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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河县西营镇蔓营村，是秦巴
山区一个普普通通的村落，来来往
往间，我已记不清究竟多少次踏上
这片土地 ，而每一次重逢 ，它总能
带给我全新的触动与感悟。

来到村口，村口边耸立着一座
带有“诗画田园 和美蔓营”字样的
标识牌。 进入蔓营村，这里土地平
坦开阔 ，屋舍错落有致 ，田间小路
纵横交错，鸡鸣犬吠声声相和……
仿佛是陶渊明未曾写尽的桃花源
续篇，又或是王维山水诗中走失的
某个章节。 置身于这片田园之中，
久违的松弛感涌上心头，让人不由
自主地沉浸在悠悠的慢时光之中。

当春风掀开季节的扉页，春花
的清香便如梦幻般弥漫开来，将整
个蔓营村温柔包裹。 徜徉于花海之
中，微风轻拂，层层花浪摇曳生姿，
如同一幅流动的画卷 ， 涟漪荡漾
间，尽显自然的灵动之美。 田埂上，
孩童们无拘无束， 肆意地奔跑着，
手中风筝仿佛自由的羽翼，越飞越
高 ，欢笑声呐喊声 ，在花田上空交
织回旋，映照着“儿童散学归来早，
忙趁东风放纸鸢”的诗意画面。 慵
懒的小猫也沉醉在花海之中，蜷缩
着身子 ，眯着眼睛 ，享受醉人的春
光。 蜜蜂与蝴蝶好像花之精灵，忙
碌地穿梭于花海，时而东、时而西，

应该是被这迷人芬芳灌醉了吧，已
经迷失在这金色的梦境里， 沉醉不
知归路。极目远眺，白墙黛瓦的村落
与远处的青山相互映衬， 构成了一
幅动静相宜的乡村春居图。

当蝉鸣拉开夏日的序幕时，蔓
营村又换上了一袭翠绿的衣裳。 大
片大片的荷叶， 你挨着我、 我挤着
你，像是一群亲密无间的伙伴，热热
闹闹地站满了整个池塘。 荷叶的形
态不一，有的圆润饱满，有的四周卷
曲，还有的滚动着晶莹剔透的水珠，
在阳光的轻抚下， 闪烁着晶莹的光
芒。娇艳的荷花舒展着婀娜身姿，宛
如亭亭玉立的少女画着白里透红的
妆容，在层层叠叠的荷叶间，半掩着
娇羞的容颜。偶尔，几只轻盈的蜻蜓
结伴而来，如灵动的舞者，于花间蹁
跹戏舞。 荷塘里， 青蛙偶尔引吭高
歌，与鸟儿的欢唱交织共鸣，像是奏
响一曲曲稻田牧歌， 让人也有意无
意地跟着附和几句。

当秋风染黄第一片稻田， 一株
株饱满丰硕的稻穗， 沉甸甸地垂下
了头，在微风的轻抚下，随风摇曳，
好似在彼此私语， 分享着年轻时青
涩的故事。秋日的暖阳倾泻而下，如
金色的纱幔铺满整片稻田， 每一株
稻子都被勾勒出清晰的轮廓， 闪耀
着璀璨光芒。 驻足看着眼前如诗如
画的景致，心间满是欢喜与舒畅，下
意识地，耳边似乎响起了《在希望的
田野上》熟悉的旋律。勤劳朴实的村
民们， 按照作物生长的规律和时间
节点将一颗颗晶莹饱满的稻谷收入
仓中，他们的身影在阳光的映照下，
仿佛与稻田融为一体， 成为这秋日
画卷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当凛冽的寒风奏响冬天的序
曲，初雪宛如天女散花，纷纷扬扬地
飘落在广袤的山野间。远处，那连绵
不断的山峦，渐渐被雪温柔覆盖，只
露出些许墨色的山棱， 好像一幅天
然的水墨画。放眼望去，整个蔓营村
都被这纯净无瑕的白色精心装扮，
刹那间变成了一个如梦如幻的童话
世界。山脚下，几户人家烟囱里升腾
起袅袅炊烟， 烟雾在寒冷的空气中
缓缓飘散， 整个村子都弥漫着乡村
柴火燃烧的独有味道。 那些在时光
里发酵的期盼， 如同沉睡在泥土中
的种子，被白雪温柔呵护，只等春风
一声召唤， 便会在下一个春天破土
而出，续写蔓营村新一年的故事。

与蔓营村的每一次相逢， 都能
让我在纷繁尘世中寻回内心的宁静
与本真。 那些治愈人心的风景却是
藏在蔓营村的一年四季。

日前，有友自古都西安来访，便相约去新
城街道程东村走走看看。 听说那里近期变化
非常大，已成为来安游客网红打卡地，便静下
心来前往一睹风采。 感受一下历史与现代交
织的独特韵味。

清晨，阳光温柔地洒在大街小巷，街边的
蒸面、馄饨早点摊冒着腾腾热气，芝麻烧饼炕
炕馍的香气窜出去了大老远， 那是小城安康
市民特有的生活烟火气。 迎着几分凉意的微
风，缓步自市委前小广场出发，绕过葱翠的竹
园绿树，街边小花园里，花朵争奇斗艳。 红的、
粉的、紫的，五彩斑斓，宛如一幅绚丽画卷。 蜜
蜂在花丛中忙碌地穿梭，为这宁静的画面增添
了几分灵动与活泼。

踏入香溪洞公园“福道”，就仿佛踏入了一
个天然大氧吧。 群山环抱，早春雨后的空气，
清新得让人心旷神怡， 走在塑胶步道上十分
舒适。 沿途七里香花藤上的刺芽已经吐出新
绿，杨柳枝头嫩叶初萌，鹅黄之色尚未均匀 。
微风轻拂过面颊，留下了一缕缕淡淡的幽香，
想必那定是早春幽兰的雅韵吧。 此时此刻，让
人不由得想起唐朝诗人杨巨源的诗作《城东早
春》中“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 若
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 ”

漫步程东村，沿途可谓一步一景，一派全
新景象映入眼帘。 铺设不久的彩虹公路蜿蜒
而上，每一步都仿佛行走在风景画中。 手中的
相机， 让我们觉得这里每一处风景都值得记
录。 昔日狭窄的水泥路， 已变成了沥青路面。
沿道两边有红蓝白三色流线， 华丽蝶变周道
如砥的道路蜿蜒至山顶。 绿意盎然的菜园、干
净整洁的村容村貌、灰白黄墙黛瓦焕然一新，
一家家农舍若隐若现， 来来往往的车辆和游
客川流不息……

在这里，你不需要咖啡来提神，也不用在
城市的钢筋水泥丛林中挤破头。 可以慵懒地
随便选一家当地村民经营的“安康味道 农家
乐”，泡一杯安康富硒茶，听一听香溪洞八仙
的故事，或者搓上几圈麻将，就可以休闲地度

过一天，比东奔西走腰酸腿疼去外地旅游都过
得惬意。

村口不远处左手边，看到了“老供销”的招
牌，便信步进去歇歇脚。主人叫李增印，见有客
来，忙放下早饭碗筷招呼。一边热情让座，一边
麻利泡茶。 年逾古稀的他，动作利索得就像个
年轻人。他脸上的皱纹，如同岁月的刻痕，记录
着这里的变迁。

老李曾是一名供销社老员工， 后由于改
制，便在 1997 年初以 4 万元价格，买下了这个
香溪分销店。先后投资几十万元对其进行改造
提升，在家办起了农家乐。为了怀旧，他保存了
原供销社时遗留的老柜台和山货架等老物件，
还请安康本地书画家们给家里进行了装饰。老
李说：“这次全村农家乐集中改造提升，我们各
家投资都在 30 万元以上。通过验收后，政府给
我们每家补助了 5 万元，还是党的惠民政策好
哇！ ”

在与村干部聊天中得知 ，2024 年程东村
被确定为全省“千万工程”示范村建设试点，在
“整容式”提升改造中，请来专业设计师，坚持
一户一设计方案，为每户农家乐量身定做小菜
园、小花园，确保特色鲜明，突出“微改造+乡
土味”，对农家乐原有建筑外立面、室外人居环
境和室内包间墙饰等进行“美颜”。普通农房以
“灰 、白 、黄 ”三色为主色 ，为外墙披上新 “外
衣”。 小菜园、小花园就地取材，用竹篾和青砖
围起来，显得更有田园生活氛围。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半年来的辛勤付
出，示范村建设成果丰硕，让岭后程东实现华
丽蝶变。农家乐提升改造 37 户，农房风貌提升
102 户， 打造庭院经济 134 户， 林果园提升
1400 余亩， 村主干道拓宽改造铺设沥青路面
3.1 公里，产业发展道路改造 4.8 公里……

伫立村后制高点眺望，汉江犹如一条白色
的玉龙，自西向东将安康山城一分为二。 一江
两岸，安康城郭楼舍错综，风帆点点 ，烟树参
差，远山如黛。 好一幅天然的山水园林城市加
乡村美景的画卷呀！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 地处秦巴山区
的岚皋人民延续着对家乡和人生特有的感知
方式，点起炉火，一次次创造了舌尖上的奇迹。

一盘青红点缀着灰黑色的酸辣魔芋豆腐，
是岚皋人餐桌上的家常小炒，也是岚皋魔芋最
具代表性的做法。

魔芋豆腐的制作过程是岚皋人独特的美
食“魔法”，灰色笨重的魔芋块茎在岚皋人的巧
手下几度变换形态，将块茎去皮磨浆，加碱水
凝固，再经过切块切片、煮沸定型、漂洗浸泡，
才成为滑嫩弹牙的魔芋豆腐。

4 月 8 日，走进岚皋县民主镇枣树村“客
路故乡”民宿集群的红豆山庄，业主唐玲正忙
着准备宴席所需菜品，只见她将各色配菜食材
全部洗净备码好放入盘中，红是红、绿是绿，色
彩搭配让人赏心悦目。其中就有不起眼的魔芋
豆腐。

在唐玲的记忆中， 小时候生活物资匮乏，
爷爷奶奶告诉她，只有不缺油盐的大户人家才
能吃得上酸辣魔芋豆腐。而如今人们生活条件
变好了，饮食上口味丰富了，酸辣魔芋豆腐成
了下饭解腻的家常菜，也成了追求减肥和健康
人士餐桌上的“宠儿”。

锅中水沸腾后，唐玲麻利地把深灰色的条
状的魔芋豆腐丝倒进锅里焯水。 “因为在制作
魔芋豆腐的过程中用到了食用碱，焯水能去掉
碱味儿，让口感更好。 ”唐玲解释道。

酸辣魔芋豆腐让人垂涎欲滴的奥妙之一，
就是佐以岚皋人腌制的泡菜，家家厨房里或多
或少摆放着陶罐或玻璃罐，其中盛满发酵的酸
水，浸泡着萝卜、辣椒、蒜薹、豇豆等蔬菜。

“酸萝卜的选用很有讲究，必须用小萝卜，
口感就更嫩、好吃，再放点本地的小芹菜，搭配
好颜色，炒出来很漂亮。 ”唐玲笑着说。

火灶里红彤彤的火苗舔着锅底，油温急速
升高，唐玲将一把葱段姜丝蒜末和鲜红的酸萝
卜丝撒进油锅，激起浓浓的辣香味，再将焯好
水的魔芋豆腐丝入锅，水汽顿时升腾起来。 灶
下猛火烧着，唐玲握着铁铲快速翻炒，让原本
朴素寡淡的魔芋豆腐彻底吸收进酸辣味，不一
会儿，一盘色香味俱佳的酸辣魔芋豆腐就热腾
腾地端上了客人的饭桌。 不仅让人生津开胃、
食欲大动，又兼具补充硒元素、瘦身减肥的功
效。

“这里的酸辣魔芋豆腐我很喜欢，很爽口，
非常下饭。 ”食客郑德芳品尝后说。

一盘酸辣味，抚平人间烦忧事。如今，唐玲
所在的“客路故乡”民宿集群已建成五星级和
美庭院 19 户、四星级 21 户，共有农家乐、民宿
20 余家，生意红火。 不少人特意前来，为的就
是一睹客路故乡淳朴自然的乡间景色，品尝一
桌最朴实无华的农家味道，感受最本真的热情
好客、仁义至上的情感。

在绿都宁陕的北大门，坐落着独具魅力的
小镇———江口回族镇。 在这众多美食里，当地
“十大碗”独具特色。

当地“十大碗”又称“片碗子席”，其中红片
两碗，白片两碗、烩菜四碗，小炒两碗。 清真“十
大碗”制作技艺、食材考究，煮肉、片碗、清蒸等
环节非常关键。

红片是用本地的黄牛肉、白山羊肉，或者
土鸡肉做成的“片碗子”。 挑选肥瘦得当的黄牛
肉、山羊肉、土鸡肉整块下锅，择时下入煮肉用
的料包，用八成火候将肉炖的熟透，肉香汤浓
时出锅备用。 再将红萝卜块、白萝卜块放入煮
肉的原汤中炖至熟透备用。 做片碗子的时候，
将煮熟的肉“片”成肉片放在小碗里，在笼上清

蒸 30 分钟后，在片肉的碗里舀满炖熟的红萝卜
块、白萝卜块，翻至拼碗，白萝卜块等垫菜在碗
底，肉片在上，再浇上事先调好的红油和煮肉
原汤 ，撒上鲜嫩的蒜苗末 、香菜 ，色香味美的
“片碗子” 就展现在你的面前， 因颜色呈肉红
色，俗称“红片”。

白片是用鸡蛋饺子或豆腐做成的 “片碗
子”。 鸡蛋饺子片碗子是用鸡蛋液烙成饺子皮，
里面包上肥瘦搭配的牛肉或羊肉肉馅，烙熟后
备用。 豆腐“片碗子”则将鲜豆腐片成三厘米左
右的薄片，放入油锅过油备用。 将烙好的鸡蛋
饺子或豆腐层层叠在小碗中，同样放在笼上清
蒸 30 分钟后，在鸡蛋饺子碗或豆腐碗里舀满炖
熟的菜垫在碗底，鸡蛋饺子或豆腐在上，再浇

上红油和原汤，撒上葱蒜香菜等配料。 因颜色
呈淡黄色或白色，俗称“白片”。

炖肉，以炖肉块、红萝卜块、豆腐块、木耳
为主。 牛肉块煮至熟透，红萝卜块用肉汤炖的
熟透，豆腐块过油，这些工序完成后，用煮肉的
原汁汤将牛肉块、红萝卜、豆腐块、木耳烩在一
起，再撒上葱花，烩菜的鲜香扑鼻而来，刺激着
味蕾。

小炒，以芹菜牛肚居多，将煮熟的整块牛
肚改刀成条 ，与芹菜段爆炒 ，放入盐 、干辣椒
段、花椒面等佐料，出锅后撒葱花或蒜苗，便可
上桌。

清真“十大碗”，是家乡的美味 ，也是民族
文化传承。 古往今来十分讲究，在回乡的重要
场合里必不可少，“没有‘片碗子’不成席”的说
法一直都有，“片碗子”端上桌，回乡的情义浓。
回乡的“片碗子席”，在节日活动、丧事场合还
要配上油香。

“片碗子”上桌摆放也是一门学问，两碗红
片对着上席，白片与红片垂直而放，两碗小炒
分别摆在上席的两侧， 四碗烩菜放在四个拐
角，主食多以大锅米饭为主。

“片碗子席” 是流水席， 在吃法上也很讲
究。 一般用的是传统的方桌，八人一席，支客招
呼长辈、远方的客人坐第一轮，坐上席一般是
辈分高的或年长的客人，要招呼全席的宾客吃
好。 吃席的顺序也是讲究先吃红片，再吃白片、
烩菜 、小炒 ；老者 、长辈先动筷 ，互相谦让 ，红
片、白片、小炒四人一碗，炖肉两人一碗。 吃席
期间，主人家会挨桌招呼大家吃好，热情的主
人还会拿起碗给客人碗里倒菜，席上的每碗菜
都吃完，主人家越高兴，也代表对主人的尊重。

回乡的“片碗子席”既是民族饮食文化的
传承，也是尊老爱幼、爱惜粮食等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的弘扬。

席毕后，宾客共同起身感谢主人这热情地
招待。 此时，倒茶的小伙递上一杯热腾腾的清
茶，冲淡油腻，茶香意浓，闲聊几许。

假若你来了，驻足秦岭南麓的江口 ，游回
乡、品美食，这便是心灵深处的文化返璞和自
然回归。

乡村臻味“十大碗”
赵晓骞 刘长兵

程东新貌
陈俊东

秦巴烟火里的酸辣魔芋
王舒 胡佳恒 刘奂邑

蔓营村的慢时光
周骁

程程东东村村农农家家乐乐

酸辣魔芋豆腐

十大碗

春春日日的的蔓蔓营营村村

青青山山环环抱抱田田野野纵纵横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