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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承 民 族 文 化 展 示 民 族 风 采

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年少逐梦走出
苗疆大山，如今历经岁月沧桑，看遍祖国
的大好河山，却无比怀念故乡连绵的大
山。进入新时代，在党和政府惠民政策
春风沐浴下，黄平县黄飘苗寨这些巍峨
而葱绿的大山，已成为开发乡村旅游的
良好生态禀赋，成为千千万万游子找回
乡愁的美好念想。

或许，直插云霄的黄飘高坡曾经阻挡
了人们的视线和脚步，让人望而生畏。或
许，一览众山小的欲望会被这苗寨高坡无
情击碎，变得七零八落。

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竟把黄飘苗寨
的那山那水堆得如此的美丽动人，蜿蜒而
上延绵数十公里的乡间公路，由山脚到山
顶。在黄飘高坡的一旁，山一座连着一
座，只在半山腰上夹缝中留下一块块巴掌
大的山间小坝子，升起袅袅的炊烟，淳朴
的黄飘苗寨的乡亲们便在崇山峻岭间生
生不息，演绎着一片“世外桃源”。

山高谷深，狭小的谷底曾经隐藏着多
少神秘的玄机，据说，曾经大自然一场无
情的大雨倾盆，股股洪流席卷而来，冲刷
了田地，漂走了庄稼，一切荡然无存，于
是，古老黄飘苗寨的乡亲们把目光投向了
高高的半山腰上更小的“坝子”，也许幸福
就在山腰间。聪明勤劳的苗家人不甘心
蜗居于低矮的坡谷，能干的双手随着骚动
的心不断往上爬着，于是依山而建的山间
苗寨便在悄然间形成。

开荒种地，在黄飘高坡半山腰上，乡
亲们除掉肆意疯长的野草荆棘，拾捡混杂
其中的乱石碎砾，堆砌在坡的边缘；然后
依坡形而锄、依坡而建，垄出一块块层层
叠叠的梯田。山间溪水潺潺，挖沟引泉，
顿时层层梯田便水波粼粼了。原来那荒
芜杂乱的景象消失得无影无踪，半山腰上
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沿着坡脚，弯弯曲曲的梯田就这么一
垄一垄地堆砌上去，缠缠绕绕，重重叠叠，
像是大山的一条条柔软的腰带，紧紧缠住
山坡。有的苗寨人家跟着梯田也一步一
步地上坡，成为山间苗寨。

深秋，秋风一吹，这一条条飘逸的腰带渐渐被染黄，更
是漂亮迷人。清风拂面，金黄的稻穗低垂含羞，情不自禁随
风舞动。远远望去，层层叠叠的梯田里稻穗在蠢蠢欲动，满
坡的金丝带在随风飘动，好像整个黄飘苗寨都堆积在粮仓
之上。风吹稻浪，此起彼伏，最后整个苗岭似乎都躁动起
来，欢呼声在这丰收季节躁动起来。也向终年辛勤劳作的
乡亲们馈赠最好的礼物。

闲暇时，若是从黄飘苗寨坡脚自下仰望，层层叠叠的黄
丝带的梯田，会突然感觉眼前高耸的山坡不知什么时候变
得那么亲切，摆在眼前的是一座座高高的“粮仓”。一块金
黄梯田叠在另一块梯田上，仿佛是垒上去的。大自然间的
鬼斧神工把田块与田块之间不明显的界线被那黄甸甸的稻
穗遮没德没了边际，但秋收时的稻穗和稻秆截然有别：低垂
的稻穗，挺直的稻秆，层次分明，像是丰收的稻穗整整齐齐
地堆放，等待“主人”快快把他带回家。

金黄的稻香吸引了辛勤的苗岭乡亲。乡亲们三五成群
迫不及待挑着空空的箩筐，提着明晃晃的镰刀，沿着山间弯
弯的乡间小路，有说有笑，兴高采烈地往这满满的梯田走
去，收获一年里最幸福的时光。

依山而建的金丝飘带一样的梯田用不上那机械化的大
型的收割机，甚多的是踩得呼呼响的打谷机，摆在田头，镰
刀在阳光下舞动。—把沉甸甸的稻谷被割下来，送到转得
正欢的打谷机口，“叽啦叽啦”，谷粒四溅，在秋色的阳光里
格外醒目。踩着打谷机的小伙子粒粒汗珠沁额而出，在阳
光下闪闪发光，用衣袖将汗珠一抹继续手脚并用，脚在跳
动，手在挥舞。累了，坐到田头，唱两句山歌，困了，稻草堆
里就地而睡。不经意间，山间微风徐来，扑鼻稻香，把人们
吹得流连忘返。那种爽劲让人们情不自禁扯开嗓子，朝着
对面的山坡再唱几首响亮的山歌。此起彼伏，对面总会回
个深深纯纯的歌声。也许是哪个姑娘或者小伙子的应答了
呢，即使没有人应答，那多情的山坡也会应声回响。

收获的季节，层层梯田里绝不会没有歌声，辛勤的苗家
人在新时代的春风里顺着梯田一步一步走上幸福的康庄大
道。满满的箩筐，一挑挑地被运下山坡。秋收后，层层叠叠
的梯田，顿时空空荡荡的，只剩下那些被扎成小矮人的稻
草，整整齐齐地在梯田里，像是威武的国庆“大阅兵”，守候
着来年丰收的喜悦。

在黄飘层层梯田上，野草神气般钻了出来，一片“春意
傲然”，被沉甸甸的稻草压抑得太久，终于熬出了头；收割过
的梯田里肥沃的土地也露出来了；那没有收割的梯田依然
金灿灿的，在这黄飘高坡的半山腰上被割出了一条条五彩
缤纷，层层叠叠，像一级级梯子，供着走出大山的苗寨游子
前来攀登。

若是来年春暖花开时，金黄散去，也不必为错过美丽的
秋天而叹息。黄飘高坡山间的小溪已随着春雨的到来而哗
哗作响，轻盈盈的身子欢快地钻进那张着“大嘴”的层层梯
田。冬去春来，干渴许久的梯田可以开怀畅饮，此时此刻怎
能错过这春天甘甜的山泉呢？

注满了水的黄飘梯田，水波荡漾。远远望去，半山腰上
这梯田发着光。远到的客人初来乍到，一定会惊讶不已：谁
拿了那么多的明晃晃的“镜子”堆放在山间，而且是一面一
面地往上摆，错落有致。这黄飘的山坡又变成了一座座的
神奇的镜子架。也许是春姑娘太爱美，一面几面镜子都照
不出她那美丽的容颜了，便在大山间堆放数千面镜子，照亮
故乡苗岭这鸟语花香的春天，照出黄飘明天幸福的希望。

黄飘苗岭山间，不时有云雾从坡脚升腾而起，四处弥
漫，一面面闪亮的镜子便隐隐约约躲进了云雾里，若隐若
现，仿佛人间仙境。山青隐去了，镜子隐去了，剩下静谧的
层层梯田，白茫茫一片。

“哗啦啦，哗啦啦”云雾深处飘来数声犁铧与土石相碰
的声响。黄飘高坡山间飘动的云雾里晃动着几个模糊的人
影。一面面平整的镜子被打碎了，四处散开。“铁牛”“嘟嘟”
的声音异常清脆。农人头顶毡笠，手持犁田机。“铁牛”使劲
往前冲，犁铧飞扬，溅起一片片水花，远远望去，像正在画一
幅田园山水画。

日出云散，中午时分，云雾渐渐退去。翠绿的山坡，平
整的梯田，隐约的黄飘苗寨，逐一呈现一幅幅美丽的山水
画。早春的绿意悄悄给苗岭这些线条柔美的镜子添上鬼斧
神工的一笔。

黄飘苗寨，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正阔步向前。沐浴着新
时代的春风，美丽的苗寨显得愈加质朴安宁，它见证了父辈
们的艰辛，见证了时代的发展，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带领苗
乡群众一步步走向全面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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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八一”建军节前夕，秋阳高照，满山苍翠，稻菽飘
香，笔者参加了州总工会党支部和台江县总工会党支部及
其帮扶村方召镇养汪村党支部联合在清水江畔的施洞镇
偏寨村开展的“重走长征路·奋进新征程”暨庆祝“八一”节
主题党日活动，有幸聆听了一堂十分有意义的党性教育和
国防教育课。

当天中午，参加活动的三路人马在施洞苗族古镇汇
合，党旗在队伍里飘扬，党徽在我们胸前闪亮，我们穿过错
落有致的苗家吊脚楼，首先来到与偏寨村毗邻的岗党略村
塘龙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银饰锻造技艺传承人、党
的十九大代表、省劳动模范、贵州工匠吴水根的创新工作
室，参观他的银饰制作坊和作品，一件件精雕细琢的银饰
品和他满墙挂着的荣誉，以及他带领村里 170 余户农户抱
团从事银饰加工制作实现每户年均收入 12 余万元的事迹，
让我们感受到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在这位苗家
汉子身上体现，令人不无钦佩。

接着，我们穿过幽深的石板花街村巷，来到寨边的清
水江码头，参观收藏在码头边上的苗族独木龙舟，该龙舟
是用一根掏空树心的巨型杉木作为母舟、两边各配一子舟
制作而成，是清水江流域台江、施秉一带苗族独创的竞技
和祭祀民族文化，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十分独特而神奇。清代参加镇压黔东南苗族起义的
湘军主将苏元春的幕僚徐家干在他所著的《苗疆闻见录》
中就有记载：“其舟以整木刳成，长五、六丈，前安龙头，后
置凤尾，中能容二三十人。短桡激水，行走如飞。”

此码头也是当年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施洞一带时从此
架浮桥过清水江向施秉县进军的渡口之一，我们顺着清水
江右岸的步道而下向偏寨步行，岸边树荫映水，光彩斑驳，
清澈的江流水潺潺，蜿蜒的清水江与两岸的村落、田园、青
山构成了一幅天然的山水画。尽管是酷暑高温天气，但身
处此景，江风拂面吹来，令人爽心悦目。这是当年红军跨
越清水江而走过的路，因此大家叫它“滨江红军路”。我们
在此体验了重走红军长征路，还在路上开展徒步比赛，不
知不觉就到了偏寨。

偏寨与塘龙寨相距 1.5 公里，都是拓落在清水江的右侧
沿岸的苗族村寨。1934 年 12 月下旬，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台
江施洞时军委纵队就驻扎在偏寨，曾在这里宣传共产党的

主张，传播革命道理，践行党的民族政策，访贫问苦嘘寒，
打土豪分浮财，军民共搭浮桥，并且毛泽东主席还在这度
过了他 41 岁的生日。因红色历史文化厚重，现偏寨村被列
为贵州省 23 个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和黔东南州 3 个全国红
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之一，重点打造红色教育品牌村、
集体经济发达村、村级治理模范村和乡村振兴样板村。

我们来到偏寨村，在村干的陪同下，先走村串寨察看
了村容寨貌和正在实施的红色美丽村庄项目，浓郁的红色
文化气息扑面而来，整个村寨苗族原生态与红色多彩的印
象呈现在我们眼前，红色美丽村庄初见端倪。之后，我们
在村中的马鞍广场集体重温入党誓词，面对鲜红的党旗，
重忆入党初心，坚定自己的崇高信仰。

在这里，我们聆听到了一个动人的红色故事。1934 年
冬，中央红军长征按照黎平会议的部署，决定放弃湘西与
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区新
根据地，兵分左、右两个纵队向黔北进军。毛泽东等领导
跟随的由红三军团、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组成的左路纵队
沿着清水江一路北上，于 12 月 26 日行军到达台江县施洞
镇偏寨村。

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红军到来时当地苗族群众纷
纷跑山上躲避，村寨空不见人，但红军并没有因村寨房屋
没人而进去，秋毫不犯，而在路边、江岸、大树和屋檐下休
息。当晚村里的石山林与妻子张布松偷偷回到家里，看到
红军一行人中有几位还身负重伤，在他家的屋檐下休息，
便毫不犹豫腾出房子让红军进他家里来住，并拿出家中所
有粮食分给红军吃。

石山林是当地为数不多识汉字的苗族人，在施洞一带
有一定名望，敢打敢拼，被招进当地原任过孙中山秘书、国
民党军委会秘书处长、江苏扬州县长、四川宜宾县长弃职回
乡而居的张伯修家当保丁，且他交友广泛，消息灵通，听说
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所以敢主动亲
近红军。据石山林的儿子石定录讲，他父亲在红军还未到
时就经常和母亲说：“国家要太平，就要跟朱毛（红军）。”

据石定录说，他母亲回忆当时住她家的红军看上去很
穷很瘦，但态度和蔼，有三个人住在一楼，像是红军的首
长，一位个子很高，还有两位戴着眼镜，其中一个戴眼镜的
生病躺在家里的木板椅上，离开的时候是几个兵抬着走

的。几位红军留住她家时，还有两个拿大枪的红军战士在
门口守卫，看见他母亲张布松出进就把枪放下打招呼。

根据时任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宣传干部陆定一的《长征
大事记》记载和后来党史专家学者考证：1934 年 12 月 26
日，军委纵队来到偏寨，住在石山林家的是毛泽东、张闻
天、王稼祥，毛泽东在此度过了他 41 岁生日。此时的毛泽
东如释重负，这是他从 1932 年 10 月宁都会议被剥夺军权
后，一周前在黎平会议上提出挽救红军的战略主张得到采
纳并付诸行动，既是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开端，也是毛泽
东人生伟大转折的开端。

军委纵队出发时，石山林还带着红军走了 30 多公里直
到施秉县。分别时红军要留下三块大洋以示感谢，但是石
山林坚决不收。红军没办法，于是留下了一个马鞍作为答
谢。后来石定录一家视为“传家宝”，曾有商贩开“天价”要
买这个马鞍，但石家不为金钱所动容，一直把这件珍贵的
红色文物保存至今。

长征精神洒播苗乡侗寨，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红军在
偏寨留下的马鞍成了军民鱼水深情的红色印记。

后来，为了纪念这个红军长征发生在村里的故事，当
地在村中修建了马鞍广场，立有红军赠送马鞍的雕塑，以
示永远铭记红军的恩情。

重温誓词完毕，我们参观了红军广场、中央军委纵队
旧址及毛泽东住的旧居等，一处处红色革命遗址，一件件
红色文物，一个个红色故事，无不在践行“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的职责担当，无不在诠释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革命情怀。
最后，我们还在村边红军渡口长廊上，现场讲党课，由

我为大家讲授《中央红军长征在施洞的红色故事》的红色
党课，以“毛主席在偏寨过 41 岁生日”和“苗族船工为红军
架浮桥”两则故事，讲述了毛主席和红军长征在施洞留下
的红色革命精神，坚定革命理想信念的红迹，使大家感悟
到今天的红色江山来之不易，要继承先辈的革命传统走好
新时代的“长征路”。并现场举行“双拥”知识抢答赛，以此
庆祝建军 95 周年。

夕阳西下，余晖洒尽。我们的主题党日活动意犹未尽
收场，这不仅是一次难忘的红色乡村之行，也是一次生动
的党性教育之旅。

红 色 偏 寨 之 行红 色 偏 寨 之 行红 色 偏 寨 之 行
○ 张永文

说到美食，世界到处都有，中国的美
食，数无胜数，而作为苗侗民族聚居的黔东
南美食种类繁多，可说是美食爱好者的天
堂。在天柱县，人们只要谈到世间美食，很
多人首先脱口而出的是远口发豆腐。的
确，远口发豆腐绝对算得上美食中的极品，
它以精致的做工和清香诱人的独特口味，
让人情有独钟，垂涎欲滴。

远口的发豆腐，是清水江中游最有名的
传统佳肴，以当地的优质大豆，环保天然山
泉水，特产茶油为原料，采用相传工艺精制
而成。它不仅品质优良、柔软香酥、口感好，
而且营养丰富，长期食用，对人体能起调节
作用。天柱县城有一位姓杨的退休职工跟
笔者讲，他身上患有高血压和高血糖等诸多
病症，他听说远口发豆腐有降压、降血糖等
之功效，他每天坚持到农贸市场远口发豆腐
专卖铺买发豆腐食用，结果三个多月后，他
发现血压和血糖已明显降下来了，其它病症
也有不同程度的缓解。看来网上传说的远
口发豆腐对人体有调节作用不假。

远口发豆腐色泽诱人、皮薄柔软、质地
细嫩，弹性十足，唇齿留香。笔者吃过很多
次，每次都回味无穷。在天柱，宣传远口发

豆腐的文章和诗词很多，《天柱县志》就有
多首诗赞美它，其中有一首云：“初游清江
四季春，炊无豆腐宴难成。金油炸出嫩黄
深，清欲流唇香满门。”

远口发豆腐源远流长，当地人又称“水
皮子”，它起源于远口镇侗寨磨山村，已有
600 多年的历史。根据远口一位朋友讲述，
发豆腐是明朝洪武年间，磨山村侗家放排
工杨世江放排到长江中游的武汉，偶然认
识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刘氏，两人情投意合，
结为伉俪。刘氏为人聪明，温柔贤惠，心灵
手巧，擅长做豆腐。她嫁到远口磨山村后，
随即把做豆腐的这一绝活用于家庭中并开
始做起了豆腐买卖。刘氏见磨山漫山遍野
都是山茶油树，油产量多，榨出来的油清
亮、质优，她就思考怎样发挥这一特产的优
势。有一天，她趁着丈夫外出卖豆腐和自
身做完家务的空闲机会，就试着把家里留

下食用的两块豆腐用茶油炸来吃，看看味
道怎么样？结果味美酥香。为了给丈夫来
个惊喜，她决定把油炸豆腐放到晚上炒给
丈夫品尝。她把炸完的油炸豆腐盛在盘子
里，顺手搁在厨灶的水缸边。尔后，她又到
街上买了几斤猪肉用作主菜，等到晚上与
油炸豆腐一起炒来吃。到了晚上她切肉的
时候，由于不小心，转身把盘子撞落水缸
内，油炸豆也随即泡在缸里泉水中。她气
恼得干脆不理它，任其在缸里浸泡，等到到
猪肉下锅炒熟之时，她才想起水缸里浸泡
的油炸豆腐，于是她捞出来把水挤干，胡乱
地倒放入锅里与肉一起混炒，意外中发现
其味更加可口香醇，满嘴清香。吃罢大
喜。后来，夫妻二人合计，利用这一发现做
起了这样的豆腐并用木桶挑到远口镇上叫
卖，湖北、江西等地的木商见片片的炸豆
腐，一叠叠的放泡在水桶里，好奇地叫“水

皮子”、“水皮子”，接着把它抢购一空，远口
的“水皮子”因此而得名。就这样，一道地
方标杆的特色美食从此很快传扬到荆楚大
地，成为市场上食客的抢手货。

发豆腐可以说是远口人在饮食文化史
上的一项奇异发明！

至于远口发豆腐的制作，笔者曾在远
口一家亲戚看过，工序极其繁琐，整个生产
过程就有 20 多道工序，主要包括选料、浸
泡、磨浆、纱布过滤、加热、点酸、模压、切
块、油炸、去油、浸泡等。但发豆腐关键和
神奇之处在于“点酸”。这里的发豆腐不是
用石膏水来点的，而是用自制发酵的“酸
水 ”来 点 卤 。 其 中 的 奥 妙 笔 者“ 一 言 难
尽”。当然发豆腐制作过程其中也包含了
制作豆腐的过程。简单来说，把用黄豆制
作而成的豆腐切成薄片放入油锅煎炸后，
放入盛有天然井水的容器中浸泡，捞起来
挤干油，再浸泡。通过这样的制作，这道人
人喜爱的美食就算大功告成了。

远口发豆腐制作工艺复杂，同时也是
天柱侗苗民族的智慧结晶。作为传统的美
食，我们更期待它日益发扬光大，为天柱经
济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远口美食标杆——发豆腐
○ 刘慧桥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展现新时期巾帼风采，近
日麻江县贤昌镇妇联组织绣娘缝制加工棒球才艺大比拼。
34 名绣娘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出各项前三名共 13 人，并现
场颁发了奖金。

据悉，自 2011 年实施棒球缝制加工项目以来，贤昌镇采

取“党支部+企业+订单+绣娘”的模式，切实解决了留守妇
女无就业、无收入的难题，实现富民增收。每年有 200 名绣
娘参加棒球缝制加工，缝制出口的棒球达 100 余万个以上，
实现工资收入 100 万元以上。

（通讯员 杨 聃 摄）

麻江县贤昌镇：绣娘才艺大比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