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信息

“周口人文丛书”出版发行
本报讯 4 月 13 日，“周口人文丛

书”《画说周口非遗传承故事》《画说
中原农耕文化》《画说二十四节气和
十二生肖》《话说周口民俗文化》由黄
海数字出版社出版发行。

据悉，“周口人文丛书 ” 由郭志
刚主编 ，为国际版本 ，铜版纸彩色

印刷，美观、大气，内容丰富多彩。
此套 “周口人文丛书 ”， 以诗 、

书、画的表现形式，尽量还原文化原
貌，以期保存渐行渐远的温馨记忆，
留下前人珍贵的生活影像， 增强人
们的民族文化认同感。 ②8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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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味道之豆糁饼子
晨之风

困难的年代里， 尽管生活条件
和现在错得远，但是在记忆里，贫瘠
的土地上生产出的粮食， 在母亲手
里总能换个样子成为“美食”。 我很
惊叹母亲能让普通的黄豆发生奇妙
的变化， 焕发出承载着岁月力量的
风味。 她做的豆糁饼子简直就是童
年记忆里“美食”中的佼佼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好多人对
豆糁饼子都不陌生， 它和酱豆子一
样，也是那个年代的“美食”。 酱豆子
和豆糁饼子成了河南豫东地域的特
产， 竟然还成了含有文化底蕴的食
物。 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种
过去母亲们看似不经意做的“美食”
据说还成了非遗备选项。

农历四月份做豆糁饼子最好 ，
这个时候天气转暖， 杨絮还没有飞
起来，苍蝇还没有大量滋生。 之所以
选在这个时间段有两种考虑， 一是
做豆糁饼子需要发酵， 发酵有温度
要求，温度太低不行。 二是做成的豆
糁饼子需要晾晒，有杨絮不行，苍蝇
多了也不行，容易生蛆。 我第一次吃
的豆糁饼子是姥姥做的，感觉好吃，
但是不知道咋做出来的。 后来，终于
赶上姥姥做豆糁饼子， 算是见证了
这种“美食”的制作全过程。 再后来，
我成为母亲的助手， 参与制作豆糁
饼子。

要制作美味的豆糁饼子 ， 当然
要选用上等的黄豆作原料。 不过在
过去， 上等的黄豆大都是用来做种
子的，所以一些品相不太好的黄豆，
甚至虫蛀的、 秕豆子就拿来做豆糁
饼子了。 除了选好黄豆，还要准备好
食用盐、辣椒、调料。 那时候，家里面
的食用盐都是大盐疙瘩， 后来才知
道这种盐不能直接食用， 是工业用
盐， 需要将其加工后， 过滤除去杂
质， 直到盐的颜色变成洁白才可食
用。 那个时候，辣椒不成问题，调料
都是自己地里产的， 用花椒籽子或
者花椒干叶子，再找些茴香瓣子。

豆糁饼子从备料到制作完成 ，
绝对没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介入 。
母亲先把泡好的黄豆上锅煮， 不能
煮得烂了，要把握好火候。 把煮好的
豆子捞出来，稍微降温后，装到很厚
的布袋里，扎紧袋子口，趁着余热放
到麦糠窝里，上面盖上厚厚的麦糠，
再压上几块砖头， 这是确保煮熟的
豆子迅速发酵。 豆子发酵的时间要
根据温度高低决定，温度低，需要的

时间就长些。 过一段时间，打开布袋
看看， 如果豆子上面长满了黏稠的
白“丝线”，发出一股特殊的臭味儿，
这就差不多了。 那些“丝线”其实是
菌丝，是发酵产生的。 就因为这“臭
味儿 ”，所以豆糁饼子又叫 “臭豆糁
饼子”。

豆子发酵完毕， 选一个晴好的
日子 ，母亲会先煮好调料汤 ，用盐 、
辣椒和花椒混合熬制而成。 煮汤的
同时，母亲把发酵好的豆子挖出来，
把握好比例，放入食盐，用村里那个
足有小孩大腿高的石臼捣碎， 但又
不能捣成豆泥，然后放到大盆里，再
根据比例倒入调料汤，用手搅拌，反
复揉搓， 直到捣碎的豆子变成黏合
度很高的状态。 最后，把揉搓好的豆
粒子拍成饼子， 放到高粱秆做成的
锅盖上，端到阳光下晾晒。 做豆糁饼
子那几天一定要关注天气， 如果是
阴天那就不能做。 在太阳的暴晒下，
豆糁饼子的颜色由浅变深， 最后呈
黑褐色，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豆酱味，
豆糁饼子到此算是宣告做成了。 晒
干的豆糁饼子密封在塑料袋里 ，可
以长年保存。

拿一块做好的豆糁饼子吃在嘴
里， 别有风味。 发酵时间长短不一
样，口感也会有差别。 如果喜欢辣味
儿， 还可以在调料汤里加上切碎的
辣椒丝，辣度全靠自己把握。 那个时
候，杂面馍难以下咽，为了能多吃点
杂面馍，做豆糁饼子时，母亲总是放
上大量的辣椒。 豆糁饼子可以长期
保存 ，咸辣兼备 ，利于进食 ，所以困
难的年代里，竟成了我美好的记忆。

那个时候， 上小学的我放学回
家， 抓起个凉杂面馍， 掰块豆糁饼
子，越嚼越香。 嚼上了辣椒丝子，没
准会辣得头上冒汗， 就这样还一边
吸溜嘴，一边大口咬馒头，那滋味似
乎比现在的山珍海味还美。

如今，生活越来越好了，人们讲
究吃有机蔬菜，健康饮食。 豆糁饼子
渐渐被村人遗忘， 年轻人更是不屑
一顾。 母亲年龄大了，也没有力气去
做豆糁饼子了。 后来，我在县城的超
市里发现了真空包装的豆糁饼子 ，
我欣喜地买回家。 为了尽可能出味
儿，妻子把豆糁饼子切成薄片装盘，
放进油锅里爆炒，再兑入鸡蛋液，一
股香味瞬间在厨房弥散开来。 乍一
吃 ，还不错 ，不过遗憾的是 ，最终也
没吃出记忆中的味道。 ②8

民俗趣谈

东岳庙在等你
曾威

中原大地是华夏文明的老家，豫
东平原是中原文化的重镇 ， 几千年
来，这里农耕繁忙 ，农闲之余庙会兴
盛，最有名的当属淮阳太昊陵的二月
会。 二月会一结束，就是商水的东岳
庙会。

东岳庙位于商水县郝岗乡沈庙
村，依傍沙河，紧邻寿圣寺塔。

千百年来，每逢农历三月十五至
二十五，方圆数百里的人们如春潮滚
滚，来此许愿祈福，购物赏玩，虔诚里
透着热烈，快活中含着忧伤 ，一代代
人就这样走过了宋元明清，走过了民
国，走到了现在。

历史不管怎么演绎，人气始终在
这里聚集。

周口以外 ，许昌 、漯河 、商丘 、驻
马店、 平顶山等地的百姓蜂拥而至，
你的肩膀擦着我的肩膀，我的鞋跟碰
着你的鞋跟，把清明上河图从形象转
化为立体，仿佛时光倒流，春节归来。

人气旺是因为人心齐。
你想啊，人家老几辈都是赶东岳

庙会长大的 ，老太爷领着爷爷 ，爷爷
领着爸爸 ，爸爸领着儿子 ，儿子又有
了儿子，到孙子这一辈他能不来吗？

经过多少战乱纷争，中华民族之
所以绵延不绝 ， 不只是由于血脉相
传，更在于文化深入人心 ，吃过馒头
和面条的嘴巴，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被
汉堡与可乐吞噬的。 不要轻视那个卖
小吃的大娘， 那个做木雕的大爷，那
个玩杂耍的汉子， 那个唱戏的姑娘，
那是味蕾的记忆， 是手上的掌纹，是
心灵的底色。

哪里有人气哪里就有商业，正如
胳膊连着腿。

社会在发展 ，时代在进步 ，如今
的东岳庙会已不单纯是许愿祈福，展
销商品也成了其特色亮点。 人多半是
俗人，俗人就要讲究衣食住行 ，大老
远跑过来 ，只许许愿 、祈祈福怎么可
以？ 饿了，有小吃摊和饭店；困了，有
茶座和旅社 ；孩子闹了 ，有玩具摊和
游乐场———虽然这里地处乡野，比不
上大城市， 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各

项服务该有的都有，没有的也可以联
系庙会管理处，争取到力所能及的帮
助。 难怪十里八村的手工业者和小商
小贩，在庙会结束后 ，都会毕恭毕敬
上一炷香，也许他们不知道所敬神仙
的法号尊位，但他们多么感谢这庙会
让自己生意兴隆，养活了一家老小。

岂止是商贩们，就连那些干了一
辈子庄稼活的老人，也会把地里种植
的蔬菜瓜果、家里腌制的咸菜腊肉运
过来出售，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前后出生的人， 经历过困难时期，
现在吃饱了、穿暖了、住好了，还能领
到政府补贴， 张口闭口感谢共产党。
没有烧香的人，心里却燃了一炷最高
最旺的香。

如果说商品展销满足着人们的
物质需求，那么文艺展演则丰富着人
们的精神生活。 庙会期间，各大剧团、
草台班子、非遗文化传承人乃至广场
舞、腰鼓队都在这里找到了一展身手
的舞台，大家说说笑笑、唱唱跳跳，用
声音和动作生动诠释了什么叫太平

盛世，什么叫快乐至上。 他们收获着
经济利益和广告价值，但收获更大的
是快乐 ，因为快乐是相互的 ，愉悦了
别人，也就愉悦了自己。

有人说 ，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做
事，佛家是修心，道家是做人。 无论怎
么讲，任何一种学说之所以能入心入
脑，必然都是劝人向上向善。 你看那
庙宇规模宽敞 ，古柏葱郁繁茂 ，神像
威严圣洁，传说的却是一个个有血有
肉的人间故事。 有血有肉的人，要么
是行了可歌可泣的善， 得到福报，要
么是做了可憎可恨的恶，惨遭惩罚。

神的可爱 ，在于神像人 ；人的可
敬，在于人向往神。 古今中外，历朝历
代，比法律更宽广的是道德 ，比道德
更深厚的是良知。

来商水东岳庙逛逛吧，人气在这
里聚集 ，经济在这里发展 ，文化在这
里传承 ，乡村在这里振兴 ，心灵在这
里净化……

你来或不来， 东岳庙都在这里，
在这里等你。 ②8

周口历史

翰墨抒怀

花不是花，花还是花
———观刘佰玥粉画艺术作品展有感

董雪丹

我在一幅画前驻足， 与画对
视，忽略了身边的人来人往。 画中
的几树繁花开在青山之间， 开得
很是热闹，让人想到桃花，看了一
下画的名字：《又醉桃源鸟空啼》，
果然可以理解成桃花。 说是桃花，
又不像是桃花，甚至，说是花，又
不像是花，那团团簇簇的粉，不是
花瓣形成的花朵， 只是一片片在
人面上慢慢化开了的胭脂。 对视
久了，却又觉得，似与不似之间，
花还是花， 生长在幽谷烟岚之中
的花，生长在画家心中的花。

乍一看，这幅画颠覆了我对刘
佰玥老师画作的印象。若不是知道
自己参观的是“无问西东———刘佰
玥粉画艺术作品展”，真的有些不
敢相信出自他的手笔。 他的画，停
留在我记忆中更多的是雪竹的清
冷、枯枝的荒寒、白莲的洁净、霜
林的幽隐、墨兰的静谧……总之，
在他笔下极少使用色彩， 总有一
种洗却铅华的尘外之境。 这一幅，
不一样，色彩很是明亮，也不是他
笔下常见之花。 这幅画很奇怪，竟
有一种力量可以让我在这熙攘的
人群之中静下来与它久久相看：
明明有着繁花的热闹， 画面却还
是那么安静， 明明有着桃花的绚
烂， 却又隐藏着一种桃源深处的
淡逸———这种幽渺之境， 就应该

出自他手。 铅华洗或不洗，都有一
种发自内心的东西让人感受得到
画里的内省与静定。 就如他本人
所言：“笔墨材料与技法， 皆服务
于思想。 ”

关注刘佰玥老师的书画很久
了，在见到他本人之前，就和一位
热爱画画的朋友一起去看过他的
画展，观后和朋友一起热烈地表达
对他画中那份清冷的喜欢。 那时，
心里就隐隐约约地总想就着这份
喜欢说上几句， 却又总觉说不分
明。 同为政协委员，几年前，有一次
开会时座位邻近，记得在会前有过
几句有关他画作的简短对话，记忆
最深的就是他说过一句画荷的体
会：“花不是花，花还是花。 ”当时就
觉得，书画背后，是他深刻的文化
和思想。 站在这幅画前，想起他说
的这句话，感觉又多了几分对画意
的理解与感知。

一幅幅看过去，《欸乃一声山
水绿》里那缥缈在青山绿水间的几
抹薄雾，《湖岸雪霁》里那雪枝之上
的一轮冷月，《祁连山下》里那远处
若隐若现的座座雪山，《西遇秘境》
里那枯木旁诡谲的一只绿蜥蜴，
《河西古道》 里那散落在重峦叠嶂
间的一群牦牛，《翠峰烟岚》里那峰
与树的“翠”、烟与岚的“仙”……总
有那么一个画面，总有那么一个瞬

间，会被打动，会让脚步慢下来。
又何止是慢下来， 在《天路》

前，只能停下来。 除了震撼，我一
时不知该怎么形容自己初见这幅
画的感受。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路上， 有一个蓝衣女子在蓝天下
背负着一个大大的筐前行， 前行
的路缓缓向上， 远处是重重叠叠
的雪山。 那山，有大块的重重的墨
色，和女子脚下的路一样厚重，大
山与女子之间，是大片的留白，那
留白，可以让人感受到路的漫长、
雪的洁白， 也可以让人感受到大
山仿佛悬空向下的重压和力量，
让人恍惚间以为女子肩上背的不
只是筐，还有山。 可是，整幅画面
就是有一种力量，有一种被大山、
被生活压不垮的力量， 虽然那个
女子在大山里显得那么渺小，但
她倾身努力向上的侧影有着一种
坚韧与顽强， 她仿佛在向着蓝天
走，向着白云走。 雪山之上的蓝天
白云，就在她的生活之上，那是她
对幸福的向往和追寻。

这画，已不是画，而是一种灵
魂的高度。当然，这画，是一幅真正
的画。 正如作者在《作品〈天路〉创
作随想》里说：“一个艺术家的高度
在于灵魂深处的表达，所谓‘撼人
心魄’， 正是作品画技与画意强烈
的感染力所致，作者与观者因美感

与意境引起共鸣，从而体现绘画艺
术独特魅力。”在这幅画里，作者让
我看到了天路的高度，也看到了作
者一种源于高度的孤独感， 因为，
“艺术之巅往往是孤独的”。

在这个画展上，我仿佛又一次
认识了刘佰玥老师， 这位生于老
子故里的画家， 让我在他的画里
感知到了一种文化修养、 思想情
感的厚重。 在他画册的自我简介
里，我没有记住诸多的“会员”“入
选”和各种荣誉，但我记住了“文
化学者”———他名副其实。

在去参观之前，还很好奇为什
么画展叫“无问西东”，看过之后
明白，他是在“借西画之材料，表
达中国文化之精神”，是“对绘画
艺术融合与贯通进行的一次大胆
尝试与突破”，他做到了，他用自
己的学养做到了一种理性平衡的
审美，他始终都有自己的坚持，呈
现出的是坚持之后的自己。

参展之后的几天，我好像一直
没有从他的画里走出来， 画面带
来的强大的震撼力一直推动着
我，让我说出心中的感觉。 我想，
真正的美， 何止是可以“无问西
东”， 应该还可以跨越时间的河
流：现在看，是美的；回到宋朝看，
还是美的；过几千年再看，美的还
是美的。 ②8

又醉桃源鸟空啼 天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