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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踪探访





环江有很多著名的东西，如毛南石雕、南宋牌坊、还愿仪式

等，这些足以让你难以忘怀。而我和朋友提到环江时，除了说这

些民俗古迹，更要说说那里的美食。

第一次去环江，是为了看毛南石雕。

毛南族人似乎是天生的艺术家，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山区

里，离不开石头。他们住的干栏是用石柱支撑的，房基和山墙是

整齐的石块，连门槛、晒台、牛栏、猪栏、桌子、凳子、水缸、

水盆都是用石料做的。可能是他们把本该用到木头上的技艺都

放到石头上来了，日常的石制用品都喜欢雕上花鸟虫鱼等图案。

但比起住宅来，石墓的雕饰才是毛南石雕艺术的顶峰。下南的凤

腾山古墓群，是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的石墓很有立体

感。蛟龙盘绕的柱子上擎重檐石楼阁，上面的武士扬鞭催马、姜

太公柳荫垂钓、儒生窗前著书，还有当地的雷王、水神等形象。

柱础上有花卉、动物装饰。墓顶有石雕的大仙葫芦、太阳、云

水、麒麟等，巨型墓碑两侧刻有凤凰、画眉、仙鹤、蝙蝠、游

鱼、梅花鹿、仙桃、苍松、水仙、大象等栩栩如生的图案，象征

着吉祥长寿、富贵有余、厚禄清廉等美好祝愿。毛南族石匠艺人

历来重视精雕细刻、用心琢磨，反对粗制滥造、图快省工。老师

傅们要求徒弟每天凿下的石粉末不得多于一牛眼杯，否则所出的

活不能列为工艺品。你看要求多高！可能过去清贫的现实让人们

只能把美好的希望放在来世吧！

但就在这遍地石头的地方，却有着一种美味，那就是毛南菜

铜鼓 香猪 菜牛
吴伟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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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过去，毛南菜牛不是那么容易吃得到的，据说主要是专供香

港、澳门等地，偶尔在圩日也有卖。当时乡里的招待所很简陋，

饭要自己煮，和我一起去的县文化馆同志说：“今天是圩日，可

能有菜牛肉卖，我去看看。”晚餐有几道菜，但我只记得这道毛

南菜牛肉炒苦瓜。肉呈粉红色，夹着一层层细白的肥肉，层次分

明，配上苦瓜的清爽，真是鲜嫩无比，回味无穷。

毛南菜牛那么好吃是因为有精细的饲养方法。民国的《思

恩县志》记载毛南族养牛“有一特别情形，彼全不放外出，除取

草供其食吃外，又用饲猪之食料饲之。每饲一只重百斤或百余

斤，肥胖似猪”。由于缺少耕地，农民利用满山的青草来养菜

牛，菜牛专供食用，不作劳役，成为当地特产，畅销国内市场。

菜牛都是围栏圈养的，一说是因为牛圈干爽、清凉防冻，但我想

主要是防止牛东奔西跑会掉膘。第一阶段，菜牛除喂草之外，还

喂玉米、高粱、饭豆、红薯、南瓜等杂粮，煮熟拌潲喂食。第二

阶段是“囤肥”，即把菜牛育肥满骨架。这个阶段喂牛的草要在

日出前割回来，草叶上要有露珠，且越嫩越好，一头牛每天吃60

千克左右。中午和晚上还要各加喂10千克杂粮潲水料，半夜再喂

一次半生半熟的青草潲水。第三阶段是“攻膘”。每天除供大量

嫩青草给菜牛吃外，还要加喂泡发的小米及黄豆。经一个多月的

攻膘，连牛脊背上的肉都鼓得高出了脊梁骨，形成了一道凹槽，

把木盆放在牛背上都掉不下来。待菜牛膘满肥壮才宰杀挑肉上市

出售。菜牛肉是牛肉中的上品。传说毛南菜牛的养法，是“三界

公”传下来的。在毛南族古老的传统傩舞中，三界公是毛南族

信奉的神，在还愿仪式中经常出现，由一个人戴着面具扮演，

面容俊秀开朗，是一个善神。三界公小时候给人放牛度日，有

给牛画地为牢的本领，牛在他画定的圈内吃草，他自己去砍柴，

两不误。某日他砍柴时巧遇仙人下棋，顿时入迷。后来神仙邀他

同回仙山。途中三界公见一山泉，脱口说：“此泉好洗牛肚涮火

锅。”神仙认为他凡缘未脱，令其回家。仙界一日，人间已多

年。他画圈放牧的牛已成了一大群。经观察，三界公认定了好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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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牛爱吃的草，便配以精饲料，改为圈养，从此毛南菜牛的养法

便流传开来。

第二次去环江，是考察明伦乡北宋村的石牌坊。广西的古代

牌坊不少，但保存完好且很精美的不多，西林县宫保府的牌坊在

一条古街上，拖拉机时常在牌坊底下突突穿行，显得拱门狭小。

钟山县的牌坊，耸立在破败的屋群中，苍凉而凄美。而环江的牌

坊则在野外，四周是水田旱地，一条机耕路通向远方，附近盛产

正宗的香猪。这就是环江的又一种著名美食了，其闻名遐迩的程

度绝不亚于毛南菜牛。这里，几乎每户都饲养香猪，一头颈脊长

着一溜黑毛、肥肚皮几乎拖地的母猪，率领一群小猪东奔西跑，

是乡下常见的景象。

很多年前，环江香猪就是香猪的代表。环江一带的明伦、

驯乐等乡，山路遥远，交通闭塞，这里有悠闲的青山绿水和宜人

的气候，用丰富的杂粮豆类和集山川灵气而成的薯藤野菜作为香

猪的主要饲料。环江香猪的外形特点是香猪体格短小，全身被毛

黑色，嘴比较长，它们的母亲看上去有点像野猪，据说是近亲繁

殖造成，但它们看上去并不傻，一个个挺精灵的，眼睛也炯炯有

神，跑得还挺快。环江香猪一般长至十几斤时最美味，宰杀去毛

后，用糯谷稻草烧燎至皮呈金黄色。其肉烧烤或清煮均可，烧制

的清脆可口，香气四溢；白切的鲜嫩可口，清香飘逸。两者均无

腥味，多吃不腻。但作料不可缺，白切香猪食用时必须制作一碗

配有酸醋、马蹄香、生姜、辣椒、香蓼、葱白、蒜泥、豆腐乳、

香油等作料的盐蘸，使其味更美。这是乡下的做法。关于猪，

《周礼》的《天官·冢宰》、《天官·膳夫》等篇中记载的“八

珍”中，有“炮豚”这道菜，这是周天子的专用品。汉阳陵出土

的汉代猪俑跟现在的环江香猪非常像，看香猪的样子让人很容易

想到它可能是古代的猪在很封闭的情况下繁育过来的，真是有

趣。与“炮豚”类似的烤乳猪在岭南流行，使人想起孔子说过礼

失求诸野，广西的城市餐馆多喜欢用香猪做烤乳猪，实在是味美

且历史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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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去环江，是为了铜鼓。其实环江和铜鼓没

有太多的关系，广西有名的铜鼓主要在南丹、东兰等

地。铜鼓是中国南方乃至东南亚的一种珍贵文物。广

西的铜鼓藏量最多、品类最全，民间使用铜鼓也最有

特色，但铸造的工艺已经失传。南丹县白裤瑶族在葬

礼中，最多要敲击几十面铜鼓。但我们注意到，在白

裤瑶族收藏和使用的铜鼓中，10面铜鼓中就有两三面

是新铸造的。我们知道，铜鼓铸造的工艺在清代已经

失传了，这些新的铜鼓是从哪里来的？能够做得那么

好，并获得几百年来一直都在使用铜鼓的白裤瑶族的

认可，那是很了不起的。在南丹听说环江有人卖铜鼓，我们便赶

去环江看。看了半天才看出来，这是一面新铸造的铜鼓，做旧做

得很好，跟白裤瑶族使用的新铜鼓一样。卖主说这面铜鼓是从贵

州买来的，曾经被问到的白裤瑶族人也大多这么说，这使我们感

到很疑惑。

这个谜直到去年才解开。

“广西文化舟”活动在北京举行，领导嘱咐我要想办法铸一

面大铜鼓作为礼物送给北京市委、市政府，我答应下来。现在想

起来只能说是天助我也，河池市文物站的梁先生告诉我，环江有

壮族两兄弟会铸造铜鼓。还是在那条通往下南和明伦的路，我们

见到了铸造铜鼓的作坊，有一两面铸成的铜鼓放在一边，正在进

行做旧。这下我才明白，原来白裤瑶族使用的新铜鼓都是这两兄

弟做的。做大铜鼓并没有想象中的难，虽然第一次没铸成，但是

隔了两天又造了一个模，终于铸成了。

庆祝的宴会有菜牛和香猪，菜牛的吃法除了传统的打边炉

（火锅）或与苦瓜等清炒，还多了一道锅炖菜牛的菜，锅里的牛

肉块是带皮的，晶莹剔透。估计是先煮熟，再切成块，加上蒜苗

段、芹菜条、酒等作料焖，这味道又多了一份甘香和醇厚。

不知是谁敲响了铜鼓，两千多年了，这种声音从来没有变

过，世界变得遥远，但你睁开眼睛，却发现不是梦境。历史居然

在这里连接起来，而我们钟情的菜牛和香猪也还是那么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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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峰

问

现在的城里人，多以喝普洱茶、乌龙茶为时髦，其实又有多

少人真正懂得品茶呢？茶的价值只用钱来衡量，越贵越好。真是

这样吗？朋友开茶馆，到云南思茅购普洱茶，居然订不到货。我

跟朋友说其实普洱茶没那么神奇，其前身是销售给少数民族的马

帮茶，是做奶茶、酥油茶的原料。普洱茶的特点是越陈越好，这

就很奇怪了，你只要稍微动点脑筋，想想看吃的东西有什么是放

得越久就越好吃的呢？从古代就说是茶新酒陈，酒是越陈越好，

但是，只有蒸馏酒才能放久，酿造的酒时间长了也会酸掉。新茶

陈酒才会给人带来美的享受。存放时间又长、又有很多灰尘，感

觉像发霉，既能吃又是好的说法，真是可疑。

我对茶的认识或者说爱上茶，那得从油茶说起。第一次喝油

茶，是在龙胜各族自治县的龙脊壮族村寨，在这之前已经听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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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关于龙脊的故事，知道龙脊梯田始建于元朝，完工于清初，

距今已有近700年的历史。龙脊是一个广泛的地理名词，是因为

龙脊周围的群山蜿蜒逶迤，像一条长龙，而这里的老百姓世世代

代都生活在龙的脊背上。传说的龙脊位于广西龙胜和平乡龙脊

村、平安村和大寨村等13个村寨，距桂林市区仅78千米。梯田由

平安壮族梯田和金坑红瑶梯田组成，两处梯田各具特色。虽说南

国山区处处有梯田，可是像龙脊梯田这样大规模的集中梯田实属

罕见。凡有泥土的地方，都开辟了梯田。垂直高度达两三千米，

横向伸延两三千米，在高耸起伏的山间，如同一级级登上蓝天的

天梯。高山梯田这一奇迹来源于壮族的稻作传统。这里的壮族来

自于南丹，是元、明时期土司军队的后代，被朝廷派来防范少数

民族而留居下来的。既然留下来就要生产生活，壮族人到哪儿都

喜欢种稻子，只要有水，就有稻田，水有多高，田就有多高。几

百年的辛勤开垦，造就了如今的天下奇观。

那时到平安村还需要步行，参观梯田是不需要买门票的。背

负重重的行囊，一步三喘气，足足爬了两个多小时才登上龙脊。

由于海拔较高，形成高山、深谷的大落差，使得梯田周边远有高

山云雾、近有河谷急流的景观，形成世界一绝的自然生态环境。

龙脊梯田的景色，还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展现不同的风情。春来，

水满田畴，如串串银链山间挂；夏至，稼禾吐翠，似排排绿浪从

天泻；金秋，稻穗沉甸，像座座金塔顶玉宇；隆冬，雪兆丰年，

若环环白玉砌云端。壮族人民把梯田建得惊心动魄，像是通往天

堂的阶梯，春天的晶莹、夏天的碧绿、秋天的金黄、冬天的银

白，清晨、傍晚景色各不相同。

龙脊有四宝：龙脊水酒、龙脊辣椒、龙脊香糯、龙脊茶。龙

脊茶原系野生，壮族先民精心移植于自家的田园中。清朝年间，

曾一度作为朝廷进贡品之一，时有“龙脊贡茶”之说。据《龙胜

厅志》上所载：“城东八十里有龙脊茶向办土贡⋯⋯”龙脊茶最

盛产时期是在清朝前的一百多年间。那时，漫山遍岭皆是茶树，

家家户户必种茶树。“雀舌龙耳最可夸，桑江龙脊亦堪嘉，每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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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芳辰后，男女同声唱采茶。”从这首采茶歌中就可看出龙脊

壮族先民在当时采茶时的热烈气氛。

在广西，基本上各个少数民族都有用油茶待客的习惯，而且

各个地方的各个民族制作油茶的习惯也不尽相同，油茶风味也各

有千秋。我知道的就有侗族油茶、苗族油茶、瑶族油茶、壮族油

茶。按地区来说，还有恭城油茶，虽然名称众多，但原理是一样

的。简单地说，就是在铁锅中烧上适量的油，放入茶叶炒过，然

后加水，边煮边捣打，同时加入生姜、盐、糖，一锅香气四溢的

油茶就做成了。打油茶之前，先将糯米蒸熟晾干成“阴米”，然

后把茶油倒入锅中烧沸，接着放“阴米”入油锅中炸成米花，同

时也把花生、黄豆、糯米油果等炸好，再抓一把生贴米炒焦后拌

以茶叶小炒片刻，立即加水并放生姜片至锅中，用专用的捣打工

具不停地捶打以使味道浸出，煮沸后用编织得密密的竹漏勺将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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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过滤去渣，盛入粗瓷碗

中，放入适量的油米花、

炸花生、炸黄豆、油果子

等，客人再根据自己的喜

爱加上葱花、香菜，有的

更加随心所欲，加入干鱼

仔、虾米、米粉、排骨，

调入盐巴、辣椒等，一碗

色、香、味俱全的油茶便

在你的面前了。吃油茶一

来可以防寒祛病，二来能

提神爽脑，三来是主人表

示好客之意。油茶也可以配上各种粑粑同吃，在有些地方还可当

正餐食用。从远方来到这里，与主人坐在锅边，除饥解渴，谈天

说地，许多故事都在这一碗香香的油茶中讲述。关于打油茶的来

历，少数民族是这样解释的：以前穷人家里买不起油和肉，招待

客人吃饭显得寒酸。特别是山里到了夜晚或冬天后，天气严寒，

人的肚子里面没有油水的话御不了寒。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的人

们就拿出各种各样经济实惠的配料如茶叶、花生、大蒜、姜、炒

米、盐等，一起用炉

子边加热边拿个木柄

捶打，把这些作料打

出油汁，再加水煮成

一锅香味浓郁、苦中

带咸，上面还漂着一

层油花的茶水。

油茶有一些细

节，是需要知道的。

茶树为乔木大

叶，茶碱含量高，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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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油茶味道极为苦涩，大多数的人会喝不惯，所以你如果怕苦

的话请喝后面几道油茶。

油茶的油，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油腻腻的东西，打油茶一定得

用茶油。茶油树属于山茶科，能开出好看、好闻的花，别名茶籽

树、茶油树，属常绿小乔木。成熟种子用压榨法可得到植物脂肪

油。秋季采果，晒干，打出种子，经加工得油。茶油色清味香，

营养丰富，耐贮藏，是优质食用油。茶子饼含油茶皂甙、鞣质、

生物碱。

茶叶需要反复碾打。水土不服、旅途劳顿以及感冒的人建议

多喝几碗油茶，有治病保健的功效。

油茶要大碗、多碗地喝，各碗的味道各不相同。《红楼梦》

中妙玉谈饮茶：“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

便是饮牛饮骡了。”这一说法在这可不适用。

喝油茶的时候通常要加许多配料，猪肝、粉肠是最好的选

择，还有姜、葱等。唐代以前的喝茶方法以煎煮为主，油茶实际

上是古代喝茶的方法保留到现在。可能是在农村吧，抵御饥寒是

首先要考虑的。茶在这里不是奢侈品，而是实实在在的食物。

我这样写茶，并不能说明我很懂茶，但我觉得，茶其实是很

普通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应该

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在中国的陶瓷器中，茶具就很少被列入

名贵品。北京、成都的很多茶馆，大多都是普通人的去处；广州

的早茶，亦是平常人都能消费得起的。宋代的斗茶是一个堕落年

代的奢侈产物。如果一种文化的代价过于昂贵，那它就很难持续

发展。茶是在这里生长的，悠悠岁月、朝夕更替、日月交辉、云

山雾罩、冷暖相间、空气阳光、高山流水，造就了不同的茶和饮

茶的礼俗。这需要慢慢感悟，或许我们可以在这里住下来，在深

山中慢慢品味，一定会更懂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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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威遥”是一条古老

的滨海运河的名称，今称潭蓬

运河。它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

防城各族自治县江山公社潭蓬

大队（今防城港市防城区江山

半岛潭蓬村）。这条运河把

伸进南海北部湾的江山半岛拦

腰凿断，沟通了防城港和珍

珠港两个邻近的小港湾，使古

时缘海而进的船只避开了白

龙尾的风浪搏击，直航两港

之间。当地老百姓已不知道这条古老运河的本来名称了，把它叫

做“仙人窿”。传说古时这里居住着一个古老的部族，一次受到

强大的外族包围，他们一边进行抵抗，一边机警地开凿了这条运

河，悄悄地把全族老少从水上撤走。五代词人孙光宪在《北梦琐

言》一书中认为，这是唐代安南都护高骈主持开凿的；南宋人周

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还说到“钦之士人曾果，得唐人‘天威遥

碑’”，碑文记述了高骈利用法术炸掉礁石，开通这条航道的故

事。

但是，自宋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谈起“天威遥”了。在现代

的地图上已找不到它确切的位置，研究古代航运史的学者也不知

蒋廷瑜

寻访“天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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