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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园地

来到下堡镇官窑村的时候，是一个暮春的

上午。上午的阳光已经热烈，湛蓝湛蓝的天空

中，有几缕白云似薄薄的白纱，在缓缓地飘逸。

我默默地穿过那个高大的古色古香的进村牌

楼 ，上 面 写 着 四 个 刚 劲 有 力 的 大 字 ：“ 岳 凌 官

富”，旁边一块大大的白色石头上写着红色的大

字：“中国传统村落官窑村”。我知道官窑村已

经被命名为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第六批山西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想起小的时候，经常跟大

人们从兑九峪镇西边村，进沟爬山，翻山越岭，

来到官窑村买瓷器，或黝黑的大水缸，或鼓鼓的

灰瓦缸。那时候，就听大人们说，这个村可有名

了，历史悠久，已经有数百年的时间了，因古代

官宦们到此开煤窑而得名 ,因有煤，又有特色的

稀缺泥土，本地人家借此烧制各种日用陶瓷器

具，名声更是远播遐迩。

官窑村因山就势，顺坡而建，家家户户的老

青砖窑洞都崛起于东坡、西坡和沟底，参差不齐，

错落有致，自自然然，十分有意思。村里的老人

们脸上挂着自豪的喜色，告诉我说，这里的山是

凤凰山，风水好得很。你不要看见这些院落民居

灰不愣愣的，有些破旧，但十分有价值，大多建于

明清时期，你看，它们都是以山为屏，依山而建。

我远远望去，整个官窑村被周围绿色葱茏的高山

呵护着，层次分明的一排排窑洞，一个个院落，自

自在在地卧在那里，享受着宏阔蓝天下阳光的温

暖滋润，真的如老人们所说的“一山一底一心两

片，三坡四沟五庙五门”，是典型的晋西民居窑房

构建。

顺着宽阔平整的村中大道，我慢慢地走着，

看着，心情十分愉快，真的是有点古代诗人陶渊

明诗句“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感觉。这

里无不是“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

村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

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两边一面又一

面的画壁墙前，一笼一笼翠绿的小树下，不时有

几只小鸡低头啄食而行。看见我这个傻喜喜的

外乡人走来，竟也不卑不亢，抬头挺胸，眼睛睁

得圆圆的，望着我，表示你不必大惊小怪，山里

人家这样与世无争的生活有的是。这时近处院

外大树上响起了叽叽喳喳的鸟鸣声。我抬头望

望，只见老树枝叶茂盛，翠绿披梳，却找不见那

些可爱的鸟儿在哪里。又有高处灰色的古院里

传来几声狗叫声。听罢小时候的狗叫声已经很

久很久，不由得心里一颤，十分想念。现在的城

市里，已经听不到过去那种乡下的犬吠声了。

城里有人养得多是幼小的宠物狗，顿顿要吃肉，

天天穿花衣，卧沙发，上床头，就是很少发出狗

叫声。要不就是有的人家养的高大凶猛的藏獒

狗，貌似野兽，仇视人类，不会犬吠，只会巨声嚎

吼，让人十分恐惧。这些自然的犬吠鸟鸣声，让

我顿时觉得乡村生活的安逸平静，不由流露出

一种如释重负的情境，立刻回归到乡下幽静、纯

美、恬淡、自在的美感之中。忽然从远处驰来一

个呜呜呜的摩托驾驶者，或者身边穿过一辆电

动车骑行者，你这才不由地恍然大悟，这里肯定

不是世外桃源。

穿过村中大道，我随着村里的一位大爷过了

山路，上了土坡，进了老人家的院子里。窑洞古

老沧桑，仿佛立着的上了岁数的老人，稳重而迟

缓，静默而无言。院子里平整干净，亦如乡里的

农妇，不着妆，不打扮，更不美颜，但却质朴纯净，

素面清爽，给人以踏实之感。老人说，他家的这

些窑洞至少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而且未经改

造和重建，都是原汁原味的砖石木材，都是山里

就地取材的东西盖建的。老人给我倒了一杯温

水，让我喝。我拿起瓷杯喝了两口，即刻沁人心

脾，甜美温暖。老人笑道，这是从山沟里挑回来

的山泉水，比村里的自来水好喝。过去，村里挖

煤窑的多，山泉水漏了，泉井里水就枯了。现在

没有煤矿煤窑了，山泉水自然就又有了。老人告

诉我说，他们这个村子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了。村

域面积有近三平方公里，村庄占地面积 350 亩。

村里现在有二百五十八户户人家，大约有七八百

人口。村里张姓的多，还有程姓、任姓、田姓的，

郭姓的现在几乎没有了，但村子里最大的宅院却

是郭姓家的，现存四处郭家老宅，都是郭良才和

他的后人建的，可见当时人家的辉煌。像他这样

的院子，现在也有五十多家。村里有玉皇庙、老

爷庙、观音庙、河神庙和三教堂，有官窑村小学，

有剧场戏台，可热闹了，好多都年久失修，塌倒

了。这几年好起来了，政府大搞乡村振兴，剧场

建好了，村卫生所建好了，村委会的群众服务中

心也建好了，有日间照料中心，还有公交站，进城

方便多了，18公里，坐上免费公交车一会儿就进

孝义城了。好！

从老人的家里出来，继续沿着山路土坡一个

院子一个院子游览着。我喜欢看这些老旧的宅

院、窑洞和房屋。它们在阳光的朗照下，空阔无

声，静默伫立，却裹挟着时光的脚步掌纹痕迹与

历史的沉重厚衣。望着那些精美的砖雕、石雕和

木雕，细细地品味着它们所描绘的遥远的故事和

所呈现出的吉祥与富贵的图像，有芙蓉莲花，有

梅花牡丹，有蝙蝠鸟兽，还有“祥开双珠”的门匾，

可以想象出过去的人们是如何细致的生活、缓慢

的生活，又是如何对未来充满吉祥与幸福的憧

憬。我抚摸着那落满岁月陈锈的老铁锁，从那些

泛着时光灰黄颜色的老木门缝里，眺望着院子里

的落寞与孤寂，耳朵里回响起孩子们热闹的欢笑

声，似乎眼前出现了大人们透过热气蒸腾的熟饭

高声喊叫孩子们吃饭的幻影，我的眼眶里不由地

有热热的泪水在打转。

院门外的高大枯树与院墙内的茂绿灌木杂

草交相辉映。院内被时光侵蚀的驳斑残缺的砖

石阶梯，托付着风雨日月的踩踏；院外形状不一

的石块缝灰紧密咬合着，垒成突凸的守护墙根。

它们顽强的内心和默默的坚守，总是不由地泛起

我内心深处的心疼与惋惜。只有这时远处走来

的挑担淘粪的中年汉子与在前面健身器材上锻

炼的老年妇女，才能慢慢缦解我心中持久而浓郁

的说不出来的无言的情感。

太阳暖暖的照着，大地一片温暖。山上坡上

绿草茵茵。窑洞前或院墙前，粉红的桃花、白色

的梨花依旧充满激情地绽放着。也有高大粗壮

的百年老树，在春风的吹拂下，随和地摇曳着它

们翠绿茂密的树枝树叶，从心底唱出对岁月静好

与未来美满的希望颂歌。

顶着花白头发的看门老汉，戴着厚厚的眼

镜，领着我，推开崭新油漆的大红院门，走进了

阔大的郭家老宅院子。穿过门洞，看见院子宽

阔平整，正窑和两面的厦房高大方正，窑前廊柱

根根通红耀眼，窗棂门槛大红中细细描着金黄

花纹，屋檐翘角油漆彩画，色彩斑斓。二层还有

绣楼两座。有村里的妇女三三两两，进来看热

闹。老汉非常热情，背着手，又领着我走进院子

里的剧场，阔大的门洞两旁还留有过去学校遗

下的灰的黑板，灰白的水泥大道直通向对面的

戏台。戏台庄重正大，红色的油漆上写着金黄

色的大字，正上方写着“凤凰山剧场”，两旁写

着：“毓秀钟灵贤辈出；得天独厚民乐来”，寄托

着村民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院子里的树木

翠绿丰茂，绿叶摇曳。老汉说这里是村里的老

年活动中心，老年人就在这里下棋玩扑克，“老

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汉热情高涨，又领着我

来到村委会的党群服务中心。一位内着白色衬

衣外穿黑色夹克的中年男子，头发黑密，脸色红

润，整个人清爽干净，可能是村里的干部，对我

的造访喜形于色。他说过去村里可热闹了，做

粞做醋，磨面碾米，漏粉点豆腐，做什么的都有，

近几年来，村里实施“一事一议”户户通硬化工

程，不断完善村内基础设施建设，加紧实施传统

古村落修缮工程，深入挖掘“崇文尚武”的历史

文化，推动乡村文旅发展。村里还与黑色生猪

养殖大户签订框架养殖协议，正在建设万头黑

色生猪养殖基地。说起村里的事情，中年男子

满脸喜色，说村里有自己的养殖场，养的都是绿

色野猪，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做红烧肉、回锅肉

最好。村里盛产黑豆、绿豆、黄米等小杂粮，可

做成杂粮粥、杂粮馒头、杂粮煎饼，口感甜香，营

养均衡。村里的山上种着很多核桃和野酸枣，

核桃可做琥珀核桃、核桃酥，健脑益智，野酸枣

可 做 酸 辣 糕 、酸 枣 汁 ，酸 甜 开 胃 ，富 含 维 生 素

C。坐在健身器上的老大娘静静地听着，脸上

充满幸福的笑容。从窑里走出来的花白头发老

汉，缓慢弯腰拾柴，准备生火做饭。卧在灰白水

泥地上的黑白花色狗儿，伸直前腿，懒洋洋的半

躺着，抬起温和的面孔，似乎也在认真听着，周

边的一切都很温和平样，怡心动人。

最后，穿黑夹克的中年男人领着我登上山

顶，远眺全村景色。村居依山势而立，灵活自由，

构思精巧，集约用地。同一院落布局规整，不同

院落之间，自然随意，其院落群组之间的衔接与

过渡，又错落有致。村道小巷，弯直有序。石磨

石碾点缀其中，趣味无限。排排窑洞顺坡而建，

依山傍水，藏风聚气，有凤凰展翅之势。整个村

落处于山水怀抱之中，沿东西坡延伸布局，南北

长东西窄，一座座院子多在山腰上。中年男人

说，中间沟低，夏季雨水充沛时，形成河流汇入下

堡河，形成背山面水的自然格局。我们站在这

里，俯瞰全村，院落层层而上，起伏跌宕，与周围

的茂盛绿树、起伏山脉融为一体，自在巧妙，真的

像一只活泼的大凤凰，东西坡是展开的两翼，建

筑是身体，沟壑和山坡则是其展开的尾翼，沟底

的那条兼作水道的南北向道路，将村庄一分为东

西两坡，南端止于凤凰山脚下。西南有一小坡，

叫边子坡。中年男人说，由西向东，分布有五道

沟，是大道沟、神桃沟、寨沟、大头沟。望着眼前

的美景，我不由得感叹道：这个古色古香的传统

古村落，真的是好啊！

官窑村的静谧时光
□ 马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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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度不喜欢我们本土的弹唱，甚至不屑

一顾嗤之以鼻。国庆期间，有天路过个正在弹

唱的地方，女儿要停下看一会，我只好陪她一

起看了。谁知越看越有意思，那个弹唱内容充

满家长里短的非常接近我们的日常生活，但又

令人深思，在寓教于乐中有着满满的正能量。

怪不得人们围得里三圈外三圈，真的很不错，

演绎得很精彩！

原来我是犯了经验主义的毛病！小时候，

村里偶有集会请人弹唱，那些说唱人的语言歌

词刚开始还行，慢慢的就变成低俗甚至下流的

不堪入耳，这给我留下了极坏的影响。这么多

年，看到有人结婚过生日祝寿等喜庆活动请人

弹唱，我往往都是闭着耳朵绕道走，我这是错

过了多少有意义的节目啊？

还有，人们结婚请那些花红柳绿的锣鼓歌

舞队表演助兴，我也看不惯。朋友的儿子结婚

那天，新郎迎亲回来时，我不好意思不到跟前

捧场，只好意兴阑珊地站着看热闹。这次，又

开眼界了，那些手拿扇子身穿粉衣绿裤的女人

们辗转腾挪间很应景讨喜呢！

存在即合理，需要从众的时候就来个从众

好了，适应自己周围环境，让自己快乐幸福是

一件很好的事情啊！

陕北说书上了中央电视台，临县的弹三弦

说书也小有名气。其实，我们小时候也常常听

盲人说书。那时我们周围附近很是有几个出

名的说唱本领高超的盲人，“薛刚反唐”“呼延

庆打擂”等等故事被弹唱人演绎得惟妙惟肖，

弹出的三弦音也非常好听。

“与辉同行”阅山河江苏行，给我留下最深

的影响是苏大强。江苏被称为“苏大强”是因

为其在经济、教育和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综合

实力强大。这些强大实力固然与人家客观上

存在的地理优势分不开，但江苏人对自身地域

的强大认知感应该也增色不少。有人问江苏

人“你是哪里人？”回答往往是“扬州人”“徐州

人”“南京人”……，他们很少直接回答“江苏

人”，而是直接精确到市或县甚至乡镇和村

名。其实并不是江苏人认同感弱，而是他们受

独特的经济、文化以及地理环境所影响，更倾

向于细致化回答问题。

我想，如果我们学习江苏人强大的地域

认同感与坚定的使命维护感，那么我们休养

生息的地方的发展何愁没有出路，蓬勃发展

也 应 该 顺 理 成 章 ，辉 煌 时 刻 也 就 指 日 可 待

了。一年四季，到了节假日我们可以呼朋引

伴去大东沟观景野营，体验不同季节的大自

然的气息和活力。去彩家庄，踏着历史的节

拍，感受着那份跨越时空的共鸣与震撼。去

王营庄文旅小镇，体验传统文化和现代元素

的融合，感受古老与现代交相辉映的奇迹。

闲暇时，可以在网络媒体上无限地发送我们

地方的文化、景观、特产等等的文字图片视

频，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

如今互联网上的网络空间风起云涌不断地创

造神话与传说，托举捧红出多少人物传奇，真

是数不胜数。说不定哪天就有类似淄博烧

烤、天水麻辣烫、开封王婆、怀化的晓华等等

这样的奇迹发生在我们这儿呢！

爱自己，爱自己的生活，爱自己生活的地

方。精神层面上，我们可以以自己为圆心，思

想为半径天马行空地爱宇宙爱世界爱祖国爱

家乡爱所有自己所爱的一切。物质层面上，

具体在实际行动上，就以自己为圆心，自己日

常生活出行所遍及的地方为半径，力所能及

地为她付出真心诚意，为她的繁荣富强添砖

加瓦发光发热。正如歌曲“爱的奉献”中的歌

词“只要人人都献出爱，这世界将变成美好人

间”！

赶在一场落日之前

我来到大东沟

山谷金色的晚霞

与千树丛林的光影相遇

让我在吕梁的行走

多了几分清爽和微喜

与大东沟露营初次相见

我所看到的

有一种绿，已被菩萨加持

山川、帐篷，以及太空舱

都在我的眼中绿的发光

踏入神秘的丛林探险

去拜访与世隔绝的草木

明亮的溪水，在观自在

一边流淌，一边诵经

只有水中的鱼儿能够听懂

仰望山水间

有石头在打坐

还有几只画眉鸟，在此修

行

这一刻，在林间小道中

我只是一个参禅者

在三晋文坛上，吕梁作协主席韩思中以其独

特的文笔和深刻的洞察力，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

生动而真实的具有独特色彩的文学画卷。他的

作品，无论是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都蕴含着

丰富的情感与深刻的思考，让人在阅读的过程中

不断产生共鸣与反思。韩思中的短篇小说《大牛

的记忆》（见《长城》2021年第 3期）就是一篇非常

优秀的文学力作。

《大牛的记忆》以山村年轻后生大牛与六条

小黄鼠狼之间的故事为主线，通过细腻的情感描

绘和生动的场景刻画，展现了人与动物之间复杂

而微妙的情感联系。韩思中在作品中巧妙地运

用了第一人称叙述方式，让读者仿佛置身于大牛

的世界，亲身感受他的喜怒哀乐。大牛在干旱的

田地里劳作时，意外发现了泥水池中的六条小黄

鼠狼，这一发现立刻激发了他的好奇心和同情

心。他小心翼翼地帮助它们，甚至为它们洗澡，

这一系列行为背后，是大牛纯真而质朴的善良之

心。然而，随着故事的推进，大牛的恶作剧以及

对小黄鼠狼的残忍行为，又让人看到了人性中复

杂的一面。韩思中通过大牛的情感变化，深刻揭

示了人性中的善与恶、同情与残忍之间的矛盾与

冲突，让读者在感动之余也不禁陷入深思。

《大牛的记忆》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人与动物

之间情感纠葛的故事，更是一个对人性、道德与

自然法则深刻探讨的作品。韩思中通过大牛与

小黄鼠狼之间的互动，巧妙地引出了关于善恶、

同情与残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等主题的思考。

大牛最初对小黄鼠狼的同情与帮助，体现了人性

中的善良与温情；然而，随着故事的深入，大牛对

小黄鼠狼的恶作剧乃至残忍行为，又让人看到了

人性中的阴暗面。这种善恶交织、复杂多变的人

性描绘，使得作品具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和更广

泛的思考空间。同时，韩思中还通过大牛与小黄

鼠狼之间的故事，隐喻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人类作为自然界的统治者，往往忽视了对其他生

命的尊重与爱护，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自然法

则，也损害了人类自身的福祉。韩思中通过作品

呼吁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倡导和谐共

处的理念。

韩思中在《大牛的记忆》中展现了他卓越的

文学功底和细腻的文笔。他通过对山村田野、泥

水池等场景的生动描绘，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那个

充满乡土气息的世界中。同时，他还通过对大牛

外貌、动作、心理等方面的细节刻画，使得人物形

象更加鲜明立体。例如，大牛在劳作时汗流浃

背、疲惫不堪的形象，以及他对小黄鼠狼的同情

与帮助时的温柔与细致，都让人印象深刻。这些

细节刻画不仅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和感染力，也

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饱满和真实。

韩思中的作品在展现真挚情感和深刻主题

的同时，也融入了丰富的理论性思考。他通过对

人性、道德与自然法则等问题的探讨，引导读者

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反思。同时，他还巧妙地运用

了象征、隐喻等修辞手法，使得作品在文学性和

深刻性之间达到了完美的平衡。例如，《大牛的

记忆》中大牛与小黄鼠狼之间的互动关系，就象

征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大牛对小黄鼠狼的

残忍行为，则隐喻了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和无视。

这种象征与隐喻的运用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内涵

和表现力，也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更加深

刻地理解和感悟作品所传达的思想和情感。

《大牛的记忆》是韩思中文学才华的集中展

现之一。这部作品以其真挚的情感表达、深刻的

主题探讨、生动的场景描绘与细节刻画以及理论

性与文学性的完美融合而广受赞誉。在阅读这

部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韩思中对

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对自然的敬畏之心，还能够体

会到他作为一位优秀作家的文学素养和人文关

怀。

临近中午，几位发小过

来，很想找一家环境舒适雅

静、味道地道正宗的饭馆小

聚一下。左思右想，相互打

问 ，竟 然 想 不 到 合 适 的 地

方。尽管本地人素以爱吃会

吃著称，大小饭馆酒店星罗

棋布，但饭菜大同小异，别具

特色的少之又少。

不禁怀念起早先的两家

小饭馆来。

一家是饺子馆，位于城

西的小巷内，店面不大，环境

洁净，尤以肉馅多样闻名，计

二十多种。除羊肉胡萝卜

外，主要以猪肉为主，有拌大

葱的，白菜的，豆角的，芹菜

的，茄子的，冬瓜的，茴香的，

青椒的，韭菜的，香菇的，菠

菜的等等，且以馅料称斤售

卖，皮大馅多，食材新鲜，惹

得顾客蜂拥而至。来的食客

主要是品尝饺子味道的，那

饺子有半个拳头大小，六个

饺子即为二两，端上五个二

两计一斤饺子，足够四五个

人吃个饱。有好酒的，再炒

几个家常菜，既经济实惠又

很解馋瘾。我每次与朋友

去，必调换一下馅料，这样常

吃常新，与老板娘也混个脸

熟。慢慢了解到，饺子馆是

他们夫妻合开的，老板娘年

长几岁，负责采购和账务，小

丈夫则是主厨，负责馅料配

置和煎炒烹炸事宜。俗话

说：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尽管他们是半路夫妻，但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饺子生意蒸蒸日上，小

日子也越过越红火。后来房屋拆迁，再也没有见

到夫妻俩，他们应该也还好吧，很想念他们的大饺

子。

另一家是经营粗粮馆的，位于城北，门面有四

五间的排间，入深很浅，摆放有五六支桌子，显得

很窄逼。但临近饭点，常常人满为患座无虚席。

来迟的，情愿待旁边等第一批吃完再进去。若问

这家粗粮馆的奥秘，那就是粗粮细作，外加调料可

口。粗粮即当地的高粱面、杂粮面，添加少许白

面，谓为“三色面”，可做成抿尖、擦尖、剔尖、溜溜

家、手擀面、掐疙瘩、切般般、圪垛垛等，可谓“一面

百样做”。饭馆的主人好像是仨姐妹，一个比一个

精干利索，有做面的，有炒菜的，有端盘的，分工协

作，配合默契。印象中挠片子最为顺溜爽口。只

见老大一手托着面团，另一只手用削皮的“刮刮”

上下腾转中，一片片圆形、超薄的面皮飞入沸腾的

热水锅中，稍煮二三分钟，再抓一把绿的白菜叶放

进去，一并捞入海碗中；拌上醋酱盐、葱花芫荽韭

菜酱和西红柿汤，最后再加进小炒肉的浇头。这

小炒肉不同一般，是猪肉颗粒与土豆丁、香菇末、

豆瓣酱混合炒制而成，香酥浓烈，气味极佳。一碗

面与诸多辅料叠加融合，色香味俱全，让人舍不得

一口气吃完，而是点上一两个小菜，就一口菜吃一

口面，在细嚼慢咽中体验那合口、饱腹的快感。可

惜，这家粗粮馆后来也没有了下落，但那仨姐妹忙

碌的身影、兴奋的神情，至今让人记忆深刻。

老家盛产白酒。坊间又有“无酒不成席”的说

法。加之家乡人喜好美食讲究吃喝，故而餐饮业

异常火爆，街头巷尾最常见的就是一家挨一家的

大小饭店，满足着人们的味蕾享受。特别是近年

来，又新建了若干宴会厅，接待婚寿喜庆。然大则

大了，热闹归热闹，却少了对传统味道的把持，流

水线的作业模式，看似琳琅满目光鲜亮丽，实则不

尽人如意。而南方菜品串串、烧烤、火锅的介入，

虽然丰富了年轻人饮食口感，但并不大众，且走马

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很少有长久立住脚的。

小区旁边的一栋小二层，似专门为做餐饮准备的，

从年初的私房菜，到年底的川渝火锅，店牌换了三

个，主人换了三茬，最长也就存生了三四个月，而

每一次都大兴土木，装潢华丽，让人惋惜不已。我

总结他们失败的原因，一是没有停车场，不好延揽

客人；二是没有招牌菜，留下住客人的胃口；三是

没有本土特色，唤不起食客的情感共鸣。二三条

非常关键。有创业意愿是好的，从餐饮入手也是

正常的，但前提必做足功课，包括市场调研，食客

群体，主打品牌，经营方向等等。创业初始，如果

缺乏市场历练，还是从小做起，从个体户、夫妻店

做起为好。餐饮行业是市场宠儿，永不过时。曾

经的那两家小饭馆，皆因外因而歇业，非因经营问

题所致。

就在街头的寻寻觅觅中，又发现了一家特色

饭馆，令人眼前一亮。

这家饭馆位于一所中学的斜对面，临街，门

庭敞亮，门头简洁大方，内有包厢，大厅也用木

板隔断，三三两两携友带朋就餐互不影响，环境

颇为雅静。关键的，每个包厢还用本地乡镇名称

冠名，墙壁上挂有介绍本地名菜的图画，门、窗、

桌、椅皆古典样式，让人真有宾至如归之感。细一

打问，老板是外地人，娶本地媳妇也就以本地人自

居。早年曾在太原打拼，生儿育女后回归家乡重

操旧业。这让人很惑慨，见过世面的人出手就不

一般，很懂得以味招人，以情动人。我们酒酣过半

之时，他还进来敬酒，询问对每一道菜品的意见建

议。我发现他既善于把握传统，又善于发扬光

大。比如，他赠送的一份餐前点心“绿豆糕”，乃当

地特产。一块绿豆糕大小不过三公分见方，下面

是绿茵茵的糕体，上面是一层白华华的白砂糖，松

软可口，甜咸恰当，老少皆宜，很受欢迎。他还创

新传统盅盅肉“酱梅肉”，将托底的土豆块换成山

药块，口感更绵软。他引进外地的“羊头捣蒜”，将

大蒜捣成泥放入碗中，加入盐、味精、白糖、陈醋、

生抽、腌蒜，淋入辣椒红油和香油制成调味料，同

羊头一起上桌，食用时夹羊头肉，蘸上自制的三

四 种 调 味 汤 汁 ，清 香 入 鼻 ，肥 而 不 腻 ，软 糯 可

口。吃过一次之后，还想第二次第三次，每次都

是必点菜品之一。想一想那情形：轻合竹帘，围

桌而坐，三五知己，开怀畅饮，畅所欲言，无嘈杂

之音的纷扰，无纷杂之事的烦恼，此乐何极！亦

唯小饭馆所能赋予！

小

饭

馆

□
雷
国
裕

初见大东沟
□ 刘永娥

李够梅李够梅 摄摄

爱我家乡
□ 乔达爱

韩思中《大牛的记忆》读后
□ 闫卫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