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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遍中国 /

! ! ! !为庆祝即将到来的新中国成
立 !"周年，香格里拉酒店集团特
别推出“拾壹庆十一”活动，让客人
在享受殷勤服务的同时获得更多
实惠。客人在国内下榻香格里拉酒
店集团旗下香格里拉、嘉里和盛贸
三个品牌的任何一家饭店，只要多

付人民币 ##元，即可享受免费客房
升级、第三人免费早餐、获赠两张当
地著名景点门票等。
“拾壹庆十一”活动亦适用于中

国以外的香格里拉旗下所有酒店，
优惠内容包含免费双人早餐、延迟
退房特权和贵宾金环会双倍积分

等。“拾壹庆十一”活动有效期为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
详情及预订请登录 +++,-./012345/,

678。
此外，客人还可一如既往地享受

到香格里拉免费无线网络服务和“儿
童餐饮计划”等优待。 毛轶群

! ! ! !布朗山位于
西双版纳州勐海
县东南部，国境
线长达 '!公里，
西部和南部与缅
甸接壤，是中国
唯一的布朗族
乡。在布朗山
(9)! 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生活
着近 )!999名布
朗族同胞，他们
在最高海拔为
*9:$ 米的三垛
山和最低海拔为
";"米的南览河与南桔河交汇处之
间的坡地上，一代接一代地繁衍生
息，并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古老饮
食文明。

最后的刀耕火种
赶到布朗山乡时近黄昏，觉得

这里简直像一座空镇，行人很少，两
旁的房屋高大而破旧。只在靠近乡
政府的那一小段柏油路上，才见到
了一个个收工回家的布朗族男女，
他们脸膛儿黝黑，口嚼槟榔，一律有
着血红的嘴唇。
据专家考证：布朗族与柬埔寨

的高棉人是同一种族，都是古代濮
人的后代。布朗族唐时称“朴子蛮”，
元、明、清时称“蒲蛮”，当此族南迁
之际，大部分都迁到了今天的柬埔
寨成为高棉人，而一小部分掉队者，
则永远留在了中缅交界的布朗山，
他们由于居住的地区各异有不同的
自称，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他们自己
的意愿，才统称为布朗族。柬埔寨的
高棉人打造了名垂青史的吴哥文
明，而中国的布朗人则开创了中华
最灿烂的茶叶文化。
每年 &月，布朗族最隆重的节

日“京比迈”一过完，雨季来临之前，
将预定的山林砍伐干净，放把火烧
了，烧过后的草木灰作为天然的肥
料。在大火烧过的近 '9度坡地上，
泥土混杂着杂草、砍伐过的树桩，男
人手执一根下端尖尖的粗圆木棒，
那叫“点种棒”，走一步，在整过的地
里捅两下，杵成两个浅浅的小坑。女
人紧随其后，从拴在腰后的篾篓里
摸出几粒种子，在每个小土坑里播
撒三五粒。

云南大学的尹绍亭教授曾对布
朗族等村寨的刀耕火种进行过深入
的调查和研究。他认为，刀耕火种是
一整套极为复杂极为成熟的农业形
态，其文化生态内容远比灌溉农业丰
富。刀耕火种并不是在原始森林里漫
无目的地放火烧荒，而是有着长时间
的精心规划。比如，山民以村寨为单
位，把全村的懒活地分成十份，这样
就能一年种一份，十年一轮回。
在正常情况下，布朗人所烧的

也不是原始森林，而是他们的“地”。
山民们在当年需种植的山地上砍
树、烧荒、播种、收获，每项工序都有
传统的规则。比如烧火前要清理防
火道，专人把守，以免山火越界。砍
树时大树留桩，小树留根，以便来年
春风吹又生。烧荒有很多好处，云南
的红土多为酸性，草木灰为碱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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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良土壤。大火把草
籽和虫卵烧熟，几乎不
需要除草治虫。

烧地的时机也有
专门的学问。烧晚了会
误农时，烧早了不能马
上播种，反而让杂草得
到机会。一块地又砍又
烧，只种一年，外人会
觉得可惜。而布朗人则
认为，耕种时间越短，
树根就越容易复生，植
被越容易恢复，水土流
失越少。每年新烧的都
是已经恢复了近十年

的懒活地，可以保证地力常新。这样，
布朗人总是有地可以种，有山林可供
采集狩猎，与自然形成良性的循环。

在尹绍亭教授看来，刀耕、锄耕
和犁耕并不是三种不同发展阶段的
农业方式，而是三种不同场合的农业
方式。后两者并不比刀耕火种先进，
反而是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结果。很
多民族都知道在懒活地里种植水冬
瓜树，水冬瓜树是一种速生树种，落
叶多，并有根瘤菌可以固氮，有利于
土地加强肥力。这种丰富的多样性表
明，布朗族的刀耕火种并非愚昧无
知，而是和他们的禁忌、自然崇拜一
样，都是其传统生存智慧的表现形态
之一。

异香扑鼻炸蜘蛛
每二天，我们仔细品味了布朗山

下的原始森林———品种繁多的冲天
巨树，配之以无孔不入的灌木与藤
条，使这大地的一角，变得异乎寻常
的难以捉摸，穿行于林间，看不见鸟
的翅膀，但听得清鸟的鸣叫。那些千
奇百怪的昆虫，更是多得只有上帝才
能数清。
当天上午，朋友招呼我们到勐海

县布朗山布朗族乡的一家风味小吃
店就餐。临行前，朋友神秘地告诉我
们：“今天晚上，我带大家进行一次美
食冒险，在我们就餐的地方，你将要
看到一种可怕的食品，到时，请大家
一定要镇静，千万不能叫出声来哦！”
在那家乡野味儿十分浓郁的小吃店
就座后，一盘盘制作考究、风味独特
的菜肴端上来。但这些除了当地的野
菜，就是烹饪方法独特的家畜家禽，
并没有什么让我们感到害怕的。就在
我们失望的时候，服务员端着一盘黑
乎乎的东西走上来。早有眼尖的同行
发现那盘子里的东西，于是，房间里

顿时尖叫四起：“啊！是蜘蛛！巨大的
油炸蜘蛛！”“妈呀，这东西太吓人了！
怎么还有人敢吃这个？”几位女士一
边往后趔趄，一边皱着眉头问。
“哦，别看这东西其貌不扬，它可

是布朗族的风味菜。在当地，流传着
这样一句话，不吃油炸花蜘蛛，等于
没来过布朗山乡。”听了朋友的介绍，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这道菜肴，但见，
橘红色的灯光下，这些蜘蛛个个如小
手指般大小，身上长有一种并不规则
的花斑，它们看上去脆而不焦，颜色
微黄。我突然感觉，放在盘子里的它
们，不仅不恐怖，而且还蛮好看，闻起
来更是异香扑鼻。

这时，已经有几个大胆的同行男
士夹起了蜘蛛放在嘴里，随着他们小
心翼翼地嚼动，一种美妙无比的表情
渐渐浮现在他们脸上。看着他们幸福
的表情，我壮了壮胆子，也忍不住夹
了一只小的放在口中———嗯！果然肉
质鲜香酥脆，满口生香，简直比炸蚕
蛹还味香可口呢！我瞬间被这美味征
服了，于是，再也顾不得其它，赶紧伸
出筷子去夹第二只、第三只……

看着空空如也的盘子，朋友介绍
道：“花蜘蛛学名大腹圆蛛，多生长在
高山丛林间，这种花蜘蛛在野外林间
结网，个儿有小手指般大，浑身长满
白花斑，故名。多在夏秋季节捕捉，功
能解毒，可治疗疮、蜂蝎螫伤及毒蛇
咬伤。民间治毒蛇咬伤，将活蜘蛛放
在伤口，任其吸吮毒液，可减少肿势。
花蜘蛛圆鼓鼓的肚子里，尽是具有丰
富蛋白质的乳白色汁液。

捕捉花蜘蛛时，须用装有圆圈的
木棍将花蜘蛛连网裹着取回。放入沸
水中烫死，去头、脚，控干水分，晒干
收藏。食用时，将花蜘蛛用开水浸泡，
回软洗净。炒锅上火，注入菜籽油，烧
至七成热，下花蜘蛛，用小火煎至桔
黄色，取出入盘，撒上花椒盐即食。

吆五喝六!年猪饭"

每年冬季，布朗族家家户户便开
始为传统的“年宰”而忙碌，此习俗由
来已久。据当地老人讲，起初是布朗
族狩猎人为祈求上天保佑多捕获猎
物而用捕获到的猎物身上最好的肉
去供奉山神。随着时代的变迁，此习
俗便形成了当地不可缺少的一种饮
食文化。布朗族杀年猪主要有两点，
一是用来款待亲戚朋友，二是将剩下
的猪肉分类做成腌腊食品，作为来年
的食物储藏。

在布朗山还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过年了，杀年猪、杀年猪、腌菜拌生
肉，甩了一箸又一箸。”这正是年猪饭
美味可口的真实写照。每年立冬后，
人们都争相到市场上购买豆子、辣
椒、草果、萝卜丝、干腌菜等 )9多种
配料，以备“年宰”时用。很多当地人
认为，杀猪那天一定要吆五喝六、热
闹热闹，来年日子才会红红火火。

布朗族的年猪饭，因为做法的奇
特新颖以及吃法的怪异，再加上当地
独有的调料，赢得了较好的口碑。其
中最出名的要数猪血蘸白片肉，红生
拌腌菜水，以及生吃猪肝了。猪血蘸
白片肉，就是把猪血放到锅里面炒，
加上一些酸腌菜，炒米面，炒上二十
多分钟之后，就可以铲到碗里面。然
后，再把煮在火炕上的土锅里面的五
花肉捞起来，切成薄片，就是白片肉
了。白片肉肉质松软，蘸了带有酸腌
菜的猪血送入口中油而不腻，爽口爽
心。然而，接下来的这两道菜没有胆
量的人是不敢吃的。对于我来说，我
曾几次下筷，但是都因为自己胆小而
把筷子缩了回来。红生拌腌菜水中的
红生是生猪肉把它剁细，然后再加上
花椒，辣子，盐巴，和当地独有的一种
调料———香胡椒根。最后，把它拌起
来，特别地爽口，这道菜是男人们的
最爱，但是吃这道菜需要的是胆量，
所以，妇女和小孩儿们大多都不敢去
尝试，不过，也见到几个强悍的妇女
们吃得酣畅淋漓。

布朗山寨民风淳朴，村民们勤劳
善良，素有“吃不完的年猪饭”之说，
因为菜只要吃了三分之一，布朗族的
妇女们就会又给添满，从年头吃到年
尾，这家吃完吃那家，他们酿制的包
谷酒也是非常可口且原生态。吃着爽
口的年猪饭，喝上一口包谷酒，再唱
上几句布朗山歌，能体会到布朗族同
胞的幸福快乐。

在布朗族同胞眼里，这吃“年猪
饭”的日子虽说不是什么正式节日，
但是看起来却比节日还要热闹。过
去，人们吃年猪饭只是吃完饭就结
束，可是如今生活好了，也开始注重
文化生活了，年轻人不再习惯于循规
蹈矩地按传统习惯办，而是把吃年猪
饭的日子真正变成了一个节日，他们
会在这期间举行各种比赛，也会相约
一起出去游玩，打歌，交流情感。更重
要的是，在这种玩乐之间也传承了布
朗族特有的文化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