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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棱镜

汾阳有座文峰塔，离天只有二尺八。“看不见

建昌塔，哭得 惶煞”。汾阳人重土安迁，原因之

一就是离不了那口吃，饱暖安逸，不想辜负了味

蕾和胃口。而每一位到过汾阳的人，同样对那一

桌琳琅满目的美食记忆犹新，流连忘返，仿佛吃

就是汾阳的“标配”和“顶流”，吃好喝好才不枉汾

阳之行。许多从离石到太原办事的人，也要专程

绕道汾阳解一解牙祭。于是乎，民间早早就流传

开“吃在汾阳”“汾阳美食甲天下”的说法。

（一）

探究汾阳美食，物产丰沛、汾材汾用是其深

厚根基。汾阳境内有山地、丘陵、平原，由西北

向东南倾斜，水、旱、平、坡、滩地俱全，平均海拔

在 1414 米以上。气温分布由东南向西北逐步

降低，两处相差 4～5℃左右，属温带半湿润大陆

性气候。年平均气温 9.7℃，降水量 470.4毫米，

日照 2610.4小时，无霜期约 180天，气候条件有

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同时，境内河流众多，水源

充沛。全市共有大小河流 14 条。常年有水河

流有文峪河、磁窑河两条过境河和本市峪道河、

向阳河两条清水河;季节性河流（属洪水河）有

禹门河、虢义河、阳城河；小泉小水有三十多处，

养殖有肉质鲜美的“红鳟鱼”等水产。

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属杂粮区。粮食作物

以小麦、高粱、玉米、小米、豆类、荞麦和莜麦为

主，经济作物以棉花、油料为主，为汾阳面食的

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保障。而以“晋谷 21 号”为

代表的汾小米，绵软爽口，营养丰富，是“舌尖上

的汾阳”的又一个佐证。

境内森林覆盖率为 25.4%。林业用地 60.7万

亩，主要产品有苹果、槟沙 果、梨、核桃、红枣、杏、

柿子、葡萄等。其中汾州核桃以其个大皮薄，种仁

饱满，取仁容易，入口香脆等特点而驰名中外。

野生植物极其丰富，开发潜力大，野生植物

中中药材就有 200多种。其中名贵和常用的药

材有茯苓、党参、甘草、黄芩、柴胡等 20 多种。

可食用的野生植物有沙棘、杜梨、山桃、山杏、酸

枣等，遍布田间地头的蕨菜、甜苣菜、苦荬菜、灰

灰菜、红苋菜、蒲公英、阴陈等诸多野菜，也多成

为汾阳人饭桌上的开胃小菜。

养畜条件优越。仅天然牧坡就达 45.1 万

亩。畜牧业以养马、骡、驴、牛、猪、羊、兔、鸡等

为主。

汾阳是个好地方。取之不尽的干果，蔬菜、

菌类、畜禽产品等是大自然的无私馈赠，也历经

汾阳人的巧思妙手，自然天成，支撑起汾阳美食

的皇皇大观。备受食客喜爱的“泡泡油糕”，也

是汾阳传统饮食之一。油糕面最好就是用本地

丘陵地区生产的大糜黍面，先把面用开水拌成

疙垒状，用拳头揣到，注意这个揣就是一定要揣

到，揣不到不行。之后再用油碱揉，油碱就是麻

油和碱子。揉到了不烫手时，就可以一块块揪

下来了。馅有多种馅，有桃仁、红糖、青丝玫瑰、

枣泥，豆馅等。主要说这个豆馅和枣泥馅，也必

须揣到，就是把馅拌好后放到瓷盆里，用擀面杖

揣上两个小时，把馅子揣的烂碎如泥才行，这样

把糕油炸出来才好吃，才灵味可口。

而源远流长的“汾府文化”，则构成了汾阳美

食的文化根脉。汾阳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

最早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期，春秋时期属于瓜衍

县地，战国时期则被命名为兹氏县，之后在漫长

历史进程之中先后易名为隰城县、西河县、汾阳

县等。汾阳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诞生了独特的

“汾阳王府文化”。在明朝，汾阳城内设有“庆成

郡王府”与“永和郡王府”。自永乐至崇祯这两百

余年间，王府与汾阳民间不断交流、相互影响，在

王府之中可以看到民间风俗的影响，民间也可以

观察到自王府之中传出的习惯、风俗以及饮食特

色。这种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文化时至今日仍

然对汾阳人的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

到了唐朝，汾阳的饮食文化上升到了新的

高度，李白曾给汾阳王郭子仪写过一首诗:
忠武英声振德威，恩光荡荡古今稀。

八男受爵黄金印，七婿封官碧紫徽。

半壁宫花歌宴罢，满床牙笏肃朝归。

应知积庆源流远，自有云礽拜锁闱。

从诗中可以看出，当时郭子仪的宫殿十分

奢华，餐饮水平同样不差。事实上唐肃宗封郭

子仪为汾阳郡王后,大量王公贵族进入汾阳，宫

廷御厨也纷纷涌入，他们带来了那个时候中国

乃至世界上最先进的饮食文化，极大促进了汾

阳饮食的发展。

到了明朝两王进入，汾阳的饮食文化更上

到一个台阶。由于王府内饮食细致考究，其规

模庞大复杂。每次大型宴会缺人手时便会招募

汾阳本地人进入王府帮忙，因此王府的饮食菜

肴也传入了民间，在长达两百年的时间里生生

不息。而汾阳八大碗就是汾阳王府文化在饮食

方面的积淀和转化。

“汾州八大碗”以猪肉、羊肉、鸡肉为主要食

材，搭配鸡蛋、白菜、豆腐等，通过煎、炸、蒸、烧

等烹饪程序精心烹调而成，对厨师的刀功、火

候、调料搭配都有很高的要求，制作一桌“八大

碗”往往需要多位厨师合作三四个小时。费工

费时费材，匠心独运，妙手天成，因其独特的制

作技艺于 2009年入选《山西省第二批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二）

汾阳美食之所以令人垂涎三尺，唇齿留香，

还在于其本身的魅力和特色。其一，选材考究，

制作精良。非遗宴席“八碟八碗”绝对是亮点。

十六道菜肴如同艺术品般精致，每一口都让人

陶醉。不同的口感层层叠加，既有浓烈的家乡

味道，又有现代的创意元素，无论是家庭聚餐，

还是朋友聚会，都会增强食欲，成为谈资。受历

代王府的影响，汾阳八大碗的选料十分严格，通

常要求食材新鲜，并且只取食材的精华部分。

由于一般只选用本土食材，地方色彩浓烈，且造

型独特，有浓重的宫廷菜系风格。观感上讲究

食材与碗的图案、色调搭配，真正做到了秀色可

餐，也体现了汾阳人高超的美学素养。颇具地

方特色的“盅盅肉”，以猪肉、羊肉、鸡肉为主要

食材，通过煎、炸、煮、蒸等传统烹饪技艺，盛放

在粗瓷挂黑釉浅底小碗中，做至半熟。待客人

来后，将盅盅上锅一蒸，蒸好后倒扣在盘中，掀

开盅盅，热气腾腾、香气四溢，一道“硬菜”就做

好了。常见的菜品有酱梅肉、雪浮肉、小酥肉、

元宝肉、红烧肉、黄焖羊肉、炉 肉等。炉 肉

是朱元璋御膳食谱中的一道名菜，至今，在汾阳

人的餐桌上也常会出现，验证了汾阳人饭食讲

究源自宫廷的说法。

其二，花样繁多，一面百做。汾阳面食的制

作，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据《汾州沧桑》记载，

1982年考古学者在汾阳峪道河发现了罐、缸、豆

等炊具，证明汾阳人在新石器时代已经能加工食

物的事实，而从出土的各种器皿上看，当时汾阳

加工烹制面食的程度已渐细化。故有“汾俗对于

饮食向好讲究，家庭妇女且精于烹饪”的特色。

汾阳面食的种类，大致可分为煮制面食、蒸制面

食、烤制面食及油炸面食四类。有据可查的面食

有数百种之多。其他制作方法有蒸、煎、烤、炒、

烩、煨、炸、烂、贴、摊、拌、蘸、烧、搓等多种。调料

上自猪，羊，牛，马肉，鸡、鸭、鱼肉、海鲜，各色蔬

菜，香菇，山野菜，下至油、盐、酱、醋等，真是名目

繁多，让人目不暇接。更重要的是，这些面食，普

通的家家户户都会做，是汾阳民间饮食智慧的结

晶。汾阳煮制面食素有“一样面百样做，一样面

百样吃”的历史。硬有硬的做法，软有软的做法，

而稀了还有稀的做法。就比如和的硬了吃手擀

面，如果面和得稍软一些，就放到碗里，也是用筷

子一下一下贴出来，这叫贴嫁；也或者将面放到

盘子里，也是用一头尖的筷子转圈剔出来，这个

叫剔尖，也叫卜玉子（拨鱼儿，卜鱼则）；如果面再

稀软的话，就将面放到碗里，也是用筷子，那就是

不用剔而要用溜，用筷子一下一下卜溜到了锅

里，这个叫溜溜稼，最适合肠胃不好，消化不良的

人享受。这就是汾阳面食的独特神奇之处，随心

所欲，不断推陈出新。

其 三 ，美 酒 佳 肴 ，相 映 成 趣 ，“ 无 酒 不 成

席”。美酒与佳肴犹如孪生兄弟，相映成辉，妙

趣横生，熏陶着汾阳人尊贵、洒脱、醇厚、热情的

精神世界，北周庾信云:“田家足闲暇，士友暂流

连。三春竹叶酒，一曲 鸡弦。”汾酒在汾阳人

的酒桌上可以说是不二之选。婚宴、丧宴、满月

宴、升学宴……可以说只要有摆席设宴的地方，

就会有汾酒、竹叶青。“杏花村里酒如泉”。构成

汾酒独特风格的关键性因素，是杏花村这一地

区空气和土壤中含有多种极利于汾酒生产的微

生物。著名的微生物专家、被称为中国白酒泰

斗的秦含章先生，曾于 1964 年、1965 年对此进

行过专门考察，共研究了 226 个项目，进行了

2611 次分析试验，取得了 14992 个数据。结果

表明，在汾酒发酵过程中，有数百种微生物参与

发酵。这些微生物经过长期的选择、淘汰、繁

衍，已形成一个独特的微生物体系，在杏花村安

家落户，并在汾酒的酿造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

用，铸就汾酒“白酒祖庭”的崇高地位。

来到汾阳就要入乡随俗。当你入座甫定，

主人必端出“竹节杯”斟酒致意。“竹节杯”外形

采用了“四君子”当中竹子的形象，竹子虚心直

节、清雅淡泊，是谦谦君子的人格象征。酒器正

面和反面都可以用来盛酒，取意于道家的“阴

阳”哲学，上为阳，下为阴；天为阳，地为阴；正为

阳，反为阴。在容量上，正面一杯约两钱，反面

一杯容量约八钱，反面是正面的三杯。“非酒器

无以饮酒，饮酒之器大小有度”。当你为精美的

“竹节杯”所吸引，主人还会滔滔不绝告诉你一

套“竹节杯酒令”。酒令一：一帆风顺；竹节杯正

面喝一杯，反面喝一杯。酒令二：二龙戏珠；反

面喝两杯，正面喝一杯。酒令三：三阳开泰；是

正面喝三杯，反面喝三杯。酒令四：四海一家；

反面喝四杯，正面喝一杯。酒令五：五湖四海；

正面喝五杯，反面喝四杯。酒令六：六六大顺；

正面喝六杯，反面喝六杯。酒令七：七上八下；

顾名思义是正面七杯反面八杯。酒令八：八仙

过海；正面喝八杯反面喝八杯。酒令九：九九归

一；正面喝九杯，反面喝九杯。酒令十：十全十

美；正面十杯、反面十杯。整套行酒令下来，考

验的不仅仅是酒量。酒过半酣，还能清楚地说

出酒令及其诗句和饮法，对饮酒人来说更是高

难度的要求。同时，在推杯换盏中彼此还可以

交流碰撞，送上美好祝福与寄托。

清人曹树谷诗曰：“琼酥玉液漫夸奇，似此

无惭姑射肌。太白何尝携客饮，醉中细校郭君

碑。”人生大事，无非吃喝二字。吃在汾阳，吃出

风味，吃出精气神，何其幸哉！

吃在汾阳
□ 雷国裕

在旅游日益成为生活刚需的当下，每逢节假日，热门景点

便人满为患，拥挤的人群、出行的拥堵、高昂的消费，让旅行的

体验感大打折扣。就这样，小众旅游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为

渴望独特体验的旅行者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今年“五一”假期，石楼县用好本土旅游景区，推出 10 条

小众旅游精品线路，满足周边游客深度探索小众旅游的需

求。这一做法深受广大游客青睐。

小众旅游，意味着探索那些尚未被大量游客踏足的目的

地，它们可能是偏远的村落、静谧的荒草地，也可能是隐匿在

城市角落的艺术街区。这些地方保留着原汁原味的风土人

情，未被过度开发，或者是刚刚建设起来的，没有千篇一律的

商业化气息，游客可以更深入地融入当地生活，感受最纯粹的

人文魅力。吕梁利用 100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打造的新景区就

属于小众旅游的范畴。这些地方没有过多的商业化，原始又

古朴，远离城市喧嚣，能让游客静下心来体验传统的民俗农家

生活。

从旅行体验上看，小众旅游带来的是一种深度、独特的感

受。在热门景区，人们往往忙于拍照打卡，走马观花地游览，很

难真正领略当地的文化内涵。而小众旅游地则让旅行者有足够

的时间和空间去探索、去发现。漫步在古村落、小景区，这些地

方保留着古建筑与非遗技艺，游客稀少却充满烟火气。在这里，

你可以与当地老人围坐聊天，了解古老的传说和故事，触摸岁月

在建筑上留下的痕迹，这种体验是在热门景点难以获得的。

当然，小众旅游也并非完美无缺。由于交通不便，前往小

众旅游地往往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部分小众景点位

于偏远山区，道路状况不佳，公共交通也不发达，可能需要多

次换乘或自驾前往。而且，当地的接待能力有限，住宿、餐饮

等配套设施可能不够完善，选择范围相对较窄。在一些自然

环境较为恶劣的小众景点，还可能存在安全风险，对游客的体

能和经验有一定要求。不过，这些缺点并不能阻挡人们对小

众旅游的热爱。只要提前做好规划，准备充分，就能在小众旅

游中收获难忘的回忆。出行前，游客可以详细了解目的地的

交通、住宿等信息，制定合理的行程；携带必要的物品，应对可

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同时，要尊重当地的文化习俗，保护当地

的生态环境，做到文明旅游。

小众旅游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让我们

在避开人潮的同时，发现更多生活的美好。它不仅是一种旅行

方式，更是一种对生活态度的选择。在追求个性化、品质化旅

游的今天，小众旅游值得更多人去尝试，去感受它独特的魅力。

本报讯 （记者 冯海
砚）“五一”假期哪里玩？

石楼县用好用活崖头、柏

卜湾、黄河奇湾、留村毛泽

东路居、东征纪念馆、郝家

大院、永由村等区域景区，

推出 10 条小众旅游精品

线路，满足周边游客深度

探索小众旅游的需求。同

时，通过开展多样化、特色

化、本土化活动，全方位展

示 石 楼 县 的 历 史 文 化 底

蕴、自然风光与民俗特色，

通过吸引县城周边更多游

客前来游玩，增加景区客

流量与经济效益，在提升

景区知名度与美誉度的同

时，为游客打造一个丰富、

有趣、难忘的假期体验。

一是在黄河奇湾景区

游客服务中心举办“器鼎

长河”石楼青铜文明图片

展。精选石楼县出土的如

兽面纹龙首提梁卣、龙形

觥等极具代表性的青铜文

物图片，搭配详细的文字

说明，从文物的年代、用

途、艺术特色、文化价值等

方面进行全方位解读。讲

解员每天定时为游客进行

讲解，每日安排 4-5场，为

游客深入讲述青铜文物背

后的故事，让游客仿佛穿

越时空，领略古代文明的

辉煌。二是在黄河奇湾景

区和永由村举办“烟火石

楼”美食生活集市。每天

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七点，

特邀请石楼当地特色美食

餐饮企业入驻，提供烧烤、

砂锅、抿尖、油糕等经典石

楼美食。三是在黄河奇湾

景区和崖头村举行“晋韵

石楼”民俗文艺展演。展

演每日安排 2-3场民俗文

化表演，内容包括晋剧经

典选段演出、具有地方特

色的歌舞表演、民间弹唱

等。并邀请当地专业的民

俗表演团队及民间艺人参

与演出，让游客近距离感

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其中，二人转、三弦书、陕

北民歌、围炉夜话酒吧驻

唱等演出亮点频出、精彩

不断。四是在永由村举行

“根脉传承”祭槐祖大典。

进行侍女开道、敬献五谷贡品等展演，重现传统祭

祀场景。游客可悬挂槐木祈福条幔，参与“绕槐纳

吉”民俗互动，感受文化与自然信仰的融合。五是

在永由村举行“时光回响”怀旧乡村音乐汇。由当

地乐队及合唱团成员演唱时代经典老歌，并穿插传

统秧歌戏等非遗音乐表演，打造一场穿越时空的乡

村文化盛宴，吸引游客在青山绿水间重温旧时光，

感受乡村振兴的诗意表达。六是举办“黄河光影乡

韵柏卜湾”五一嘉年华活动。在柏卜湾村举办“镜

揽黄河魂 味醉黄土情”风光摄影活动，专业摄影师

现场指导，帮助游客解锁“黄河风情”最佳打卡角

度。现场还安排古村集市，陈列展示售卖红枣、有

机小米等原生态土特产。七是在柏卜湾村举办“黄

河岸边 古韵新生”三弦说唱非遗表演。届时陕北

说唱非遗传承人将携三弦登台，用铿锵曲调演绎黄

河风貌、黄土风情，让游客静听黄河黄土文化的流

淌。八是在郝家大院开展“趣游石楼”换装旅拍嘉

年华活动，现场为广大游客提供传统服装道具，游

客可自由选择主题换装并拍摄古风大片。九是在

留村毛泽东路居地举办“红韵留声”红色主题合唱

朗诵活动。“五一”假期将根据现场客流不定时开

展合唱或朗诵节目表演，重现革命年代的热血胜

景。十是设置“打卡石楼”创意点。在黄河奇湾、

永由村、柏卜湾、留村毛泽东路居、东征纪念馆、崖

头村等地设置创意打卡点，每个打卡点设计独特

的背景板或装置艺术，融入景区特色元素与“五

一”主题元素。游客在每个景区入口处可免费领

取石楼文旅护照，集齐打卡点的印章后，可到黄河

奇湾游客服务中心兑换精美纪念品。

10 条“五一”小众旅游精品线路串联了历史

遗迹、非遗文化、自然风光、艺术体验、特色民宿等

丰富点位，覆盖石楼本土人文、自然等景观，可以

满足游客深度探索周边小众旅游需求。这些线路

既有适合不方便出远门旅游爱好者的“文化游”

“打卡游”，也有适合家庭亲子的“自在游”“研学

游”，还有适合摄影爱好者的“赏光游”“艺术游”

等。“这些小众旅游线路深受游客青睐。主要是因

为它提供了独特的旅行体验和深度探索的机会，

同时为广大游客避免了传统热门景点的拥挤。”从

黄河对岸陕西省清涧县来石楼“打卡”的游客吕女

士深有感触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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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离石区东关小学学生参加科技主题研

学。近日，该校组织学生来到“文旅小镇”王营

庄研学基地开展科技主题研学活动，在科创研

学馆的“声光物语”展区，孩子们体验镜子迷宫，

探索光的反射与折射原理；在“智汇未来”展区，

孩子们沉浸式操作 VR 设备，体验模拟飞行与

AI 下棋机器人，感受科技的魅力。他们还在

“电磁奥秘”展区动手实验磁悬浮原理，观察磁

极相互作用，激发对物理现象的好奇心。研学

过程中，他们通过互动装置与科普讲解，将课堂

知识与实践结合，在科技探索中拓宽视野、培养

科技兴趣。 记者 刘亮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