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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不 要 冲
动 》是作家吴新财
中篇小说集， 由 7
部中篇小说构成 。
每 部 作 品 都 有 着
独 特 的 文 学 、 思
想 、探寻视角 。 作
品 主 要 是 写 现 代
人生活环境 、思想
波 动 及 对 未 来 生
活 期 盼 为 出 发 点
的。

阅 读 者 从 书
名 《请不要冲动 》
就 能 看 出 作 家 创
作的出发点。 生活
和 工 作 中 遇 到 这
种 或 那 种 困 难 和
波折是经常的事 。

困难和挫折会影响心情的， 度过困难和挫折时，
思考是非常重要的，思考决定着行为。

这部书中收入的作品已经在全国各地杂志
上发表过了，反响良好。 作品告诫人们不能做错
事，不能违背人性准则，不能违法，如果违背了做
人与处事的常规准则，就会受到相应处罚，承担
酿成不良后果的责任。

这部《请不要冲动》中篇小说集，反映了作家
另一个创作视角，具有警戒性思想内涵、用侧面
与正面对照，反应正确的人生观、思想道德品质。

作家吴新财，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小说学会
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青岛市作家协会常务
理事、青岛市评论家协会理事。 冰心散文奖获得
者 。 获第 26 届北方优秀文艺图书奖一等奖 。

（高桂琴）

翻开李胜璋先生编纂的 《紫阳味道》，扑
面而来的不仅是紫阳县地方美食佳肴的香
气， 更是一幅饮食文化与乡土记忆交织的壮
丽图景。 这部被誉为“紫阳饮食文化集大成”
的著作，以 25 万字、282 幅图片的体量，全景
式记录了紫阳美食的技艺、历史与精神内核。
既是一部实用性极强的菜谱汇编， 更是一部
兼具文学审美与文化研究价值的乡土文化典
籍。

《紫阳味道》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跳出了
传统美食书籍的窠臼，将“味觉”升华为文化
符号。 书中不仅收录了“紫阳蒸盆子”“皮豇豆
炒肉丝”“三转弯宴席” 等经典菜式的制作工
艺，更以文化为主线，梳理了紫阳饮食与汉水
文化、移民文化、巴蜀农耕文化的深层关联，
自成体系，别具一格。 例如，“紫阳蒸盆子”作
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历史可追溯至刘
邦屯兵汉王城的传说， 书中通过讲述与文学
笔触，将这道压席大菜的“凤凰展翅”之形与
“乡情绵长”之味娓娓道来。 可以说这是以饮
食为媒，解码紫阳的文化基因。

尤为珍贵的是， 书中汇聚了本土文人对
紫阳菜的礼赞诗文，如“酥亢亢”“洋糖饺子”
“油糍夹馍” 等小吃被赋予诗意化的表达，配
以图片影像， 让读者在味觉想象中触摸到紫
阳的烟火气与人文厚度。 即使在介绍菜谱的
文字里也插入了诗词，如介绍“洞河羊肉汤”，
就插入了本土诗人夏成华和马光军的诗词做

为点缀。 这种多维度的呈现方式，使得《紫阳
味道》不仅是一本工具书，更是一部地方美食
文化档案。 不仅仅是实用，还兼具审美和文化
研究多重属性。

李胜璋早年从教、后来从政，曾参与编纂
过《可爱的紫阳》等地情书。 四年前，我曾邀请
他参与编纂《紫阳县脱贫攻坚纪实》一书，负
责编辑产业扶贫章节。 那个时候我就发现他
不是一个为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的人， 而是
热衷对编纂对象深入研究， 因此无论写或者
编都能够出彩。 很多人终其一生都不明白的
道理： 在研究写作对象上下功夫比写作本身
重要。 退居二线后仍然坚持实践活动，大量的
田野调查和深入研究， 才可能编纂出鲜活的
书籍。

李胜璋对编纂对象的深入钻研，在书中
体现得淋漓尽致。 他深谙“功夫在写作之外”
的真谛。 为完成《紫阳味道》，他历时多年走访
紫阳 17 个镇、40 余家餐饮企业， 搜集散落民
间的“洋芋汤粑炖猪蹄”“碱水馍炒辣椒”等 20
余种濒临失传的传统菜肴， 甚至自费探访中
国九大“厨师之乡”、“八大菜系”发源地与五
大“世界美食之都”，汲取各地饮食文化精髓
以丰富紫阳菜系的表达。 可以说他深入研究
的写作， 才有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
华，从田野调查到纸上的“鲜活”书写。

这种脚踏实地的田野调查精神， 使书中内
容既具学术严谨性，又充满生活气息。 例如，书

中对“三转弯”宴席的解析，不仅详述其“四盘四
碗八道菜”的礼仪流程，更通过呈现大量精美图
片形象展示各种菜肴。 我曾多次与他共赴酒席，
我们在吃喝的时候， 他确忙于拍摄或找厨师聊
天。 正是这种日积月累的田野调查，从中提炼的
细节，使得《紫阳味道》跳出“纸上谈菜”的局限，
成为一部“活”的文化志。

李胜璋退休后仍投身公益与文化事业 ，
坚持田野调查，其编纂的《紫阳茶人》与《紫阳
味道》，均成为紫阳文旅融合的重要载体。 书
中对富硒食材、传统宴席的挖掘，不仅为当地
餐饮提供了标准化参考，更助力“紫阳味道”
品牌走向全国———从富才硒美食节的热闹场
景，到西安永兴坊非遗美食街的展销盛况，紫
阳蒸盆子等菜肴已成为游客体验陕南风情的
必选项 这些成就和作为， 自然也有他的贡
献，使他的余热生辉，他是以书为桥，为乡村
振兴出力。

《紫阳味道》的编纂，亦是紫阳县推动“美
食+旅游”战略的重要一环。 书中对“紫阳蒸盆
子”“猪蹄子炖藕”等传统美食的推介，与蒿坪
镇“千亩茶海”“夜市一条街”等文旅项目形成
联动，助力乡村振兴。 饮食文化不仅是传承的
载体，更是乡村振兴的 “味觉引擎 ”———通过
美食吸引游客、带动富硒农产品开发，紫阳正
将“舌尖上的资源”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动力。 美食是紫阳第三产业的最大潜在优势，
而《紫阳味道》正是将“文化优势转化为市场

优势” 的关键一步。 它既为乡村振兴提供了
“舌尖上的解决方案”， 也为读者打开了一扇
理解乡土中国的窗口。 这是另一种风格的中
国故事的讲述。

《紫阳味道》的珍贵，不仅在于其对饮食
技艺的忠实记录，更在于其对“人”的观照。 书
中讴歌了以名厨吴德江、徐志平、何晓波、王
自军为代表的传承者， 也记录了伍贤密等为
紫阳烹饪发展有贡献的人， 讲述了他们的奉
献故事和家乡情怀。 这些细节让读者看到，一
道菜的背后，是匠人的坚守、乡民的智慧以及
对乡土的深情眷恋。

胜璋凭借“干一事成一事”的坚定恒心 ，
为紫阳留下了一部兼具实用性与思想性的文
化经典。 翻开此书，品味的不仅是紫阳的美食
佳肴， 更是一份对传统的敬畏与对乡土的深
情眷恋。 《紫阳味道》宛如一部“有温度”的饮
食志，它既是对紫阳风物的深情告白，亦是对
文化传承者的崇高致敬。 在快餐文化盛行的
当下，这种“脚踏实地”的书写尤为珍贵———
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化积淀，从来不是浮光
掠影的堆砌， 而是源于对一方水土的敬畏与
深耕。 美食是时间的馈赠，亦是匠心的凝结。

如果说“味道”是地域的密码，那么《紫阳
味道》便是解码紫阳的一把钥匙。 它让我们相
信， 在工业化与快节奏的今天， 仍有一方土
地，以味觉为舟，承载着文化的厚重，缓缓驶
向未来。

枕边书

《走过丹江》是
陕西作家李育善散
文集， 叙写了丹江
的前世今生， 思考
的 侧 重 点 是 江 与
人、 人与江的相互
影响、相互依存。作
者调动眼 、耳 、口 、
鼻等感官的视觉 、
听觉 、味觉 、嗅觉 、
触觉等感知系统 ，
以贴近民生和大地
的 无 限 敞 开 的 心
灵， 大量充沛而鲜
活生动的民间日常
生活细节， 构筑起
在场、 贴地和更近
心灵的写作； 感性
和 诗 性 兼 具 的 语
言， 重申和重塑非

虚构散文的写作伦理。
该作品用个人的视觉、纪实的文字，叙写了丹

江，从一滴水、一眼泉、一条溪流到大江奔流，流程
近 400 公里，视觉和行程超过 2000 公里，甚至从
现实穿越到历史和未来；对丹江沿岸的风物景致、
人文景观进行了随机点缀式的描写。 诚实、真实、
原生性的写作态度，对真实信念写作伦理的坚持，
是作家一直以来的写作理念。《走过丹江》里，作家
将这种写作的诚实态度和真实信念的写作伦理，
作了更深广和更广阔意义上的深拓。 作家深入生
活内部来写，从丹江源头遇到的老人、不同的人写
起，到丹江口结束，整个行程中，大量的民间人物，
有的有名有姓，有的没名没姓，有的有姓没名，但
每个人物都自然亲切，栩栩如生。 说到底，作者是
由于有一颗悲悯和善察的心，才能设身处地，想这
些人物之所想， 才能写下他们本是平凡却不平凡
的小人物传。 （梁真鹏）

中国传统节日
是中华文化的重要
载体，是一个在时空
序列轴上涵括天文
地理、 人文历史、伦
理道德、 政治经济、
文学艺术、习俗风尚
等多方面的宏大的
知识体系，体现着中
华文化的丰富性和
多样性，是历史演进
中的“人文化成”。 中
国的传统节日不仅
是知识体系，也因其
蕴含着诸如热爱生
命 、追求健康 、敬祖
孝先、 尊老爱幼、弘
扬正义、 贵和尚美、
团结和睦的中华传
统美德，更是我们中

华民族精神的写照与民族情感的凝结。
近年来，全国各地致力于提升节日遗产的影

响力、知晓度、凝聚力，在塑造著名节日与节气品
牌等方面颇有成效。 如何使传统节日成为传承民
族文化的载体，并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是当下
民俗节日研究与节日类非遗保护研究的关键问
题。

对本书的内容与主旨简要概括，可总结为以
下三点： 一是在对传统节日的历史知识梳理中，
构建传统节日的物质系统与节日文化符号；二是
通过对神话故事、地方志、民俗文献、诗歌典故的
材料挖掘， 书写传统节日的仪式与习俗活动，为
大众节日生活作出引导；三是通过对节日材料的
分析与当代社会具体节日案例的总结剖析，重视
传统节日精神核心的建设，提升公众对节日精神
赓续与节日遗产传承的意识。

（王莉）

《走过丹江》

《中国节———
一年好景君须记》

味觉的密码与乡土情怀
□ 张斌

安康 书评

《请不要冲动》

在翻阅清乾隆《兴安府志》时，有一位名叫
左福的成化十一年安康籍进士。 清嘉庆《安康
县志》记载：“左辅，兴安州人。 明成化壬戌进
士，授工部主事……旧志作左福。 ”“旧志作左
福”则说明了乾隆《兴安府志》中的“左福”应该
是“左辅”。

关于明代进士左辅，正统七年《进士登科
录》中有明确记载：“左辅，贯江西吉安府安福
县，民籍。 陕西金州学生”。 明代《寰宇通志》中
也有两处记载，一处为“左辅，金州人，正统七
年刘俨榜进士”， 另一处为 “左辅， 俱安福县
人”。这与明万历《吉安府志》和清康熙《安福县
志》“左辅，御史，陕西金州中”的记载相吻合。
可以确定， 左辅的祖籍江西吉安府安福县，学
籍在陕西金州 （今安康）， 是正统七年（1442
年）进士。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 左辅的生平逐渐清
晰。 他以金州学生的身份，从陕西乡试的第 32

名，到会试的第 97 名，再到殿试的三甲第 50
名，每一步都凝聚着他的汗水与智慧。 此后，
凭借其超凡的智慧与才华，在仕途上书写了辉
煌篇章。 他曾担任过四川道监察御史、河南尉
氏县知县、直隶扬州府泰州知州等官职。 出任
御史时，不避权势，弹劾直谏，曾被贬为滇南驿
官。 在泰州任职期间，为官外和内刚，刑罚清
明，不判重刑，并且重视农业，每年都能迎来庄
稼丰收。 他创建祭祀贤人的塑像，兴建州治衙
门、皋门、公馆、察院、崇文、钟楼等工程，没有
侵扰过百姓，可谓清正安民，官绩卓著。

左辅的相关记载在安康的史志资料中十
分有限。 而对于这位明代金州第一位考中进
士的学子，我们认真考证他的相关史料还有着
另一番深意。 在安康的历史上，明代以前能够
跻身仕林者寥寥无几，自他之后这一情况悄然
发生了变化，甚至可以说，安康的文脉由此时
开始觉醒。

明代第一次殿试是洪武四年 （1371 年），
到正统七年（1442 年）左辅中进士，在这 71 年
中安康没有产生进士。 而在左辅中进士后，成
化年间，有任职监察御史、河间府知府、山东参
政的谢文；任职监察御史、撰写《关南道曾如春
修城堤记》 的陕西金州守禦千户所军户鲁得
之。 弘治年间，有官至户部主事、著有《于伎陵
集》，年仅三十而卒的张凤翔；任职过镇江府知
府、淮安知府、山东按察司副使、密云兵备副使
的罗循。万历年间，有任职山西长治知县、吏部
主事、考功郎、太仆卿，晋督察院右副都御史、
督抚蓟州、兵部尚书、赠太子少保的紫阳县军
籍刘四科……据统计， 明代正统七年以后，安
康籍的进士达 15 人之多。

为何自左辅之后，安康的文风日益炽盛？
这种跨越式的发展背后，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来明代为广泛选拔人才， 突破了唐宋时期
科举名额稀少的旧例，开始实行扩招，安康籍

学子受益其中， 安康的仕林文化也随着科举
制度的发扬光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二
来国家的统一为文教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相对
稳定的环境，官办学校“金州学”于洪武五年
（1372 年）重修，为当地学子提供了安心求学
之所，也为他们的科举之路奠定了基础。 三来
元末明初的移民潮为滋养安康文脉注入了新
的活力与希望。 例如，这位来自江西的才子左
辅，随父祖穿越千山万水后，定居在山清水秀
的金州。 当这个从“文章节义之邦”的吉安迁
徙而来的家族在金州大地上深深扎根之时 ，
他们所带来的， 远不止是那简单的行囊与家
当，更是那世代传承、浸透在血脉之中的耕读
传统。 这份传统，如同一股清泉，悄然融入了
安康这片“虽务农桑，却尤重文墨”的土壤，与
之相互交织， 共同孕育出了一片独特的文化
沃土。 而左辅，正是这片文化沃土中涌现出的
代表之一 。

南北朝时，马蹄声碎，刀光横扫，名将如历
史天空的群星，灿烂晶莹。 其中一颗，是安康
人，名李迁哲。 他不仅被载入了本地历代地方
志书中，还是安康唯一一位在中国二十四史的
两部史书中拥有个人传记的人物。

他从安康山水间走出，带着慷慨，带着铁
血，也带着智谋。 这样的将军，在南北朝少见。

李迁哲，字孝彦。出身于山南豪族，原本是
年少有为的南朝将军。 梁武帝太清四年（550
年），已经承袭沌阳侯爵位的李迁哲，都督东梁
洵兴等七州诸军事，任东梁州刺史。

那时，梁武帝萧衍佞佛，信任奸臣，他接受
了北朝叛将侯景的投降。 此时，留在安康的将
军李迁哲，以守为攻，力阻叛军入侵安康，他金
戈铁马，长矛飞扬，在乱世中为本地百姓营造
了一片安宁之境。

建都长安的西魏， 趁机派出大军进攻安
康，李迁哲身着盔甲，率军反击。 几番生死抵
抗，最终兵败。为了让城内百姓免遭屠戮，他选
择投降，但始终不卑不亢。他被押送到长安，西

魏执掌权力的宇文泰责备他：“为什么不早点
归降，以至于劳动大军进攻？ ”他却回答：“我
全族世代受梁国恩惠，没有尽忠报效，又不能
以死守节，为此感到惭愧。 ”宇文泰听后，十分
赞许。 此后，李迁哲做了宇文泰手下的将军。

不久，“直州人乐炽、洋州人田越、金州人
黄国等连结为乱”。 宇文泰急忙派出军队进行
镇压。 贺若敦的军队因此受到了阻碍，一时间
无法前行。 宇文泰考虑到李迁哲在山南素有
信义之名，就派他和贺若敦一同前去谋划。 不
少听闻李迁哲声明的乱军选择了主动投降，一
些负隅顽抗的也很快战败被俘。 随着叛乱平
定，贺若敦和李迁哲还有任务，继续攻占梁朝
的城池。

魏军来到鹿城 。 鹿城守将派来使者 ，表
示愿意投降。 贺若敦部下一听很高兴，直接
受降。 李迁哲却提醒大家，“受降的时候不能
掉以轻心，就如在战场上对敌一样。 我看那
个使者的神态，高昂脑袋，目光坚定，恐怕是
有诈吧？ ”结果，梁军果然“于道左设伏以邀

迁哲”。 因为有准备，李迁哲带着军队打败梁
军，神威大震。 巴、濮两州的百姓也相继归降
于西魏。 接着，西魏还派田弘、李迁哲一同征
讨了信州。

攻城时，李迁哲常常率领骁勇善战的前锋
军，每次作战无不身先士卒，曾夺城十八所，开
拓疆土三千里。 当时信州传来消息，一个名叫
向五子王的蛮族首领，趁着魏军远去，率领部
下攻占了信州。田弘赶紧让李迁哲带着大军回
援信州，号角一声，旗帜招展，向五子王看见李
迁哲的旗帜，带着部下逃之夭夭。魏军凯旋，李
迁哲奉命镇守白帝城。

李迁哲占领信州后， 马上开始收集葛根，
磨成粉面，和米搭配在一起作为军粮，自己也
和战士们一起吃这个。 有了不一样的美食，他
就分赐给兵士。它还亲自给患病的战士服侍医
药。 因此，军士都感激他，人人都愿意效命。

李迁哲还征讨了劫掠江中，祸患百姓的蛮
匪，从此，诸蛮畏惧他的威势，纷纷送上了军
粮，还遣送了一千余家子弟为人质。 李迁哲在

白帝城外筑城安置他们。 并设置四镇，以保证
通路安全。 此后劫掠很少出现，军粮得到了保
障。

北周天和五年（570 年），陈朝将领章昭达
攻逼江陵。 已升任大将军的李迁哲镇守在襄
阳，遂奉令前去救援。 两军交战，兵稍退，年过
六旬的李迁哲亲自冲锋陷阵，手杀数人。 陈军
借水位上涨之机，毁坏堤坝，引水灌城。城中陷
入惊慌骚乱。李迁哲一边调兵堵住北堤止住河
水，一面招募骁勇之士主动出击，斩获颇多，众
心才稍为安定。陈军又进入外城内，焚烧民房。
李迁哲率骑兵出南门， 又令步兵从北门出击，
两军合势，首尾相攻，击败敌军。 当晚，陈军数
百人又悄悄于城西以梯登城。李迁哲又率并抵
抗，陈人再次溃败。 不久，突然起了大风，李迁
哲乘夜出兵攻击其兵营，陈人混乱不堪，死伤
甚众。

北周建德二年（573 年），李迁哲晋爵安康
郡公。次年，他在襄阳去世，终年 64 岁。北周朝
廷追赠他为金州总管，谥号壮武。

药材之乡的悠久历史

安康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 珍稀
动物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 素有 “生物基因
库”“天然中草药之乡”的美誉。 据《安康地区
志》（2004 年出版）记载，安康的中医药史，可
追溯至汉代的旬阳， 那时的医者已懂得用铜
龛、铜圭等计量容器称量药材，将草木的药性
精准融入方剂。

唐代金州的药材贸易曾十分兴盛， 向朝
廷进贡的 15 种药材中， 就有杜仲、 麝香等珍
品。 诗人姚合任金州刺史时，曾在西园辟地种
药，写下“药草枝叶动，似向山中生”的诗句。
他不仅亲自采药、试方，还将药香融入政务，
让金州的草木之名随着诗卷流传千年。

明洪武五年， 旬阳县令李肃在县城龚家
梁创办通志小学，内设医学科目，讲授中医药
与防治疾病知识， 让岐黄之术在琅琅书声中
生根发芽。 旬阳县令李肃在县城龚家梁建立
通志小学。

《寰宇通志·卷九十九土产》记载，金州盛
产石斛、天麻，洵阳县（现旬阳县）盛产水银、

朱砂。 清朝光绪年间岚皋县太平坝 《民生被
泽》碑文载：“境内地瘠人贫别无出产，惟靠兴
种典种药材，贫者赖以养家，富者赖以生息”。
1916 年镇坪县《大众公议》石碑，记有“此处良
田少，荒地多，盛产黄连、当归、党参、花椒等
山货特产”。 黄连、党参、当归等药材不仅是治
病救人的良药，更是维系生计的重要依托。

中医学的当代传承

安康中草药资源十分丰富， 中医历史悠
久。 1939 年，安康始成立中医医师公会。 1941
年，汉阴县成立中医医师公会。 1949 年，旬阳
县有中医 149 人，安康县有中医 107 人，中药
铺 105 家，镇坪县有中医 23 人。

新中国成立后， 人民政府大力发展中医
药事业。 1960 年 7 月，陕西省安康专区卫生学
校成立，开设中医进修班。 1962 年首批汉中卫
校中医医士专业毕业生分配安康地区基层卫
生院工作。 1964 年后，安康地区始有陕西省中
医学院本科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县以上医疗单
位工作。 1977 年，全区具有 30 年以上临床经

验的中医药人员已有 240 余人，其中有影响的
名老中医如程庄、叶锦文、周黎民、王焕然、李
佛海、何再仁等 12 人。

1978 年， 安康地区为执行中央规定的有
关政策，地、县均成立地、县级中医院，为部分
名老中医配备学徒。 1980 年 12 月，中华中医
学会陕西省安康地区分会成立。 1985 年 2 月，
陕西中医学院安康地区函授站成立， 全区曾
先后组织两届 117 名学员参加函授学习。

2005 年后， 市中医医院进行重点专科建
设。 2008 年，确定首批重点专科（学科）带头
人、继承人选拔、激励办法等系列管理制度与
经费保障措施，中医药人员数量不断增长。 党
的十八大以来， 中医药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
进步，中医药特色优势进一步发挥，逐步形成
了融预防保健、疾病治疗、康复为一体的中医
药服务体系。

中药的发展放光彩

在中医药学逐步复苏的背景下， 安康迎
来了中医药文化的一次井喷。 1954 年安康地

区首届中医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主动把秘藏
多年或世代相传的单、验、秘方贡献出来。 是
张福永献出祖传“五好三仙丹”治愈患者的仁
心，是叶锦文在《小柴胡汤及其应用》中对伤寒
病的独到见解，更是无数民间郎中走村串户、
口耳相传的医德传承。

如今 ，随着 “硒谷 ”品牌的崛起 ，安康的
中药材正以新的姿态走向世界：天麻饮片在
电商平台上成为“网红爆款”，绞股蓝茶远销
海外， 黄姜提取物被应用于现代医药研发 。
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地将药材种植与生态保
护结合，在海拔千米的山林间建立仿野生种
植基地 ，让 “绿水青山 ”真正转化为 “金山银
山”。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回望，安康医道的传承
从未间断。 从汉代的容具称量到今天的基因
检测，从姚合的西园药圃到吴风平的智能煎药
机，变的是技术与形式，不变的是悬壶济世的
仁心与敬畏自然的智慧。 这片土地上的草木
与医者，正共同书写着一部跨越千年的生命史
诗，让古老的中医药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新的
光彩。

志书里的本草与仁心
□ 张萌

安康名将李迁哲
□ 余显斌

进士左辅与一方文脉觉醒
□ 胡继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