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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春节后只是水墨画似的飘
过两回小清雪，雪后只留一点点痕迹，让
像我一样眼巴巴盼望下雪的人干着急，
好在一群朋友约好，去凤凰山游玩，说是
那里刚刚下过一场大雪。

凤凰山位于哈尔滨所辖的五常市境
内，距哈 236 公里，乘大巴约五小时车
程。就是这五小时的穿越，把我们带进
了一个粉妆玉砌的王国。即便是土生土
长的哈尔滨人，也没见过如此声势浩大
的冰雪风光，戏词儿里的“穿林海跨雪
原”并非在东北任何区域都可以领略这
样的豪迈。而这凤凰山的冬景，也只是
才开门纳客六、七年而已。

此前每到冬天山就被雪藏起来。我
在十几年前的夏天曾来过，那时候凤凰
山也才开发两三年。当时最吸引公众视
线的却是它的“UFO”事件。这个当年
轰轰烈烈的大事件，被媒体报道后，多位
专家前往凤凰山。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许
多探秘节目一样，专家只是一路调查，当
事人陈述当时情形，结论，仍然只是谜。

而到了凤凰山，峡谷秀丽如江南，空中花
园静美又高远，那个传说已经不重要。
清楚地记得我那时的向往，这个地方，如
果冬天能来，应该别有意味，忘记了是谁
告诉我，冬天是封山的。

凤凰山一行，还遇到前来采风的一
群摄影人，他们长枪短炮，噼里啪啦乐此
不疲。

山下的我们入住的红松林客栈十
分热闹。我们抵达时已是中午，餐厅里
座无虚席，有男有女高声大嗓地谈话，大
约从辽阔的冰天雪地回到室内还没有适
应。这支庞大的户外团队让充满热气的
餐厅也充满了生气。他们离开，我们入
住，又使得这里人气旺盛起来。晚上从
大峡谷回来，我们一行人在餐厅就餐，遇
见了客栈老板，是一位年过六旬的张姓
大姐，能歌，善舞，能言，善饮，那个短暂
的夜晚，我仿佛看见她大半生的风华，虽
然同龄人早已隐退江湖，我眼里的她还
是风华正当时。

大姐并非当地人，2015 年底来到凤
凰山，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也就是冰雪
旅游刚刚起步之时。五年前租下了这家
客栈，便开始改造，运营。朋友向张姐介
绍我，她请我多多宣传凤凰山，让更多的
人分享冰雪盛宴。对，她请我多多宣传
凤凰山，而不是宣传她的客栈。可是我
不得不说，那晚的大鹅炖酸菜粉条，在若
干年的若干次旅途中，它脱颖而出，难以
忘怀。

一个网名叫雪狼的人，是我们此行
的向导兼摄影师，当地人。初见雪狼并
没有看出有“狼的野性”，脸上明明刻着
王宝强般的憨态，细打量比宝强精神很
多，看他在高山雪原上驾驶雪地摩托，顶
风冒雪，一往无前，那真是雄风毕现，名
副其实。他多年拍摄凤凰山，熟悉山上
的一草一木，他的拍摄又与我们这些看
风景的人不一样，既带着对故乡的情感，
又心怀梦想。他的朋友圈里都是凤凰
山，春夏秋冬，情深意长。雪狼说起凤凰

山的风光，仿佛山是他们自家的，颇有自
豪之意。当然了，话说回来，要是我守着
这么一座山，或许比他还能显摆，比如我
整理这篇图文的时候，我是真希望更多
的人认识凤凰山，走进凤凰山。

到达民俗村的时候，是傍晚时分。
看到山那边的晚霞，虽不盛大，却有几分
灿烂，让疲劳和寒冷缓解许多。据说游
客的入村仪式是很讲究的，因为来晚了，
仪式从简，但也分明感受到那种创意十
分接地气。

村子的规模不小，设计用心，院子
是展厅，房屋都是满族建筑的传统式
样，屋外侧竖着高及房檐的烟囱。每家
每户也是展厅，展示东北民俗，也展示
那些渐行渐远的时代。作为上世纪七
十年代生人，我看到一辆掉光了漆的二
八自行车眼前一亮，有同行的朋友也瞬
间复苏记忆，他介绍骑车的人是爸爸，
前面大梁上坐着哥哥，后座上是妈妈抱
着他……大家流连很久。

日 子 是 越 过 越 好 的 ，只 是 此 情 此
景，叫人联想到了成长的岁月。站在偌
大的民俗餐厅，墙面桌面都是红彤彤的
大花被面的图案，乡土气息浓郁。这时
候我们听一个负责人介绍，这个民俗村
是当地农民自发集资做起来的，他说到
当初的种种困难，以及没有客源，现在
所有的民居都已经被旅行社包下来，目
前要做的事是如何发展，如何创新。

早些年当地农民一入冬就猫冬，而
今这里的冰雪旅游彻底改变了农民的
生活习惯，许多农户都搞起了旅游服
务，开民宿、开饭馆，许多农民见到了回
头钱！

凤 凰 山 之 行 结 束 了 ，坐 在 大 巴 车
上，闭上眼睛，眼前还是一派肃杀的银
白世界，仿佛又看到红松林的张姐，靠
摄影公益宣传凤凰山的雪狼，民俗村那
些我并没有亲眼所见的农民们，他们，
在风雪弥漫中鲜活而亮丽，是冬季凤凰
山一道温暖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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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的一位朋友老张邀我去做客，
正中我下怀。齐齐哈尔，别称鹤城、卜奎。
位于黑龙江省西部。“齐齐哈尔”源自达斡尔
语，是“边疆”或“天然牧场”之意。齐齐哈尔
被誉为“世界大湿地，中国鹤家乡”，闻名中
外的世界珍禽丹顶鹤之乡——扎龙自然保
护区位于市区东南部。 齐齐哈尔扒猪脸和
烤肉乃是当地的招牌菜，有人说到了齐齐哈
尔不吃顿扒猪脸和烤肉就跟没来齐齐哈尔
一样。

当天来到齐齐哈尔，老张没有带着我去
游齐齐哈尔繁华喧嚣的，也没有去欣赏名胜
景区，而是把我带进了一家闹市区的“扒猪
脸小酒馆儿”。

我恍然大悟，我曾经给老张提过，到齐
齐哈尔有一个主要的心愿就是品味特色美
食——扒猪脸。老张这是在助我完成心愿。

踏进酒馆儿，嗬！一股浓郁的香味扑面
而来。呀！猪头肉。大厅约有 70多平方米，
已经人满为患。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在厅内
客人们的餐桌上扫了一下，每张餐桌上都有
一盘扒猪脸。香味是从各个餐桌上飘逸到
空中的。

在服务员的引导下，我和老张走进了一
个小单间。原来是老张提前预定的房间，不
然每逢此刻，这里座无虚席，是没有空位的。

很快，服务员就把我的“心愿”——一盘
扒猪脸和几道小配菜给端了上来。望着酱
红色的猪脸，油光铮亮，宛如一幅西方浓艳
的油画。旁边筋饼、葱丝、香菜丝、黄瓜丝、
辣椒丝、甜面酱……似乎在油画的外围又配
上了一圈中国山水画。香气扑鼻，令人垂涎
欲滴。

朋友介绍说，不知道从何时起，扒猪脸
已经成为当地的一道招牌菜，也成了当地餐
桌上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扒猪脸制作方
法不难，主要是烹制时间长和配料齐全，它
一般要经过选料、清洗、喷烤、洗泡、酱制等
十二道步骤，历经十多个小时的烹饪，才能
端上餐桌。“扒猪脸”有三种，一是原汁原味
吃；二是蘸酱汁吃；三是卷饼吃。扒猪脸既
保持了猪肉的优质高蛋白又降低脂肪摄入，
同时猪肉还可提供血红素和促进铁吸收的
半胱氨酸，能改善缺铁性贫血，还能具有美
容、健脑等功能。我们今天吃的就是三种

“扒猪脸”的结合体，这是酒馆儿老板为了迎
合不同顾客的口味而烹饪的美食。

这时，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食欲，先
拿起一张薄薄的筋饼，用筷子夹起一块扒猪
脸放在筋饼上，然后把葱丝、香菜丝、黄瓜
丝、辣椒丝、甜面酱一一放进筋饼中、卷上，
往嘴里一送，咬、嚼……哇！真的很香哦。
如果当年苏东坡尝到如此美味，也许会留下
另外一道传统美食——东坡脸，看来，这扒
猪脸已经不能单纯地用一个“香”字来形容
了。它浓郁扑鼻，肥而不腻、肉骨分离、糯香
可口，甜中带咸，唇齿留香……

我把想法与老张一说，老张笑着说：“这
扒猪脸今后就叫‘东坡脸’……嘿嘿，这还真
的符合苏东坡的脸型……哈哈哈……”

我俩几乎同时大笑起来。
不一会儿，一盘子扒猪脸被我俩给消灭

了，老张建议再来一盘，我默许了。
“扒猪脸”，平时招待客人，逢年过节等

等“扒猪脸”是餐桌上必备美食，特别是在每
年农历二月初二这天，家家户户都要吃扒猪
脸，即猪头肉，预示着吉祥如意。而今，我坐
在齐齐哈尔的小酒馆儿内，与好友品现代

“扒猪脸”，回味古代的餐饮历史，不愧是一
种当代美食与历史交融的完美体验。

本文图片为本报资料片

鹤城名菜
扒猪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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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水稻
栽培历史最为悠久的

国家。五常大米在清朝成
为贡米。1993 年，五常市龙凤

山乡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田永太在
田里发现一棵具有 12棵稻穗的稻子，这

是一株百万分之一变异的优良稻种，田永太
便用它做种子，种了 12 垄稻子，精心培育和试

验，终于换来稻花香。这种稻子成熟后，稻田
飘出一股清澈的米香，沁人心脾，因此取名
为“稻花香”。稻花香的饭粒油光晶莹，白
润如玉，清淡中带着甜爽，软绵略黏，剩
饭不回生，只有五常种植的稻花香才有
如此品质，即使把稻花香 2 号拿到别的
地区移栽，同样管理，产出的米就会失
去原有的风味与特色。所以，五常稻
花香只有在五常才香。

五常大米博物馆建筑形态优美，
风格独特，无疑是受到了粮仓的启
发。

在古代，人们把粮食集中储存到
特定的城池区位，谓之粮仓。2019年 4
月，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周口市发现了
一座古代存储粮食的粮仓，有 3600平方

米，距今有 3700 年以上的历史，被誉为
“天下第一粮仓”。根据学术研究和历史
考证，我国原始农业启蒙于旧石器晚期，

发展于新石器时代，距今约一万年左右。
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人们由狩猎时代进入
农耕时代，过上了“饭稻衣麻”的定居生活，
农业生产具有了一定的规模，粮食出现剩

余，粮食储藏随之而来。东北的粮仓最原
始的是由柳条子编织，然后抹

上黄泥，称之为囤子，
这类粮仓体积

小 ，主

要是农户各家储粮用，放置在仓房内。大的粮仓
是用土坯和红砖垒砌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
有粮库储粮还用这类粮仓的。现在，国有粮食储
备库都是应用白色平房仓库储粮，形似巨大的集
装箱，采用电子测温、机械通风、内环流控温等科
技手段，实现粮食储存“绿色、生态、智能、高效”。

有了存储粮食的粮仓，有了现代化的存储方
式和条件以及管理模式，中国就不愁储存不好粮
食。有了粮仓，就能装满中国人的饭碗。粮食存
储历来是“天下之大命”，中国粮食，中国饭碗。

怎样才能保证粮食安全？种好粮，保护好耕
地是先决条件，是基础，但是教育国民具有粮食
安全意识，树立节约粮食的观念也至为重要。粮
仓是用来储存粮食的，有了粮食，就拥有一切。
因为饥饿是和生命关联在一起的。没有粮食，就
没有底气，有了粮食，更要有粮仓。粮仓，护卫着
粮食。护卫了粮食，就护卫了一切。这也是五常
大米博物馆建立的根本意义。

五常大米博物馆是屈指可数的一个由县级
市建造的博物馆。博物馆的外表采用环保奥松
板，节能环保。板材的颜色，紫红中透着金黄，不
由得让人想起水稻成熟后的色泽，也仿佛是泥土
的本色，又像是勤劳的汗水反射着太阳的光芒。
长条形状的木板外饰，间隔着一条条的玻璃，像
一株株成熟的稻穗。整个建筑在阳光下金碧辉
煌，器宇轩昂，让观者顿生敬畏。一株水稻就是
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粒米也活出了它的价值与
尊严。我们对劳动敬畏，对生命礼赞，更对粮食
怀着感恩之心。

五常市有座
别具一格的建筑，粮仓的
模样，而且是三座粮仓，三个粮
仓用高架走廊连接，形成一体，高大
壮观，气势雄伟。这就是五常大米文化
标志性建筑——五常大米博物馆，也是五
常市地标性建筑。

五常是是闻名全国的稻米之都。有 143
万亩水稻，年生产 70万吨优质的稻花香大米，为
中国人餐桌提供了品质优异的米饭。

一个产粮大市，一个以稻花香大米为产业的
农业强市，抓大米的产量，还要抓大米的品质，更要
抓大米的内涵。大米的内涵就是大米的文化。

“五常大米博物馆”这七个大字由“水稻之父”
袁隆平院士题写。馆内构造分三层，每个楼层设置
为展厅，主题和内容各异。集中展示了五常稻作的
生态环境、种植历史、品种培育、栽培技术、管理流
程、生产加工及销售还有发展前景。一层建筑面积
1100平方米，以介绍五常生态自然环境为主。五常
生态自然环境是五常大米赖以生存的基础，加大绿
水青山的保护力度，永续利用，这是五常大米生存
的保证与前提；二层建筑面积 1120 平方米，主要
介绍了五常大米种植与发展的全过程，展现了
一株水稻从出生到成长再到收获的经历；三层
建筑面积为 1680 平方米，主要是五常大米品
质的体验，让参观者感受五常大米主打品
种稻花香 2 号的鲜明特色。您踏进五常
大米博物馆，从一层走到三层，就走
过了水稻生产的全过程，也就了解
五谷之首的水稻发展的历史，
也就知道了一粒米的前世
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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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清晨，，人们在雾凇奇幻的世界里拍照人们在雾凇奇幻的世界里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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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扒猪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