一提起就流口水。所以

我上个世纪 %'年代首次接触到温菜，便一下子深陷于

温州的浅海与滩涂之中，与虾蟹鱼贝为伴，不能自拔

了。

温州菜是我们浙江菜的四大菜系之一。浙菜的另三

菜是杭州菜、宁波菜和绍兴菜。这三菜在我的味觉里都

有一些类同，而温州菜则隔得开一些，有其特殊处，毕

竟“以海鲜为主、轻油轻芡，口味清鲜、细巧稚致”，

别的菜系是难以做到的。

所以我断定，温州的“资本主义尾巴”六七十年代

总是割了又长，温州人的善于“千山万水、千方百计、

千言万语、千难万险”，温州模式的风靡全国，除了与

几百年传承不息的讲究“义利双修”的“永嘉学派”有

关，也必定跟温州菜的营养与鲜嫩有关，也就是说，跟

吃有关———为了保证世世

代代能吃饱吃好鲜美无比

的温菜，咱先吃苦，走遍

天下积累财富去！

这就是肚子深处有

“三丝敲鱼”和“清汤鱼

圆”的温州人！

温

馐

与

温

州

人

黄
亚
洲

旅游漫笔

跟着名作赏胜景
乔忠延

北极，地球的项端。碧海中漂浮着银色的冰山，雪白的北极熊在冰块上踱步；当然了，
还有那些爬冰卧雪的海豹，因纽特人传奇般的冰雪小屋———怀着如此浪漫的想象，我们登上
了哈珀总理第 %次北极之行的专机。

此次北行到达的最北点名叫约阿港，约北纬 !$度，在北极圈内。小镇扼守在西北航道
的一个湾口处。飞机下降前，记者站起来从舷窗向下望去，只见无边无际的灰黄色旷野上，

散布着无数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湖泊。大地上似乎是寸草不生，鸟兽
全无，一片荒寒景象，也没见到一点儿冰雪的影子。

军机降落后，记者们乘车来到了小城的艺术中心，里面以实物和
图片展示着因纽特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及各类捕猎工具。最吸引我们的
是一间黑石雕刻室，靠墙的桌子上摆满了因纽特人的雕刻，其造型之
奇，表情之怪，真是前所未见。

我进了办公室，同一位伏在电脑前的壮汉聊了起来。他告诉记
者，小城约有 &('' 人，都是因纽特人，多是地区行政机构的雇员，
青年人则多被吸收为民兵巡守队员，还有些人在 +'多公里外的矿上
打工，传统的捕鱼和猎海豹的人已寥寥无几了。记者看了他的名片后
说，这不是与某位女部长同名吗？他笑着说：“女部长就出生在这

里，她是我妹妹。”
加拿大总理有史以来第一次到访此地，为此因纽特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除老中幼穿着鲜

艳的传统服装走秀外，还跳起了欢快的民族群舞，最后是两个胖姑娘嘴对嘴，表演以喉咙发音的口
技，她们模仿自然之音、动物之声，让人感受到一种地老天荒的神秘感。

但夜宿北极的滋味并不好受。民兵们在这片寒风横扫的漫漫荒原上拉起十数座帐篷，身着民族服装的因纽特妇女在
帐篷外为我们表演了剖鱼和制作鱼干的绝活，男人则教我们如何抛叉捕鱼。记者四处转了一圈，发现地面其实与从飞机
上看到的景象并不相同：地表上还是有些一两寸高的小草和地衣苔鲜之类的薄薄植被的；还看到几只麻雀贴地飞来飞
去，真不知它们是如何熬过寒冬的。记者想，动植物如此顽强不屈，不正如因纽特人在这片荒寒土地上的生生不息么！

北极访因纽特小镇
本报驻加拿大记者 李学江

!国人看世界

记者同身着传统因纽特服装的老人合影。 张大成摄

“嘉陵江水哟，浪悠悠
哟，联手推船哟，到河里走
哟……”在四川省蓬安县下
河街，非物质文化遗产嘉陵江“船工号
子”传承人唐文涌唱起了激昂有力的号
子，伴随着号子的节奏感，我们眼前似乎浮现出
当年船工们涉水闯滩的画面。

+' 世纪 "' 年代至 /' 年代，蓬安的物资运
输主要靠水上舟船。在长达 &'''多公里的嘉陵江上，蓬
安县下河街财神楼码头位于中段，向上可至广元，往下直
达重庆，沿江过往船只和本地船只常在此停靠，号子连
天，热闹非凡。

当时，靠岸下船，船工们总是三三两两到酒馆喝酒，或到茶
馆聊天闲扯。刘家大茶馆最热闹，江湖艺人打快板、讲评书，常
常博得船工们满堂喝彩。嘉陵江船工号子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丰
富起来的。

船工号子多种多样，船工们拉船时根据水流情况、地理环
境即兴创作，歌词中历史地理人文无所不包，它与河道上的万
家渔火、茶馆酒肆、笙歌管弦一起，成为嘉陵江上的一种特色
文化。

蓬安的船工号子分为三种。平水号子，是当船只顺流而下时
所唱的号子。因为顺水，船工们扳弄船只不用费多大的劲，就进
入轻松状态，所以号子的调子抒情动听，号子内容也不固定，见
物说物，即兴编创。比较常见的是，船工们看到河边洗衣服的女
人，便用挑逗性的唱词引起女人们的一通责骂，而船工们就在这
责骂声中说笑逗唱。

途中遇到悬崖峭壁，而河对岸地势相对平缓，船工要将船牵
引至对岸继续向前。此时就要唱抛河号子，调子激昂有力，内容
全部是拟声词，让力量用在点子上，齐心将船拉到对岸。

船工们拉载重船逆流而上，淌急流爬险滩时所唱的号子，
叫陡滩号子。这种号子节奏感非常强，意在鼓劲壮胆。

进入上世纪 %'年代后，人力拉船被机动船所取代，
船工们拉船场景也已成为了一种记忆。船工号子随着时
间的流逝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耳畔。

为了重现船工当年的生活场景并将船工号子
传承下来，蓬安县下河街成立了嘉陵江船工号子
表演队，并将嘉陵江船工号子申请为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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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周日，一位朋友约我
去探访珠海的“岭南大宅门”
———清朝首任驻夏威夷王国总

领事官陈芳的旧居和梅溪牌坊，探寻岭南风
情古韵。

陈芳生于 &%+" 年，十五六岁时随父亲
到香港、澳门学习经商，开始接触西方文

化。+(岁时随伯父到夏威夷，由于采取“开架售货，
自由选购，送货上门”等方便顾客的经营方式，成为
当时夏威夷八大商业企业之一。&%$' 年，陈芳回到
故乡，落叶归根。晚年的陈芳热衷于家乡的公益事

业，修渠引水，修路发电，办学救灾等，受到乡邻的称赞，也受到
清朝光绪皇帝两次赐建石牌坊褒奖。

一进梅溪景区大门，沿着脚下青砖铺就的大路向前走，见路旁
陆续排开着六扇老宅门。这些大多是明清时期珠海民宅大门的门
框，在重建或者城市拆迁的过程中，由于无法保留整栋房屋，只好
把门框保留下来，移放于此。
“看门知家底”，导游敲着门边的雕纹说，“北方看门槛，南方

看门雕和砖，门槛越高越有钱势，雕刻越多，越是富贵人家。”透
过六扇宅门能看到当地百年岭南文化的缩影。第一扇门来自珠海夏

美村的杨府，建于清嘉庆年间。二级台阶，门楣高大，显然是个
有钱人家。导游领我们来到陈芳旧居，只见几座规模宏大的中西
式旧宇呈现眼前，深院高墙，岗楼插空，桄榔掩映。住宅周边有
+ 米多高的围墙，均以雕花瓷砖和间隔的翠色瓷瓶装饰。前垣两
侧和路边矗立三座岗楼，呈犄角之势。院内五座青砖灰瓦的大
屋，由一条“串”字形走廊连接起来。这些屋子四壁都有圆拱形
的门窗，饰有各种花草图案花纹的彩色灰塑，做工精细逼真，配
上镶嵌彩色玻璃的满州窗，使整个建筑显得美轮美奂。每座屋宇

都用麻石砌成墙基，石阶拱门，望衡对宇，屋内雕梁画
栋，溢彩流金。

在一个半圆形广场上，被视为中国第一牌坊的梅溪牌
坊气势雄伟，用花岗岩建造而成，顶部飞檐翘壁，底部有

小小回廊，造型中西合璧，雕有瑞兽、花果、人
物、书法和八仙图案，为岭南罕见的古建筑艺术珍
品。它是清光绪皇帝先后两次御赐陈芳的。巍巍石

牌坊，经历了岁月的风风雨雨，至今依然屹
立，让人们永远难忘这位慈善家的普济众生

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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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隆风光

进入 +&世纪，人类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跨越，一
下跨进了知识经济时代。密集的体力劳动一转脸就被密集
的技术生产代替，休闲旅游时代蓦然突兀眼前。如何享受
休闲旅游？笔者以为跟着名作赏胜景，会为我们增添无限
的乐趣。

醉翁亭里同“醉”

到南京小憩，换个车直奔安徽滁州琅琊山而去。去琅
琊山看什么？看醉翁亭。欧阳修那篇有名的散文《醉翁亭
记》吸引着我，早就想一睹那亭的芳容。

车轮滚滚，窗户变为荧屏，景物不断转换，我却视
而不见，身心完全陶醉在欧阳修的描摹当中。时而是醉
人的美景：“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时
而是醉心的乐趣：“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
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当然，最引
人咀嚼的还是欧阳修隐藏在心间乐而不宣的趣事：“禽
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
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太守欧阳修为何而乐？我自然也
难以参悟。

是的，朝廷贬欧阳修去滁州，可不是让他去快乐的，
甚至想让这小子吃点苦头。北宋庆历三年，欧阳修在朝中
为官。范仲淹等大臣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推波助澜。
改革触犯了权贵集团的利益，终告失败，范仲淹等大臣相
继遭贬。此时，不识时务的欧阳修，竟然还敢上书为他们
分辩。这样违抗皇命，不给个小鞋穿行吗？随着一声令
下，欧阳修被贬为滁州太守。是呀，遭受打击的欧阳修不
纠结，不郁闷，还快乐哪般？

游览滁州，才知道欧阳修为何快乐。欧阳修到了滁
州，见旧城破败，便着手改造。一日松闲，上山游转，发
现丰山脚下的幽谷中有眼清泉，欧阳修竟然搞起了旅游开
发。修好泉眼，名之幽谷泉；泉上建亭，名之丰乐亭。几
乎同时，与丰乐亭一山之隔的另一个亭子亦相继建成，这
就是醉翁亭。欧阳修不仅写下《醉翁亭记》，还写下《丰
乐亭记》。两亭建成，名声鹊起，琅琊山游人如织。“负
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
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面对如此美景，面对纷沓而至

与太守一同享受美景的游人，太守哪里还会忧郁？快乐还
快乐不过呢！

是日，我躺在醉翁亭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和太守举杯
共饮。

武隆山水寻“异”

非游武隆不可！
我所以下定这般决心，是读到散文大家韩小蕙的游记

《武隆“避”》。武隆山水到底有多好？韩小蕙女士用“异
质”来描绘：“说它异质，是因为它不仅出落得生猛，悬
崖、峭壁、森林、溶洞、大江，能现 /+种身形，不惧 #!

路妖怪；还因为它脾气暴躁，一言不合，一事不遂，就突
然暴跳起来，拳打脚踢，山崩地裂，打出一个直立于天宇
和大地之间的大天坑，又踢开了一条长 "公里、深 "''米
的大地缝。从此，武隆就一直折腾在不停顿的造山大运动
之中，上下摇晃不已，左右颠簸不停，人人皆喊头晕目

眩，它却高兴得哈哈大笑。”
这哪里像是描摹自然风景？分明是在塑造一个性情豪

爽，举止独特的武林汉子。而且，还是个修炼出魔力的汉
子，他简直可以和《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比美。

这样奇妙的山水岂能不看？我就是读到此处下定了去
重庆市武隆县游览的决心。看了武隆山水，深感韩小蕙女
士笔力不凡。俗话说，画人画虎难画骨，书写表面的情状
容易，揭示内在的精髓很难。而韩小蕙女士却直抵精髓，
画出了武隆山水的特质。这特质就特在一个“异”字，独
异、特异、新异，奇异。走遍神州大地，绝没见过这样震
撼人的风景，因而我谓：武隆山水惊天下！

站在天生三桥俯首下望，不由得心惊胆战，似是万丈
悬崖直落脚下，稍不留意就会跌得粉身碎骨，禁不住惊
叫：险！站在天坑仰首云端，周身崖壁直立而上，摩擦着
蓝天，撕扯着云团，往日叹高处不胜寒，今日方知，低处
要比高处更寒，寒得令人胆寒，禁不住惊叫：险！行走在
狭窄的地缝，才懂得什么是暗无天日，头上是随时可能倾
倒的绝壁，身边是突兀下落的深壑，深壑有多深？不必度

量，听听那水流跌碎筋骨的叫唤，深得叫人毛骨悚然！
这就是武隆，这就是武隆惊心动魄的风光。

品鉴“绝版的周庄”

我很欣赏“绝版的周庄”这个定论。
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我的版权，版权是散文大家王剑

冰先生的。国画大家陈逸飞先生的画作为周庄美容，王剑
冰先生的文章给周庄画魂。不信？请你读一段：

清澈的流水柔成你的肌肤，双桥的钥匙恰到好处地挂
在腰间，最紧要的还在于眼睛的窗子，仲春时节半开半
闭，掩不住招人的妩媚。仍是明代的晨阳吧，斜斜地照在
你的肩头，将你半晦半明地写意出来。

美吧？苏州城东南方的周庄确实美。王剑冰先生淡淡
的笔意描绘出一幅雅致的周庄水墨画。这还不尽兴，他继
续走笔：周庄睡在水上，水便是周庄的床。床很柔软，有
时轻微地晃荡两下，那是周庄变换了一下姿势。周庄睡得
很沉实。一只只船儿，是周庄摆放的鞋子。

这样的美景世所罕见，可真是绝版的周庄啊！唯恐这
绝版的周庄倏尔消失，我匆匆赶到那里，像王剑冰先生那
样静静地品鉴周庄。先品鉴周庄的桥，桥随着流水飘飘悠
悠，如同在天空飘飘悠悠，就这么飘悠着进入了我的眼
睛。我的心中便有了那梦幻般的小桥。再品鉴周庄的水，
水从桥下流过，流得从容不迫，流得无波无澜，流得却有
声有色。声音是船行时留下的，划船的篙这儿那儿一点，
又一点，水便哗哗地响，船也就磨擦着水面前行了。继
而，品鉴周庄的人家。住在周庄的人家，似乎从古至今就
是为了画好小桥流水这幅画。画了房屋，画巷子；画了河
流，画小桥。画得村庄成了画，还嫌这画的背景不热烈，
不够劲。因而，走出村庄横竖挥洒，涂染了一地的油菜
花。花朵怒放的时候，周庄便铺展在一片亮灿灿的金光
中。

曾听人说，祖国山河美不美，全凭导游一张嘴。其
实，导游只能说到外在的景观，无法道出内在的特质。要
想观赏风景的美妙，必须点亮自己的心灯，而点亮心灯的
火种就是名家笔下的锦绣华章。读过名篇，点亮心灯，去
游览观瞻，那风景美得能为身魂添染灵秀，添染激情啊！

图片来源：百度
滁州醉翁亭

周庄夜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