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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王英打开棕红色的木门， 站在金黄色的
土房前，夹着双拐，笑迎客人时，人们便能清晰
地看到门头上“友谊山庄”的匾额。 这既是他精
心打造的金字招牌，也是他头顶的一份责任。

这次王英迎接的客人来自西安， 是一对年
过六旬的夫妻，带着刚小学毕业、来度暑假的孙
子。大叔还在取小轿车后备厢的东西，阿姨已经
提着小包，拉着比她高出半头、身背双肩包的孙
子，急匆匆、笑盈盈地走过来，高声打着招呼：
“听说镇坪县的山水好、空气好、风景好，你们这
里的环境好、住宿好、饭菜好，我们今儿个就起
了个大早，抓紧过来了。 ”

王英把双拐夹在腋下， 几乎是用拐杖在支
撑着身体。但因客人的热情让人兴奋，他抑制不
住内心的激动，一边挥舞着双手招呼着客人，一
边高呼着“欢迎欢迎”。

小朋友指着大门和墙体，问这是什么做的。
他侧过身来，腾出一只手指道：“墙是黄土夯的，
基是石头砌的，正房顶子的瓦是泥土烧的，这门
板、木方都是木头做的，这绿色的门楼子是竹子
做的。”小朋友跑过去，摸了摸土墙和基石，问这
黄土是不是陕北的、青石是不是德国的，他说都
是本地的。小朋友搜索了一下自己的记忆，感觉
无论从网上、书上、视频上得来的库存信息都没
有镇坪黄土屋、巴山石板房这类记忆，当下来了
兴趣，连声叫着“神奇”。 然后他又指着木门、竹
楼问这些是从哪儿来的？王英拉过他的手，指着
院子对面说：黄土就在这菜园、药园、庄稼地里，
木头、竹子就在对面坡上的山林里，石头、石板
就在坡后的山上。小朋友更加兴奋，又赞了一声
“神奇”，当下闹着要进地、入林、上山。王英告诉
他现在该吃午饭了，他才拍拍肚皮，笑了一下，
蹦蹦跳跳地转身跑到汽车旁， 去帮爷爷收拾
东西。

应客人要求 ， 午餐的饭桌放在后院坎边
的桂花树下。 客人们看到金黄的腊肉片儿、雪
白的洋芋粉饼子和绿油油的凉拌黄瓜 、 黄灿
灿的玉米稀饭，一入座就抓起筷子，争先恐后
地一饱口福。 大叔喝了一口香气扑鼻的稀饭，
啧啧嘴，问这是在哪儿买的好东西，王英指着

左边的玉米地说是自家种的 ， 又指着右边的
园地说这土豆、黄瓜、豇豆等蔬菜都是自己种
的，猪和鸡是自己养的。 大口吃肉，大碗喝汤。
三个人火急火燎地消灭了四菜一汤 ， 开始细
细品味锅巴米饭时， 大叔赞叹：“十年前我在
职时，到过安康三次都没来成镇坪。 两次因为
路远 ，往返就需要两天 ，时间不够没有来成 。
一次因为下雨， 山路塌方半途而返 。 没有想
到 ，高速公路一通 ，四个半小时就到了 ，真是
今非昔比呀。 ”阿姨说：“我从没来过安康，更
没到过镇坪，过去听说是‘穷山恶水’不敢来，
今天来了一看才发现是‘青山绿水’。 ”

小朋友不管这里的过去怎样、今天如何，他
只关心这一周的时间如何度过。王英打开手机，
翻开自己给做的攻略， 指着彩色文图介绍道：
“今天下午在这儿参观我家这个民宿群落的餐
饮、住宿、健身休闲设施和菜园、茶园、药园、庄
稼地，以及养猪、养鸡基地，帮你们了解民宿内
容及食材来源，顺带采摘一些瓜果蔬菜，回来参
与做晚饭。你们今天舟车劳顿，晚上好好休息。”

王英介绍，今后几天，弃车步行，真正的绿
色出行。 明儿个全天，参观、体验友谊村的十四
个民宿集群，走哪吃哪，对城关镇的农旅融合产
业做个全面了解。 晚上嘛，到巴山硒院唱歌、跳
舞、喝茶、聊天。 小朋友“耶”了一声，击桌赞同。

王英又笑着说 ：“后天去参观我们的村史
馆、腊肉馆、酒馆和烧酒坊、豆腐坊，可以参与式
体验， 让你们对本地及巴山地区的农耕文明深
入了解。大后天的上午上山，去参观我们的万亩
林下黄连基地。 下午下河，去游览南江河、南江
电站和草滩露营基地，顺带教你划船、游泳和抓
小鱼。 ”小朋友频频点头，满脸期待。

王英从手机中找到镇坪旅游推介平台，打
开镇坪城区、自然国心及飞渡峡、黄安坝草原、
腊肉非遗馆、腊味小镇、巴山盐道等景点页面，
说后几天早出晚归，体验“周边旅游”项目。小朋
友看着那些五彩斑斓的图片，沉思片刻，望着爷
爷奶奶发问：“时间似乎不够？ ” 爷爷奶奶互望
时，王英并不为这潜在的商机而动心思，十分坦
然地笑了一下说“：初次体验，一周够了，要是还

有兴趣，欢迎下次再来！”奶奶释然了，拍着小朋
友的肩头说：“留点遗憾，好了再来！ ”

客人吃过午饭，王英就放下拐杖，坐在椅子
上收拾桌子。 他先把菜盘、饭碗、筷子放在篮子
里，随后用抹布擦洗桌面。 员工端来饭菜，他们
一块儿就餐， 他一边吃着， 一边了解上午的生
产、运营情况，再安排下午的工作。同时打电话，
劝告六家养殖定点户要扩大养猪、养鸡数量，不
然像目前这种每天接待住宿四五户、 散客两三
桌的进度，土养牲畜会供不应求。他又告知做腊
肉、竹笋、洋芋片和木耳、香菇、茶叶等土特产品
加工的农户，要加快生产，精细生产，多做些小
包装和混合包装， 满足不断增速的 “后备厢经
济”发展需求。

西安来的大叔上楼招呼老婆、孙子午休之
后，便到院子里转了十几分钟。 王英让人沏了
一壶当地的小石高山茶陪客人聊天 。 大叔见
他下肢瘫痪 、行动不便 ，却又十分忙碌 ，便问
他何以办起民宿。 王英指着腿说：“我 22 岁那
年因为摔跤而致双腿伤残，加之妻子去世 ，心
情不好 ，一病不起 ，患上骨髓炎 ，致使腿骨坏
死，下肢瘫痪。 今年已经 52 岁了，大半辈子都
依靠拐杖艰难行走。 贫病交加的那些年，真是
生不如死 ，可是上有老 ，下有小 ，还得顽强生
活。 直到 2017 年，政府大抓脱贫攻坚，扶持我
开办了农家乐， 才使我家有了稳定的经济来
源，逐渐脱贫致富。 有了好政策和干部帮扶 ，
自己信心倍增 、立足艰苦创业 、改变命运 、回
报乡亲、回报社会。 我采用积累一点投资一点
的办法 ，通过六年奋斗 ，逐步租用 、改造三处
民居， 建成了配套的民宿集群 ， 发展了吃住
用 、种养加和游购娱一体化的农旅融合产业 ，
带动十几户村民共同致富。 ”

大叔问今天这里住的客人都是哪儿的，他
说有西安、安康的，有重庆、湖北的，四面八方都
有，而自己的接待能力有限，把多数网上咨询、
慕名而来的客人都推荐给了本村其他民宿。 大
叔问他的成功秘诀是什么， 王英用朴实的话语
说道：“我自己没啥特长， 只是老老实实地靠这
一方青山绿水来招待八方宾客。 ”

无论是北风呼啸的严冬，还是烈日炎炎的酷暑，在安
康城区东坝大桥城墙上， 始终活跃着一百多人的锣鼓队，
鼓乐声此起彼伏，铿锵有力，营造出欢乐祥和的氛围，博得
行人驻足围观，为其平添几许愉悦情怀。

在过去的农村地区，一村就有多套锣鼓，从正月初一
敲到十五，从你家敲到我家是司空见惯的事，随着老鼓手
的相继离世和进城定居，年轻人大量进城创业，即使留守
在农村的年轻人也不愿意学这种文化，有的地方几个村敲
不起来一套响器，眼见这项传统文化出现颓势，甚至有失
传的风险，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啊。

可幸好江山代有才人出，在安康城东大树岭村，有个
叫邹定金的老先生自幼天资聪颖，尽管没有进过音乐学院
的大门，但他却自学成为钢琴调音高级技师，凭着聪颖的
音乐天赋和对传统乐器的酷爱，历时二十多个春秋，他的
足迹先后踏遍秦巴地区的山山水水，和一百多个老鼓手搜
集整理鼓乐资料。在搜集整理中他发现，早在几十万年前，
就有先民在陕南地区生活。这里千沟万壑，重峦叠嶂，自然
条件虽恶劣，却也形成了独特的鼓乐文化。 最早鼓乐有八
板，相传“牧誓八国”格一板，合为八板。

2004 年元宵之际， 邹定金在大树岭村组建 50 余人的
锣鼓队并亲自编导和指挥， 参加安康市春节民间艺术大
赛，以安康有史以来最大阵容《长八板》中“老三板”一鸣惊
人，喜获一等奖，自此声名鹊起。2005 年他又独资注册成立
安康锣鼓队，成立迄今，出场大小庆典百余次，百人以上阵
容屡见不鲜。 邹定金多次被媒体采访报道，2011 年安康市
文化文物局授予其“文化活动带头人”荣誉称号，他带领的
队伍也被列为陕西省锣鼓协会副会长级单位。

邹定金依据史料和民间传说， 将各地鼓乐去芜存菁，
删除晦涩重复的节章，创造性地用音乐简谱的方式将音符
固定下来，这种方法彻底改变了口口相传的弊端，开启了
安康乃至全国鼓乐界用简谱传承传统文化的先河，不管是
什么地方的人只要懂简谱就能演奏这种器乐。 如此就突破
了互不通技的壁垒， 能使更多人通过简谱掌握这门艺术，
为更好地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邹定金将改好的鼓谱请知名鼓友来敲，虚心听取鼓友
意见并反复修改，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呕心沥血将《长八
板》修改到第十遍音乐鼓谱，做到精益求精，为后人留下精
美的文化遗产。 修改后的《长八板》除具备通常锣鼓的气韵
之外，还兼具常规锣鼓难能可贵的旋律感和歌唱性，《长八
板》鼓曲复杂多变强调顶针回环，其起伏特点、演奏手法、
配器、格调、指挥方式与其他锣鼓风格迥异。 安康锣鼓为大
鼓音，根据锣具的明显调性该队大锣（道锣）、中锣（社锣）、
小锣（虎锣），小件勾、马锣等统一按同一调的大三和弦，属
七和弦，挑选严格校音，赋予响器共振效应，达到弱奏优
美，强奏和谐之效应。《长八板》鼓曲速度每分钟 130 至 140
拍，低音部鼓四分、二分慢点全音符，高音部鼓多为十六分
音符结合组成各鼓点，这种暴风骤雨式的快鼓点赋予了安
康锣鼓“激越欢快”的独特风格。 从大中小鼓到锣镲，按其
低、中、高形成声部，多达九种器乐分类，各类器乐音量比
值、定员出场排列布局科学合理，合奏时气势磅礴。 对奏时
密集流畅的高音部，有着行云流水、酣畅淋漓之美。 三个声
部的合奏、分奏、轮奏、对奏此起彼伏，近闻如千军万马奋
蹄飞奔，远闻犹幽曲婉转回味无穷。

邹定金对倾尽半生心血的鼓谱情有独钟，唯恐优秀的
鼓乐文化遗失，不顾古稀高龄，又组建了一支以退休教师、
公务员、社会自主职业技术人员为主体的高素质人才锣鼓
队，目前达到三十余人，社会上有志者闻讯皆踊跃报名。 为
了彰显和弘扬安康深厚的鼓乐文化底蕴，邹定金将“安康
锣鼓队”更名为“安康巴人锣鼓队”，他的义举也得到了汉
滨区文化馆的充分肯定和支持。 他不顾极端酷热天气，顶
着炎炎烈日，自农历六月开始，每天下午在东坝大桥北河
堤上，教音乐简谱，水泥地面在烈日的炙烤下，像火苗舔舐
着人的双腿，不一会便挥汗如雨。 邹定金不顾炎热，挥手一
擦继续讲，识谱结束后紧接着进行敲打训练，这是知识与
技法高度结合的训练， 对从未接触过的人而言难度颇大，
邹定金硬是手把手，不厌其烦反复地教，坚持将学员教会
才安心。 他立志在有生之年使安康锣鼓走出中国、红遍世
界，队员们被他强烈的事业心所折服，对他这种为艺术孜
孜不倦的追求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致以深深的敬意。

九月下旬的一天， 在汉阴县漩涡镇堰坪村山南人家
农家乐的大厅里， 刚吃过午饭的刘晓梅就忙着整理计算
去年以来的总营业额。 因为今年生意一直比较忙，刘晓梅
没有多少时间统计，只能抽空大致算一算。

“去年我们家的总营业收入大约有 20 多万元， 纯利
润超过了 10 万元。 ”虽然今年年初至今的营业额还没有
统计出来，但从游客接待的数量来看，今年的营业额一定
比去年多。

从小对做饭比较感兴趣的刘晓梅， 以前是一名乡村
大席厨师，做的菜品比较符合村里人的口味，周边的村民
过红白喜事时，刘晓梅经常被主家请去做大席菜。 但是做
大席菜的问题在于大多时间比较紧、任务比较重，有时候
好几次大席菜连续做， 刘晓梅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内需
要日夜赶工、十分劳累。

随着位于漩涡镇境内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凤堰梯
田游客数量的持续增多， 游客就餐和住宿的需求也在持
续增长。 于是在 2017 年 3 月，刘晓梅在和家人多次商量
后，决定利用自家住房办起了山南人家农家乐，既可以为
游客做地道的农家菜，也可以为游客提供住宿。

农家乐的生意要好，厨艺水平提高是最关键的因素。
因此，当县镇两级组织餐饮技能培训时，刘晓梅每次都会
积极参加。 在刘晓梅看来，县内知名厨师谢丰金对她的厨
艺水平提高影响比较大。 在培训中，谢大厨毫无保留地把
自己多年的做菜心得传授给了参训学员， 特别是如何选
择新鲜、应季食材，菜品的搭配怎样有好的颜色和好的味
道，炒菜如何比较准确地控制火候，谢丰金都会完整地讲
解和展示整个过程，便于参训学员掌握菜品的烹饪细节。

“谢老师讲解演示完毕后，还会要求我和其他学员每
人做一道自己的拿手菜，并全面分析我们的菜品优缺点，
指导我们怎样进一步提高做菜的水平。 ”除了培训之外，
刘晓梅还经常向谢丰金请教， 解决自己做菜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

为了进一步提升厨艺， 并向餐饮同行学习有益的做
菜方法和经验， 刘晓梅前些年积极参加县市餐饮技能大
赛。 在安康市第四届烹饪技能大赛中，刘晓梅凭借黄丝菌
炒香猪肉和果味虾球两道菜获得热菜类优秀奖。

“通过现场观摩餐饮同
行的操作，我学到了很多实
用的做菜技巧，这对自己的
厨艺水平提高有很多借鉴
意义。 ”刘晓梅说。

在刘晓梅看来，外地游
客由于吃惯了城里饭店的
“馆子味”， 他们吃到配料、
做法都比较简单的农家风
味菜品的机会较少，刘晓梅
就想办法把自家的菜品做
出原汁原味的农家味。为了
更加突出菜品的味道，刘晓
梅在每年秋季都会用 20 个土陶坛子， 腌制大量农家泡
椒，还准备了农家菜籽油。 据刘晓梅介绍，用农家菜籽油
炒的菜品香味更浓郁，营养也更丰富，游客更喜欢。

有了农家泡椒这个辅料的加持， 加上农家菜籽油浓
郁的香味，像酸辣土豆片、酸辣土豆丝、酸辣茴香小鱼这
些菜品才能有地道的农家风味。 特别是酸辣土豆片和酸
辣茴香小鱼这两道菜，很多游客在品尝了之后，还会要求
刘晓梅再给他们做上一份大快朵颐。 地道的农家风味给
刘晓梅带来了众多回头客， 许多游客甚至主动把刘晓梅
的菜品介绍给身边好友， 这就是刘晓梅的农家乐生意一
年比一年好的主要原因。

很多时候，游客在刘晓梅家就餐过后还觉得不尽兴，
于是就在刘晓梅家里购买农家泡椒、干土豆片、腊肉、农
家豆腐乳、豆瓣酱等食材，每年仅特色干菜一项，刘晓梅
至少可以卖出 1 万多元。 刘晓梅把这些菜品的做法详细
介绍给游客，便于游客自己在家烹饪，这也为自家的农家
乐吸引了一大批忠实粉丝。

随着食材销售量的增加， 刘晓梅每年都要从村民家
收购一定量的新鲜蔬菜，用于制作特色干菜。 “凤堰梯田
发展旅游业最大的好处是村民种的蔬菜和粮食， 养的家
禽和牲畜都能换成现钱， 不仅改变了以前单纯靠种地谋
生的生活方式，还能更有效增加家里的收入。 ”说起凤堰
梯田发展旅游业带来的生活变化，刘晓梅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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