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驴友
笔记

□杨建

□申功晶 文/图

旅
游

07
2025年
1月25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版
式
设
计
李
媛

责
任
编
辑
杨
琳
琳

校

对
黄
巍

来浙江， 从绍兴古城到安昌古镇，
只需一小时车程 ， 却仿佛 “换了人
间”。 腊月里的安昌， 满大街舂年糕、
灌腊肠、 扯白糖、 晒酱鸭……穿梭往
来的乌篷船 、 热闹非凡的水乡社戏 、
喜气洋洋的船上迎亲……活脱脱一幅
流动的绍兴民俗风情年画。

古镇东起高桥， 西至清墩， 一条
河流穿镇而过， 一座座俊爽多姿的石
拱桥横跨南北两岸 ， “吱呀 ” 一声 ，
拱桥深处的烟雾里飘摇出来一只通体
黑漆漆的小船， 友人惊呼： “看！ 乌
篷船 ！” 江南多小船 ， 这种 “轻舟八
尺， 低篷三扇” 的绍兴乌篷船在江南
可是独此一家、 别无分号。 我饶有兴
致地上下打量着它： 两头尖尖的橄榄
形， 可开可合的乌篷， 真的好有趣味！

我招手叫了一条船， 小心翼翼地
坐在船尾， 船公头戴一顶乌毡帽， 坐
在船艄摇橹， 他腋夹舵把， 双脚一伸
一屈， 踏着舵桨前行， 这种手足并用
的驶船方式， 使得船只平稳自如地行
驶， 河水渐渐向两旁荡漾开去， 泛起
阵阵涟漪 ， 我这个 “毛脚 ” 摄影师 ，

坐在乌篷船上， 手脚也不肯安分， 身
子转来转去， 老惦念着选择最佳取景
角度 ， 艄公黑脸一沉 ： “不准乱动 ！
这大冷天， 掉进水里， 有你受的！” 我
遂乖乖坐好一动不敢动了。

小小的船身灵活穿梭在宽宽窄窄
的河道中， 人和水就隔着一层薄薄的
船底 ， 仿佛躺在河面上 ， 贴水而行 。
时光在乌篷船里变得缱绻， 与其说是
乘船， 倒不如说是摇曳， 这般行迈靡
靡、 悠悠晃晃， 似极了江南水乡闲适
悠扬的韵脚。 在这片刻惬意的时光里，
我仿佛穿越了时空， 进入鲁迅笔下的
《社戏》： 和一群乡村的小伙伴们， 迎
着潺潺的船头激水的声音和两岸豆麦
的香气， 去赶一场月色下的灯火戏台。

随着两岸民居、 肆坊渐次往后靠，
将一串串密密麻麻的腊货抛在脑后 ，
原本静穆的老街和宅院都动了起来 ，
一卷江南水乡风情图在眼前徐徐摊开：
村民们在自家门前的廊棚檐下， 扯起
一根根绳子 ， 将早已灌制好的猪肉 、
酱鸭、 青鱼干……一挂接着一挂地晾
在檐下， 红彤彤的酱油浸透着鸡鸭鱼

肉， 如大红灯笼般高高悬起， 油亮的
腊肠如帘子般挂满了沿河的廊檐， 成
了一道别致的护栏。

走在一望无尽、 撩人肠肚的 “一
帘幽梦” 里， 亮晶晶的油脂从肠衣上
渗滴出， 一股独特的酱香、 腊香在老
街深处弥漫开来， 细诉着一年的丰盈。
三里长街， 酒肆茶坊林立， 腊肠成了
一道必不可少的佐酒菜， 故安昌也有
了 “无肠不酒店” 的说法。 安昌人做
腊肠选材用料极为考究 ， 一头整猪 ，
只取猪后腿肉上筋骨最好的肉， 剔骨
除皮去肥 ， 统共才六两左右的腊肉 ，
然后把肉切成丁 ， 放上酱油 、 白酒 、
味精等调料， 搅拌， 灌入小肠内， 在
太阳底下暴晒个五六天。 安昌有句老

话叫 “香肠过酒， 吃了不醉”， 安昌腊
肠细切慢腌， 蒸炒皆宜， 安昌的腊肠
和徽州的烧饼一样， 外仕的幕僚、 行
旅的商人、 出远门的游子身上都会带
着家里人自制的腊肠 ， 想家的时候 ，
切上一点 ， 吃在嘴里既解馋又暖心 ，
最能勾起人心底的一缕乡愁。

安昌腊肠之所以可口入味， 安昌
酱油是功不可没的。 弃舟登岸， 来到
镇口粉墙黛瓦的 “仁昌酱园”， 这家百
年酱油店因央视纪录片 《舌尖上的中
国》 而驰誉天下。 但凡来安昌古镇的
游客， 几乎都要去酱园走上一遭， 捎
上几瓶头道仁昌酱油给家里人尝尝 。
从展厅走到厂区， 几百只上盖白尖顶
盖的七石缸齐整地摆放着， 这些酱缸
要晒上足足180天， 空气里弥漫着酱香
味 。 仁昌酱园选料严苛 ， 手工操作 ，
讲究质量， 恪守 “重麦制酱、 短水放
坯 、 天然发酵 、 夏伏曝晒 ” 的祖训 ，
酿出的酱油质地醇厚、 黑里透红、 味
鲜带甜、 久藏不霉。

出了酱园店， 门口地上晒着一匾
匾梅干菜 ， 令人尤感亲切 。 孩提时 ，
邻家有一位绍兴籍老太太， 常在院子
里晒梅干菜， 还烧得一手浓油赤酱的
“梅干菜扣肉 ”， 特别下饭 ， 想至此 ，
须臾间勾起了肚子里的蛔虫。

于是 ， 挑了当地一家 “老字号 ”
酒楼， 拣了一个靠窗的座头， 学着书
本里的 “老绍兴 ” 要了一坛女儿红 、
一碟腊肠、 一盘茴香豆、 一碗梅干菜
烧肉、 一份青鱼干……店小二端起酒
坛， 在洁净的青花瓷碗里头， 缓缓斟
上陈年绍酒， 就着腊肠、 腐乳下老酒，
细嚼慢品。 酒菜过半， 醉眼迷离之际，
看到酒店的掌柜头戴乌毡帽， 穿藏青
长大褂， 脚蹬圆布鞋， 手拈长须， 悠
闲地坐在自家店门口的藤椅里……

新装 ， 红火火地喜庆在房檐下 、
河廊间酱香浮动， “年年有鱼” 是最
生动的花窗， 水上迎亲、 扯白糖、 轧
闹忙是最喜庆的年画， 那浓浓的年味，
就弥漫在咿呀飘过的乌篷船上、 穿梭
于老街深处的酱腊香里、 氤氲在师爷
轻摇的折扇声中……

新疆的景色， 实在让人有些目不
睱接。 刚刚从阿勒泰可可托海奇异的
峡谷与美丽的湖泊里走出来， 耳边还
回旋着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歌曲声，
相机里的照片也还没来得及回看， 就
又一脚踏进了被誉为 “上帝遗落人间
的调色盘” 的五彩滩。

我是一个对颜色辨认不怎么明晰
的色盲， 在我眼里， 自然界的色彩是
比较单调的， 但到了五彩滩， 面对着
这红、 绿、 紫、 黄、 蓝等等颜色沙石
堆叠而成的连绵起伏的丘壑， 却让我
有眼前一亮的惊喜。

五彩滩是由风和水这两位造型大
师， 经历千万年的雕凿打磨出来的杰
作， 素有 “天下第一滩” 美称。 放眼
望去， 波浪式的沙丘、 蘑菇状的石峰，
条状形的土梁， 造型奇幻独特， 排列
错落有致 ， 它们所呈现出来的颜色 ，

层理对称， 色调分明， 五彩斑斓， 在
人们的眼前， 曼延出一层层一圈圈的
光晕， 就像雨后的一抹彩虹横卧天际，
又如一幅幅印象派艺术画卷悬于前方。
更奇妙的是， 置身于此， 会产生一种
被色彩淹没的感觉， 似乎还能嗅到不
同颜色散发出的气味。

有别于丹霞地貌粗犷、 磅礴的特
点， 五彩滩兼具了边塞的苍凉雄浑与
江南的秀丽柔美之特征。 一条流向北
冰洋的额尔齐斯河， 翻腾着银波欢快
地穿流而过， 形成了两岸迥然不同的
景观。 一边是震撼人心呈现大气之美
的彩色砂石丘陵， 一边是葱郁青翠的
河谷风光， 绿意盈盈的胡杨林， 与对

岸那些在不同时间段呈现不同颜色的
彩色丘陵遥相辉映，一汪碧水，映现着
奇峰倒影，折射出岸边的各种色彩。 一
条额尔齐斯河， 两岸气象各异的景色，
汇集成了五彩滩的雄、旷、秀之景象，奇
得教人惊诧，美得让人心醉。

游览五彩滩， 不必攀爬无需跋涉，
环绕景区的栈道， 能将游客引入各处
景点， 让人们轻松地纵览五彩滩全貌。

特别是那些观景台， 不仅名字充满诗
意， 也与所观览的景象很贴切。 层层
叠叠流光溢彩的丘陵， 犹如在海面上
轻盈跳动的波浪， 这是在 “雅丹似锦”
观景台上看到的场景 ； 浑圆的石峰 ，
笔挺的石柱， 光影变幻绚丽夺目， 这
是在 “彩滩奇观” 观景台欣赏到的景
象； 洒满天际的霞光， 镀满金色的夕
阳， 与五彩滩相互融合， 让人难分天
上人间， 这是在 “朝夕映趣” 观景台
看到的……五彩滩的每一个观景台 ，
都能一眼尽揽绝佳的景色。

到五彩滩游览， 如果能选择早晚
时段， 便能捕捉到更为动人心魄的美
景。 当清晨那一轮红日跃出地平线时，
五彩滩便会呈现出云蒸霞蔚五光十色
的气象。 那是升腾勃发的象征， 会让
人产生一种内心向阳的乐观情绪； 傍
晚， 绚丽的天空悬挂着一轮夕阳， 金
色的晚霞将五彩滩调和的更加斑斓灿
烈。 五彩滩， 带给人们的不只是光与
影、 形与色的视觉冲击， 还可让人在
这壮美与神秘的景象中， 焕发蓬勃的
朝气， 拾取心灵的平静。

浓浓浓浓年年味味，，
弥弥漫漫在在咿咿呀呀飘飘过过的的乌乌篷篷船船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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