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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承 民 族 文 化 展 示 民 族 风 采

近日，由西江旅游公司组织的
“苗家鱼冻”制作体验活动在西江千
户苗寨举行。来自西江苗族的年轻
苗家阿妹和苗家小伙子 10 余人现场
体验苗家鱼冻制作，活动现场热闹非
凡，欢乐不断。

水田筐鱼体验中，年轻的苗家阿
妹和苗家小伙子不到半个小时就筐
到了几十条原生态稻花田鱼。苗族
小伙负责烧火，苗家阿妹负责宰鱼。

活动现场，苗家阿妹和苗家小伙
子们在寨佬的指导下，体验宰鱼全过

程。不一会儿，一条条宰好洗净的稻
田鲤鱼便冷水下锅了。

待水煮沸，倒入辣酱酸，将泡好
的黄豆盛入锅中，放少许盐，随后将
洗净的花椒、姜末、木姜子等佐料相
继放入锅中，30 分钟后再放入切好

的葱蒜，将鱼肉和鱼汤盛入土钵子放
在通风处间隔四五个小时后，便成了
馨香扑鼻美味可口的“苗家鱼冻”。
别有风味的“苗家鱼冻”，已成为苗族
同胞冬季招待贵客和过节的必备佳
肴之一。

西江苗寨举办“苗家鱼冻”制作体验活动
○ 通讯员 侯天智 摄影报道

红米粉，又称红粉、红米皮，是贵州黔东南剑河县独有
的一种特色小吃。红米粉，顾名思义，就是以红米为原料
的，按传统方法加工而成的一种原生态无公害熟食品。

红米粉的主要原料为红米。红米，又名紫米、红大米、
红曲米、高山红，是粗粮的一种，属优质水稻品种。红米最
初产自剑河县磻溪一带的高寒山区，至少有 1000 多年的种
植历史，是一个古老的水稻品种。当地侗语称为“偶压”“偶
幸”“偶美穗”，汉语方言称为红谷、红稻、红米。红米这一古
老的水稻品种最适宜在地处海拔 700—1300 米的高寒山区
榜坡贫瘠的，靠山泉冷水灌溉的稻田种植。所以，红米的原
产地就在剑河县山区，是磻溪地区群众历来习惯种植的水
稻品种之一。海拔较低的坝子地，且肥力较强，向阳或光照
充足的低地稻田，反而不宜种植该品种。因此，红米水稻在
坝子区或低谷平原地带还查找不到种植的先例。因此，在
剑河县高寒山区种植的红米也是一种十分稀缺珍贵的水
稻。虽然红米品种不耐肥，但耐寒耐旱，生长期长，历来种
植区域受限，种植规模较小，产量也较低。但所产出的红米
颗粒饱满透亮，出米率高，品质优良，黏糯适中。红米，性味
甘，紫色外皮，红色内心。蒸或煮熟的红米饭膨胀幅度较
大，且通红晶莹、香醇味浓、颜色鲜艳。与一般大米相比，红
米的蛋白质要高出 0.5—1 倍，所含的锰、锌、铁、铜等多种矿
物质要高出 1—3 倍，并含有一般大米所缺乏的维生素 A、
B、C、E、K 及叶绿素、花青素、胡萝卜素和强心苷等多种成
分，是一种特殊的多膳食纤维物质。能健脾消食、滋补肝
肾、活血化瘀、强筋健骨、美容养颜，有补血、降压、降血脂、
延缓衰老的功效。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研发的以红米红曲
霉 为 原 料 的 新 药“ 乐 脂 平 ”，国 外 科 学 家 称 之 为“ 中 国 他
汀”。所以，红米非常适合儿童、孕妇、中老年及体弱者食
用。实验表明：红米具有升高血浆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提
高肌体抗氧化能力和免疫能力的作用。其中的泛酸、维生
素 E、谷胱甘肽氨酸等物质，则有抑制致癌物质的作用，特
别是对防治肠癌的疗效显著。据调查，红米一直以来都是
剑河县磻溪地区山区群众保留种植的一种传统水稻品种，
也是当地群众餐饮中比较常见的主食之一。由于红米品种
优、米质好，但对其种植必需的土壤环境、气候条件的要求
又比较苛刻，它仅适合在高寒地带生长，种植范围较小。近
年来，红米品种的种植在剑河县的广大山区得到大面积推
广，优质红米也逐步发展为剑河县高寒山区重点开发的一
大特色产业。统计显示：剑河县每年的红米种植面积突破
1000 亩，产量达到 30 万公斤以上，并形成新的支柱产业和经
济增长点。

红米粉，由纯红米加工精制而成，无任何添加物。红米
粉的制作非常考究，程序十分复杂。要制成红米粉，先要将
适量的红米用清水淘洗干净，浸泡 8 个小时后，沥干多余水
分，将其打磨稀释成浓稠相宜的红米浆，用瓢舀到特制的事
先抹上香油的蒸粉盘里均衡摊平，即刻放进专门的蒸锅里，
用柴火蒸熟取出。然后，巧妙娴熟地从蒸粉盘整片撕开，还
要小心翼翼挂到晾晒杆上晾干冷却成型。最后再一一卷成
小块，分别切成 2—3 厘米大小的细粉条状，即成紫红透亮
的红米粉。食之，要先用开水稍稍烫软煮熟，捞出，配以个
人喜好或味觉需要的汤汁和油、盐、酱、醋以及葱花、姜末、
蒜泥、辣椒等佐料，即成美味十足的红米粉小吃。当然，红
米粉小吃又分肉末粉、牛肉粉、羊肉粉、鸡肉粉和鹅肉粉，以
及猪排粉、牛排粉、羊排粉、卤肉粉、辣鸡粉和煎蛋粉等，种
类繁多，各色各样，味道齐全，应有尽有。剑河红米粉，从红
米粉制作到红米粉小吃，说来简单，其实并非易事，主要是制作的要求十分严
格，程序非常复杂。近年来，作为剑河传统美味的红米粉小吃，几乎遍及剑河
县城乡，随处可见，随处闻其香，随处吃得到。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发
展，群众的物质条件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与饮食文化需求不断提高，加
之红米粉小吃那种浓香的独一无二、筋道的游刃有余而令人回味无穷，以至于
人们对红米粉更是青睐有加。所以，红米粉小吃的生意也日益红火，市场的需
求也日益扩大。尤其是红米水稻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产量的不断增加，以及
产值的明显提高，以至剑河县各地都会按照传统方法加工生产出优质的原生
态红米粉。现在，仅剑河县城所开设的红米粉小吃店就有 160 多家，几乎遍布
县城的各个小区、街巷、学校。凡红米粉小吃店，排成长队来品尝红米粉的食
客都很多，店门口每天都人头攒动。

独特的剑河红米粉，并非徒有虚名。2014 年 8 月在凯里举行的黔东南州首
届“财富山庄杯”旅游特色小吃大赛中，剑河红米粉脱颖而出，被评为黔东南

“十佳”旅游特色小吃。近年来，有外地来剑河投资开发的商贾，到剑河旅游观
光、泡温泉圣水的客人，几乎都是慕红米粉小吃之雅名和味道而来的，到达县
城第一件事就是品尝一碗原汁原味的红米粉小吃。常言道：“食以味美而俏。”
剑河县周边的台江、凯里、雷山、榕江、施秉、三穗、镇远、天柱、锦屏、黎平等县
（市），甚至远在几百公里之外的都匀、铜仁、兴义、贵阳等地都有不少剑河红米
粉小吃的连锁店，都是专门从剑河县当地购进的红米粉。据说，用剑河的红米
加工成的红米粉小吃特色鲜明，别具一格，独领风骚。

红米粉小吃，作为剑河地区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传统饮食文化中最具特
色的美食之一，早已成为苗乡侗寨舌尖上的美味，如今，在贵州各地都享有很
高的声誉，的确名不虚传。相信，不用多久，红米粉小吃一定会走出剑河大山、
走出黔东南，走进大都市、走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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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王芳焯）11 月 19
日，锦屏县传统村落志《瑶白摆古志》审
稿座谈会在锦屏文书特藏馆召开。

《瑶 白 摆 古 志》是 以 中 国 传 统 村
落 瑶 白 村 特 有 的 地 域 文 化 现 象 ——

“摆古文化”为记述主线的地方专题
性志书，是黔东南州地方志系统针对
某 个 地 域 文 化 现 象 进 行 志 记 编 纂 的
首次创新探索。书稿分为 8 个章节，
约 20 万字。

会上，《瑶白摆古志》主编范华洲对
志书的编纂情况进行汇报。接着，参会
人员对该志书篇目体例、章节结构、记
述风格等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并重点对如何凸显“摆古文化”进行深
入研讨。

会上，县相关负责人指出，地方志
书严格按照志书的体例编写，灵活借鉴

《魁胆村志》《隆里所村志》等“中国名村
志”的纲目体方法进行，重点突出“摆古
文化”这一特色亮点。其间，结合历史
人类学的手法，紧扣清水江流域少数民
族文化发展的大环境、大背景，从时间、
空间、思维的三维角度去全面记录“摆
古文化”产生的环境、演变及影响，从而
提高志书的研学价值及史存价值。

州志办负责人对《瑶白摆古志》初
稿给予充分肯定，指出编写志书要紧
扣时代脉搏，大胆守正创新，走进群
众视野，赢得大众欢迎。传统村落志

也是一部地方文化志，志体是形式，
文化是重点，可以借鉴传统志书的写
法，但又有别于志书的体例，集志书
的风格、文史的手段、人类学的观点
等要素为一体，增强其可读性，彰显
其史存价值、文化内涵及现实意义。
并要求县史志办在指导志书编纂的同
时，要提炼总结出一套可复制、可推
广的典型修志经验，打造全州传统村
落志“样板志”。

瑶白是锦屏县的一张靓丽名片，
“摆古文化”又是黔东南州独一无二的
文化瑰宝，编纂《瑶白摆古志》意义重
大。志书坚持以“摆古文化”为核心，
在形式、内容、人物、设施、遗产等方面
突出其图腾崇拜和精神寄托，回答好
什么是摆古、为何要摆古、怎么摆古、
摆什么古等问题。要将“摆古文化”和
图腾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提炼文化主
题，丰富文化形式，升华文化主题，构
筑文化现象，并有力向外推介宣传，助
推“摆古文化”传承、乡村旅游发展及
民族文化振兴。

据了解，瑶白村 2014 年入选第三批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其传统节庆“摆古
文化节”2007 年入选贵州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被誉为遗落在大山深处的“民
族瑰宝”。

座谈会前，参会人员还参观了锦屏
文书特藏馆。

《瑶白摆古志》审稿会在锦屏召开

清代中期，榕江县城古州因都柳
江便利的水运，各地商人聚集，贸易
繁荣。为恪守行业规范，维护诚信经
营，于是商家集资建立会馆作为商家
集会议事、休闲的场所。在古州城建
立的会馆有两湖、五省、广东、江西、
贵州、浙江、四川、福建、粤西等九个
会馆。九个会馆中，两湖会馆建筑规
模较大，位于店铺林立的中和街。两
湖会馆为明清江南建筑风格，马头
墙、石库门、飞檐翘角、雕梁画栋，馆
内设大厅、戏楼、茶廊，古色古香。

两湖会馆不仅是商贸繁荣的象
征，还印记着厚重的红色文化。

1929 年 12 月 11 日，邓小平、张云
逸、李明瑞等同志组织领导了百色起
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红七军。刚刚
建立起来的红七军，在强大的桂系军
阀面前，力量悬殊，军需物资匮乏。
为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为部队补充
大量的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红七
军前委会议决定，穿越月亮山区，奇
袭榕江县城古州。

1930 年 3 月底，红七军军长张云
逸、总指挥李明瑞、政治部主任陈豪
人，率领红七军一、二纵队 3000 多人
从盘阳、东兰等地出发，踏上游击黔
桂边区的征程。4 月 30 日红七军攻
城，一纵队司令员、红七军前委成员
李谦率领一纵队担任主攻，二纵队司
令 员 胡 斌 负 责 外 围 防 御 敌 人 来 增
援。攻下古州后，红七军军部进驻当
时的镇台衙门（现为榕江县红七军历
史陈列馆）；一纵队驻县城，司令部驻
两湖会馆；二纵队驻车江，司令部驻
车寨中元宫。

一纵队指战员分头上街维护社
会秩序，组织发动群众，张贴安民告
示，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在城里的
大街小巷张贴了几十条宣传共产党
和红军性质、任务及革命目的标语。
老百姓看红军纪律严明，对人和气，

十分拥护红军。各家商店照常开门
营业，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井然。

5 月 1 日，红七军在镇台衙门广
场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军
民联欢暨祝捷大会，军民共约 8000
多人参加大会，盛况空前。会议由
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主持，总
指挥李明瑞和军长张云逸先后在大
会上讲话。红军首长在讲话中，阐
述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意义
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和政
治主张；号召劳苦大众联合起来，打
土豪，分田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号
召发展民族工商业，打倒买办官僚
等等。到会的各族群众，听了红军
首长讲的许多革命道路，心情十分
激动，个个喜笑颜开，奔走相告。经
过宣传，张桥生、覃明祥、潘老四等
数 十 名 贫 苦 出 生 的 青 年 参 加 了 红
军，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

红七军攻克榕江县城古州，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第一次进
入贵州省开展武装斗争，打的第一个
大胜仗，解放贵州省的第一个县城，
在贵州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

抗日战争时期，两湖会馆为广西
大学临时校址。

1944 年夏日寇南侵，8 月 8 日衡
阳陷落，桂林告急。9 月 8 日，桂林城
防司令部发出第二次疏散令，3 天后
发出强迫疏散令。10 月，国立广西大
学由桂林迁至榕江，同时迁来的还有
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后迁往福泉）、汉
民 中 学 、德 智 中 学 、桂 林 儿 童 保 育
院。当时的古州，汇集了各方人士，
有大学教授、学生以及逃难的盐商和
百姓，人满为患。广西大学于当年 12
月在古州复课。学校有法商、理工和
农学 3 个学院 14 个系，还在榕江招了
一批学生。当地民众对广西大学迁
来，非常欢迎，纷纷腾出会馆、仓库、
祠堂等一切可用之地，支持学校教
学。广西大学在两湖会馆设置教室，
在两湖会馆香祠设置数理、机械、电
机实验室。钱粮不够，当地会馆、富
户捐出钱粮，支持广西大学，其中两
湖会馆捐赠稻谷 100 担。

当时，在广西大学的中共地下党
员有黄焕秋（时任广西大学校长室秘
书，解放后曾任中山大学党委书记）、

林宏元、谢之雄、叶昭楠（均为广西大
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等人。学校总
务处在总务长石兆棠教授（中国民主
同盟盟员，解放后，曾任政协广西壮
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主席，广西壮族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领导
下，自设无线电收音机，深夜秘密收
听新华社电讯，收集国内外信息，使
闭塞的榕江及时沟通信息，深受师生
及各界人士欢迎。国统区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抗日民主运
动，许多进步报刊和书籍传入榕江。
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和朱德的《论
解放区战场》在广西大学进步师生中
流传，使大家看到了抗战胜利的曙光
和希望。1945 年 5 月 25 日，广西大学
学生自治会在两湖会馆召开“广西大
学学生民主大会”，共 400 多人参加。
除学生外，参会的还有部分进步教
授、讲师和助教。大会由林宏元、徐
家鸾、谢之雄、叶昭楠等学生自治会
成员主持。大会开始，许多学生纷纷
登台发言，慷慨激昂地谴责日本帝国
主义的侵华罪行，拥护毛泽东提出的
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要求释放政治
犯，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发言十分
踊跃，民主气氛十分活跃。发言者就
国内外形势展开激烈辩论。大会一
致通过了由林宏元、叶启青两同学起
草，经黄焕秋修改的《广西大学全体
学生民主宣言书》。宣言书响应中共
七大提出的任务：“团结全国人民，挽
救时局危机，准备反攻，彻底打败和
消灭日本侵略者，建立自立、自由、民
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要求成立
民主联合政府，结束国民党一党专
政，释放政治犯，减租减息，改善人民
生活。

抗战胜利后，广西大学迁回。广
西大学在榕江期间，给百姓带来了新
观念、新思想、科技文化，使得闭塞的
榕江开始接受了新的理念。

两 湖 会 馆 的 红 色 记 忆
○ 吴昌智 杨文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