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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一进了南曹村的新牌楼，把车窗拉下来，

就闻到那刚出笼的新鲜豆腐的清香味儿了，喉咙

里已经伸出了手，真的想抓一小块豆腐，放在嘴

里解解馋，嫩嫩的，软软的，凉凉的，香香的，豆腐

已经从喉咙里下肚了，嘴里那含有丝丝缕缕黄豆

味的淡淡清香，还久久没有散去……

你别看见南曹村的这牌楼高大威武、庄重典

雅，富有现代气息，其实，南曹村是个古村。它地

处曹溪河东岸。自古就是军屯之地。战国时期，

吴起就屯梧桐屯兵了。邻村吴屯、前后营、仁坊

都是吴起的营房，这里水源丰沛，是吴起饲养战

马的粮草之地。马槽的“槽”即“曹”也，又因村子

依傍着曹溪河，故名“曹村”。1981年地名普查，

为避与高阳镇的曹村同名，所以才那个叫西曹

村，这个叫东曹村。

很早以前，周边村社的人们都知道，“梧桐的

山药尉屯的蒜，南曹村的豆腐不用说”。不用说，

就是好。豆腐是南曹村的特产，而且是家家做豆

腐，就是因为这里的水资源好。不仅地下水资源

丰沛，而且水质优良。1958年的时候，村民们一

连在村里打了十一口自流井，井水自流不息。可

是这里低处孝义东部低凹之地，夏季一下大雨，

山洪一来，村庄一片汪洋，房屋倒塌。后来，好多

村民择地建房，形式新村。1961年为除水患，村

民们填废水井，新村旧村又连成一片，仍以南曹

村称之。

先去“九州香豆腐非遗文化园”里看看。一进

院子，就是一个巨型的老算盘屹立在你的眼前。

大算盘后面，宽敞的院子里有好几个古老的石磨、

石碾、石槽，朴拙笨重，挂满了历史的厚重与时光

的纹痕。一下子就使你的心回到了遥远的农耕时

代。走进农耕博物馆，你也仿佛一个农民，身浸其

境，耕地，下种，锄地，收秋，捡豆，泡豆，磨豆，出豆

浆，点卤，出豆腐，挑上担子沿街吆喝着卖豆腐，亲

身经历“豆腐之乡”清末民初做豆腐的历史记忆。

主人告诉你，从唐宋时期，南曹村人就做上豆腐

了，到清末民初，全村人就十有八九做豆腐了。博

物馆里有一个那时候的村景微缩复原，只要屋顶

上插着小红旗的，就是做豆腐的，那小红旗几乎遍

布全村的房顶，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会做豆腐。在

这里，你体验了南曹村传统手工作坊的古式做豆

腐工艺流程，再参观现代工业化时代大型豆腐生

产的流水线作业。热气蒸腾里，你能感受到时代

变迁里传统文化的悠悠古韵，感觉到大时代对你

心灵深处的的冲刷与洗涤。

出 了“ 九 州 香 ”，走 二 三 十 步 ，就 是“ 华 一

宝”。“华一宝”里有“南曹村传统豆腐体验馆”。

我们进去的时候，正有两三个教师带着四五十个

孩子在自己做豆腐。孩子们一个个花骨朵儿清

鲜，叽叽喳喳，热热闹闹，小手摇着粗笨的石磨，

看见石磨下流出白白的的豆浆，挺起鼻子闻一

闻，别样的清香，不由地尖叫着感叹，真香啊！“工

业＋旅游”的新体验方成，让更多的人，在这里可

以亲自磨豆腐，点卤做豆腐，做下豆腐吃不了，可

以“兜着走”，拿回家里，细细地吃。这里有豆腐

制作体验区、现代豆腐生产区、豆腐艺术装饰区、

豆制品品牌博览销售区，形成了围绕大豆种植、

豆类产品生产和加工、豆制品历史文化展示、旅

游消费为一体的全景式文化体验。日接待能力

在 1000人以上，“问石苑，乡愁馆，现代化生产车

间，福黎馆，豆腐加工体验场”，五个大的功能区，

越来越成为吸引孝义内外的青少年研学的好去

处。

现在，南曹村又把“豆腐村”的“老产业”做出

了新花样。他们通过整合全村现有的资源，投资

三千多万元，规划建设了占地 30亩的“豆制品生

产产业园”，把全村分布在各个家庭的一百多家

豆腐小作坊集中到了产业园，依托村里两家豆制

品龙头企业带动，在保留传统制作工艺的同时，

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生产，在传承中不

断把这一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庞大的生产车间，现代化的生产设备，流水

线作业在不停地运转着，穿着洁白工作服的农民

产业工人们井然有序地工作着，从捡豆、洗豆、浸

到腐浆、过滤、煮浆、卤点、加油、凝固、成型，都是

标准化生产，大豆清杂机筛选大豆，真空吸豆机

提升大豆，大豆小车分配大豆，浸泡桶定时定量

浸泡大豆，磨浆机磨浆，离心机三次离心，烧浆桶

恒温烧浆，点卤缸准确点卤，最后用连续压机压

榨，豆腐成型，一块一块“洁白如雪、肉嫩细腻、味

道醇香、柔韧不碎、风味独特、营养丰富”的豆腐，

不急不慢，徐徐不断地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太好了！太美了！

在产业园上班的青年女工人对我们说：俺家

做豆腐已经四十多年了，过去就是靠小作坊生

产，卫生条件经常被质检部门检查说不达标，就

靠自行车带上走村过街吆喝着销售，时多时少，

根本不稳定，做得多了，当天卖不出去就馊了，所

以一着急就赔了。搬进产业园后多好啊！一切

后顾之忧都没有了，不仅能实现工厂化、机械化

生产，而且能让老手艺传承下去，收入也很可观，

我们到了外面也能抬得起头来，比起过去可有自

豪感了。

产业园的负责人是一个高个子青年后生，

说：以前都是小作坊的生产方式，根本跟不上时

代的发展了。这样把做豆腐的村民们聚集在一

起，拧成一股绳，就是思思谋谋要做出南曹村的

好豆腐，不能坏了咱“豆腐村”的好名声。尽管是

机械化生产，但必须是标准化，咱南曹村的豆腐

技艺传承千年，就是那几招：水必须好，含有人体

所需的 24种微量元素，这不细说了；豆子要选好

的，颗粒大的，籽粒饱满的；豆子浸泡要掌握好时

间，不能长，也不能短，要适时；豆浆要磨得细；点

豆腐要准确掌握卤水的量，多了硬，少了软，要适

量；加热时火候也要标准化，不能忽热忽温。这

样才能生产出符合南曹村“豆腐村”生产的“三绝

豆腐”，一绝是细腻香嫩，口感绵软；二绝是质地

柔韧，锅炒不烂；三绝是轻盈活泼，手托有感。决

不能因为现代化生产，生产出来的不是南曹村传

统的豆腐，成了大路货，那可就把南曹村“豆腐

村”的名声坏了。

看了一上午做豆腐了，听了一上午聊豆腐

了，中午了，应该是好好地、细细地品尝这南曹村

的好豆腐了。好，走！坐上车到南曹村新开的

“孝义豆腐宴”里美美跌一顿。一会儿就到了。

远远的就看见，三层楼，青砖白缝，水一色清亮，

红色装饰框架，顶檐下挂着红色灯笼，喜气吉

祥。进去，环境典雅大气，舒适幽静。包间里刚

一落座，高挑清瘦的服务员于持点菜机过来点

菜。话音刚落，喝了一杯清清热热的绿茶，各种

用豆腐做的菜就上来了。先是凉菜，凉拌豆腐、

小葱拌豆腐皮、豆腐香干、韭菜花醮豆腐脑；然后

是热菜，油榨豆腐盒、麻辣豆腐、酱油豆腐、虾酱

豆腐、家常豆腐、铁板豆腐、拔丝豆腐、韭菜炒豆

腐、一品豆腐、朱砂豆腐、杏仁豆腐；再是汤菜，豆

腐八珍汤、豆腐丸子汤，还有高级的吃法，豆腐罗

汉、三美豆腐、烧豆腐等等。各色各样，满满当

当，色香味美，热气腾腾。真是让人馋涎欲滴，胃

口大开呀！甚也不用说了，甚也顾不上说了，赶

紧动筷子先吃上几口再说。美就是美啊！你看

那虾酱豆腐，鲜嫩的豆腐和高温中的虾酱实现了

适当火候的美妙结合，细细的、小小的虾酱泡泡

把白白的豆腐衬托得更加软嫩，似乎还发出了咝

咝咝的冒气声音。再看那酱油豆腐，洁白鲜嫩的

豆腐和那绿的葱、红的辣椒在火的热吻中，结合

得最美妙动人的时刻，淋撒点点滴滴的几点棕色

酱油，真的是楚楚动人，让人怜爱不已。舍不得

吃，又想吃，就在这重重矛盾心理中不由地吃上

一口，真的是美啊哟，只有天上仙界才能吃到佳

肴美味啊！

不想走了，真的不想走了。好！不想走了，

晚上到“福黎古镇·南曹村豆腐文化美食节”里逛

一逛。夜幕刚刚降临，南曹村的主街道上就灯火

阑珊，红色的灯笼高高挂，一排又一排，一行又一

行。音乐声、歌舞声、欢笑声此起彼伏。男男女

女，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穿梭在一排又一排的摊

位其间，熙熙攘攘，来来往往，鱼贯其中，不息不

止，已经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了。各色各样的

摊位整齐划一却又丰富多彩，炒碗团、热冰粉、麻

辣烫、羊肉串、烧烤排骨、担担面、干热面、臊子

面、特色凉皮、凉调粉皮、芥末凉粉，要甚有甚，随

便吃，舌尖美味，香气四溢。冰啤温啤健力宝，沙

棘梨汁核桃露，随便喝。吃饱了，喝足了，还嫌不

过瘾，上台去，拿过话筒唱，甩开身子舞，吼几声，

嘣几下,摇滚音乐中扭一扭，热烈高亢，跳蹦舞

扭，激情奔放，众人鼓掌。

看着这一切，望着这阵势，心中鼓荡澎湃，热

情似火，真的不想走了，真的是难忘今宵，难忘孝

义梧桐的“豆腐村”南曹村啊！

在时光长河的浅滩旁

乡村记忆如一张旧照泛黄

那是岁月尘封的宝藏

故事从心底悠悠流转

虽然陈旧却温润如暖阳

石磨静卧在角落中央

磨盘纹理似岁月的诗行

那吱呀吱呀的声响

碾碎粗粮磨平时光

见证家人围坐品尝新粮

老宅如迟暮老者守着村庄

土墙斑驳瓦片错落故事深藏

木门轻响似闻往昔笑语悠长

房梁蛛网锁住多少尘封过往

记忆在微风中悠悠摇晃

石板路蜿蜒在村子的心房

每块石板被岁月打磨得晶亮

儿时的脚步轻快笑声飞扬

溅落在石缝间梦般的声响

通向远方连着游子归乡的渴望

老槐树撑开绿伞浓荫如帐

人们在树下饭市把故事分享

老人讲着神秘传说源远流长

枝桠间麻雀跳跃着躲藏

古老传说让人们满心欢畅

溪水如银带潺潺流淌

绕过山脚穿过田野一路欢唱

它带走落花带来远方的希望

小黄狗溪边追逐水花轻扬

欢快身影成了溪边最美景象

古庙在村头静静守望

朱红大门透着神秘与安详

袅袅香火诉说村民质朴愿望

钟声悠悠回荡在乡村的穹苍

安抚着每颗善良敬畏的心房

耕牛迈着沉稳脚步田埂上徜徉

坚实蹄印刻在希望的土壤

它的哞叫是对土地深情咏唱

与广袤田野构成最美的模样

那是大地最动人的乐章

晒秋的竹匾色彩琳琅

红枣核桃在农家小院收藏

红辣椒黄玉米似诗韵流淌

阳光倾洒果实披上金色衣裳

奏响乡村丰收的华丽颂章

故乡文水

文峪河的水悠悠流淌

映照蓝天澄澈清朗

古槐在村口默默守望

回忆在心底化作沉香

武则天的传奇千秋流传

她以非凡的气概改写了历史

智慧与果敢造就了自己的疆场

朝堂上演绎世间变幻的篇章

刘胡兰如同一首激昂的战歌

在这片土地上代代传唱

理想与正义闪耀着光芒

激励着无数儿女挺起胸膛

苍儿会的花海多彩绚烂

彩蝶翩翩花香芬芳

梵安寺塔在岁月中静养

悠悠钟声回荡四方

磁窑河流水在熠熠闪光

如诗如画充满希望

巍巍子夏山青翠苍茫

绵延起伏伸向远方

汾河水似你灵动的眼眸

吕梁山脉是你坚实的脊梁

市政广场两棵古老苍柏

见证着故乡的变迁与成长

英雄的家乡人文荟萃

辈出贤良千古传扬

胶泥头精神焕发出力量

辉煌伟业中再铸荣光

记忆中，那大山里的村子总是呈现着

不一样的色彩，虽然被一座座大山挡住了

她美丽的身影，但她的色彩却永远不能够

抹去。

温柔粉——春

“ 竹 外 桃 花 三 两 枝 ，春 江 水 暖 鸭 先

知”，春天到来时，桃花是春的使者。儿

时，那是一方天地，是我想去的港湾。回

家的路上，漫山遍野的桃花好像在为我绽

放，迫不及待的露出了她那粉艳艳的脸

颊，我的心也随着那粉色云雾般的花儿轻

盈飘动，就连那平时不肯弯起的嘴角也不

禁上扬。推开车窗，空气里也好像弥漫着

春天的味道。闭上眼，好似听到了喜鹊在

“叽叽喳喳”地播报着春的喜讯。

耀眼红——夏

雨悄悄地下着，车窗边挂上了一串又

一串的珠帘，晶莹剔透，好像世间难得的

珠宝一般，发出淅沥沥、细细的声音。村

中的房屋大多是用砖瓦砌成的，屋顶上微

微凸起，雨水顺着屋顶落下来。橘红色的

房屋像披着鲜艳袈裟的老僧，垂头流泪，

仿佛在为世间的不公与罪恶祈祷上天。

那潮湿的红砖，发出有刺激性的猪血的颜

色。这与旁边的核桃树叶形成了强烈的

对比。隐隐约约还能看到门外的小菜地

上的那一抹鲜红，那是爷爷亲手为我种下

的草莓。扭过头便看到了爷爷奶奶那亲

切的笑容，一抹红也悄悄地爬上了他们的

双颊。

生机绿——秋

白露打核桃，秋风摘柿子。在我们家

乡，秋天白露时分正是打核桃的好时节，

正值中秋节一放假，我便回到了老家。回

去不久后，爷爷奶奶便叫我一起去打核

桃。那一个个圆球式的核桃像一个个调

皮的孩子隐藏在枝叶之中，等着勤劳的人

去将他打下，那一抹绿躺在一地的落叶

中，是希望更是收获。它饱含了一位勤劳

农民的血汗，是儿女在离去时能送出的礼

物，却也透露出老人的孤独与寂寞。若没

有人去打他，他只好被那凛冽的寒风吹

落，与大地融为一体。突然“汪汪汪汪汪”

听到了一大群的狗叫声，我不禁躲到了爷

爷的身后，一群野狗却相互撕扯着跑到了

旁边，他们与家养的狗完全不一样，他们

身上散发着野性的味道，虽很臭，却也是

他们经过大自然磨炼的证明，是经过历练

的徽章。

闪亮白——冬

在冬天回到村里，我可以和爷爷奶

奶一起在院中堆雪人，奶奶会不厌其烦

的陪着我一起去铲雪、堆雪人，我们一起

给雪人放上煤块做眼睛，插上萝卜做的

鼻子，扫把做的胳膊，憨态可掬，仿佛是

从童话里走出来的精灵。白色是雪的颜

色，对于老人们来说，是能够休息的信

号，却也是儿女们离去时拐角处那眼中

闪过的色彩。

在那小村庄里度过的日子，便是我心

中最美好的时节。“试问岭南应不好”,却
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孝义市贾庄村有一条

驼铃驿道。这条古驿道，

与紧邻的梁家庄村相连，

长达三里，青石铺就的路

面，已经磨得斑驳溜光，足

有丈余宽的街道两旁，是

鳞次栉比的深宅大院，三

进院落、四进院落、正院偏

院，高门楼，大街门，石狮

子，各式照壁、砖雕木雕，

做工精细，一色青砖青瓦，

晚清民国风格，大都是商

家住宅、商铺、饭店、客栈、

车马店、骆驼店、钱庄、当

铺、镖局的遗址。

这条驼铃驿道，是晋

商以及南方客商走西口，

通往晋北杀虎口的必经之

路。当年，红卫兵串联徒

步去陕北延安，大都经过

这里。陕西榆林地区的货

物转运站就建在孝义。可

见，在道路交通、运输工具

不发达的时期，这条驿道

就是通往陕西、内蒙的必

经之路。

号称“沙漠之舟”耐渴

耐饥的骆驼队长途驮运货

物，是当时普遍而适用的

运输行业。据说孝义人称

“没底子财主”杜家的骆驼

队就有百余峰之多。为了

在沙漠恶劣环境中保持驼

队的联系和安全，骆驼脖

子上都得带铃铛，走起来

随着骆驼脖子的揉动，驼

铃“叮咚”作响，鸣奏着大

漠风沙中特有的交响曲。

于是，这条驼铃驿道以及道路两旁的店铺客

栈便应运而生，逐渐形成了繁华昌盛、买卖兴隆的

大街。2005 年贾庄村已故党支部书记郭志强先

生开辟恢复这条驼铃驿道时，我曾填过一首《满庭

芳·驿道驼铃》词，赠送于他：

朵朵绒峰，悠蹄缓缓，丈量大漠遥程。来从久

远，揉脖唱咚叮。古道青砖斑驳，痕迹着、岁月峥

嵘。斜阳照，旗幡店栈，风雨锈街灯。

驼铃。摇醒了、乡民贾市，旅意商情。看驿道

启开，宅院深庭。婚庆笙箫列阵，影偶戏，美食肴

羹。三皇圣，禅声佛佑，龙脉正云腾。

应该说，贾庄村是拥有两大“国宝”的历史文化

名村：一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三皇庙；一是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汉民族婚俗。

三皇庙，元代建筑，古朴典雅，规模宏大，肃穆

庄重。三皇者：天皇天昊伏羲氏、地皇炎帝神农

氏、人皇黄帝轩辕氏。在远古时代，盘古后裔中，

三皇是最早的三位神祇，天皇氏是地皇氏之父，人

皇氏之祖父。这些人物，在中国原始社会时期，创

造了捕鱼打猎；发明了稼穑农耕：发明创造了文字

雏形、阴阳八卦、医疗草药等，是为人类作出过巨

大贡献的部落首领或部落联盟首领。贾庄村的三

皇庙，天、地、人三皇一殿供奉，全国稀有。正如我

填的散曲《折桂令·咏三皇庙》三首，这样咏叹：

问今人何处寻源？此地三皇，尊祭如天。古

刹龙蟠，苍松翠柏，神法幽玄。创捕猎伏羲结网，感

神农黄帝犁田。稼穑开元，祉降人间，点秀河山。

育文明遍绽奇葩，伟哉三皇，功炳如霞。文字

雏形，阴阳推演，医草研察。似雨露滋根润果，化

春风孕穗扬花。绿染天涯，惠泽千家，锦绣中华。

喜今朝殿宇辉煌，彩绘三皇，神韵轩昂。法力

无边，人人敬仰，烁闪威光。看袅袅祥云正绕，赏

莹莹灵瑞方彰。教化山乡，慰护安康，佑助民强。

贾庄婚俗，是沿袭中国古代婚嫁六礼：纳采、

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具有鲜明地方特色

的民间婚俗礼仪文化，是中华汉民族风俗的组成

部分。它产生于宋元时期，发展定型于明清时

期。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贾庄婚俗与孝义的民间

吹打乐、民歌舞蹈、文学艺术、手工技艺以及社会

信仰、伦理道德观念等，融为一体，具有广泛的群

众基础。男婚女嫁，乃人人大吉，家家必办。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文化品位的提高，享受民族婚礼，

将成为俊男靓女结婚的最佳选择，贾庄婚俗具有

广阔的市场。2008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的《满庭芳· 咏贾庄婚

俗》，是这样描述的：

端霭盈门，华堂锦绣，走马灯影笙箫。俊男靓

女，企盼在今朝。多少情俦蜜侣，红鬃骏，花轿颠

摇。沿街巷，红红火火，銮驾彩旌招。

魂销。双叩拜，高堂天地，亲友朋曹。看洞房

绫帐，月闭莺姣。喜宴嘉宾满座，酒拳酣，美味佳

肴。传承久，汉民婚礼，遗产录名标。

令人感叹的是，贾庄村打造文化旅游景点，开

发文旅产业，已经有三十年了。早在上世纪九十

年代末，时任村党支部书记郭志强先生慧眼识珠，

瞄准本村丰厚的历史文物资源，不辞劳苦，不惜重

金，开发文旅产业。他聘请山西省社科院的专家

学者，多次研发论证规划，从修复三皇庙开始，扩

建新村，腾出古驿道两侧的深宅大院，供商家入驻

经营；还将村委办公大楼提供给戏曲爱好者王清

玉，开办大型戏曲艺术博物馆；将孝义的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皮影、木偶、碗碗腔，

以及汾孝地秧歌，剪纸、面塑、皮雕等，植入景区；

从 2005 年开始，连续举办“三皇文化节”，至今已

举办了 19届；同时，设置庙会集市贸易，开办古玩

市场。终将三皇庙、古驿道打造成 4A级景区。完

全可以说，郭志强先生认准一条路，坚持三十年，

为开发文旅产业，振兴乡村经济，呕心沥血，耗尽

了最后的精力。

如今，继任党支部书记郭志刚继承先兄的遗

志，修建大型“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并与周边

的金龙山风景名胜区、孝河国家湿地公园、胜溪湖

森林公园融为一体，同力打造，向 5A 级旅游景区

奋进。

这正是：

三皇庙宇古禅深，

驿道驼铃摇响今。

旅意商情三十载，

功勋旷世感人尊。

驼
铃
摇
醒
了
旅
意
商
情

□
梁
镇
川

访“豆腐村”南曹村
□ 马明高

乡村记忆（外一首）

□ 梁大智

文
旅
园
地

李够梅李够梅 摄摄

平凡的家乡
□ 郭雨萌

真不骗你

吕梁山是一位名人

它的灵魂就住在山顶

只要你喊

它就会答应

你喊一声

它答应一声

你喊几声

它就答应你几声

就会与你搭上感情

吕梁山很高

你的喊声也得很高

不然它会无动于衷

喊声高了

感情才能加深

不信 你来大山里走走

面对着大山喊喊

大山肯定会一呼百应

一把将你搂在怀中

石头饼子

闻名三晋的石头饼子

并不是用石头做的

石头与铁锅

是烧烤的工具

把一张擀薄的生面饼

轻轻铺在石头上

就会烤出一个石头饼子

不妨去河滩里拣一些

浑圆好看的小石子

用清水淘洗干净

然后放入铁锅中翻炒

炒着炒着

小石子就热了

就有油渍渗出来了

就可将擀好的生面饼

铺在石子上烘烤了

那凹凸不平的焦黄面饼

就是乡人代代相传

至今的石头饼子

那些远行的游子

将石头饼子装入行囊

故乡就陪伴着你上路了

路途饿了渴了累了

那就就着山泉啃一块饼子

你就闻到了家的味道

你也可跟石头饼子坐坐

顺便拉几句家常

就是这样 石头饼子

就会牢牢地钉在你心上

让你此生再不会忘掉那个

生你养你的穷村子了

面对一架山（外一首）

□ 吕世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