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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霍邱县文联主席王亚带领市
县作家协会部分骨干会员到新店镇黄泊渡村
开展“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暨文艺名家新店
镇采风创作活动，深挖细探当地自然资源和
历史人文底蕴，助力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黄泊渡村现有14个村民组，1408户，

3233人，7739亩耕地。该村位于县城东约8公
里处，紧邻城东湖西岸，三面环湖，水产资源
丰富。自古以来，黄泊渡为城东湖的一个重要
渡口，是霍邱东乡与霍邱县城之间的交通枢
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公路交通的
发展，黄泊渡的渡口功能逐渐衰退。现在，黄
泊渡与霍寿路有混凝土路相连，交通便捷。该
村的西瓜种植、生猪养殖是其特色产业。近年
来，在村党支部和党员的带动下，该村群众利
用靠近东湖的有利条件，发展特色西瓜、葡
萄、荸荠、打瓜、人参果、生猪、牛羊等特色种
植和养殖业，大力发展七彩油菜观光旅游业，

为助力乡村振兴增添了活力，注入了动力。
农历二十四节气大雪刚过，冬日的黄泊

渡大地另有一番动人的景场。这里车来人往，
生机盎然，到处都有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

“黄泊渡农文旅发展主要定位是发展‘研
学游’‘亲子游’‘住宿’游三大项目，招商引
资，种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总投资1 . 2
亿元左右。”镇党委副书记徐多军介绍。在黄
四村民组占地26 . 556亩的民俗汇项目现场，
挖掘机、推土机在为景观塘“美容”，工人在为
塘沿“亮目”。这里将建设成集文明实践、人才
培育、宴会餐饮、婚纱摄影、户外沙滩、水岸咖
啡、儿童乐园、野餐露营、水上影院、皮划垂
钓、多功能草坪等为一体的“亲子游”“东湖船
坞”民俗项目。

“早观湖景晚看霞”。在黄五村民组占地
5 . 534亩建设现场，工人在楼房框架上忙碌，
紧张施工建设。该项目依湖傍水为淮河民居

“少间—烟波渡”，修剪整齐的葡萄架，纤陌纵
横的麦苗田，焕发着蓬勃的生机。这个项目集
景观庭院、亲水露台、休闲公区、泳池凉亭、多
功能等一体，为团建、政商提供社交、会客、静
养等康养地。

湖面烟波渡，湖岸绿水茶。正值冬令时
节，荻花芦絮像一朵朵白色的绒花，微风一
吹漫天飞舞，湖面上便漂浮一层乳白色的绒
絮。故城东湖也被称为“绒湖”。在黄泊渡遗
址，巨大的工程车，将硕大的“黄泊渡”石牌
安放在旁边。六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穆志
强、霍邱县作协副主席夏书阔，兴趣盎然地
观看，听着介绍，不时与王亚交流自己的感
想，凝神深思。摄影家张玉良则迅速取出“利
器”，用摄影家独特视角，摄下难忘的一刻。

“这条路修得真快！前几天，这儿还是不通泥

土路，如今已畅通无阻！”站在环湖生态绿道
上，霍邱县文联副主席、霍邱县作协主席王
太贵不由发出赞叹。

“春潮带雨晚来急，湖岸鱼虾船满仓。每
当鱼虾旺季，家家捕鱼，户户逮虾……”旁边
一位施工的村民兴奋地向来客介绍每年丰
收“景”。
黄泊渡黄老汉制船摆渡的美丽故事，激

励后人，一直流传至今。
“古今多少沧桑事，尽在残垣断壁

间……”在黄老汉曾经摆渡的黄泊渡遗址旁，
霍邱县作协副秘书长王家南的思绪穿越岁月
的隧道，时而感慨万千，时而妙语连珠。

湖面波平浪静，浩淼烟波，湖岸芳草萋
萋，绿树成荫。霍邱县作协副主席、秘书长何
振群沉浸在湖边的欣赏野花、水草乐趣之中。
此时，太阳破雾而出，霞光万道，给冬日的湖
面增光添彩，七十年代人工兴建的湖中小岛
时隐时现，仿若人间仙境，她不时拿出手机，
以其细腻的情感，记录这美妙的一时一刻。
室外寒气逼人，室内温暖如春。花蕊荡漾

着绿盈盈的笑脸，枝间悬挂着累累硕果。在盛
达果业一排排大棚温室内，正值人参果的盛
旺的花果期，粉红中透着绿脉的花朵，珠圆玉
润的果实，预示着丰收的盛景，向来宾招手致
意。从经济价值来说，每粒成熟人参果市场价
在8元左右，在诗人王太贵的眼里，绿
叶、花朵与果实，都是一首生命的壮丽
诗篇，而别具一格的花朵，则触动了诗
人心灵深处的灵感，不知，诗人又在酝
酿下一篇何种惊世大作……
种植人参果，是黄摆渡村发展“研

学游”其中产业之一。此外，该村全区
域高标内发展千亩七彩油菜花海、百

亩西瓜和葡萄采摘等，开辟农耕研学市场，
以传统农耕实践体验、古法榨油工艺体验等
互动方式为切入口，规划设计研学教程及内
容，激发学生对农业知识学习的兴趣成为田
园观赏、农耕研学等体验地。

“黄泊渡先后举办‘第一届油菜花文化旅
游节’、两届‘黄泊渡西瓜文化旅游节’”。徐多
军自豪地介绍，黄泊渡村依托生态资源优势，
做足“农字”底色。通过流转方式，已经将全部
耕地以660元/亩标准，采用“企业+合作社+
种植户”运营模式，流转给大户企业经营，村
民除得到流转承包费外，还可到企业务工，成
为职业农民。目前，全村种植黄泊渡西瓜300
亩、葡萄60余亩、桑甚20余亩。积极引导村民
发展庭院经济，利用群众房前屋后闲置地块
建设小菜园、小果园等“五小园”种植黄桃近
5000棵90余亩，套种黄花菜2万余棵，联合企
业回收农户果蔬、促进农民增收，形成“小而
美、多业态、低成本、高收入”的美丽庭院经
济，为乡村振兴增光添彩。
此次采风，大家感受到僻于一隅的黄泊

渡村的独特魅力，有所思、有所悟、有所感、有
所得，触动了内心深处的创作灵感。通过实地
采风，逐步了解到黄泊渡独特风情，深挖当地
人文历史，为乡村振兴助绵薄之力。

冬冬日日寻寻““芳芳””黄黄泊泊渡渡
王兴远 文/图

大家都知道“叶公好龙”的故事吧，今天我给大家讲个不
一样的“叶公”。在霍山县与儿街镇真龙地村，有位叶先生。
他干了件特棒的事儿，投资650万元，建造全新酿造闭环体
系；提供优质拐枣树苗、有机肥，还有栽培技术，与乡镇村联合，
引导集体和农户种植，三年挂果，五六年进入丰产期，“叶公”回
收拐枣，酿成健康养生酒——— 真龙地拐枣酒，销往全国各地乃至
国外。不仅拐枣是中药材，而且拐枣树材质细腻，成材后树干可
用于制作小提琴等，全身是宝，经济价值非常高。这可真是：前
人栽树，后人乘凉；万寿果树，造福子孙！

除了拐枣酒，他们还依托家乡特产霍山石斛、竹子、茶叶
等，研发出三种“真龙地”牌酒品：真龙竹酒(春季)、茶酒(夏
季)、石斛酒(秋季)。拐枣酒，属于全国首家酿造工艺保健酒，
而非泡制类。这是一系列有家国情怀的酒，有温度的酒。叶先
生说，今年龙年，明年小龙年，龙的传人在龙年喝真龙酒，心
情心态不同于别的酒哦，更有助于健康，同时为旅游和地方特
色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为西山药库增添色彩，为霍山的名
特优产品增加又一亮点。小做一首诗《真龙地的守望》：在霍
山与儿街镇真龙地村/叶先生种下希望的光/拐枣树苗，在有机
肥里生长/岁月中等待，三五年的梦想/待果实挂满枝丫的时光
/他回收希望，酿成美酒佳酿/真龙地拐枣酒，名字闪亮/带着
使命，奔赴辽阔的远方//蕴含独特的念想/家国情怀，在心底
深藏/龙年的酒，小龙年的期望/叶先生说，健康在酒中荡漾//
他像一位执着的领航/在真龙地，书写非凡的篇章/让美酒与故
事，一同远扬/成为这片土地，骄傲的诗行。

胡守炳 吕跃/图

叶公好“真龙”
郑 玮

近年来，叶集区姚李镇老年学校组织
一支20余人参与的中老年花棍舞表演队
伍，传承花棍舞非遗民间文化。每天晚
上她们按部就班地在人员聚集的市民文
体公园广场训练，围观的群众乐滋滋地
观看训练，散发着新时代文明实践气
息，也成了公园里夜晚一道靓丽的风
景。
“打花棍”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源于商朝，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

史，是集观赏性与协调性为一体的运动项
目，有龙飞凤舞、翻江倒海等70多式。
据了解，这支花棍舞队伍只从组建

后，先后参加“非遗花棍舞进敬老院”、
“民间非遗花棍舞文化进校园”等活动，产
生不一样的社会效益。打花棍集健身娱乐
表演为一体，能全面锻炼身体，有效提高
颈、肩、手、眼、腿及大脑的协调性，有益身
体健康。

程度厚 文/图

乡乡村村走走笔笔

花棍舞“出圈”又出彩

说起红烧肉，人们一定会想起苏东
坡。因为现在的东坡红烧肉已经成为很
多人知晓的一个品牌。如果追根溯源，
这个品牌还是苏东坡在被贬黄州的时候
创立的。吃过东坡红烧肉，但不知原汁
原味的东坡红烧肉，苏学士当年在黄州
是如何烧制出来的。
三十年前我家也开过饭店，当时邻

镇的斑竹园镇政府食堂有一位姓杜的师
傅擅长烧制红烧肉，据说还得到了时任
省主要领导人的赞美。一日，我去拜访
一位在该镇政府工作的本家。本家留我
吃午饭，就有一道杜师傅烧的红烧肉。
看上去，方块、厚实、橘红色，用筷子
一夹肉块便收紧，筷子一松，肉块又伸
开，像海绵一样，柔软有筋道，吃起来
油而不腻。我奇怪的是我在家里烧肉，
肉块越烧越小，他这个红烧肉不但肉块
不变小，而且膨胀了，成了海绵状。我
回家后找来烧制红烧肉的书，依葫芦画
瓢，前后烧掉了四十斤猪肉，也没烧出
杜师傅红烧肉的效果。后来就放弃了。

几年前，古碑镇出了一个老闻红烧
肉，很有名，到现在一直都很火。有一
次到该镇一位朋友家，他就上了一份老
闻红烧肉，与当年杜师傅烧的有过之而

无不及，走时还带了两份，回来洋洋得
意地分送给邻居品尝，大家都赞美不
已。前年我到浙江来，专门下高速驱车
到老闻红烧肉的作坊买几份红烧肉带给
亲友。老闻师傅听说我也姓文(文和闻
其实本源是一家 )，便带我到他的作
坊，毫无保留地介绍他制作红烧肉所用
的材料和方法。走马观花中我似乎明白
了不少，但现在也毫无学做红烧肉的兴
趣，只是喜欢吃还是一如既往。

除了杜师傅红烧肉、老闻红烧肉
外，其实金寨还有李开文红烧肉。李开
文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据说给毛主席
当过炊事员，会做主席喜欢吃的红烧
肉。不过现在老人不在了，李开文红烧
肉不知道还有没有传人。

金寨的山好水好环境好，养出的地
道黑毛猪特别适合做红烧肉。希望有更
多更好的红烧肉满足四方来客的口腹，
也希望有更多响亮的红烧肉品牌为世人
知晓。前几天得到一本书《苏东坡传》
(慕容素衣著)。书中说：“在黄州，他
穷得要去开荒，自然买不起昂贵的牛羊
肉，不过没关系，他很快发现这里的猪
肉味美而价贱，富人不屑吃，穷人不会
煮，这看在他眼里简直是暴殄天物，于

是细心研究，烹制出了一道别出心裁的
红烧肉。”
如何烹制呢？苏学士说：“黄州好

猪肉，价贱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
不解煮。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灶罨焰
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
美。”这段话明白地说出了东坡红烧肉
的烧制要点。

一是洗净铛。铛是一种铁锅，可能
与现在的铁锅相似，老闻师傅烧红烧肉
的就是铁锅，看起来比较厚实，是那种
老式的铁锅。厚铁锅导热不猛，蓄热性
能好，就同土罐煨肉好吃是一回事。

二是锅内水不能放多了。水放多了
就成了煮肉而不是烧肉了。到底放多少
水为宜，这就是红烧肉师傅的秘技了，
可能要经过多次实践才能掌握。

三是要用灶和木柴。这种灶是土
灶，灶内有灰烬，木柴烧旺以后用灰烬
半掩，使火焰不大，利用柴炭和微弱的
火焰慢慢烧，这就是所谓的文火烧制。
土灶还有一个特点，聚热保温，把热度
持久均匀地聚合在灶腔内。而现在的燃
气灶很难做到这一点。杜师傅和老闻师
傅都是用土灶、木柴和铁锅烧制证明了
这一点。

四是时间长短的把握。烧多长时间
这可能要看猪肉的老嫩而定了，反正是
不能急，待到烧好为算。因为火候足时
他自美。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不从师学艺，不经过反复的实践是很难
掌握诀窍的。
至于选择什么样的猪肉，苏东坡的

诗文里没有具体交代，只是说牛羊肉
贵，猪肉便宜，因为买不起牛羊肉，才
吃猪肉的。这和现在也差不多。现在农
村家养的正宗牛羊肉大多在五十块钱以
上，猪肉在三十块钱以上，相差将近一
倍。

当然苏东坡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道
美味的红烧肉，更多的是那个朝代以他
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的人文精神和流
传千古脍炙人口的诗词文章。其核心是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
忧其君。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东坡
先生以谏言和政治主张及性格而不合适
宜，受人打压排挤，一贬再贬，以致生
活潦倒，不得不躬耕陇亩。但终其一生
不改其志，心中始终装着黎民百姓，装
着君主国家，不为私、不为利、不为
己。二是乐观豁达、淡泊名利、随遇而
安的可贵品质。无论在哪里，再穷再苦
再困难，都把自己活成一首诗，不怨
天、不尤人、不自暴、不自弃，所以有
“人生不如意，且读苏东坡”之说。

我们应该感谢苏东坡。因为他的被
贬谪，他的穷且益坚，他的苦中作乐而
生发的对美食文化的喜爱和传扬，由于
他的名满天下而留给我们“东坡红烧
肉”这样一道令人百吃不厌的美食。

记忆里，刨花生是我童年最期待的一件事，也
是村子里的女人们最开心的一件事，金秋九月的某
一天，顶着太阳，戴着草帽，扛着小锄头，挎着竹
篮子，拎着一壶水，一个院子的妇女们带着孩子就
走出了大杂院，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乡村小路一直
走呀走，就来到了河边，河水很深，河面倒也不是
很宽，一架竹桥歪歪扭扭地搭在河上，桥的两旁没
有护栏，透过竹片的缝隙，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水里
随波漂游的水草，偶尔还能看到几条快活的小鱼。
我们小心地从竹桥上走过去，就像经历一次探险似
的，很快到了河的对岸。

对岸是一片广袤的沙滩，沙滩上栽满了桃树、
苹果树和梨树。春天的时候，沙滩上到处都是一片
绯红，蓝蓝的天倒影在清澈的河水里，然后，你似
乎可以看到:漫天的桃花，微风一吹，粉红色的花
瓣四散飘落而去，实在是人间胜景。

我们终于来到了沙滩附近的沙地里，女人们就
开始寻找“根据地”了，此时，花生地的主人已经
将花生收割完毕，还有一些遗落在沙土里的花生等
待着女人和孩子们去发掘。女人们戴着草帽，两手
握着锄头，下意识地在沙土里翻来翻去，一开始的
时候，他们翻出来的并没有花生，只是一些枯死的残根，或者几条卷曲着身
子的米白色的软体虫子，要将沙土翻来覆去锄好几遍，或者不断地寻找“新
大陆”，才能找到那么几颗宝贵的花生。

孩子们跟在女人们后面，在女人翻过的沙坑里面玩沙子，或者和几个玩
伴在果树林里追逐嬉戏，有的时候还能捡到到一两个被地心引力给“拽下”
的果子，虽然那些果子又小又瘦，但是很可口，捡起来用衣服给胡乱擦一
下，就塞进嘴里大口地吃起来。有的勤快点的女孩子就学着妈妈们的样子，
两手紧握着锄头，认真地在沙土里寻找“宝贝”，要是挖到了花生，简直是
比捡到金子还开心。

女人们有的时候会歇一会儿，聚在一起，说说笑笑，一边说说家长里
短；有的时候也会一边卖力地挖着花生，一边聊着家常。一个锄头下去，抬
起头，擦把汗，大笑几声，再一个锄头下去，刨出来了几颗花生，弯腰，拾
起来，放进篮子里。这块地方的花生被挖完了，再换一块地方，有的时候大
家聚在一个地方，有的时候，大家又各自寻找“根据地”。

累了，所有人就摘下草帽，躲在树下乘凉，喝几口凉茶，虽然天气还很
热，但是大家的心都是凉快的，阳光洒落在树林间的树叶上，叶子便在女人
们黝黑的脸上留下了斑驳的影子，微风徐徐，影子便在女人们的脸上轻轻地
摇曳，似一个个婀娜多姿的舞女。女人们咧着嘴笑着，露出了雪白的牙齿，
在若有若无的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眼。岁月和紫外线给她们的脸印下了一道
道皱纹，但是丝毫破坏不了劳动给他们塑造出来的淳朴和美丽。

时间很快，一个下午过去了，太阳西斜，温度也开始下降了，树林间吹
过一阵阵凉风，傍晚来临了，夕阳的余晖洒落在一片河滩上，沙子似乎也变
成了落日的鲜红。女人和孩子们收起锄头，看着满满一篮子的花生，擦擦眼
角的汗水和手背上的沙子，开始回家了。带着期盼的心情来，收着一份喜悦
回家去。孩子们的笑声回荡在树林里，勾起了农家人养的小狗的嫉妒，拼命
地吼叫着。

满满一篮子的花生，回到家可要剥很久很久，我们和妈妈一起把花生米
给剥出来，放在白色蓝边的大瓷碗里。妈妈就开始张罗花生炸酱了，只见妈
妈先把花生米淘洗干净，再放在碗里，然后她叫我去舀豆瓣酱，我带着一个
小碗，走到楼上的露台去舀被太阳晒得似乎要滴油的豆瓣酱。妈妈把豆瓣酱
放到碗里，再切一些剁椒碎，切几片生姜，拍几颗大蒜，有的时候妈妈会放
一些豆腐丁在里面，或者再切一些青椒片放在一起，最后，再在碗里放一勺
水，加一些猪油，前期的工序就好了。大铁锅里煮着饭，把酱碗放进去和饭
一起煮熟。可想而知，在揭开锅盖的那一刻，饭香、花生米的酱香一下子扑
面而来，随着缕缕白色的水汽升腾，厨房里昏暗的光线似乎都有了幸福的味
道。

当然，最幸福的肯定是吃花生炸酱，小小身板的我竟然可以就着花生炸
酱吃掉满满两碗米饭。一家人围坐在小饭桌旁边，筷子和碗碟碰撞的叮当
声，我和弟弟的嬉闹声，爸爸妈妈的呵斥声，开水壶里清脆的鸣声，交织在
一起，这便是最真实的人间烟火味吧！

所谓生活，无非如此：一家人在一起开心地，哪怕只是细数着院子里的
那一簇簇芬芳的月桂；哪怕只是呷几口清香粗淡的土茶；哪怕只是一家人坐
在一条长长的木凳子上，看着门前偶然“着陆”的几只小麻雀；哪怕大家都
不说话，只是围坐在一起吃着那份简单朴素的花生炸酱！

最美的风景是家，最美的时光是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最浪漫的事是和
家人一起共享这平凡的人间烟火，共享这一大碗香香的花生炸酱。

作为一种传统农作物，大豆同时扮
演粮食、油料、蔬菜三种角色，而其副
产物豆秸，还曾是乡村的重要燃料。大
豆以其丰富的营养，缓解了汉族先民蛋
白质不足的压力。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
旷日持久的角力历史表明，大豆蛋白一
点也不输动物蛋白。在北方，大豆与小
麦轮作，一麦一豆，成了北方人的主要
农事。有了小麦，有了大豆，我们的祖
先，便有了见王雎鼓翼，而想到“窈窕
淑女”的情趣，便有了闻仓庚和鸣，而
产生“爰求柔桑”的诗意。

作为栽培作物，大豆适应性之强，
超乎人们想像。请听：“我的家，在东
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满山遍野的大豆
高粱。”松花江大致是大豆的北界了
吧。南界呢？请读陶渊明的“种豆南山
下，草盛豆苖稀”，这个“南山”，就
是那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
南山。那儿古代叫浔阳柴桑，如今的九
江。

我的家乡皖西，显然包括在这个大
的范围内，然而，因为地处淮河之南，
不像淮北那样大面积种植，田头地角零
星点种而已。农历五月插秧之后，汤庄
的外公会提一把锹，在白粗布对襟衣袋
里，带些豆种，用铁锹在秧田埂的内
侧，猛力一剁，再彆开个口子，丢下三
四粒豆种，挨排下去，不冇一条埂。之
后，单等出苗、间苗、开花，结荚。豆

荚饱满了，是采是捋，各随己意。豆荚
摘了回来，剥毛豆就成了孩子们的开心
乐事。整个夏天，乡下人餐桌上，最诱
人的，是毛豆的色香味。秋后，稻子进
了稻场，进了谷仓，毛豆变成了黄豆。
黄豆产量少，用不着专门的仓房，大部
分拿到油坊换油，到豆腐店换千张、豆
腐，一部分做酱，少部分留种。也许是
物以稀为贵吧，外公常常感叹：黄豆真
是好东西。在江淮之间的六安、安庆，
叫大豆，感到憋口，叫黄豆，顺嘴，家
常。

那么，古人叫它什么呢？至少春秋
末战国初，还没有“大豆”之称。
“豆”字倒是有，那是一种高脚的盘
子，木制，也有陶制，用来盛肉或熟
菜。开初称大豆为菽。菽在《诗经》里
出现过九次(计：风2、雅6、颂1)，如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 (《小雅·小
宛》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 (《小
雅·采菽》)。有学者称：菽者，众豆之
总名，以后以小豆为荅，遂专名菽为大

豆。《毛传》：“菽，所以芼大牢而待
君子也”，是说天子宴诸候用三牲，皆
杂蔬菜为羹，牛配菽，羊配荼，豕配
薇。足见菽在那个时代，就已经登上大
雅之堂。

按理，菽的叶片当称菽叶，古人却
称之为“藿”。藿嫩之时，可以当作野
菜，唐代元稹《遣悲怀》：“野蔬充膳
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诗中记述
的，是其妻曾经以藿充蔬的往事，读之
心酸。
大豆之名，起于何时，迄今尚无定

论，想必是个漫长的过程，至少魏晋时
期，菽与豆仍然并行不悖。曹植《七步
诗》：“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
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可谓妇孺皆知，“菽
“与“豆”同出现于一首诗，表明二者
可以互通与兼容。别看一粒豆不起眼，
芥豆之微，入了诗，则积了大德，让曹
植躲过一刧，真是胜造七级浮图。

大豆分布那么广，自然不为淮河所

专属，然而用大豆制作豆腐，别的地方
恐怕不敢来掠美了。淮南王刘安，在汉
代的政治斗争中，是个失败者，但他有
两大业绩，却是不可磨灭的，其一是
《淮南子》这部书，其二是豆腐这种食
品。将大豆转化为豆腐，肯定是淮河两
岸老百姓的集体功业，然而把这个发明
权，挂到刘安的名下，也算是一种美意
吧。西汉的国都虽远在长安，刘邦的子
孙，却是淮河这根藤上结的瓜。归根结
底，不是有了刘安，才有豆腐，而是有
淮河，才有豆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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