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姚 宁 校检：王 忠

E-mail:qdnrblvwhqdnrblvwh20172017@@126126.com.com

2022年9月19日 星期一

传 承 民 族 文 化 展 示 民 族 风 采

2014 年 1 月 25 日子夜，一场突如其来的冲天大火将镇远报京侗寨焚烧到第二天。这个有三
百多年历史，四百七十多户的黔东南北部侗族最大的寨落被一场大火化为灰烬 。火灾第二天，
笔者从镇远县城驱车 30 多公里亲临灾后现场，千家大寨已然焦土一片，未烧尽的檩柱还冒着青
烟。然而奇怪的是寨子边上的那－坡硕大古树依然坚挺苍郁如常，一枝一叶并没受烈火暴虐吞
噬。问当地村民方知道，林中那些身材特高大的是妹莫嘎。妹莫嘎是报京大寨三百多年来的
保寨风水树；是报京大寨侗家人敬奉的护寨神祇。报京大寨子背靠的这座大山称为莫嘠坡。
后来才知道，那些神树就是国家列为禁止砍伐的二级保护树种——榉木。

榉木属高大落叶乔木类，分布在世界各地，英国称山毛榉。我国南北方皆有。但南方称榉
而北方称榆。分别为大叶榉树、光叶榉树、小叶榉树和台湾榉树四种。榉树生长较慢，对各种
土壤皆可适应，又以碱性土生根深，侧根广展，抗风力强为最佳。由于土壤质地和气候的不同，
南北榉木也有所区别。南榉喜阴潮地带生长，吸收有害气体，人们视为祥瑞之树而多在寨边庭
前屋后种植。古人还因“榉”“举”同音而将榉木寓为读书人寒窗苦读，预示科考中举之意，象征
中举入仕而福禄发达。又因其树冠遮幅宽，叶密葱郁，为人们提供大面积绿荫而誉为代表坚
韧、宽容、和熙之树而颇为世人珍爱。

南榉木质坚实硬朗细密，纹理层次清晰而且木质纤纹网管中空结构，便于花纹工艺造型而
不易变形。所以明清家具多选南榉为加工用材。近代，军工用榉木制作枪杔木部件、船舶机器
木把手等。由于它的材质稳定性和纤状管中空而冬暖夏凉，调节室温，故日本最喜将榉材用作
房屋建筑。九十年代起，国内讲究家居装饰，人们更是将榉木加工为实木地板上市，而且价格
颇为昂贵。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有福建商人从思南、石阡一路寻来，看到报京大片榉木林而喜不自
胜。报京榉木群潜藏着巨大的商机，木商就以每棵万元高价欲将其砍伐。九十年代初，一万元
在穷乡僻壤是个很诱人的天文数字。他们带来了电锯、刀斧和伐木工，就准备开电闸下锯。寨
中人闻讯纷纷扛了扦担、锄头、钉耙赶到，团团围住了伐木商们。伐木工被挡在路边，一伙青年
又背靠贴身树下将古榉树牵手围护。现场剑拔弓张，一触即发，气氛非常紧张。木商见寨民保
树如保命，不敢蓦然造次，于是只好悻悻撤离。

报京沿山坡中段集成一大片寨落，木房鳞次栉比。紧靠寨子是一大片风水林木。榉树分
部其间以其高挺伟拔冠幅巨大而甚是抢眼。最大的榉树恰巧生长在进寨门边，恰似一棵迎客
榉。树高约 20 米、直径 1.5 米、树皮显棕褐色、平滑。树呈巨伞状，在树干三米左右部位，如手掌
伸出五岔发枝，枝桠最粗直径约 30 多厘米；往四方斜撑去长约 10 多米不等。枝条有白柔毛，单
叶互生、长 2 至 10 厘米，宽 1.5 至 4 厘米，端尖，边缘有钝锯齿，侧脉 7 对至 15 对。叶表面微粗糙，
背面淡绿色，无毛。春夏绿而秋季变黄、红两色。查林业专科记录榉木：花单性同棵，少杂性。雄花簇生于新枝下
部叶腋或苞腋。核果较小，上部歪斜，果皮有皱纹，直径 2.5 至 4 毫米，几无柄。花期 4 月，果熟期 10 至 11 月。人说
树有多高根就有多长。报京巨大的妹莫嘎树暴露在泥土上面的粗壮树根横伸出去，似鸿爪紧紧抓住泥土，又深插
下去不知所踪。但因年受岁月风雨剥蚀，下端形成的树洞可供俩小孩躲藏。而在树洞侧上方却有一双长短不一的
神奇鞋印！

寨头的妹莫嘎是侗家的守护神，莫嘎树下更是侗家青年男女聚会场所。在妹莫嘎长枝密叶浓荫的庇护下，四
乡八寨的人们在树下欢聚吹芦笙、唱玩山歌互递情愫。到了一年一度的三月三播种节，青年们结伴来到妹莫嘎树
下，以－首首令人肝腸欲断的叙事悲歌，怀念为爱殉情的一对恋人。

莫嘎树见证着－个凄美的古老故事。
乔生和良英青梅竹马，长大后成了一对恋人。每天晚上他们都会悄悄地来到莫嘎树下幽会，莫嘎树下，这对情

人依偎着，轻声以情歌互诉衷肠。星星消散，月亮回家，二人才依依不舍地离去。到了论婚嫁的年纪，乔生苦于家
贫拿不出像样的聘礼去良英家说亲。良英父母嫌乔生家穷，却将良英许配给了殷富人家。八字拿定，婚期在即，为
免生枝节，家人又将良英关在家中阻其再与乔生见面。可怜乔生每夜在莫嘎树下形只影单地望眼欲穿。他徘徊在
莫嘎树下，唱着失恋情歌，泪水往肚子里流。情人心腺相通，乔生的歌让良英心口作痛，心尖流血。她茶饭不思，夜
晚难眠。于是，在一个深夜里，趁爹妈憇睡，拔了窗棂，梭下木楼来到莫嘎树下，二人相见相拥恸哭不已。

这一夜是三月初三，天边几点寒星眨眼遥望那一镰新月。良英已是别家人，今生缘分到此尽！这对恋人含泪
唱别离歌：

桐籽开花白茫茫，
可怜俩我好不长。
今生不得结连理，
二世转来要成双……
五更天，突然寨子狗吠四起，人声嘈杂，良英亲族打火把逼向莫嘎树。良生、乔英紧紧抱在一起：
俩我抬头问莫嘎，
口含凉水好心伤。
今生树下双双去，
阴间也要共一房。
这对不愿分离的恋人脱下鞋，向莫嘎大树狠狠拍去，又紧牵着手跑到水塘边，双双紧抱着投向深塘。
乔生、良英抗婚殉情事惊动了四邻八寨，青年们纷纷来到莫嗄树下寄情哀悼。寨老们亦恻隐深省，于是作出决

定：父母家族不再干涉青年人们的自由婚恋。至此，每年三月三这天，有情人都要来到塘边，当着挤满坡的人群相
会配对讨葱蒜，送竹篮。青年们聚在莫嘎树下唱情歌，从白天唱到太阳落坡；从夜晚唱到拂晓。今有人又将报京三
月三冠名为“讨葱讨蒜情人节”。

报京妹莫嘎历经三百多年沧桑岁月，见证了几多风云变幻和历史变迁；也见证了侗家人的前世与今生，苦难和欢
乐。愿这些大山的精灵在勾画和实现绿水青山，金山银山，生态和谐，天人合一，建设美丽乡村良好愿望中更加郁郁
葱葱煥发无限蓬勃生机。

注：妹莫嘎，“妹”为侗语“树”。妺莫嘎为倒装句。汉译为榉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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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陈光昌）万人修缮宗祠垂万古，义
门同心世泽长。9 月 15 日，天柱县渡马镇龙盘村腊树脚
陈氏宗祠举行维修开工仪式，黔东南州博物馆、天柱县
文物局相关负责人和陈氏族人代表等 40 余人参加。开
工仪式的举行，意味着腊树脚陈氏宗祠将更加牢固，基
础设施更加完善，家风、家教、家训等文化更加完美，家
族历史更加厚重，祠容祠貌更加古朴瑰丽。腊树脚陈氏
宗祠将成为全县家文化研学基地之一。

腊树脚陈氏宗祠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二年（公元 1788
年），是由陈氏秀凯公所生七子仁高、仁满、仁泰、仁松、仁
伍、仁德、仁海及近亲世元公之后裔集资创建而成，距今
已有 234 年的历史。该祠古砖围墙，飞檐翘翅，壁画花
鸟，彩绘人物，古朴隽永；宗祠门头上有文官、武将、八仙
过海等浮雕；厚重的青石门枋上刻有家族姓氏、堂号和先
辈题联，历史厚重。祠内是木屋结构，设有戏台、中堂、后
厅，极为宽敞，能容千人，为族人唱戏、议事之所。逢年过
节，《穆桂英挂帅》《薛仁贵征东》《刘关张大战吕布》等几十
出戏曲在家祠里大放异彩。陈氏族人耕读传家，涌现出清
朝保奏头品顶戴提督军门、钦赐“巴图鲁”一品将军陈天
佑，光绪年间总镇都督府、统领湖南马步全军的陈正龙、六

品军工顶戴陈克明、甘肃省官陈联珊、清末举人陈明清等
人物。该祠既有战功赫赫的骁将，又有“公车上书”天柱四
举人之一。陈氏宗祠家风文化与戏剧文化比翼齐飞，是全
国专家、学者研究古戏剧、古家祠文化的浓缩版。2002年，
陈氏宗祠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陈氏宗祠先后经历三次维修。咸丰年间苗反猖乱，
宗祠被破坏，光绪六年（公元 1880 年）进行第一次维修；
经过第一次维修后，历时50载，宗祠漏雨，1935年进行第
二次维修；后经“文革”之劫，门楼上的六角亭阁和牌楼上
的狮、虎、龙等浮雕荡然无存，2006年进行第三次维修。

如今，2006 年维修后的陈氏宗祠，又经过 16 年的风
雨侵蚀，历时 200 多年的戏台楼板、戏台化妆间阁楼、大
厅木柱、祠顶梁柱椽枋等已经腐烂，牌楼、祠墙到处长
草、生树，祠内地坪未铺地砖下雨泥泞，祠内厨房腐朽漏
雨，祠堂右侧墙面有较大程度凹陷存在安全隐患，家风、
家训及名人榜等需要补上。经过族众商议，宗祠必须进
行第四次维修。

腊树脚陈氏宗祠维修工程涉及翻修墙壁、门楼加
高、楠木雕像等 14 个大项目和 6 个小项目，维修资金
62.8 万元，将于 2023 年年初竣工投入使用。

天 柱 陈 氏 宗 祠 维 修 开 工

有几个朋友从北京来，为了尊重客
人，征询他们到雷山吃什么？他们毫不
犹豫地说“吃雷山鱼酱煮的酸汤鱼！”

在我们雷公山地区的苗族有这么
一句话：“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痨蹿。”意
思是说，三天不吃酸的话，走路脚杆没
劲。而酸汤鱼是我们雷公山地区苗族
人民最喜爱的传统美食之一，吃起来香
辣而开胃，吃的时候一般要以火锅的方
式吃起来更爽，如果再喝上两杯苗家米
酒，那过瘾劲没得说。

而让北京的朋友也知道雷山鱼酱煮
酸汤鱼的，无疑是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纪
录片《舌尖上的中国Ⅱ》第一集《脚步》。

笔者当时在雷山县委宣传部工作，
亲历过当时雷山鱼酱火爆的宣传氛围。

2013 年 7 月央视《舌尖上的中国》第
二季摄制组导演李勇一行三人，为了拍
摄反映苗族饮食制作的独特性，展现苗
族人民生存智慧的传承、苗族精神的传
承的美食片，带着器材来到雷山县，在
县委宣传部的安排推介下，摄制组一行
选择到大塘镇桥港村祖孙三代共居的
李绍权家，重点对他家的鱼酱酸、韭菜
根、腌鱼这三道苗族传统美食的原料获
取、制作工艺、成品保存等环节进行了
为期一周的拍摄。9 月下旬，摄制组再
次来到李绍权家，完成补拍等一系列的
任务。并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晚在中央
电视台 1 套、2 套和 9 套相继播出《舌尖
上的中国Ⅱ》第一集《脚步》。

“这是一年中最美味的团聚，也注
定是一顿百感交集的晚餐。中国农村，
6100 万孩子的成长没有家长的陪伴，这
个数字相当于英国人口的总和。他们
被称为留守儿童。”“李建英和哥哥给父
母准备了一小坛鱼酱，清晨 5 点，分别
的时候到了。一坛家乡味，将被带到一
千公里外的广东中山，也许有一天，它
会以新的形式在他乡重现。千百年来，
食物就是这样随着人们的脚步，不停迁
徙，不断流变。”央视在《舌尖上的中国
Ⅱ》第一集《脚步》中的开篇解说词。并
用 10 分钟时间从当地人捞鱼、腌制，直
至开封、烹饪的过程，详细地介绍了“雷
山鱼酱”的制作过程。通过镜头拍摄展
现美丽的生态环境画面，原汁原味的传
统工艺和农村外出务工家庭感人的故
事，让观众叹为观止，深受感染，一时成
为全国网民热议话题。 也“引爆”了雷
山鱼酱，商人们纷纷打电话到雷山县委
宣传部咨询。

当时能生产鱼酱的，只有永乐镇冷
文才自办的永乐鱼酱厂。在宣传部的
推介下，当晚就有许多老板打电话联系
到雷山县永乐鱼酱厂的冷文才厂长。
而抢到第一个商机的客商是上海鲜淘
食品专营店总经理李磊。

李磊告诉笔者，《舌尖 2》在央视播
出当晚，天猫食品商家的 QQ 群里也同
步在“认领”上架央视播出的美食商品，
然而，等播放到“雷山鱼酱”时，群内一
片沉寂，原来没人有“雷山鱼酱”这个商
品。与此同时，“雷山鱼酱”的网络搜索
量却在急剧上升。

次日早晨，李磊通过雷山县委宣传
部，电话联系上冷文才厂长，并初步达
成合作意向。当天下午，李磊从上海飞
到贵阳，之后包了一辆出租车直接开往
永乐镇。在他飞往贵州的同时，他的天
猫店也同步上架预售“雷山鱼酱”，仅两
个小时时间预售的 1000 多单“雷山鱼
酱”全部订罄。

“开始我没有相信他（李磊）会从上
海来，更不相信他要那么多。所以当他

站在我面前时，我非常佩服他，当他问
我 有 多 少 库 存 时 ，我 随 便 说 库 存 有 1
吨。没想到他一下子把库存 10 吨的鱼
酱全部现钱现货要完。”冷文才高兴地
告诉笔者说。

到永乐后的第二天，李磊就用货车
把 4.5 吨雷山鱼酱拉往上海，第二批 5.5
吨也在 22 日全部拉完。同时，李磊与
永乐鱼酱厂签订三年合作合同，鱼酱厂
生产多少李磊就要多少，并当场预付 1
万元作为保证金，成了当时雷山鱼酱的
网络独家代理商。

“除上海鲜淘食品专营店总经理李
磊外，紧跟着到达永乐的有淘宝网‘京
东贵州馆’代理商邓棋，电话联系的有
遵 义 、贵 阳 、上 海 、南 京 、北 京 等 地 客
商。但都无功而返，因为已经无货供
给。”冷文才说。

雷山鱼酱历来只是苗家自制享用，
而办厂批量生产的是 1957 年雷山县永
乐区永乐公社创办的永乐鱼酱厂，当时
由冷文才与陈正龙负责管理。

2014 年 4 月笔者采访了冷文才，时
年 73 岁的冷文才介绍说，那时永乐公社
创办的永乐鱼酱厂生产最好的年份产量
达到 100 吨，最多用工时员工达到 100 多
个人。当时产品主要销往贵阳、凯里和
县城，有些送给省、州、县部分食堂，获
得了各级领导和各界人士的赞誉。

1992 年永乐鱼酱作为雷山主要特
产录入《雷山县志》。1996 年，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曾来函购买永乐
鱼酱。

改革开放后，永乐公社创办的永乐
鱼酱厂自行解散，只有冷文才继续自办
鱼 酱 工 厂 生 产 经 营 。 2013 年 产 量 15
吨，到 2014 年 4 月 18 日《舌尖上的中国
Ⅱ》第一集《脚步》播出前，已销售 5 吨，
剩余 10 吨待售（原本以为销不完了的
—— 冷 文 才 说）。 幸 好 2014 年 4 月 18
日，中央电视台《舌尖上的中国 2》播出
雷山鱼酱后，把苗族同胞的一道美食展
现在世人面前，永乐鱼酱厂剩余待售的
10 吨鱼酱一夜之间抢购一空。

从此，雷山鱼酱进入了全国美食行列。
中央电视台“引爆”雷山鱼酱后，雷

山鱼酱的制作生产成为多家企业竞相
生产的产品。

“《舌尖 2》播出后，雷山鱼酱名声在
外，想利用这一难得的知名度发展‘鱼
酱’产业。”《舌尖 2》“雷山鱼酱”中出镜
的大塘镇桥港村李绍权谈了自己的想
法。李绍权的想法得到县里和镇里的
重视，要把鱼酱和稻花鱼做成产业。

2015 年“桥港鱼酱合作社”成立，合
作社投入试运营后，由于供应链跟不
上，2017 年停止运营。而多家私营企业
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

桥港村四组村民任永学就是其中
的一个。1968 年出生的任永学，自幼在
家耳闻目睹老人们制作鱼酱，时常包饭
到坡上砍柴、割草、种田种地等都离不
开鱼酱，尤其是在坡上劳动累了，美美
地享用鱼酱下饭，那个香没法说。当中
央电视台播出雷山鱼酱后，看到许多人
到拍摄地桥港来寻访时，原本做服装生
意的任永学果断地改行做起了鱼酱，创
办了“桥港鱼酱酸”品牌。任永学做鱼
酱，不是拿到市场上去销售，而是自己
开饭店使用。目前，任永学开办的“桥
港鱼酱酸”饭店在雷山县城有两家，在
凯里城区有 3 家。

“中央电视台炒热‘雷山鱼酱’后，
我就看到了商机，原来我们祖祖辈辈吃
的 东 西 还 能 做 成 商 品 卖 钱 。 我 是 从

2016 年开始自制鱼酱开饭店用的，现在
我在雷山县城和凯里城区开办的 5 家
饭店，消耗的‘桥港鱼酱酸’去年 4 万多
斤。这些鱼酱都是我自己生产供应给
自己饭店的。”任永学自豪地告诉笔者。

当问及生意好不好做时，任永学高
兴地说：“虽然近年来受疫情影响，但我
的饭店从来没有停业过，现在 5 个饭店
共有员工 50 来人 ，去年销售额 800 万
元，利润 80 万元左右。”“我这是小打小
闹。”任永学开心地笑着补充说。

与任永学“小打小闹”相比，“大打
大闹”靠雷山鱼酱走红成功的另一个是
雷山县永乐镇草坪村的白座腾。80 后
出生职校烹饪专业毕业的白座腾，2015
年在凯里风情园开设了第一家老腾鱼
酱酸餐饮店，成功创建了“老腾鱼酱酸”
品牌，让藏在深山中的鱼酱酸焕发新
颜，融入了城市市民的美食胃口。短短
几年，老腾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在凯里、
雷山、贵阳等地经营有 10 余家“老腾鱼
酱酸”直营店和遍布全国各地的数十家
连锁店加盟店，有员工 500 余人，日接
待量约 6000 余人次，年消耗鱼酱酸 1000
余吨。

而继续秉承永乐鱼酱生产的是永
乐人张老水，1951 年出生的张老水原来
是 永 乐 供 销 社 职 工 ，供 销 社 改 制 后 ，
1982 年张老水开始在永乐街上自己家
的房子里开“四川火锅店”，开始生产鱼
酱供给火锅店使用。1996 年把“四川火
锅店”改为“永乐望江楼大酒店”生意越
做 越 红 火 。 到 2008 年 黎 、从 、榕 改 道
后 ，生 意 开 始 淡 下 来 。 2014 年 4 月 18
日，中央电视台《舌尖上的中国 2》播出
雷山鱼酱后，部分镜头里展示有张老水
酒店制作鱼酱的画面，使张老水嗅到了
商机。当年张老水把酒店搬到雷山县
城羊排移民安置点，并改名“张老水酒
楼”，主营鱼酱酸系列美食。

据张老水介绍，到雷山县城开酒店
后，鱼酱酸制作生产逐年增加，每年基
本保持在 10 吨以上，生产鱼酱酸的红
辣椒主要从永乐、达地、桃江、大塘等地
的农户中收购，爬岩鱼、鱼扇子、钢鳅等
原材料主要从永乐、塔石、三都等地采
购，确保永乐鱼酱品质的纯粹。每年生
产的鱼酱除供给自己的两个酒店外，还
供给凯里老腾鱼酱酸等 3 个酒店专用，
剩余的部分才以小坛装对外销售。

张老水的鱼酱参加各类美食比赛
都获得较好名次，其中，2017 年 8 月，张
老水酒楼选送的“雷山鱼酱酸汤鱼”参
加贵州省“大美黔菜展示品鉴推广”活
动，荣获“最受欢迎菜品第一名”。

“除做鱼酱外，我还生产韭菜根、竹
笋、藠头等坛装食品。每年季节性用工
近千人，工人大多是移民搬迁户。去年
产品销售和酒店总销售额达 100 多万
元，实现纯利润 30 多万元。”张老水高
兴地告诉笔者。

雷山鱼酱不仅给企业带来了丰厚
的利润，也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
的方式，让群众在辣椒、生姜种植和稻
田养鱼上分到一杯羹。近年来，雷山县
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持续做
大做强鱼酱酸特色产业，带动辣椒、生
姜等传统农业产业实现规模化、链条化
发展。累计投入扶持资金 498.5 万元用
于辣椒基地建设，完成示范基地建设
5000 亩，规模化基地建设 34 个，带动全
县 9 个乡镇（街道）13477 户农户种植辣
椒 1.54 万亩。2021 年全县辣椒产量达到
22000 余吨，产值达 8777 万元，促进农民
脱贫增收致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央视“引爆”雷山鱼酱产业发展
○ 黄连忠

苗家人捕捉鱼酱酸最主要原材料——爬岩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