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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万军

油团粑，是布依族的传统美食。
秋天，稻浪翻腾，像铺了一地金

子，沉甸甸的稻穗像姑娘羞怯的笑脸，
散发出醉人的谷香。

连续几场太阳，把稻汗收走了，稻穗
干得“唰唰唰”直响，只要摘下一粒稻谷，
用指腹轻轻一捻，金黄的外衣就会自动
裂开，银白色的肉粒便会裸露出来，放在
嘴里细细一嚼，脆脆的，甜丝丝的滋味便
在舌尖打转，回味悠长。此时，人们便持
着锃亮的镰刀开始收割了。

在黔中腹地的六枝特区落别布依族
彝族乡、月亮河彝族布依族乡，布依族
同胞都有做油团粑的习俗，他们把收割
回来的稻谷进行甩打，把米粒晾干后，

放入碓中或打米机中去壳，用簸箕把谷
壳筛掉，雪白的米粒发出耀眼的银光。

接着，就精心挑选出糯性强、口感
细腻的米粒淘得白白净净，在清水中浸
泡半日之久，捞出来滤干二十来分钟，
放入石碓窝里舂成细面，“咚咚”的舂
碓声传递着音符。

米面舂成后，用最细的箩筛，筛出
最细的面，舀在簸箕里或铝锅中，用温
水均匀搅拌，把洗净的双手插进米粉
中，反复揉、捏、挤、压。

吸入了水的糯米面有了粘性，在力
的作用下，相互拥抱成团。揉好的面
团，揪上一块或扯下一坨，放入手心里
来回滚动抹平轮廓，把一块块或一坨坨
的面团揉成圆圆的，像鹌鹑蛋大小似乒
乓样的丸子，为了防止它们粘连，便把

它们放在装有些许菜油的锅里或簸箕中
来回滚上一圈，一个个雪球丸子瞬间变
成了一个个黄灿灿的“金圆子”。

随后，把一口铁锅架在灶上，给锅
加热，等锅烙干，往里面加入少许菜
油，有如一个中等碗口的面积，待油温
达到七八十度，就把一个个“金圆子”
放入锅中。这个时候的火候把握非常重
要，温度太高，会把粑粑炸煳，有焦
味，有硬度，改变了糯米的黏性，影响
了口感。温度太低，炒不熟，生味重，
香味不浓，糯性不够。

大约二十来分钟的样子，一个个
“金圆子”便会由硬变软，用长筷轻轻
一压，金蛋子像叹气一般身子瘪了下
去，这个样子的油团粑才算炒熟。

把炒熟的油团粑舀出来，放入锅中

或簸箕里，用手捉着或用筷子夹着，蘸
上酥麻引子或黄豆面，咬上一口，油团
粑的糯香味久久粘在齿间，用舌头轻轻
一卷，酥麻引子或豆面就会把油团粑的
黏性隔开，让油团粑在齿唇之间藕断丝
连，糯香味萦绕齿间，回味延绵。

以前，布依族同胞要在小年即每年
农历正月的最后一天才做油团粑，那
时因为糯米少，他们会在糯米面掺入
黄豆、慈姑、红薯等材料磨成的粉混
合，把做好的油团粑放入瓦罐里贮藏
保存，既可以果腹，也可以赠送亲朋
好友。现如今，生活好了，他们不再
往糯米面里掺杂其它面粉了，且不止
在小年才做油团粑，还在秋收季、节
日里、喜庆中、活动时，都会做上心
心念念的油团粑。

油团粑

■ 王荣仁

秋末冬初，谷粒归仓。结籽的草渐渐枯黄，能够抚慰耕牛的，
就剩稻草了。

秋日的田野一派繁忙。那边刚立起“打斗”清理谷子，这边已
忙着扎起了草把。两手牵起几根稻草作绳，俯身往胡乱码放的草堆
里凑去，抬手，套起一把，绳缠一圈，交叉、由下往上穿，一手抓
牢，另一只手再用力一扯，这样，一个活结就扎起了一把稻草。再
顺手像扇开扇面一样把草把牵开、立起，不一会儿工夫，在一片密
密麻麻的谷茬上，一把把黄绿相间的稻草，就像是一个个甩着裙袂
起舞的小姑娘般美丽动人。人们在不同方向一边搭着话，一边还不
忘眼神对视，但手上的动作行云流水，没有一丝犹豫。

村庄人家堆起小草垛来，也是信手拈来。抱起几把稻草，随手
从一把草中拉出两束，左右牵开，套住其他草把，拧紧、扎捆。如
此再捆一把稍小一些的重叠其上，最后拎起单独的一把盖在顶上。
这种小草垛，阳光晒得透，雨水落得下，容易干燥，就像是被精心
装饰的稻草人。之后人们就可以一心打理秋后的其他农事。

秋雨来，秋耕至。犁田，点油菜、撒麦子。秋雨缠绵的日子，
小草垛装饰了寂寥的大地。烟云淹没了远山，空旷的田野间，一堆
堆小草垛沿着田埂蜿蜒，隐隐约约，如披蓑戴笠的老翁。细雨无
声，人也无语，像面山禅坐，像临湖垂钓。新翻的泥土中，似乎散
漫着种子萌芽的声音。

田里秋耕罢，村里草垛起。
不管路途多远，田野旁的所有小草垛都必须回到村庄。有的用

人挑，有的用马驮，有的甚至是马驮在前，人挑在后。如果是几家
人同时相遇，山路崎岖，担子相接，稻草晃晃悠悠，远望如舞龙般
壮观。这种时候，我们总是在悄悄酝酿：以后哪一家的大草垛旁最
适合过家家、捉迷藏、玩石子……

各家各户的大草垛，一般都是堆在房前屋后，方便取拿。我们
把大草垛叫“羊草堆”。小时候，方圆几里内喂羊的人家并不多，
本来是喂牛的草，为什么却叫羊草？不得而知，只是大家都习惯把
堆草垛称为“堆羊草”。大草垛是耕牛的“粮仓”，堆叠很讲究，一
点儿也马虎不得。先在地面把一把把稻草围成大圆圈，所有的草把
尖一律向内，由外到里整齐码放，层层堆叠，越堆越高。当堆起一
人多高时就要准备封顶，这时，第一圈稻草不能和下面的平齐，要
伸长一些，像屋檐般，便可防水。往上逐渐收缩，直到呈金字塔
形。如果堆得松松垮垮，雨容易渗入，发霉，就只能当垫牛圈的
草。当草垛稍微堆高时，不熟悉的人离开了地面的参照，找不到方
向，草垛歪歪扭扭不说，风大时容易倒塌。所以有些人家干脆就在
树下堆草垛，以树为轴，随意堆叠，收顶时再用稻草编一根绳绑
牢，草为树裹衣，树从草中生，又是一种景致。

父亲性急，堆的草垛虽然不至于歪歪斜斜，但表面却凹凸不
平，像想剃光头却没剃净的头，很惹眼。不像表伯。他是姑父的二
弟，虽然腿有残疾，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但却是村中的巧匠。磨
菜刀、修剪刀，光彩照人，锋利无比；扎纸马、做纸轿，形态各
异，惟妙惟肖；做木工、凿石磨，棱角分明，严丝合缝；堆起大草
垛来，更是高耸、匀称，如金色的毡包。村里的大草垛似乎都被他
包下了，没有报酬，顶多是晚上邀在一起吃一顿饭。但平时，村里
人也总是主动为他家耕田犁地，从未让他的庄稼地误过农时。

每每到堆大草垛的时节，表伯总会主动来帮忙。父亲呢，也没
说过多逊让或感谢的话，心有灵犀一般，扛着犁赶着牛犁田去了，
犁完了自己的犁表伯家的。母亲和姐姐们从远处把小草垛一堆堆拆
开，捆绑，一挑一挑地往回挑，堆在屋旁那小块铺满碎石的空地上。
表伯坐在草堆旁，抽完一袋烟就开始拎起草把“画圈”。哥哥在圈外
递，表伯在圈内叠，到高处，哥哥往上甩，表伯伏在草堆上接，配合默
契。等父亲赶着牛归来时，两堆金灿灿的大草垛已拔地而起，相依相
偎。从梯子上下来，表伯顾不上吸烟，拿着两把绑紧的稻草，一边绕
着草堆转一边拍打，那些略微突出的稻草全都缩到了里面，整个草垛
就像是用竹篾编织的圆形的墙，格外平整。夜间，一条长凳，两碗酒，
父亲和表伯吞吐的青烟萦绕着朦胧的煤油灯，不谈草垛，不谈耕地，
偶尔聊聊收成，更多的是儿女的成长……

冬阳斜洒，田野里，撒下的种子已绽出嫩芽。一堆堆大草垛也
耸立在了村中的房前屋后，如童话里的小木屋，闪动着迷人的光
泽。风起处，一阵阵草香扑鼻而来，一种难以言说的温馨在我们心
头荡漾。

休息的间隙，表伯总不忘告诉身边的人：“扯草喂牛时不要只扯
一边，要绕着圈顺着扯，这样草堆就不会倒……”但有时太忙，大
人们也会让孩子去草垛扯草喂牛，如果绕着圈扯，每扯一把都很费
力。已经扯过的地方就比较松弛，轻轻松松就能扯出草把。孩子可
没那么多讲究，哪里容易扯哪里，一次就能扯出一个大洞，时间稍
长，草垛往一边倾斜，风轻轻一吹，倒了。往往此时，表伯总是不
请自来，主人一边递草把一边念叨孩子的不是，表伯却打着呵呵：

“孩子嘛，哪有那么大的力气……”主人又客气地说了一堆“让你受
累”的话，“倒了又堆就是了，随手的事，何必客气……”表伯的话
轻描淡写，没有一丝责怪。

和磨剪刀、扎纸马、凿石磨一样，每每堆完大草垛，表伯总是
端详了又端详，他那时轻时重地拍打，仿佛在修饰着一件即将完工
的艺术品。尤其是他斜着腿立在梯子上凝视草垛的神情，那种专
注，仿佛看的不是草垛，而是整个村落。他瘦削的脸上，总会不经
意间漾起笑意，让我想起村庄忙碌地劳作与守望的温情。

堆草垛

唐诗中的酒文化
■ 叶小文

第十一届中国 （贵州） 国际酒类博
览会，于天高气爽之时举办。酒博会历
经十多年，已经成为具有贵州风格、中
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名展会。

会知名，酒更知名。“世界白酒看
中国，中国白酒看贵州。”贵州作为中
国酱酒大本营，白酒无疑是贵州省一张
靓丽的名片，白酒产业成为贵州产业结
构里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茅台酒，
走遍全世界，都在夸茅台。

酒知名，文化更销魂。名曰“酒博
会”，会之堪“博”，在酒好客多，也在
文化厚重。贵州的好酒，连着文化，浸
润文化。比如，全世界都闻名茅台酒，
也都知道红军经此长征的历史传奇。茅
台酒与中国革命的历史机缘，进一步提
升了茅台河谷酱香型酒的文化内涵品
质，革命与美酒，英雄与美酒，伟人与
美酒，在贵州频频汇集。现在，贵州县
县通高速，立交大桥如彩虹，美景与美
酒，美人与美酒，美好与美酒，又在这
里相遇相融。贵州，历史传奇，名震八
方。贵州，地灵人杰，世代飘香。贵
州，醉美多彩，心旷神怡。贵州，快速
发展，后来居上。

贵州是酱香型白酒的发源地和主产
区。贵州省独特的自然环境、悠久的酿
酒历史、精湛的酿酒技艺、多彩的酒文
化习俗，构成了贵州厚重的酒文化底
蕴，是贵州酱酒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文化之魂、文化之根，是贵州酱酒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软实力”。

在中国的一部文明史上，酒之为
酒，不仅是酒，更是文化：酒中更香、
更醇的，是其中蕴含、沉淀、积聚、展
现着的，底蕴丰厚的“酒文化”。饮酒
品酒，最有味道的其实是酒文化。酒不
醉人人自醉，皆因酒中有文化。

清人沈德潜的 《唐诗别裁集》，乃
其个人之选本。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
晶明先生将其中的咏酒言情句，列出十
一类，展示于网上的全国政协委员读书
漫谈群中，令人且吟其醉。我且略略抄
来几句，为酒博会助兴。

之一：离情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李白 《月下独酌》）

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
（韦应物 《寄全椒山中道士》）

酒后留君待明月，还将明月送君回。
（丁仙芝 《余杭醉歌赠吴山人》）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王维 《送元二使安西》）

之二：友情

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
（李白 《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

酒》）

无辞一杯酒，昔日与君深。
（许浑 《送客归湘楚》）

之三：纵情

日中为乐饮，夜半不能休。
（白居易 《歌舞》）

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
（岑参 《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酒酣耳热忘头白。
（杜甫 《醉歌行，赠公安颜少府请

顾八题壁》）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杜甫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之四：诗情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杜甫 《不见》）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杜甫 《春日忆李白》）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

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杜甫 《饮中八仙歌》）

之五：忘忧却更忧

眼前一樽又长满，心中万事如等闲。
（张谓 《湖中对酒作》）

举杯消愁愁更愁。
（李白 《宣州谢朓饯别校书叔云》）

之六：乡愁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李白 《客中作》）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白居易 《琵琶行》）

山水弹琴尽，风花酌酒频。
（卢照邻 《春晚山庄率题》）

生计抛来诗是业，家园忘却酒为乡。
（白居易 《送萧处士游黔南》）

之七：独乐

浊醪谁造汝，一酌散千愁。
（杜甫 《落日》）

将曛陌树频惊鸟，半醉归途数问人。
（张谔 《九日》）

不有小舟能荡桨，百壶那送酒如泉。
（杜甫 《城西陂泛舟》）

花间酒气春风暖，竹里棋声夜雨寒。
（许浑 《村舍》）

之八：众乐

酒伴来相命，开尊共解酲。
当杯已入手，歌妓莫停声。
（孟浩然 《晚春》）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孟浩然 《过故人庄》）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
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
（杜牧 《九日齐山登高》）

之九：伤情

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
（杜甫 《乐游园歌》）

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
（杜甫 《九日》）

醉里欲寻骑马路，萧条几处有垂杨。
（张南史 《陆胜宅秋暮雨中探韵同

作》）

之十：劝酒

琉璃钟，琥珀浓，
小槽酒滴真珠红。
劝君终日酩酊醉，
酒不到刘伶坟上土。
（李贺 《将进酒》）

之十一：闲情

旁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翁醉似泥。
（李白 《襄阳歌》）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王翰 《凉州词》）

酒泉太守能剑舞，高堂置酒夜击鼓。
（岑参 《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

以上饮酒言情之句，竟可分列出十
一类来。原来千杯少，酒中深情多啊。
当然，最脍炙人口的，还是李白的 《将
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
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
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

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参加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的

八方嘉宾，乘兴而来，微醺而归。君不见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
见贵州美酒如泉涌，情义深深多传奇。
请来贵州饮美酒，与君同销万古愁。请
来贵州歌与诗，不废江河万古流。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
委员会副主任）

国
内
百
名
书
法
名
家
赞
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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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雄志 中国书协理事、
篆书委员会副主任、河南书协
副主席、西泠印社理事。

孙朝军 中国书协理事、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书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
长、西泠印社社员。

■ 游德远

每年山茶花开，都会让我想到一个
人，一首诗，一幕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
场景……那是 2007年清明时节，当时在
六盘水市政法委工作的何冀，从马关烈
士陵园扫墓回到昆明，给我和几位战友
介绍了他短暂而又传奇的军旅生涯。

战争的硝烟，血与火、生与死的体
验，在他脑海中留下了不可抹灭的印
记。他始终忘不了那场战争，忘不了那
些倒在身边、为国捐躯的战友。这么多
年来，无论在哪里工作，无论在哪一级
岗位，也无论工作有多忙，只要能挤出
时间，他都会到马关烈士陵园看望祭拜

牺牲的战友，数十年坚持不断。
就在昆明那天，何冀激情朗诵了他

之前在烈士墓前写的诗作 《山茶花盛开
的时候》。情到深处，泪流满面，感人
的情景让我至今难忘。

我 喜 欢 何 冀 的 这 首 诗 ， 诗 作 于
2004 年 9 月 24 日发表在 《贵州日报》

“娄山关”版。我从部队退休后，参与
《滇西劲旅》 的编拍，收集了边关祭拜
英烈的上百首诗文。何冀这首诗，是我
读到的最感同身受的诗篇，是一首用灵
与肉、血和泪写成的诗篇，是一曲献给
烈士英灵的壮丽挽歌。

作为一名参战老兵，每一次阅读这
首诗篇，都会勾起无限回忆。每一句诗

文，每一段描述，都会引发心灵的共
鸣，回想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还记得芭蕉树下，你背负着沉重
的枪弹，用‘再见吧妈妈’，诠释战争
的离别。”真实反映了我们当时的心境。

战后听家里的人说，我参战的那些
天，母亲吃不香、睡不好，四处为我们
祈求平安。

“你冲上去了，在太阳升起的时
候。用并不高大的身躯，把战友护在身
后。”是对战友情形象而生动的描写。

部队打下木桑高地后，我和战友蒋
家荣有过一次短暂相遇。他见我身上的
防毒面具没了，便把自己的那一副解下
来递给我。我推辞不要，他以命令的语

气说：“游参谋，带上。你在前线危
险，更需要。”尽管后来一次也没有用
上，但我知道，他当时那样做，是把生
的希望让给我，把死的可能留给自己。

“山茶花盛开的时候，我来看你
了，我的战友，我的兄弟……”触动了
多少战友心灵深处的痛点。

以上摘录的都是何冀原作中的诗
句，讲述的是我们当年亲历的故事。

2022 年仲夏，我们在贵阳编辑纪
念册，邀请何冀朗诵 《山茶花盛开的时
候》。当听他沙哑的声音吟诵到：“你无
怨无悔，倒在了血与火的引诱；你气贯
长虹，倒在了山茶花盛开的时候。”现
场的战友又一次泪流满面……

山茶花开

■ 骆礼俊

喜欢山，喜欢大山。
一转眼，离开天楼山 16年了。虽

然，许多时候，我都在深情地凝望着
她，但也只是凝望、遐思、感慨而已。

1993年，我 18岁，正是精力从肌肉
里冒出来的年纪。我在烟雨中到了天楼
完小教书。住的是老旧的小木房子，能
防潮。操场泥泞不堪，牛马粪到处都
是。天楼完小被四周的大山围着，雾气
缭绕。有电灯却无电，晚上点煤油灯或
者蜡烛，几个年轻人和一位民办老教师
同守孤寂。

周末，我们回正安，先是往天楼方向
攀爬，接着再沿着天楼山白花花的崖壁
横行。因为年轻，我们差不多以急行军
速度下行。渴了，就在一个名叫“一碗

水”的地方喝一口水，泉水甘甜，能给人
增加力气。星期天，我们一行又重返天
楼，往上，再往上，有时累得坐在石头上
不再想起来，但锻炼多次，也就不觉得累
了，到学校后还可以打两场球。也曾爬
上过天楼山顶。晴天里，我们遥望县城
方向“一览众山小”。电视塔高高耸立，
小心翼翼地爬上去，风呼啸，不敢往下
看。人在空中，仿佛缥缈。

回想起在天楼完小教书的那一年，
虽然艰苦，但一切也都是新奇的，觉得也
很快乐。16年后，我又来了。

我与朋友，仅两人而已，在九曲弃车
步行。当年小店里那位我曾经心动的姑
娘，如今人去楼空，嫁作人妇。水田里，
几只鸭子和鹅无精打采地站着，仿佛是
被冷得失去了知觉。越往上，绿色植物
就越少，大片大片的枯黄植被从这一个

山头绵延到另一个山头，铺向远方。积
雪初融，路面蓬松粘鞋。在一些隐蔽处，
还可以见到被冷冻后发硬的雪，它们固
执地坚守着。见不到人，牛马也没有几
头。苍鹰在头顶盘旋，时而逆风在空中
顿住，抖着双翅，时而又俯冲向山头。我
的脑海里忽然闪出这样的句子：只有苍
鹰，才能面对苍茫，面对荒原，逆风舞蹈。

这时的我们，饥饿难耐，疲乏不堪。
前方的电视塔是我们的希望，走到那里，
就有吃有喝了。鼓着劲，我们翻过了一
个又一个的山头，可是那电视塔依旧在
前方，仿佛它会移动似的。它向我们招
招手，然后又趁我们在茅草里憩息的时
候退走了。

终于攀上了山顶，风更大了。电线
杆和电视塔上积着厚厚的冰块，风穿过
电视塔，发出机器般嗡嗡的轰鸣，如潮水

涌来。看管电视塔的人不在，我们失望
之极。相比之下，我比朋友更经熬一些，
年纪大一点，累也累过，饿也饿过。这样
的山顶，16年后我才登了第二次，可见
机会是极少的。风呼呼直吹，我不敢多
走向悬崖一步，担心风儿突然掉转方向，
把我拽下悬崖。放眼望去，河流、山川、
村落，都显得那么小，那么不值一提，一
切都在我脚下了。

感受苍茫，感受高远，像苍鹰一样，虽
然孤寂，但自有别样的滋味。朋友催促下
山，我们下到山腰一个名叫青木坝的地方，
给身体加了油，疲乏解了许多，脚下也轻快
许多，又行进在山里。下午的阳光终于穿
破棉花状云雾，洒落下来。

到了天楼完小所在地甘溪，发现一切
都变了。新砌的校舍，新修的公路。走进
学校边上的小店，聊些往事，感慨万千。

天楼行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