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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丹民俗文化丛书〉总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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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 月二美食
响卜

华夏太地沧海桑凹，沉积于社会J阳民俗文

化保留着许多中华民族半j文化精粹 c "+~里不同风

百里不 I'iJ俗"也医各地貌辛辛约民风民倍，绚丽多姿，

异彩纷呈，令人为之迷醉 J 地处刘哥走ilir;á{J，]f丹，民

俗文化源远流长、韵味独特U

山丹白古就是一个是农拼民族、游坟民族商贸

民族合作交融演化的过泼地带，是东西方各民钱往

米丝绸之路的要寨，具也;富多彩、灿烂辉A徨扮R;族

文化，更是写成了成为大观、独具特代的地方文化，

这都是甘J史留给我们极为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值

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和文j]弘扬。

汉代张王军涌llJ我以来， Mi1j走成为我国4关系llJ

域和欧亚非的重要通道，在古代iRI三寸、时期承担

着华夏文明与ι戈外文明交;[~~台阶历史使命，隋唐

(JOl 



.. 山丹民俗文化丛书

时期，武戚、张掖、敦煌是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国际性城市，河西

地区成为世界古代囚大文明和三大宗教交汇融合之地。山丹地处

河西走廊中部，有"走廊蜂腰，甘凉咽喉"之称。独特的地理位置造

就了山丹特有的地域文化，它传承着悠久的历史文明，人文套萃，

拥有独特的人文气质，蕴含浓厚的文化底蕴。几千年的史前文明

囚坝滩文化遗址证明，早在新时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片土地上

繁衍生息。在历史的长河中，在几千年的岁月里，山丹人民辛勤劳

作，历尽沧桑。他们相互融合，彼此交流，在战争与和平、在先进与

落后的交错中推动着历史前进的脚步，共同创造了烁古震今的文

明。

古老的弱水河，孕育了山丹古老的文明大禹导弱水至合

黎现山丹祁家店还立有"禹导弱水碑

明O 隋大业五年，隋炀帝置"观风行殿

上最早的世博会，山丹应是世博会的发源地，据此称山丹为世博

圣地。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封焉支山神为宁济公，河西节度使哥舒

翰建宁济公祠于焉支山t，焉支山美誉天 F。汉武帝雄才大略，建

制牧马苑一一世界第一大马场，汗血宝马圆了英雄梦。山丹有誉

为"露天长城博物馆"的汉明长城，雄关玉塞，独一无二。国际友人

路易·艾黎，创建培黎职教，兴办工合事业，将毕生心血及收藏乒文

物捐赠山丹人民。还有誉为天 F第一佛的国内最大室内泥胎贴金

坐佛，优美的太平秧歌舞、"胡腾舞"跳出了塞乡风韵山丹民歌"

清新刚健不失媚婉，散发着粗矿的西部气息，是山丹非物质文化

遗产中的奇商。"山丹囚珍"弥足珍贵，山丹的"炒拨拉"、"羊肉垫

卷子"等美味小吃闻名遐迎。

走进山丹，便会深深地感受到。这里的民俗淳，人情美，这里的

人热情好客，慷慨好施，好像走进一个温馨的天地。有蕴含中古音

甜美而生动的地方语言，有多姿多彩的戏曲艺术，有妙趣横生的

俗语故事，有诙谐幽默的民间熟语等等，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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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历史，古老闷文化，关丽的山Tl o 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人

民勤劳智慧亲邻睦友，无声铸主庐山月人淳厚的道德传统 jF

玄的情衬气质平日坚韧的生命意志。源远流长的、1虫具 ILI丹地域风

格约 u丹民俗文化，原11 原味展现了 IIJ丹人民的喜怒哀乐、价能

取向均可时的生存状况，反机出 JJi、j 人民服补的生存智慧独特

约人文气愤。作为古丝缆之路上一颗耀眼的明珠Jj iγ人民创造

约历史炼煌与灿烂民倍二栩辉映，平l11寻益彰，几LT年来共同滋养

着 I1丹的文化之根，民众之魂n

检拾山丹民俗文化其潜在的文化优势，但也有受忽视而d失

落的 I~忱。因此， Jj;';县专门成立~í'J自立交化创作衍究室 J;gt

从个新的层向追寻\挖掘、整理/细研究j主此行将消逝或散落丘

民归j各地的文化遗产，然后有计划、有r~织地编辑出版 王三较

全面的多视苦的~{J)开民俗文化》从书U 可以说，应套从书的出版

是一项沱较系统闷巨犬的文化上程。山川县地方文化系列丛书共

有卷U 包括号 JJi习民俗飞、飞山刘美金》、《山月名胜飞、{山什故事部f

f 届》、 {ILr开民歌宰，这套从书立意新颖、图文并茂二用强将灼视

角、前约的文笔，对 IIJ丹深厚的文化底互惠、独爷的文化内涵、;主

半，，;主遗存、淳厚半1 f主俗风情，以及山什灼 17i1~沿革、文化遗产

民间艺术、传统类食名于产、古景黯f姿、故事传说等等如数家

珍， ~ífj娓迢来L 也反陕了 IIJ丹多民族和清共处，多元素的经济文化;

稍互欠流融合江程巾形成的战具地域特色抢人文环域fill 富多

彩的民俗文化。更展现了斗物华天宝、地灵人杰u 这一系列丛

书，让家乡人读着主切而自豪川、地客人读后必能较全面系统、

真实客观上应了解山TI~{J风土人惰，地域风貌和l悠久阴历史2

飞山丹民俗文化》从书，顾名忠义哈 M信?"字当头哈就足以通俗的

语言、人民前喜同乐见约俗进ii撰写。虽然不是"阳春白雪'、不

能进入高雅的艺术殿堂，但是 F 里巴人 '~{J草屋，俗中之俗，其

中也有真善美金离子其中的震、:nf、善、恶，甚.*比其他艺术门炎

(J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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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丹罐罐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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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u，!H:;J\.+年代罐酬是运.只有在

囚的情上才会做.胜榈辰、nMl婆

孩子制等. 那时的时呻脯础么，

a店也~1" 导民百姓叉犬，翻比较清贫遇到

trä~.栩如H 咀姐姗剌盹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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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 山丹民俗文化丛书

五碗一盘。

在自家屋里做席待客的方式，在山丹县的农村如今仍然存

在，不过如今的农村已演变成了流动厨师上门服务，方便多了。十

全席也已过了风光时节，渐渐消失了，偶尔会有老年人说起。

当时做罐罐席山湾名厨刘玉选人人皆知，后来传给了陈户乡

寺沟村大厨刘学孟，他是刘玉选的大弟子。陈户村的周多全是刘

玉选的弟子，算是第三代传人了。周多全说他已十多年不做罐罐

席了，原因很多，与改革开放后其他菜系的逐渐进入有很大关系，

如今可以说已经被代替了。如果不传承下来很可惜的，说起这些

周多全很落寞。

知情的老人们说起老山丹的罐罐席，是意犹未尽。罐罐席的

"十全席"在当时就是一种既隆重又实惠的菜肴，不仅吃席有规

矩，上菜也有讲究。肉主要有猪肉，也有牛羊肉和鸡肉，但都很稀

罕。现在席上都是整块整块的肉，可人们吃着不香，看着生厌。那

时候一桌席仅用三斤左右的肉，碗中的肉是切块的，不大不小，用

来提昧，一人只吃一块，没有多余。席做好了，上菜也是有讲究的，

先上水菜(凉菜，有自家发的豆芽，还有自产的胡萝 r ，韭菜等，荤

菜有肝、肺等)，要上水菜碟八个，_t水菜的菜碟要一平一立，平是

盘，立指的是碗，四个荤菜，囚个素菜。水菜 t后要开始上炒菜，这

个炒菜最有意思，叫纱帽翅儿，中间一大盘菜(平)，两边上各上一

碗(立)菜，共上三次，像是纱帽翅抖三抖，很形象。最后上的大菜

就是十大碗，有红烧肉、有鸡肉，有丸子炖肉、粉条炖肉、腐竹炖

肉，豆腐炖肉，萝!、炖肉、土豆炖排骨、糯米碗、八宝汤，在上菜中

间依次要上油饼、花卷、包子、墩子、糖花子、干果等等。十全席上

完十大碗后，最后必须上胡辣汤一盆。十二楼全席和鸡肘席大致

相同，要上全鸡和全肘。五碗一盘席，水菜(凉菜)和十全席的水菜

一样，其他就简单多了。这些讲究延伸到吃席时也有严格的规矩，

一席八人，一房间一般设三至四席。座次依长幼尊卑和辈分大小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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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定 J 酋席的上席在房i正中与 iJ持i对扮位置， 三f市~~;}别庄酋席

主二右两 l祀的地 h ， 与 t席两相运对U 上席坐的嘉德高望重

苔，吃菜有讲究，喝酒有规范，俨然有

文碗装;句，文碗盛满吁 j立足 I1丹人:j~传统大碗里青棵艺 ιlj 的

粮台商幽幽地散发着醉人的滔苔，在桌子上席放了 鼠也i一碗u 每

次上来 ilt主是每人依次喝 口了自叮先从 t 席位开始喝起叮犬家依

次揭碗反aJ 辛I~它流转，喝完 段 i瓦院1ìl:丑七席席首位青之aJ 哈「

席位辈分最高或苔最为德i司经重苔就会举起棋子指!可桌子中央

~{J菜j呈递 f青火家请J于是，全桌向干豆子才七前八后{申过去，分

解苦闷一个话物，但绝没有抢夺却远碎的迹象，挑'ËIJ哪个就是哪

个u 那时吃席、人们都正襟危坐，很少悦活、言 j乏苦功 A下棋子，晚

辈依次才能弱挨了

1\己忖人家，补实l亨 ji'!全家里子时来了客人，也总会尽王力热

情招待。更何况是办宴席这么大的场面，主人f~i会使出倾家荡严

的决心号干持自计眼上个大肥猪，把席办得体体面Ji! o 民主是大家说

声席了吉凶，主人就会品兴很久。人们形容宴席 t ;SJ敦号文抢肉睽肥

得梭板 JfS校子都应得干]闪闪这绝不是NZ意，是称赞主人的}(

}i部在c 这些肉不管怎样的肥序 ，~nIÆn芋芋、切事扣、丘事

1、、大白菜等菜蔬，世火蒸，敬火炖;留在百熟做出的大碗菜就像苏

东城烹制的肘子一样月f，而不Hl\o

4 罐罐席"宴席中，尤其是那肘子肉是具特色，在蒸笼里蒸得

又火巴又软，有i 气潦绕，芳存扑鼻，辛辛上去就像一个l应当l 始蒙古包

放 J 技艺I司走豆、别LU心裁的厨师汪会庄 4蒙古包"底下数 t 层

软软的豆腐，顶 t淀 t 料在撒上几粒葱花，端仨桌吃起米热气稀

薄叮芳香糯软，边有淡淡的滔香，沁人心群叮吠 ilt鲜美，余昧无穷n

在那物质民乏盯}岁月里，吃肉是一种奢侈盯}享受U 不管!Jß肉

怎样叫人悔欲滴，坐席的人总足点不了 tH 门时家人那句话。"莫

忘了包点 3号 ë61 来哟于是/飞豆豆就都忍、喝了，月日绢包一点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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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 山丹民俗文化丛书

席再已不是十大碗了，而是十几大碗了，除了传统的大碗装肉，大

碗喝酒外，其余都是盘子盛整鸡、整鸭、清蒸红蹲鱼、清炖羊肉、红

烧牛排、海参就鱼汤等等，偌大的一张桌也显得小了，就向空中发

展，碗上重碗，碟上重碟，像金字塔一样。没人送包肉回家，也没有

了清规戒律，没有了德高望重的长者发话夹菜了。酒也~意地喝。

山丹的酒文化很丰富穗子拳"有发扬光大的趋势。但年轻的80

后、 90后，对洒的渴望没有了上辈人的热情。席间大家无拘无束，

想吃便吃，想，喝便喝，更具亲和力了。散席了却没有一个人包肉回

家了，因为家里不缺这些了。 但却是看着有点浪费了。

山丹传统餐饮文化缺乏传承与提高，尽管近年来山丹餐饮业

蓬勃发展，但多为"拿来主义"主导潮流。而在陈户村的周多全这

里十大碗文化却得到很好地传承，甚至成为他从事餐饮业的一个

重要品牌，会做罐罐席，说明了他是一个精于手艺的厨师。但后来

因外来菜系的侵入，又因罐罐席制作工艺的繁复和耗时，现代人

追求快节奏，慢慢地它已淡出了历史的舞台，周多全说，它已十多

年没有再做罐罐席了。但说起昔日的兴盛，他仍是话语不断。

想想山丹罐罐席会被后代人慢慢遗忘，我们请周多全再做一

次罐罐席，呈现当时的盛况已不可能，只能是回味那时的心情了，

也许只能找回一些零星的记忆。我们费了好久才找到合适的器

具，形似瓦罐的陶瓷砂锅，希望现出一点古朴的味道，当今精美的

餐具不能怀旧。我们最终从白银平川的陶瓷市场找到了略微相似

的陶罐和粗瓷碗，算是一点安慰。

没想到还有一件事情被我们遗忘，是那个土头土脑蹲在那里

的"猪槽"炉子。一块块土块也是稀罕物，从泥土变成土块的模样，

只是几天的事情，需要阳光和水。我们用了陈旧的土块，它在主人

的墙角已待了若干年，今天有了用武之地，它也没有表现出欣喜

的样子，还是闷声不响。

泥炉子却有许多讲究。首先要有仪式，需要大红被面、大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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