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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印发
通知，公布 2023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
题。由姚瑶创作的《村 BA：观察中国式现
代化的一个窗口——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
入选其中，贵州民族出版社 2023 年 12 月出
版发行。

2022 年夏天，台江县台盘村的一场篮球
赛火爆“出圈”，被赞誉为“观察中国式现代
化”的一个窗口。“村 BA”成了最耀眼的贵州
热词。聚光灯下，浓厚的体育氛围，正投射
出乡村体育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联
系，照见一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贵州实践
中的乡村振兴新路。姚瑶从 2022 年 10 月起
开始创作，用在场者的视角，以充满诗意的
文字记录台盘“村 BA”的前世今生，抒写这
个小村庄在脱贫攻坚后走在乡村振兴路上

的新变化、新景象。该书由“台盘风貌”“‘村
BA’前传”“火爆‘出圈’”“‘村 BA’中的那些
人”“‘村 BA’的未来”共五部分组成。从不
同角度生动讲述了这项既展现中华文明包
容性，又展示中国新时代形象的村办篮球赛
为何火热到如此程度，让读者从中看到百姓
的欢喜、村庄的命运、国家的兴旺，看到基层
的有序治理，看到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信心百倍地走在蓬勃的乡村振兴之
路上。

该部作品由著名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
会会长徐剑作序。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著名作
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彦；著名作家、评
论家，《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著名诗人、

《诗刊》主编李少君；著名诗人、首届鲁迅文

学奖获得者、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王久辛；
国家一级编剧、中国电力作家协会驻会副主
席潘飞；全国政协委员、著名诗人、鲁迅文
学奖诗歌奖获得者刘笑伟；国家一级作家、

《民族文学》杂志副主编陈亚军等名家联袂
推荐。

据悉，姚瑶现供职于凯里供电局，贵州
天柱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报告文学学
会、中国诗歌学会、中国电力作家协会、贵
州省作家协会会员，黔东南州作家协会主
席、凯里市作家协会主席。学生时代开始公
开发表作品，著有《疼痛》《芦笙吹响的地
方》《烛照苗乡》《守望人间最小的村庄》等
多部作品集，获首届中国电力文学奖、2022

《民族文学》年度奖、贵州省第三届“尹珍诗
歌奖”创作奖等多个奖项。 （蔡兴文）

姚瑶新作入选中宣部2023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腊月就要到了，农村欢腾的杀年猪场面也将接踵而至。
在我们村，有猪杀过年的人家现在就开始商量了，哪天杀你家

的，哪天杀我家的，都作好了安排，避免了挤在一起发生“抢客”吃庖
汤的现象，如果非请不可的人被别人抢走了，一年之中主人都会心
有歉疚。

杀猪当天，天还没亮男女主人就起床了，男人磨刀、劈柴，女人洗
锅、生火，待大锅里的水腾腾地冒热气了，事先邀请来杀猪的人就接
二连三的登门了。

女人打开锅盖，见锅里的水汩汩翻滚，道一声“可以了”，几个男
人就摩拳擦掌拢向猪圈，有的拧耳朵，有的抓猪毛，有的扯尾巴，将
猪身横压在谷桶上。屠手用根绳子麻利地捆了猪嘴，操起锋利的杀
刀，然后用刀背“啪”的拍一下猪脚，粗着嗓门道一声“发财”就下手
了，刀法一步到位。

女人从锅里提来滚烫的水，大家又呼啦着舀水淋烫修毛，锄头、
铁瓢、竹片全派上用场。猪毛刮好用清水冲洗几遍，一个肉嘟嘟白
生生的尤物就憨态可掬的展现眼前了。

人们还没有修理完毕，主人就割了一大块热乎乎的猪肉甩在砧
板上，开始为“庖汤”大餐忙活，一边支使孩子挨家挨户去唤人吃庖
汤饭。庖汤肉不能洗，不施以佐料，大片大片的切了放进锅里用清
水煮，这样才汤汁通透，原汁原味，甜里带香。

等堂屋、火房、内房都摆好桌子，上了酒菜，来吃庖汤饭的人也都
到齐了。

屋里挤挤挨挨，人们各选搭伴围桌而坐。酒过三巡，主人还要端
来一个大海碗和一把调羹，招呼大家划拳。从“零”到“十”十一个数
字都融入美好的贺词，如一定大发、富贵登天、三元早中、四季发财、
五子登科等等，主人听了高兴，笑眯眯地巴不得把整坛米酒都灌进
你的嘴巴里。

……
杀年猪吃庖汤是老家过年的一道重头戏，尽管市场上猪肉应有

尽有，但有猪杀过年的人家，年趣浓醇很多。
腊月就要到了，我家杀年猪的日子也定下来了，我仿佛闻到了古

老浓醇的年的味道。

杀年猪 吃庖汤

我的家乡——凯里市红岩苗寨居于悬崖峭壁
之上，那里有我美丽的乡愁，有我儿时的欢声笑
语，有我青春的深深印迹，有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
忆。我还记得青青的稻田，古老的石桥，蜿蜒的小
路，夜晚的虫鸣和轻风，陪伴我成长的人和事。

据传，在遥远的上古时代，红岩苗寨还是一片
原始荒野。突然有一天，地壳剧烈运动，大块的石
头从地下涌出，像一群沉睡千年的巨兽突然苏醒，
矗立在此形成百余米高的悬崖，仿佛是大自然的
杰作，见证了岁月的流转。到了康熙年间，红岩苗
寨杨姓始祖，这一位坚韧的农民拖家带口从外地
迁居至此。当时，此地只有六户文姓人家。为了
团结一致，避免纷争，杨氏始祖提议拜文氏一位年
长者为大哥，带领大家共同开垦荒地，打拼家业。
数代勤勉，使红岩苗寨人口日益繁盛。子孙们沿
清水江建成大寨，围起三层厚厚的荆棘，以防外敌
侵入，还设置三道大铁门，每扇铁门都厚实坚固，
给人坚实和威严的感觉。当铁门关闭时，大寨内
的人们便有了安全感和依靠。红岩苗寨的人们便
依山傍水，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打造出一片属于
自己的天地。

红岩苗寨的房屋建筑独特，以山石为基，以木
柱为顶，掩映在青山绿水之间，宛如世外桃源。环
绕红岩苗寨的清水江，犹如一条玉带柔柔地向东
流，经过长年累月的冲刷，雕刻出了百余米的深
渊。沿岸的沙滩，是人们避暑的乐园，也是垂钓者
们的福地。晨雾在阳光的照射下渐渐散开，江面

上朦胧的雾气如同仙境般渐渐明朗。我独自荡舟
于清水江上，百米高的悬崖峭壁矗立在我的视野
之中，沉默而庄严。峭壁的颜色深浅不一，有深深
的黛色，也有阳光照射下的亮丽金黄。我闭上眼
睛，深深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着宏大而震撼
的自然之美。在此刻，我似乎能触摸到远古的时
空，感受到生命的韵律，感到自己如同这江水一
般，虽然曲折流淌，但始终向东流去，无畏前行，
汇入浩瀚的大海。

凯里滨江大桥横卧江面，仿佛一条巨龙腾飞，
将城市的繁华与自然的宁静巧妙地连接在一起。
每当夜幕降临，灯光熠熠，化身为一道璀璨的彩
虹，横跨两岸，熠熠生辉。周末闲暇时，人们乘坐
各种交通工具，抵达江边，或垂钓、或漫步、或闲
聊，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清水江的鱼儿，清水江
的水草，清水江的石头，都充满了生命的力量。清
水江的水，清澈透明，仿佛能洗净一切尘埃和烦
恼。江水滔滔，奔流不息，波光粼粼，犹如一条银
色的绸带，在阳光下跳跃。微风拂过，带起丝丝清
凉，吹皱了一池江水，倒影也随之摇曳生姿。周围
的树木郁郁葱葱，绿色的树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仿佛在为滨江大桥伴奏。鸟儿欢快地在天空中飞
翔，欢叫声与江水的流淌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首
美妙的交响乐。此时此刻，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
了下来。

红岩苗寨还是一个充满欢乐、神秘的地方。
人们不仅能够感受到苗家的风情和文化，还能够

品味到美食、听到悠扬的苗歌和看到勤劳朴实的
苗家人。苗歌，是红岩苗寨的灵魂。虽然没有城
市里流行的音乐旋律，但歌词丰富多样，有男女对
唱情歌、酒歌、出嫁歌、接亲歌等，每首歌都充满
着生活的情感和故事，是苗族人的心灵之声。

其中，男女对唱情歌是红岩苗寨最为盛行的
活动。未婚的男女青年会寻找一个风景优美的高
坡开始“游方”，相互唱出心中的爱意，你来我往，
乐此不疲。歌声如同空谷中的鸟鸣，清澈而纯净，
穿透人心。每当夜幕降临，苗寨的灯火就会点
亮。家家户户的窗户，像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整
个苗寨。灯光在黑暗中闪烁，如同苗族人的热情
和坚韧，在生活的磨难中永不熄灭。红岩苗寨的
每一首民歌，每一座民居，每一条小径，都有着自
己的故事。

红岩苗寨又是百节之乡，一年四季节日繁多，
各种庆典活动不断。其中，最为盛大的节日当属

“七月半”。节日前一天，人们便开始忙碌起来，
纷纷走出家门，来到野外，采集各种食物。在此过
程中，最为讲究的是家中男孩儿一定要亲手抓到
清水江鱼。这一天的清水江鱼格外鲜美，被视为
献给祖先的最好礼物。

农 历 七 月 十 三 日 这 一 天 ，整 个 寨 子 都 沸 腾
了。中午时分，全寨子的人都聚集在江边，举行盛
大的捕鱼活动。在阳光的照射下，男孩们背起了
鱼篓，踏上通往江边的路。烈日炎炎，他们无畏无
惧，一心只想着江中的小鱼。走到浅滩处，翻开鹅
卵石，静静地等待。清水江畔人声鼎沸，每个人都
在忙碌着，希望能亲手抓到最好的鱼。此时，抓到
鱼的人们会兴奋地高声呼喊，场面异常热烈。一
条小鱼从石头缝中游出，男孩们眼明手快，立即用
鱼篓逆水接住，收获的欢声笑语回荡在江面上，更
是引来更多鱼儿。半天工夫，鱼篓已经装满两三
斤鱼儿。回到家中，妈妈早已准备好了材料，开始
制作鱼酱酸。男孩们兴奋地在一旁观看，等待着

美食的完成。 当鲜美的鱼酱端上桌时，他们迫不
及待地品尝了一口，满口的鲜香让人心满意足。
晚上，全寨子的人们都会各自回到家中，围坐在灶
台旁，分享美食，畅谈生活。这一夜，家人朋友间
的关系更加亲密，整个寨子充满着温暖祥和。

“七月半”的夜晚，月光如水洒在寨子上，一切
都显得神秘而祥和。这个独特的节日，不仅传承
了苗家的传统文化，也蕴含着人们对祖先的敬仰
和感恩之情。家家户户祈求丰收；斩鸭杀鸡，摆上
了丰盛的菜肴。男孩们喊上外公外婆等亲朋好
友，围坐在一起，喝着香醇的米酒，享受着美食。
家乡的味道，便是最地道、最纯正的苗家美食，是
舌尖上的乡愁，是味蕾上的记忆。我还记得香甜
的米酒，酸辣可口的酸汤鱼，脆爽的糟辣椒。欢声
笑语中，大家共祝金秋大丰收。

当日凌晨时刻，寨子中央的操场上，人山人
海，热闹非凡。一场紧张激烈的“七姑娘”游戏正
在上演。场地中央，几个膂力过人的年轻人手持
大扇子，猛力向几个被选中的年轻人扇风。晚风
如刀，刺骨寒冷。然而，这些被选中的年轻人必须
顶住寒风，不能有一丝退缩。其中一位年轻人开
始讲述一段奇幻的故事。

周围的人们屏息凝神，静静地听他讲述，声音
如同仙乐般美妙动听，让人们不自主地沉浸其
中。他的故事不仅让人感到神秘莫测，还让人心
潮澎湃，仿佛亲身经历一个奇幻的场景。故事的
讲述不亚于一节精彩绝伦的评书桥段，不啻于一
段引人入胜的电台广播。听众们如痴如醉，被他
的故事所吸引……

这些都是我对家乡的深刻记忆，有着浓浓乡
愁的牵绊。深深的乡愁，家乡的思念，如影随形地
陪伴着我。我的乡愁是一份永远无法割舍的情
感，它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无论走到哪里，
我都会记得养育我成长的那片土地，会记得那片
蓝天，那片绿水，那片土地，那片星空。

悬 崖 上 的 苗 寨 冬至阳生始长行，
龙年元旦亦深情。
九曲黄河孤烟直，
万里长江文脉兴。
上天下海国威震，
破浪乘风胆魄惊。
旧邦新命硬道理，
美美与共最强音。

龙年元旦亦深情

听风
哪是父母
对我回家的呼唤
听雨
哪是回味
苦乐年华的甜酸
赏雪花
哪是憧憬
白雪公主的到来
望春秋
哪是青春
摇着岁月的小船

听风听雨赏雪花
□ 杨俊

□ 高俊华□ 杨胜章

或许是知道我喜欢吃，每次回老家，
家里人都要上发豆腐这个菜，或下火锅，
或用酸辣椒炒，都是极美味的。发豆腐，
也只有原来远口区这一片这么叫，之外
的都叫它油炸豆腐。也许是方言，“炸豆
腐”我们叫“发豆腐”。“发”既是名词，
也是动词，在表示名称时是名词，在表示
动作时是动词。

读小学时，每到冬天，对面的打油房
传来阵阵香味，使我们并不温饱的肚子
更加觉得饥饿，新鲜茶油的香味和发豆
腐的香味，让人不自觉地垂涎欲滴。

打油房是属于大队的，与小学隔着
一条小溪，就在小学几百米开外。记忆
中，它是五间木架结构房，相当于现在的
钢架结构房。有烤茶油籽的烤台，有碾
茶油籽的石碾房，有榨油的榨房。一到
打油时节，每个生产小队的茶油籽都挑
来在此排队加工。由于那时在农村基本
上无肉，寨上有一家打豆腐的，劳动强度

大的打油的人们便从那里买来几锅豆
腐，用新鲜出锅的茶油发豆腐。混合的
香味从不远处飘来，飘进我们那纸糊的、
到处有破洞的窗子的教室，纯粹让人不
安心上课，同学们拉长着脖子，头都往打
油房伸。发豆腐由此给我留下了第一印
象，闻得到吃不到。

那 时 ，村 里 只 有 一 家 姓 彭 的 打 豆
腐。打豆腐的工序非常繁琐，而且彭家
女人大都是天未亮就开始操作，细节不
为人知。我们只知道她家的豆腐是用酸
水下的，又白又嫩，用茶油发，外黄内白，
香酥可口。她家的豆腐，不用钱买，想要
吃时，提前和她打招呼，预约打几锅，取
时用相应的黄豆去调换，多少黄豆换多
少豆腐，都形成了规矩。一锅豆腐有几
厘米长、方形的 20 块，是否等价交换，大
家都心里有数，双方都满意。

就是豆腐，我们一年难得吃上几次，
平时有客来，因为猪都是等起过年杀，如

果喂的鸡、鸭都尚属幼年，处于不可杀阶
段，炒黄豆和煮面条，都属于待客的上
品。如果客人可以和两三碗米酒，也是
最好的下酒菜。只有过年或重大节日，
才去换豆腐来自己发。每当此时，母亲
把灶火烧好，往铁锅里倒大半锅茶油，等
油在锅里翻滚，再用菜刀把豆腐打成一
片一片地放进油锅里。如果豆腐水分未
干好，会不时有油往外飞溅。到豆腐外
观成金黄色的时候，母亲用竹筷夹住豆
腐，放在架在锅子上的烤糍粑用的铁架
上。而在一边加柴拱火的我，被散发香
味的豆腐所诱，也不管烫不烫，忍不住用
手指捏住豆腐，咬住豆腐一角，先尝为
快。后来我想，我五指不够修长，就是因
此而成。

彭家女人去世后，她的儿子没有继
承 她 的 手 艺 ，她 家 也 就 没 有 人 打 豆 腐
了。但村里其他人家有些学到了这个技
艺，属于“自娱自乐”型，有人需要就打，
无人需要时就闲着。也没有拿到集市
卖，没有形成什么产业。

及至读初中，如果家里有节日剩下
的发豆腐，用酸辣椒炒一炒，放点大蒜
苗，黄的、红的、青的颜色都有了。再用
玻璃瓶或茶缸装好，带去学校，那是最

可口的“私菜”。至今我还记得，同寝室
的同学围着夹“私菜”的情景。当然，也
有从家里带来悄悄吃的，这成了真正的

“私菜”。
我 到 县 城 读 高 中 后 ，一 直 在 外 读

书。再加上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也到
父亲工作的地方去了，我回家的次数不
多，吃发豆腐的机会见少。

直至参加工作，有事时回老家，亲戚
都要装好几斤发豆腐，让我带回凯里。偶
尔一些亲戚来凯里，也要带些发豆腐来。

现在，远口街上有不少专门卖发豆
腐的，竹林街上也有几家。我老家在远
口和竹林之间，相距同样是 8 公里，想买
发豆腐是很方便的了。每次回家，我都
要买些回来，自己吃或是送给已知发豆
腐滋味的友人。

发豆腐既是美食，也是乡情，是连接
家乡的纽带。不知为什么，走了好多地
方，吃了各种各样的豆腐，我还是怀念故
乡的发豆腐，还是觉得家乡的发豆腐最
好吃。

深入肠胃的发豆腐，已深入我的血
脉和灵魂。那是缭绕在村庄上空的缕缕
炊烟，是家门口潺潺流淌的小溪，是永不
磨灭的记忆。

难忘发豆腐

新年的企盼

亮在季节深处的灯笼
融入了节日的浓郁氛围
一如父母的眺望
穿越旅途的千山万水
等待一种回归
等待一种平平安安的相逢

贴在大门两侧的对联
融入了诗词的沧海桑田
一如父母的守望
穿越日子的欢天喜地
等待一种希望
等待一种热热闹闹的新年

挂在透明窗户的风铃
融入了牵挂的念念不忘
一如父母的思念
穿越游子的背井离乡
等待一种交谈
等待一种原原本本的诉说

映在夜空美丽的烟花
融入了新年的万象更新
一如父母的祝福
穿越时间的斗转星移
等待一种激情
等待一种岁岁年年的憧憬

只此一回首

沿着深深浅浅雪地的脚印
寻找寒风吹奏的短笛
只此一回首，拥挤的鸟声
掠走了散落在草垛间的笛韵

沿着高高低低村庄的走向
寻找错落有致的乡音
只此一回首，种子的萌动
拱开了泛着青翠欲滴的歌谣

沿着叮叮咚咚小溪的流淌
寻找山清水秀的回音
只此一回首，小鱼的游动
漾开了清澈见底水面的涟漪

沿着红红火火故乡的情怀
寻找久别重逢的亲人
只此一回首，时间的利剑
苍老了父老乡亲熟悉的容颜

迈进新年的门槛
□ 丁宇

□ 龙立榜

冬日的城市，仿佛被一层薄薄的寂静覆盖，周围的一切都换上了
素雅的冬装。这样的时候，我还是喜欢待在小屋里，倚窗、听雪、品
咖啡，与岁月换盏，与冬日言欢，悄悄唤醒生活的诗意与美好。

清晨，睡意仍浓，冲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任那温暖的气息在指
尖缠绕。打开电脑放一首轻柔的音乐，感受那一刻的温馨与安逸。
窗外，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给我熟悉的城市披上一层洁白的银纱，
让那些匆匆而过的行人，留下深深的足迹。

窗外孩子的打闹声，让我忍不住想起村子里的童年。那时候，总
有一群无论走到哪儿都不分开的小伙伴，一下雪，大家跑着、闹着，
堆雪人、打雪仗，尽情享受着冬日的快乐，从不知愁为何物。如今，
时光消散，玩雪变成了赏雪，对成年人来说，这不仅是一种视觉享
受，更是一种心灵的洗涤。看着那雪花在空中翩翩起舞，如精灵般
自由自在，带给我无尽的想象和灵感，滋润着干涸的灵魂。

“西窗听雨吟，庭院观雪舞。”身处城市，庭院不多见，亭台楼阁
倒是可寻。戴一顶毛线帽，便可踏雪而行，看着街头匆匆来去的行
人，闻岁月中碰撞在一起的各种香。让雪花飘落在肩膀，渐渐融化，
如若能再找到几枝梅花，那红梅落雪更是可人。即便有再多的烦
恼，也会随之消散吧，仅剩下时光中如诗的浪漫。

“冻笔新诗懒写，寒炉美酒时温。醉看墨花月白，恍疑雪满前
村。”李白用这首诗，温暖了整个冬天。冻笔、寒炉、雪满，字字句句
中都透着寒意，可流露出来的，却是叠加的温暖，炉火摇曳，酒香迷
人，燃起心中那份隐藏的诗意，唯美了冬色，刻下了柔软。

和雪交锋之后，还是要回到小窝的，趁着夜幕降临，点一支香薰
蜡烛。在那微弱的烛光下，翻开一本尘封已久的书，管它门外如何，
一个人沉浸在书的世界里。窗外，风雪相依；窗内，故事更迭。在这
个温暖的角落里，静静地回想与冬日的每一次邂逅，让回忆照亮内
心的每一个角落。不知不觉中，一股暖意由心底渐渐升起。

谁说冬日至寒？一杯热咖啡、一抹甜美的笑意、一首动听的歌曲
……都能让我们感受到冬日的温暖与幸福。

此刻，看着窗外飘洒的雪花，任手中的茶杯散发出浓郁的香气，
伴随着轻柔的音乐，感受静谧与恬淡。在这样的冬日里，我愿将温
暖传递给每一个角落的人们，与冬日言欢，与美好同行。

与冬日言欢
□ 赵吉胜

□ 李茂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