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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遍中国 /

从活血到龙泵三夹
龙泵三夹是壮族传统名菜，

已有 !""多年历史，是当地办喜
庆筵宴的压席菜。“龙泵”是壮族
用猪小肠酿进猪血制成的食品，
而用猪龙泵配上猪肝、猪粉肠制
成冷盆菜，食用时各来一块共三
件，夹在一起吃，因而得名。

所谓“龙泵”，就是用猪小肠
做外表，里边灌装猪血、米饭、油
渣、香料等，煮熟后做成的一圈
圈，就像“龙”一样的小吃，最长
的有两米多，吃时切成三厘米左
右的小段，便于一口吃下。因各
家所选香料的不同，味道当然各
异。有薄荷味、沙姜味、八角味、
枣果味等。由于“龙泵”柔软，富
含铁元素，因此老少皆宜。既可
当下酒菜，又可以充饥，因此也
多作为第一道菜来下。望着一段
段排列成“龙”样的“龙泵”，客人
吃前也必定有一个代表说一些祈
福的贺词。
“龙泵”的前身是吃猪“活

血”。据当地的壮族老人讲，并不
是每个人都可以把“活血”做成
功的。要做“活血”，在杀猪之前
得先准备好一个干净的盆，在盆
里放上适量的盐。在杀猪的时候
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接血，拿着
放好盐的盘接刀口处流出的血，
同时还要用一双筷子沿着同一
个方向搅动猪血，整个过程中既
不能停，也不得忽快忽慢，更不
能改变搅动的方向。之后，再取
几斤猪肉和内脏下锅煮，煮熟后
将汤放凉备用。同时，取煮熟的
肉和内脏切成碎肉，配好大蒜、
盐下入油锅炒香当佐料。等汤凉
到 #" 摄氏度左右时就可以做
“活血”了。水温过高或者过低了
都做不成“活血”，壮族人习惯的
做法就是伸手指到汤里试试，不
烫手就可以。把前面取好的活血
分装到碗里，然后再把炒香的佐
料也分装到碗里，接着就要倒入
温度适宜的热汤，在往碗里倒热
汤的同时还要拿筷子在汤中搅
动，搅动方向与取猪活血时的方
向应该一致。

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判断“活
血”是否做成功了，概括起来就是
一看二动。看就是看碗里的活血
是否结成硬块，如果成功的话，那
“活血”就像豆腐酪一样，鲜红中
带着透明，但这样通过看的方法
判断只适用那些制作“活血”的高
手；动就是倾斜一下碗，如果活血
不动就成功，如果活血流出碗那
就失败了。
由于吃活血不雅观，久而久

之，人们变换花样来吃，不但血由
生吃发展成为熟吃，而且赋予龙
的外观，更利于老少享用和利于
吉庆场合，成就了今天的“龙泵”。
“龙泵”的演化过程体现了壮族人
民的进取精神。“龙泵”外表光滑，
容易保存不变质，就是在夏季也
可保持一个星期不坏。
“龙泵”有其显著特点，一是

有外“包装”，除了“龙泵”以外，还
有“打包生”（生菜作外包装）、豆
腐圆（豆腐作外包装）等；二是内
容的多样性，表达了一种容纳和
追求完美的愿望。“龙泵”的原料
有五六样之多，如果做成龙泵三
夹，就更能登大雅之堂了。当然每
次同时夹三件是不容易的，因此
吃“龙泵”时又多是斜切成较厚的
片状。

壮家味道：从历史深处走来 文!大萌子

壮族是岭南的土著民族，历史悠久。春
秋战国时，其是百越的一支，南宋时始称僮
人、撞丁。明、清时与土、依、沙并称。壮族在
广西境内聚居繁衍的历史悠久，勤劳智慧的
壮族人民不但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壮锦文化，
而且在饮
食文化方
面也颇具
特色，让人
回味无穷。

壮家最爱的是糯米
对于糯米的喜爱，没有一个民族能超

越壮族。壮族的糯米食品只有在节庆、婚嫁
中才出现，也被壮族人誉为幸运的象征。驼
背粽、花米饭、风莫、粽粑，所有这些美食都
离不开糯米。

年三十晚上壮家人没有包饺子的习
惯，而是吃粽粑，现在依旧如此。驼背粽是
以它的形状命名的，包成两头扁平、背面中
间隆起的形状。形状酷似一个驼背娃娃，因
而叫“驼背粽”。“驼背粽”大的能到二三斤，
小的也有一斤。包“驼背粽”前，要先将糯米
洗净后泡 !个小时左右；把粽叶用热水烫
过洗净晾干，粽叶通常是一种大竹子叶；至
于馅料，也要先腌一下才能入味。
壮家姑娘多是在腊月二十九晚上就把

粽粑包好，也把对来年的美好祝愿密密实
实地裹进用糯米、绿豆和肉片做成的粽粑
里。粽粑被墨绿的粽叶包裹得严严实实，再
用金黄的稻秆一圈圈紧紧地捆扎起来，煮
上整整一天，到三十晚上就可以开锅了。一
打开，只见粽叶在白色的糯米上留下淡淡
的绿色；整个屋子顿时弥漫着诱人的清新
粽叶香和浓浓的米香。切粽粑非常讲究，只
需一根稻秆：牙咬紧一端，右手捏紧了另一
端，然后把稻秆在左手托着的粽粑上绕一
圈，右手使劲一扯，又糯又软的粽粑就被切
下一片来，整个过程不沾半点铁腥。咬上一
口，自然美味，唇齿留香，通常一家人合吃
一个粽粑，以此象征和和气气，团圆美满。
“风莫”也是壮族人家喜爱的一种特大

粽粑。腊月二十八，姑娘们筛选糯米泡入清
水中，浸一夜捞上来，滴干水，再用食盐、五
香、胡椒、生姜等调味品拌匀，就包起“风
莫”来。“风莫”中间有的放绿豆，有的塞上
猪腿或鲜猪肉。形状如竹筒，也有呈方形
的。大年三十晚上掌灯时分，姑娘们便从大
铁锅里捞出大“风莫”放置厅堂的方桌上。
正月十五那天，大凡出嫁的姑娘都回娘家
欢聚一堂，吃顿“风莫”饭。午时三刻，人们
开始吃“风莫”。老父或老母打开“风莫”，从
大到小依次分给全家人，而亲人也要严守
规矩，老人分给的“风莫”要尽可能吃完，以
表示孝敬父母，恭祝父母延年益寿。这种风
俗据说在北宋时期就开始有了，如今还在
代代相传，是敬老爱幼的文明习俗。

壮族人家极其重视“吃立节”，节日时
间在农历正月最后一天，大月是三十小月
则为廿九，既是标志着正月结束，更是标志
着春节这个大长节真正落幕。吃立节上人
们有吃母粽的习俗，说春节初一吃的是子
粽粑，元宵节十五吃的是中粽粑，吃立节三
十吃的才是母粽粑，吃立节全家人共同吃
完这个又大又香的母大粽粑，年后全家人
就是分别在不同的空间、不同的地方、不同
的岗位工作与生活，每个家庭成员都会以

家为轴心，彼此之间互相思念，互
相关心，互相照顾，有福
同享，有难同当，像母大
粽粑一样黏黏糊糊，芳
芳香香，团团结结，美美
好好。
母大粽粑的做

法也像平常的粽粑
一样，只是包粽粑
时所用的粽粑叶比

较多，放的馅料也格外
多，煮蒸的时间比较长，
唯一真正不同的是馅里

面的大肉段是用腊猪肉做，所以味道特别
的香，糯米香、腊肉香、山姜香几种香味混
合在一起，吃起来别有一番浓浓的乡间风
味，吃立节那晚晚餐一开桌，全家人个个都
先喜气洋洋地抓起放在桌面中央的母大粽
粑津津有味地尝尝鲜，一边尝鲜母大粽粑，
一边唠唠家常，一边小饮几杯甜酒甜饮料，
有说有笑过着具有壮族特色的吃立节。

妙趣横生的酒文化
酒，古人称之为“天之美禄”，意思是

说酒是老天赐给人间美好的东西。在我国
古代，酒被视为神圣的物质，酒的使用，更
是庄严之事，非祭天地、祭宗庙、奉佳宾而
不用。壮族生活中随处可以找到酒的踪
影，诸如农事节庆、婚丧嫁娶、生期满日、
庆功祭奠、奉迎宾客等民俗活动，酒都成
为中心物质。
热情好客的壮家人喝酒有其特定的习

俗，向宾客敬酒有敬 $%杯之俗。“$%”与壮
族传统文化有待解之谜。壮族神话里早期
有 $%个太阳，被郎金射下 $$个，以后把一
年分为 $%个月，一天分 $%个时辰；人的属
相定为 $%；古代铸造铜鼓的太阳芒纹有
$%；活人有 $%个魂（命）；嫁娶时男方需送
女方 $%块银圆、$%斤酒、$%个“店乜”（母
粑），送亲人数为 $%人；祭神供 $%盅酒；送
亡人灵魂归祖要涉 $%条河、过 $%座桥、登
$%座山、经过 $%勐（寨）等，故向宾客敬酒
有 $% 杯之俗。壮族生活中充满诸多的
“$%”，好像以“$%”为最高境界，满“$%”为
荣、为喜、为吉祥……

壮族议婚过程要吃“八字酒”：定亲以
后，男方择吉日请几个男子一起，携酒肉等
礼品到女家取“八字”。女方在祖宗牌位前
点灯、烧香、敬酒，案上摆若干碗酒，将姑娘
的“八字帖”藏某碗底下。男方一人去端碗
寻帖，如无帖则需饮尽碗中酒，方可再端下
一碗，直至发现“八字帖”为止。取到“八字”
后，女家用男方带来的酒肉设宴招待媒人
和女方亲友，通常媒人不喝醉休想告辞。
壮族人家用自制的水酒，配以鸡胆的，

叫鸡胆酒；配以鸡内杂的，叫鸡杂酒；配以
猪肝的，叫猪肝酒，统称“酒肴”。鸡胆酒就
是将新鲜的鸡胆汁冲进水酒即成。一只新
鲜的鸡胆可冲二两左右的酒，如酒多则太
淡，酒少则苦。鸡胆酒苦中带甘，喝起来余
香在口，回味无穷。鸡杂酒是把煮熟的鸡
肠、鸡肝、鸡心剪碎，分放在酒杯里，斟上酒
即成。喝这种酒要一饮而尽，留存嘴里的鸡
杂再慢慢咀嚼，既解酒，又鲜美好吃。猪肝
酒则是将新鲜的猪肝切成薄片，放进酒杯
里约七八分钟，等猪肝变白，说明酒已渗透
其中，细菌荡然无存，便可拿来吃。
铜鼓是壮族的标志，许多壮族村寨至

今仍保留着祭铜鼓、喝铜鼓酒、唱铜鼓歌、
跳铜鼓舞等习俗。喝铜鼓酒，壮语称“更劳
尼”，“更劳”意为喝酒，“尼”意为铜鼓。每年
大年初一凌晨祭鼓前，藏鼓者就到村旁的
龙潭里取来清水将铜鼓洗净，置于堂屋，
上香祭祀。祭品有四盅茶、四盅酒、两个糯
米粑、一碗生猪肝。生猪肝是一碗比较特
别的菜，是把新鲜的生猪肝剁碎，然后配
以葱、姜、花椒等佐料凉拌而成，味道十分
可口。凌晨“抢清水”过后，村里每户人家
的户主都带上生猪肉或鸡来祭献铜鼓。拜
祭者依次上香磕头，然后喝一口寨老倒在
鼓面上的酒，以示驱邪纳福、平安健康。村
民祭拜完毕，藏鼓人将铜鼓悬挂于堂屋或
屋檐下，让寨老敲响开年铜鼓，祈求铜鼓
保佑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全村人畜
平安。藏鼓者还在院心里置一个大酒坛，
酒坛里插着数根金竹制成的吸管，谁想喝
可随意喝。这坛酒叫同心酒，意在全村人
要同心协力，团结一致。待饭菜做好时，大
家聚在一起就餐，谈论着上年的收成和下
年的打算，并相互祝福。天明之后，铜鼓由
青壮年男子扛到村中心敲打，全村男女老
幼和着铜鼓的鼓点唱歌跳舞，欢度新春佳
节，气氛十分活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