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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读

《博物馆里的大唐之美》
郑毅 著
东方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

《博物馆里的大唐之美》由大唐王朝代表性的文物
精品入手，讲历史，谈文化，内容扎实、旁征博引，而又
要言不烦，让人看得懂、放不下。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
介绍唐朝文物的书籍，作者讲述了每幅字画、每件器物
背后的故事以及当时的历史故事，不仅如此，书中还配
有优质的图片，完整地展示了每一件精美的文物。我
们通过作者的描述能够领悟文物的美以及能了解历
史、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每一位对博物馆、对大唐历
史感兴趣的读者都可以深入阅读。

《指尖上的梦：徽州工匠记》
洪锋 著
黄山书社2021年1月出版

本书从徽州工匠这一视角入手，选取徽州历代众
多能工巧匠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如李廷珪、程君房、汪
复庆等古代名匠和周美洪、王金生、方新中等当代非遗
传承人，将他们孜孜不倦、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故事
生动地展现给广大读者，深入挖掘徽州“工匠精神”的
源头、发展历程、所获成就和当代境遇，对人们进一步
了解徽州文化，培养民族自信心，弘扬民族自豪感有一
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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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马丘比丘右转》
（美）马克·亚当斯 著范文豪 译
商务印书馆2021年5月出版

1911年，年轻的耶鲁大学教授海勒姆·宾厄姆进
入秘鲁的安第斯山区，“发现”了马丘比丘。将近一个
世纪之后，新闻报道将这位英雄探险家视为贩运文物
的罪犯和欺世盗名的窃贼。马克·亚当斯是探险旅行
杂志的编辑，他决定调查事情的真相，重走宾厄姆的
艰险考察之路。他不仅熟读宾厄姆的名著《印加的失
落之城》，而且参考了宾厄姆深藏在耶鲁大学图书馆
的全部笔记和档案材料。从古代印加首都库斯科出
发，在一位澳大利亚籍户外生存专家和几位说盖丘亚
语、嚼古柯叶的骡夫的陪伴下，亚当斯带领我们进入
秘鲁险恶而具有历史感的丛
林当中。

近日，收到更生转来的一本书。我
与作者并不熟，但书里写的内容却是我
喜欢的芜湖美食。

美食也是一种表达和创造。这部书
收集了百种芜湖小吃和百种芜湖家常
菜。令我这个土生土长的芜湖人自叹不
如。

这部作品分两个部分：芜湖家常菜、
芜湖小吃。

还是从开篇《咸肉炒蒌蒿》来说吧。
“早春二月，经过了漫长的严冬，芜湖人
与咸菜为伍，闷坏了的胃口，此时满怀着
对新春口味的期望，幻想着能有一道新
菜出现。能担此重任的，也只有蒌蒿（又
名芦蒿）。”于是又谈及了蒌蒿与苏东坡
的情缘“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
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
时。”呵，原来是请苏东坡上场端出这道

“咸肉炒蒌蒿”的，真是妙不可言也。后
面的内容既可品尝也能实用，吃法做法
美味养生一应俱全，无怪乎一道菜作者
下笔千言，洋洋洒洒。《茭瓜炒肉丝》《青
大椒炒虾子》《黄鳝烧蒜苗》《糖醋鳜鱼》

《臭咸菜蒸豆腐》《咸菜蒸千张》《炒腌菜
花》《咸韭菜臭干子拌花生米》等等，“家
乡的味道”“妈妈的味道”跃然纸面。就
拿这篇《青大椒炒锅巴皮子》来说吧。从

“青大椒四炒”“青大椒炒锅巴皮子的做
法”两个小段细说，不仅赏读，还可以照
此操作，炒出这道菜来。又如《黄鳝烧蒜
苗》，文中写了多变的黄鳝、蒜苗炒干子
的做法、蒜苗烧肉的做法、炒黄鳝丝的做
法、黄鳝烧蒜苗的做法，不厌其烦地一一
道来，这道菜的做法可以说是毫无保留
地手把手教了。这里有典故有传说有培
训，也更有美食的原汁原味。

鳜鱼在“芜湖四鱼”（鲥鱼、鲚刀鱼、
鳜鱼、黄鳝）中排名第三，一年四季都
有。鳜鱼有一种非常好吃的做法——糖
醋鳜鱼。《糖醋鳜鱼》文中，从“有名的

‘贵’鱼”“糖醋鳜鱼的做法”分别介绍了
名的由来和鱼的做法。那我们就来看看
作家是如何做“糖醋鳜鱼”的：鳜鱼清理
好后，两侧都要顺着肚子上鱼刺的走向，

斜着深切三道口子，然后沥干水。先开
火，倒大半锅油。到油轻微冒烟了，再把
鱼从锅边上滑下去炸。别动它，它两面
会自动炸到。到鱼炸漂起来了，两面金
黄了，油里翻泡也少了，捞起。然后调糖
醋汁。1斤鳜鱼，加小勺的大半勺盐（2.5
克），1 汤匙糖（20 克），半汤匙醋（10 毫
升），半汤匙淀粉（8 克），半锅铲子酱油
（20毫升），半截指头大的姜，不必刮皮，
切成沫；一小把葱花，一小碗水（200 毫
升）。然后把油从锅里倒出，再倒入糖醋
汁煮。要不停地搅拌，不然有的会变成
凉粉。等煮开了，汤的颜色变得透明了，
再把鳜鱼放到里面翻个身。让鳜鱼全身
都裹上糖醋汁，然后立刻盛起来。

如此一番操作，味极鲜美的糖醋鳜
鱼就制作出来了。被作家这样一道道工
序一步步细说的芜湖家常菜还有许多，
恕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引用了，还是请大
家去读原著吧。

“芜湖小吃”这个章节，里面的小吃
品种可以说是芜湖人耳熟能详的了。小
笼包子、香油烧卖、腰子饼、油条、卷子、
糍粑、还有傻子瓜子、小邢板栗、老濮凉
粉等等，基本上都是我吃过的小吃。让
我们看看作者是怎样介绍芜湖小吃三大
件小笼包子、虾子面和酥烧饼的。有芜
湖人在上海工作，每个星期天都要开车
回芜湖吃小笼包子；有合肥人喜欢专门
到芜湖吃小笼包子。还有一对在上海旅
游的台湾老夫妇，在吃了对门芜湖小姑
娘给他们的小笼包子后，又特地跑到芜
湖来，专门吃小笼包子；还说这是最好吃
的小笼包子。如果你能在芜湖吃两顿，
那么吃完小笼包子，就一定要吃虾子面，
也在凤凰美食街上，店名叫耿福兴，百年
老店。吃虾子面之前要拌一下，好让虾
子都掺杂到面条里面，这样才夠味。一
吃面条，很有韧性，又极鲜，有海鲜的味
道，那不是一般的肉汤，或老味精的味
道，而是一种说不出的特殊的鲜味。可
能就是虾子的鲜味吧，所以虾子面才有
名。

酥烧饼有两种，一种是甜的，一种是

咸的。甜的是圆的，有茶杯盖那么大，里
面包了桂花糖馅。咸的是长圆的，里面
有猪油葱花和面做的馅，有点像猪腰子，
也有点类似鞋抜子。另外还有一种萝卜
丝酥烧饼，也是圆的，外形和甜的酥烧饼
一样，但它是咸的。酥烧饼之所以叫酥
烧饼，就是因为酥。外面焦黄，皮一层层
的，像纸那么薄，趁热吃，又酥又香。

常常约邀三朋四友聚餐，在那几个
百年老字号的饭馆里，一边品尝，一边
畅谈，我们吃的是小吃，回味的是乡情。

如果将小吃、家常菜，当作一般性的
美食和城市的招牌菜来做文章，只能算
是一种传统的资料性的写作。若能并将
美食、文化、历史和具体的制作等功能结
合在一起，而且融合一体。这样一来，既
有文学性，又有实用性，是一个城市的标
志和文化遗产的传承。它能引起我们阅
读的兴趣，更能引发我们的思考，思考比

“吃“更深的层次。在这些方面，《一城百
味》这部书已做出了尝试和突破，也正是
这部书非同类书和文章的价值所在。

杨谊在《一城百味》自序的开头就讲
明了写这部书的初衷：“家乡是用来怀
念的，只有远离家乡，吃不到家乡味时，
才觉得家乡味的可贵、才更加怀念家乡
的美好。”“我现在虽然在福建，但家里
烧的菜，也还是芜湖的一些家常菜。”身
处异地，心怀家乡，她写出的芜湖家常
菜、芜湖小吃就有了一种别样的特色和
风味，抒写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吃”，
而是抒发的是一种浓浓的“情”。在读完
厚重的这部书后，对萨瓦朗（法国作家）
的一段话理解得更加透彻了，“对人类幸
福来说，菜肴的创造要比发现一颗新星
贡献更大。”作者笔下的美味佳肴和她
美丽而细腻的文字，让我对芜湖的美食
佳肴的认知和情感上升到了又一个新的
高度：我爱芜湖，我爱芜湖家常菜和芜
湖小吃。

《一城百味》
杨谊 著
黄山书社2018年10月出版

□周祥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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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之中皆乡情美食之中皆乡情
———读—读《《一城百味一城百味》》

日前,中共南陵县委宣传部、南陵县
档案馆组织编写的《青春洒热血 更映党
旗红——俞昌准烈士的光辉一生》一书，
由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俞昌准，1909 年 10 月 26 日生，安徽
南陵人。1925 年 6 月，他在上海南洋中
学校内外率领进步学生、群众积极声援
支持推动五卅运动。1925 年秋，俞昌准
在上海大学附中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1926 年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 年 11 月在南陵城关创建了中共南
陵特别支部（直属党中央领导）。1927
年春调任中共芜湖特支书记，同年12月
在南芜边区组建了中共谢家坝支部。
1928年1月领导发动了南芜边区农民武
装暴动，同年 9 月调任中共怀宁县委委
员、共青团县委书记，11 月在安庆组织
发动了反程勉学潮。1928 年 11 月 22 日
在安庆被叛徒告密被捕，因在狱中严守
党的秘密、坚贞不屈，同年 12 月 16 日被
国民党反动军警枪杀于安庆北门外刑
场。

在那个烽火岁月，作为一名革命青
年，俞昌准的一生是为了追求革命胜利

而奋斗不息、战斗不止的一生，他把一生
献给了党。宣传弘扬俞昌准烈士英勇事
迹和革命精神，就是赓续红色血脉,就是
传承红色基因,就是让革命薪火代代相
传。

该书共分三编。第一编“碧血丹心、
坚贞不渝——烈士生平”为编者著，共三
篇文章,第一篇为俞昌准烈士的光辉一生
事迹介绍；第二篇为俞昌准烈士领导和
发动的南芜边区农民武装暴动的探究；
第三篇为对烈士出生和牺牲时间的说
明。

第二编“革命诗文、肝胆照人——烈
士遗稿”,是本书的主体,一是烈士在1925
年 9 月 14 日《中国青年》上发表的名作

《我们的校长》；二是烈士的三篇政论提
纲；三是烈士创作的《一个实事话剧》；四
是烈士的28篇诗作；五是烈士的11封家
书；六是烈士的18篇日记；七是烈士的28
篇随笔。

第三编“永远怀念、不朽丰碑——关
于烈士的回忆及报道”,由烈士、亲友、战
友、学友、同志、乡人的相关回忆录和访
谈录及主要媒体对烈士的专题报道构

成，共收录10篇文章，第一篇为烈士二哥
俞昌时写的烈士的传记；第二篇为烈士
的学友周文在写的对烈士的追忆；第三
篇为烈士的同志乡友俞传道写的烈士在
芜湖革命活动情况小记；第四篇为烈士
的战友钱新嘉写的烈士在安庆革命活动
的回忆；第五篇为烈士的乡人戴雪峰、王
永治写的烈士轶事札记；第六篇为访问
俞昌时的谈话记录；第七篇为访问烈士
的战友吴昭苏同志的谈话记录；第八篇
为知情人易克键谈俞昌准烈士被捕就义
经过；第九篇是新华社记者鲍晓菁刊发
于2018年6月6日《人民日报》“为了民族
复兴·英雄烈士谱”专栏上的烈士事迹专
题报道；第十篇是梁鸿猷、王开玉刊发于
1981 年 6 月 17 日《安徽日报》“党的光辉
历程在安徽”专栏上的烈士事迹专题报
道。

该书较为全面地记述了俞昌准烈士
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不仅反映了烈士的
成长之路、奋斗之路、革命之路,而且诠释
了烈士坚守理想、担当使命、不怕牺牲、
英勇斗争、对党忠诚的精神品质和崇高
风范。

□潘振华

《《青春洒热血青春洒热血 更映党旗红更映党旗红》》出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