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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来点酸汤鱼！”
“老板，来锅酸汤牛肉！”
“老板，来钵酸汤菜！”
“老板，来碗酸汤粉！”
……
漫步凯里街头，随处可见以经营酸汤系列菜品为

主的餐馆和街边小吃摊，食客们抑扬顿挫、铿锵有力
的点菜声此起彼伏。

食一碗人间烟火，饮几杯人生起落。
这就是凯里人对酸汤文化的感悟，对酸汤食物的

喜爱，也是对酸汤最朴实而又最真实的情感。
流传千年，弥久不衰

初秋的田野，稻花飘香，鱼儿肥美。每年农历七月卯
日，便是巴拉河沿岸苗族群众庆祝丰收的节日——吃新节。

家住三棵树镇季刀苗寨的陈琴一早就开始忙碌
起来，她要为前来过吃新节的亲朋好友们准备一桌丰
盛的晚餐。在这晚餐中，酸汤鱼是必不可少的。陈琴
用这样一种质朴的方式，解读着苗家人的生活习俗，
延续着苗家人的古老记忆。

五千多年前，因战争等原因，苗族先民从黄河中
下游地区逐渐迁徙至西南山区和云贵高原。深居大
山之中，交通不便，食盐匮乏。苗族先民们无奈之下
想方设法改变烹饪方式，“酸”就是一大饮食发明，“以
酸代盐”由此产生。

新中国成立后，食盐不再是“俏货”，但苗家人对
酸味食物的喜爱仍然不减当年。是什么让苗家人如
此喜“酸”、嗜“酸”呢？

云贵高原潮湿多雾，水碱含量高，很容易出现风
湿、关节炎等病症。苗族先民们通过常食酸味食物，
这些病症竟奇迹般地消失了，“三天不吃酸，走路打捞
蹿”的谚语就这样流传开了。

酸汤中富含钙、磷、铁、锌等矿物质，具有开胃健脾
之功效，这也许就是苗家人对“酸”情有独钟的缘故。

现如今，酸汤也从最初食盐的替代品慢慢演变为苗
族传统风味名菜。无论是节日，还是日常生活中，以酸
汤为底料的酸汤菜品成为人们餐桌上的一道道美食。街头巷尾，以经营酸汤
系列菜品的餐馆比比皆是，“凯里酸汤鱼”也成了凯里的一张靓丽名片。

随着酸汤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接受度的提升，以“亮欢寨”、“侗嘎
佬”、“苗阿哥”、“苗岭高山”等为代表的凯里餐饮企业陆续“复制”到了长
沙、怀化、杭州、重庆、武汉、北京等地。

酸鲜可口的酸汤从大山走向大城市，飘香万里的酸汤美味使成千上
万的中外游客流连忘返。

酸汤的出现，足以使黔菜在舌尖上的中国占据一席之地。
传承技艺，打造品牌

“不做将就的酸汤，只做讲究的酸汤，我要让凯里酸汤走出国门，走向
世界，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使命。”

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族酸汤鱼制作技艺传承人吴笃琴
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初心，兑现着当初的诺言。

吴笃琴所经营的贵州亮欢寨餐饮娱乐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苗侗
传统美食经营、民俗技艺传承、酸汤研发生产、民族文化展示、原生态种
（植）、养（殖）为一体的特色餐饮企业。目前，已发展成为中华餐饮名店，
先后荣获中国驰名商标、中国饮食品牌店、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族
酸汤鱼传承保护示范基地等荣誉称号。

吴笃琴将传承千年的苗家酸汤搬上宴席，用一锅酸汤鱼把“凯里酸
汤”推向全国。

如何做大做强“凯里酸汤”这一“舌尖”品牌？
2009 年，“凯里红酸汤”被中国食品协会列为全国三大特色火锅底料；
2013 年，“凯里红酸汤”被列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凯里市连续举办酸汤美食节，对推

广“凯里酸汤”美食文化、塑造品牌形象、扩大知名度、提升产品竞争力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6 年，凯里市被中国烹饪协会授予“中国酸汤美食之都”称号；
2019 年，州市联动，高位推动“凯里酸汤”区域公共品牌打造工作，持

续扩大“凯里酸汤”的知名度；
2021 年，“凯里酸汤”区域公共品牌广泛推广和使用；同年 6 月，凯里

酸汤鱼制作技艺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
至此，凯里涉酸企业结束了以往单兵作战的时代，“凯里酸汤”产业步

入了品牌化、标准化、健康化的发展轨道。
科技赋能，再添新枝

“这是科研团队为我们研发的硒米酵素酸汤系列饮料，这是我们自主
研发、国内尚属首创的锁鲜米粉，这是我们研发的 12 个风味和口感的冲
泡型酸汤米粉……”

贵州黔酸王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钟定江在说到酸汤产品“新成员”
时，滔滔不绝。

贵州黔酸王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凯里酸汤”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
的民营企业，公司加强与省内外一些科研院校紧密开展“产学研”合作，不断创
新，扩充“酸食”产能，丰富“酸”系产品，实现“凯里酸汤”系列产品升级上档。

目前，贵州黔酸王食品有限公司有凯里酸汤（酸汤调料）、酸汤粉
（面）、硒米酵素酸汤系列饮料、锁鲜米粉、凯里白酸汤、鱼酱酸等 10 大系
列 110 多个品种，采取“终端门店+线上电商+集团客户+代理加工”的销
售模式，已在全国 31 个省、市、区设有 120 多家代理或经销商，并在天猫、
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等 8 家电商平台开设专营店，让“凯里酸汤”系列
产品插上现代科技的翅膀，“黔货出山”。

科技是发展的命脉，科技是创新的源泉。
黔东南州“凯里酸汤”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在设立之初，就明确要

以科技助推酸汤产业升级。经过 3 年多的努力，集合了 18 所高校 38 位业
界专家的专业技术团队与州内酸汤企业建立了紧密的技术互动，促进了

“凯里酸汤”产业的工业化、规模化发展。
“凯里酸汤”系列产品的面市，实现了“凯里酸汤”产品从单一化向多

元化迈进，产品研发取得阶段性成果。“凯里酸汤”已经成为凯里地区地标
性的美食产品和特色支柱产业。

潜心研发，筑梦前行
“很多外地人吃了凯里酸汤，都觉得很好吃，但是带不走，带不走，就

不能与更多的人分享。如果能把凯里酸汤做成一个能带得走的产品，也
是对凯里、对黔东南的一个宣传。”

在“凯里酸汤”研发的进程中，不得不提凯里学院的石敏教授。
20 世纪 90 年代末，全国各地的游客对酸汤有了一分好奇，它里面的

营养成分是什么？有哪些微生物？对人体有什么好处？吃着酸汤长大、
闻着酸汤生活的石敏萌发了对酸汤的兴趣。

2002 年，凯里学院成立“凯里酸汤”研究团队，研究团队的成立对酸汤
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历时两年的实验，鉴定结果显示，酸汤含
有人体所需的8种氨基酸，还有大量的有机酸，这些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惊喜的发现，坚定了石敏将酸汤做成袋装火锅底料的初衷。为解决营养
价值、风味不一的问题，石敏及她的研究团队经过近4年的时间，研发出了“全
自动多功能酸汤发酵装置”，并获得国家专利，这台设备可使“凯里酸汤”产业
化生产既保留传统发酵工艺，又可根据产业化生产的需要快速大批量生产。

20 多年来，研究团队研究成果喜人，形成了包括凯里红酸汤和凯里白
酸汤全自动多功能酸汤发酵装置、凯里酸汤饮料、凯里酸汤火锅底料等关
键专利 20 余项、配方 10 余个，将最具民族特色的酸汤从单纯的烹饪应用
延伸到饮料、保健品、调味品、火锅底料、护发品等领域。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作为贵州最具少数民族特色的“凯里酸汤”，经千
年岁月洗礼，在现代科技的催化下，产业化发展进入黄金期。

在流年里等待花开，处繁华中守住真淳，于纷芜中静养心性。
新时代里，凯里依托良好的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这片山间大地开始沸腾。
凯里，“酸”出了味儿，“酸”得有了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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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建筑规模最为庞大的皇家宫殿园林群首推
中国故宫。故宫建在北京古城中轴线上。这个占地 72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的皇城禁地宏大而威严
典雅，另有 9000 余间房屋星罗棋布在紫禁城各处。故
宫成了中国最为吸引人的旅游观光核心景点，每天来
自中外游客六万多人漫游其间。皇城宫殿的宏大与富
丽堂皇让人们观瞻到明清皇权的至高威仪，那宏伟威
严的皇宫建筑用于建筑主体撑栋木材的粗壮硕大令人
惊叹！但是鲜有人知道，这些笔直的巨木却是来自西
南之川东、湘西、黔北、黔东南，而又以盛产木材的黔东
南遮天蔽日的莽莽苗岭为最多。

明以前历代皇城建设都有皇木采集运作，所用建材
大部分采自东北山林。明清时，皇家用木最为繁盛。特
别是明代，始于洪武年间，大兴于永乐，以后延绵不断，
甚至愈演愈烈。明、清时期各地采来的大木多用于南
京、北京宫殿、园林、寺宇、陵寝、祭坛和官房建筑。

南京金陵本也是三国至隋朝古都城，史称六朝古
都，皇宫建筑也颇具宏制规模。1368 年朱元璋得天下
而定都南京，以前的老皇宫旧址不适应新生明王朝的
开国彰显皇权需求。洪武八年（1375 年）国家财政有所
复苏，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招术士看好南京城东钟山南
侧作为新皇宫选址，于是在此大兴土木建造新皇宫。
这个国家建设工程需用大量优质木材，盛产木材的南
方自然成为大木采集首选。这是明王朝第一次到黔东
南征皇木；第二次，是永乐年间，为扩建北京紫禁城，黔
东南又接受了更大的贡木任务。

1402 年，朱元璋第四子朱棣起兵夺取建文帝皇位
登基南京。当上皇帝不久的朱棣便欲迁都北京。他认
为父皇当年皇宫选址不当，方位尚可，然却以泥土填湖
为基，根基不稳。皇宫基础不牢，岂可实现固国安邦之
强盛大略？朱棣决定北迁京都。北京，那是朱棣当燕
王所踞守经营了 23 年的宏业发祥地，对故地颇有怀旧
情感。他认为北京为皇都，君临北方，对西北边疆诸邦
有直接强大威慑力而更有利于实现皇图巩固，安邦兴
国大政宏略。

1406 年朱棣开始在北京修建元代留下的大都城故
宫，历经14年才完成了这个东方气势恢宏的皇城宫殿建
设。实际上，修建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其大量时间都在做
工程前期准备工作，最主要的是大量巨木玉石的采集。

这是一项国家重大工程，有官方层层庞大人事任
命组织以保障工程顺利实施。中央委派专门的督察大
吏制订出采伐选址、采伐计划、经费预算、经济保障、监
督管理、纠纷调处、运输路线、人力队伍组织等一系列
预案。史籍有载，从朱棣 1402 年修北京皇城始，到明万
历年间的 200 多年，皇木采集从未间断。黔东南地区黎
平府当地辖产木区开泰（锦屏）、镇远府（辖剑河、台江、
天柱等木区）得令后即率府、州、县、厅、军营官员与木
商层层督办采伐集运大木任务。按当时之规，五品知
府每两年要亲往朝廷作述职报告，皇帝令采办大木为
要，皇木采办期间可不上朝述职。

这是一项耗时耗资耗劳力的巨大工程。为确保任
务完成，朝廷专门委派大吏巡视督办。这些督木大吏
官高位重，一般都是正二品的工部尚书、左右都御使，
相当于现在部长级。正三品的工部左右侍郎等领命直
接监理。大吏督察各级官员必须恪尽职守，尽心尽力
亲躬其事而不得怠惰推诿。朝廷对皇木采办赏罚分

明，如嘉靖二十年（1541）工部侍郎潘鉴奉命到贵州采
办皇木有功而提拔为工部尚书。（由副部擢升为国家建
设部长了）又有贵州巡抚、右都御使刘彭年亦因采办皇
木工作得力奖赏银三十两、绸二表里。镇远府尹周瑛
政绩卓然，采木有功也升任四川布政右使（由地级升副
省级）。当然，也有因办事怠惰，不按时完成采木任务
和从中牟暴利的也受到严厉查办惩处。

在黔东南当时有三种采集皇木方式：官办、商办、进
贡。后来在采木进程中有新的运作方式，一是官商合
办；二是鼓励当地土司贡木。采集皇木量大，采集程序
首先是勘察而后砍伐，再运送，收贮和长途北运。各级
行政官员接到任务后着手组织实施。皇木勘采过程有
比较复杂的商道专业要求，纯官办难以实施完成，于是
督官要求采取官商合办。但官商合流内中弊端严重。
后来为消除中间产生贪腐环节，朝廷命各地以招商的形
式进行，官府专门负责组织验材、收贮与北运。这样，一
大批懂行情有经验办事精明的木商纷纷到来。历来就
有外地木商贩进入黔东南购买木材转运江浙。皇木采
办使商人们看到了保赚不赔的大好商机，特别是湖北大
冶的木商就结队深入黔东南各地签约伐木。

明永乐11年（1413），中央解黔东田氏军政集团而实
行改土归流，但仍实行土流并治，就是有朝廷调任的官
员与地方世袭可从信任的土官相结合，大一点的土司职
务都由省或中央直接任命。土司们为维系与朝廷交好
关系平常也都上贡地方土特产。国家任务下达，这是个
难得的表现机会，官方就竭力鼓励他们贡皇木，土司们
自然不敢抗命而主动积极参与。土司们辖管山岭寨落，
大木产地了如指掌，由他们贡皇木是驾轻就熟的事。

开始，永乐到嘉靖前期都以北方为采木重点区
域，到南方采大木超直径三米的杉树楠木仅数株。到
嘉靖二十六年至三十七年，湖广、贵州、四川共采得楠
木和杉木 11280 株、15712 根块。其中超过树围 3 米多
的大楠木、杉树就达 2000 多株；树围 4 米多的大楠、杉
117 株。到万历二十四年采木数字更为惊人，楠、杉木
5600 根块；三十六年仅 8000 多株、24601 根块。其中，
到 1563 年朱翊钧登基后更是土木大兴之时。万历二
十四年（1597）到三十年的四年间，黔东南采大木猛增
到 44913 根块。

为什么从明到清朝廷会连续采木不断？因为从
明永乐十九年（1421）到 1557、1597 紫禁城遭受了三次
大火灾，几次起火都是遭雷击所致。几次灾后重建前
后花了 30 年时间，但又到崇祯十七（1644）李自成军攻
陷北京，明朝灭亡。李自成撤退前焚毁紫禁城，仅武
英殿、建极殿等五座建筑幸免未毁，其余建筑全部灰
飞烟灭。皇宫屡毁屡建，朝廷耗资巨大，湖广、贵州、
四川亦不堪重负，底层更是苦不堪言。大木生长环境
都在老菁莽林，取材十分不易。林工从高岭搭建高架
梭木槽，将砍伐下的大木顺木槽飞梭而下到溪流边，
待溪水涨时顺流放到江边集结扎成木排。苗岭深山
莽林是凶猛野兽占山养息之地，毒虫蛇蝎更是出没无
常，再加上遮天蓊森原始树林中腐木烂叶长期积存而
产生有毒瘴气，林工们除了要付出繁重的体力，又要
受瘴气猛兽毒虫之害。很多林工在钻进老林里十天
半月或因严重受伤、瘴气侵蚀突发急病或遭兽蛇之害
而夺去生命。史书形容伐木工人记载有：“进山一千，
出山五百。”可见当时采大木之艰辛。20 世纪 60 年代

后期，镇远有一帮青壮上剑河雷公山北缘原始深山运
木，体验伐木工的艰辛而苦不堪言。为此，也有忠良
将征采皇木劳民伤财实情上奏朝廷以求减轻国民重
负。明万历二十五年（1598）翰林院学士刘纲就上奏
表：“比大工肇兴，伐木榷税，采石运甓，远者万里，小
民膏血不足供费，绝筋骨不足任劳，鬻妻子，不能贷
偿。加以旱魃为灾，野无青草，人情胥然，所在如仇。”
其意为大量频繁采木而耗费国家巨大资财，使国库虚
空。民间更是深受其苦，又有些官吏以奉公为由，压
价强收而百姓怨声载道。主要采木区黔东南山民在
获得微薄经济补偿的同时，更因为常年进箐山老林伐
木而身心深受其害。

中国古代建筑，以木作营造为主，而黔东南大森林
里多盛产杉木、樟木、金丝楠木、柏树、青松。由于水土
所致，苗岭杉树硕粗干直，材质缜密细致，极好造型木
作，干后又经久耐用不变初型。1992 年在黎平县敖市
镇玉田湾出土一巨大杉树阴沉木，直径达 2.41 米。计
算树围周长为 7.5674 米，要 4 个 1.7 米高的人方可联手
合抱。镇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维修青龙洞，很多硕大
笔直的大杉圆木都从台江、剑河采运来。可见苗岭杉
的硕大粗壮世间少有。樟木自然贮香驱虫，多年都不
会被虫蚁啮噬也是皇宫建筑上好选料。时至 1976 年岜
沙苗寨前小山头被视为林中大神的一棵直径 1.2 米的
香樟树敬献修建毛主席纪念堂。香樟运出寨时全寨老
少夹道目送。镇远两棵大香樟圆木从当时的江古公社
运来，在大工厂举行盛大集会载歌载舞向毛主席纪念
堂敬献香樟，而后起重机吊上火车北运。

黔东南大木，合力撑起故宫辉煌
○ 通讯员 陶钟麟

图为专家正在测量镇远县直径 2.67 米的金丝楠木

9月23日是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这天，
雷山县白岩村的妇女在田里捉稻花鱼庆丰收。

“稻田养鱼”作为苗族农耕文化发展史中的
一种特有生计方式，是苗族传统农业文明的一个
重要内容。根据多种证据的历史考证，苗族的这

一农耕文化现象早在 3000 多年前就已经存在。
白岩村位于雷山县东南部，毗邻雷公山国家

森林公园保护区，西北距县城 8.5 公里，距凯雷高
速雷山出口 4 公里，是雷山县经典苗族古村落，以
梯田闻名，被誉为“梯田托起的村庄”。白岩村苗

族风情浓郁，苗族群众喜食田鱼，插秧时节随即放
入鱼苗，鱼稻共生，生态化耕作，不加施化肥，秋收
之时稻鱼皆获，又以割稻捉鱼为乐，更增加了丰收
的喜悦，肥美丰腴的稻花鱼配上苗家的酸汤，再加
一碗新米饭和自酿米酒，共同叙写生活的美好。

稻 丰 鱼 肥 苗 家 乐稻 丰 鱼 肥 苗 家 乐稻 丰 鱼 肥 苗 家 乐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姚 宁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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