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杨妮  兰莹莹  谢莉
副   刊

2024 年 9 月 18 日    星期三

6版

心灵驿站

穿过宝成铁路
◎李团结

在我心中，宝成铁路有着百
般模样，我没有去过宝成铁路，没
有机会实地探寻它的样子，心中
却常常惦念着。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一次，
我终于登乘定制专列，能领略宝
成线的风景，听听宝成线上的故
事，感受“不怕苦、不服输、不含
糊”的宝成精神。

8 时许，列车缓缓驶出西安火
车站，向着宝成铁路挺进。我打开
手机，对照活动手册，查阅宝成铁
路的文献资料，从文字中，感受宝
成精神的伟大力量，汲取奋发向
上的强劲动力。

宝成铁路，北起陕西省宝鸡
市，南至四川省成都市，全长 668
公 里，1958 年 1 月 1 日 正 式 通
车运营，是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
电气化铁路，是连接西南和西北
的交通干线。宝成铁路的建成，
结束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的历史。

我的耳旁回荡起唐代诗人
李白的《蜀道难》，“蜀道之难，难
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
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
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
以横绝峨眉巅……”脍炙人口的
诗篇，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诗词
歌赋的魅力，更能感触到蜀地山
川的壮美。

傥骆道、子午道、褒斜道、陈
仓道……随着历史的变迁，它们
留在了历史的深处。我们在列车
茶吧餐厅，寻得一处品茶的好位
置，临窗而坐，美如画卷的风景从
眼前掠过。列车穿过繁华都市，驶
过阡陌乡村，在绿色的海洋里游
走，宛若游龙，生动诠释了火车似
铁龙的形象比喻。

10 时许，列车停靠眉县东火
车站，我们前往扶眉战役纪念馆
参观。临近 12 时，我们返回定制
列车，继续向宝鸡方向前进。简单
午餐后，我们便进卧铺车厢小憩。
醒来时，列车已经行驶到宝鸡火
车站，随即进入宝成铁路。

列车在山间铁道上蜿蜒前
行，在大山间、河流上、隧道里描
绘着自己的时光轨迹。我看着外
边的景色，对宝成铁路的期盼更
强烈了。

14 时 20 分，我 们 如 约 来 到
宝成铁路秦岭火车站。秦岭火车
站是陕西省境内海拔最高的火车
站，1300 多米的海拔使得它云雾
缭绕，有“云山小站”的美誉。

走出秦岭火车站，沿着上山
的道路，我们来到宝成铁路文学
馆和宝成精神陈列馆。在宝成铁
路 文 学 馆，我 们 看 到 了《 诗 经 》

《蜀道难》《入蜀纪行诗序》以及
《夜走灵官峡》《窗口》《穿越新

蜀道》等经典文学作品，它们体
现了厚重的宝成文化，讲述了一
代又一代宝成铁路工作者的艰
辛历程。

在宝成精神陈列馆，从问道
秦岭、决战山巅，到电化火种、守
业艰难，再到美丽家园、宝成英
雄，我们徜徉在宝成铁路的历史
长河里，感受到了宝成铁路从动
议、勘测、设计到建设运营的艰辛
历程。我们发自内心地向铁路工
作者致敬，他们的故事值得我们
静心聆听，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
永远学习。

返程列车上，同行的朋友动情
地讲起了“三线”建设的故事，那段
时光，就有宝成的印记。我们徜徉
在宝成故事里，列车不知不觉行驶
到观音山火车站。我们在活动引导
员的带领下，行走在观音山站区，
感受观音山的巨变。看着观音山电
梯从山脚直升云端，我深切感受到
了铁路发展带来的红利。

16 时 30 分，列车从观音山火
车站驶出，开始返程；20 时 05 分，
列车到达西安站。走进宝成的所
见所闻，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久久
不能散去。

我想，这便是学习的意义，从
历史中凝视未来，我们充满力量 ；
从精神里汲取营养，我们扬帆起
航，一路乘风破浪。

在中国，青铜文化延续了一千
多年，它们见证了中华文明从多元
走向一体的过程，也记录了中原王
朝的起点和礼制中国的走向。 

今年暑假，我选择成为宝鸡
青铜器博物院的一名志愿者，来
充实自己的假期生活。宝鸡青铜
器博物院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厚的历
史氛围。 

报到完毕后，老师便带领我
们熟悉展厅，详细为我们介绍讲
解需要注意的事项。例如讲解员
应该站在文物的侧面，将最好的
观赏位置留给游客。姿势，应当是
身体微侧，走位为侧面行走，这样
余光就能观察到游客的位置。手
势有上手位、中手位和下手位，可
以用来介绍不同形制、不同摆放
位置的文物，以及与游客互动。这
次以志愿讲解员的身份进入展
厅，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不仅让
我大为震撼，也深受启发。 

最开始，我对志愿者的工作
很陌生。渐渐地，通过不断地听、
背、读，主动找散客练习讲解，我
终于在六天后通过考核正式上
岗，成为一名志愿讲解员。戴好耳
麦，调整站姿，从“青铜铸文明”几
个大字的下方，进入第一展厅，在

“青铜之乡”展厅，你可以了解宝
鸡的地势地形和宝鸡出土的窖
藏 ；第二展厅为“周礼之邦”，通
过青铜器展示了周礼文化的起源
以及周朝的制度 ；第三展厅名为

“帝国之路”，以周王室的衰败和
东迁为背景，以秦帝国的崛起之
路为展陈线索，切割出曲折流转
的空间脉络 ；第四展厅叫“智慧
之光”，详细介绍了青铜器的制作
工艺、流程和方法。我带领着游客
了解周秦王朝在宝鸡的发祥，以
及灿烂的青铜文化，丰富多彩的
历史故事不仅提高了游客的观赏
兴趣，也加深了他们对宝鸡这座
城市的印象。 

随着工作逐渐步入正轨，我
和大家渐渐熟络，我们经常一起
逛展厅，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研
究文物，一起培训。我收获了新的
朋友，这些经历也让我的暑假生
活丰富了许多，我很喜欢这种充
实有趣的日子。     

时光飞逝，为期一个月的志
愿服务活动很快结束了。200 个
小时，我在青铜器博物院学到了
很多关于青铜器的历史知识，丰
富了我的知识库。我也交到了很
多朋友，丰富了我的朋友圈，我的
假期也变得充实多彩。这段经历
对我来说更像是一次时空的穿
越，我体会到了讲解工作的辛苦，
但每一次讲解完受到游客的点赞
和鼓励时，我心中都会升起一股
幸福感和自豪感。 

作为一名宝鸡青年，我要尽
己所能展现宝鸡“青铜器之乡”的
风采，为城市的发展作出自己的
贡献。

难忘的擀面皮
◎王连想

几个月前，话剧《面皮》在国家
大剧院成功首演。兴奋之余，我才意
识到，自己有大半年没吃到宝鸡的
擀面皮了。

宝鸡的特色小吃不胜枚举，什
么文王锅盔、西府醋粉、宝鸡茶酥、西
府扯面等等，其中，最接地气且名气
最大的当数擀面皮了。

宝鸡擀面皮以“白、薄、光、软、
筋、香”而闻名，据说是从唐代的冷淘
面演变而来的，筋道又柔软，香辣而
可口，就成为名小吃。

2008 年，我在宝鸡文理学院读
书的时候，吃得最多的小吃就数擀
面皮了。尤其是晚上，从画室出来，又
跑了几公里，肚子早已空空如也。

那时候，学校食堂外围被隔出
了许多房间，天一黑，这里就成了夜
食者的好去处。我们在满天星辰下
排队等候着属于自己的那份美食。
小窗口前方的空地上支着几张简易
的桌子，遮阳伞下，男男女女坐在座
位上，大快朵颐起来。窗内白炽灯的
光晕下，经营者把一份份码好的擀
面皮倒进小铝盆，然后用夹子夹些
用水焯好的菠菜叶、黄豆芽，再弄些
黄瓜丝同切好的小块面筋一起放入
盆中，然后熟练地加入食盐、香醋、蒜
汁，最后再淋上一勺油泼辣子搅拌
均匀，一碗鲜香可口的擀面皮就拌
好了。

大伙儿有在窗口外的桌椅上直
接吃的，也有带回宿舍慢慢品味的。
而我们，常常拎着袋子跑到操场的
看台上一坐，看着夜色下操场活力
满满的锻炼人群，自顾自地吃起来。   

我吃过很多地方的面皮，唯独
对宝鸡的情有独钟，因为它在做法
上与其他地方很不同。

宝鸡的面皮之所以被称为擀面
皮，其实秘诀就在于“擀”。往往要头
一天就和好面团，然后用清水洗去
面筋，最后保留浓稠的面水。等待面
水发酵后，就将其舀入热锅中搅动，
直至糊化，并在锅内揉搅成团，趁热
拿到砧板上擀制成厚薄均匀的薄
片，然后就可以上锅蒸熟了。

擀面皮的配菜似乎也没有一样
是多余的。面筋筋道有弹力，黄瓜清
脆又爽口，而黄豆芽则很有嚼劲，咬
过以后口中留有淡淡的豆香味儿。
除了灵魂的油泼辣子，宝鸡擀面皮
好吃的另一个秘诀，应该就是秘制
料汁了吧。

肉蔻、白芷、丁香、砂仁……一
锅料汁熬制下来，往往需要十四五
种香料搭配。当然，每个门店都有
自己的配比和熬制方法，这才是保
持擀面皮风味独特、百吃不厌的

“秘诀”。
宝鸡擀面皮还有个特征，体现

在其独特的刀工上。别的地方的面
皮似乎切得都很随意，略大于搪瓷
碗口的面皮三刀两刀就切好了。而
宝鸡的擀面皮切起来则讲究得很，
每一刀约有一指宽，切得非常均匀
齐整，能让人感受到制作人的一丝
不苟。一年四季，擀面皮都是经典小
吃。尤其炎炎夏日，一份凉爽的擀面
皮下肚，暑气蒸腾的身体也获得了
一丝凉爽，那香醋给原本毫无食欲
的味蕾带来一些刺激，让人食欲大
增。学生时代，我在相家庄中学实习
的那一个多月里，每天中午都会到
附近的市场吃碗擀面皮，换来一天
的舒畅。

大学毕业后，我离开宝鸡，不能
再像之前那样常吃擀面皮解馋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竟然发现网上
也能买到真空包装的，地地道道的
宝鸡擀面皮。这让离宝鸡千里之外
的我，空落落的心又得到少许的慰
藉，这一吃，就是七八年。

何以解乡思，唯有擀面皮。每当
我想起宝鸡，想起那些昔日时光，我
就想起了宝鸡的擀面皮以及吃擀面

皮的日子。于是，按照说明书上
的步骤，我将西府大地的这份
美食倒进盆里，加入佐料搅拌，
那熟悉的味道，那些过往，又一

股脑儿地回来了。

洋芋拌汤
◎何晓林

秦岭山里人把马铃薯叫洋芋，
洋芋拌汤是山里人的家常饭，扮演
着山乡农家早晚饭的主角，是农耕
生活长期传承下来的餐食，也是我
心中的美味。

洋芋拌汤能得到农人的喜爱，
一是山中洋芋种植普遍，二是洋芋
拌汤做起来简便省事。

傍晚，劳作了一天的农人，人
困马乏回到家，做别的饭食颇费功
夫，而洋芋拌汤既快又好消化，符
合农家晚饭“喝汤”的习惯。主妇一
进家门，系上围裙，拾些洋芋放在坐
凳旁，边歇息边刮洋芋皮。人缓过劲
了，洋芋皮也刮完了，用水洗净切成
半指薄厚的片，添水烧火放入大锅
煮，再取少半盆麦面加水搅拌或搓
成小颗粒，用木杈或长筷子将其抖
搅进洋芋煮至半熟的沸水锅中，小
火煮着。这时，在挨着大锅的小锅里

“炕”上切好的馍片，再切一盘白萝
卜或胡萝卜丝，放上辣椒面，用炉膛
烧滚的一小勺热油往菜丝上一炝，
在炝菜热油的淡烟里，呈稠糊状的
大锅拌汤已熟，盐醋就直接调进拌
汤中。饭勺搅拌时，如再放进一疙瘩
农家猪肉臊子，洋芋的绵香和臊子
的肉香就扑鼻而来。等小锅里的馍

“炕”好，一顿比较讲究的拌汤套餐
就做成了。

洋芋拌汤舀到碗里，放上油泼
辣子，撒点葱花蒜苗，碗里溢出辣红
汪油，诱人食欲。做拌汤看似简单，却
也考验家庭主妇主次有序各不耽误
的做饭功底和手脚麻利程度。

吃过饭，饭碗一搁，打着饱嗝，
咂摸着洋芋留在口齿间的余香，困

乏了就倚在炕头，想睡就倒头睡去，
倒有几分庄稼人的舒坦自在。

一大早起身，结实耐饿的饭吃
不下肚，喝碗洋芋拌汤或洋芋玉米
面糊，吃几片馍，身上热乎着下地干
活，人也有力气。

其实说洋芋拌汤是一道家常美
味也不为过。因为山里的洋芋个头不
大，却有山地黑土养料孕育出的清甜
味。这种山地洋芋，在拌汤里煮熟时，
部分洋芋中的沙瓤已融进汤里，绵软
又清香浓郁，端起碗喝一口，那清香味
刹那间弥漫胸腔，提神鼓劲，沉淀在农
人心里的，满满都是接地气的踏实感。

在物质生活匮乏的上世纪 70
年代，洋芋拌汤也是山区小城居民
的所爱。有一年初秋，作为吃商品粮
的小城人，我们家由粮站供应的商
品粮也接不上茬，父母就让我到城
郊表哥家所在的村子，去已挖过洋
芋的地里捡漏。一个下午我也没捡
到多少遗漏的洋芋，正垂头丧气打
算回家，却远远地看见表哥肩扛手
提地赶来。原来，他从生产队分给他
家的洋芋中给我家分了多半竹篮，
又让我把他家有点生虫还没舍得吃
的半袋子麦面扛走。我一时喜出望
外。回到家，备受缺粮煎熬的母亲很
高兴，立即用细罗筛掉面虫，取了面，
刮了洋芋皮，做了稠稠一锅仅放了
盐醋就美味可口的洋芋拌汤，没馍
没菜，我们兄妹三人，敞开肚子喝了
一顿饱饱的洋芋拌汤。吃过饭，我们
兴奋地在院子里玩耍，天很晚了还
不愿进屋睡觉。

真怀念那带着山乡纯朴亲情的
洋芋拌汤。本版投稿邮箱：bjrbwxzksw@163.com

走进青铜岁月
◎黄宇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