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锣鼓声中锣鼓声中，，年味越来越浓年味越来越浓。。新安江畔新安江畔，，在歙在歙
县深渡镇绵潭村乡村小剧院里县深渡镇绵潭村乡村小剧院里，传统徽剧《水淹
七军》正在精彩上演。台上演员唱腔高亢雄浑，
一招一式，细腻传神；台下游客紧扣鼓点，有节奏
地击打节拍，精彩处热烈鼓掌。

绵潭村坐落于新安江山水画廊中段，是游览
新安江山水画廊的必经之地。“三百六十滩，新安
在天上”，绵潭，就挂在这样的画卷之中。古代村
畔江潭深不见底，村庄周边多木棉树，村人赖以
造纸，故名棉潭，后改棉为绵，遂称绵潭。

绵潭是新安江畔著名的文化村，尤以“绵戏”
最为盛，流传至今 400 余年。“看不完的绵潭戏”
这句话，反映了绵潭村人古往今来唱戏、看戏、听
戏的传统风俗。

绵潭戏的产生 和 发 展 与 明 清 时 期 徽 商 的

发 展 和 兴 起 相 关
联 。 为 谋 取 一 家 一
族 之 生 计 ，徽 州 人
沿 新 安 江 东 进 ，闯
荡 富 庶 的 江 浙 地
区 ，作 为 新 安 江 干

流 上 的 绵 潭 村 ，自 然 成 了 连 接 沪 杭 的
主要埠口。

绵潭建村千余年，村中以汪、庄二
姓为主姓，并有王、胡、吴、翁、孙等其他
姓氏。村庄从村头郑坑至村脚王家井，
绵延长达两公里，村民 2000 余人。历
史上，绵潭村有许多祭祀活动，而绵潭

戏就是为活动助兴而逐步形成的。《歙县志》载，
绵潭村有元宵行汪公祭、社公祭、五猖祭等民俗
活动，都要演戏助兴。1916 年，庄氏牵头自组戏
班演出，1940 年，村人又一次组班，演出徽戏、京
戏、越剧、歌剧、黄梅戏等。村里有特制的看戏
凳，前低后高，供人观赏。

绵潭戏是当地村民以乡音模仿多种戏剧腔
调而形成的戏曲，既有京剧、越剧、黄梅等剧种
的韵味，又掺杂着浓郁的歙南方言，具有浓郁的
地方风情。其音清越悠扬，意境疏朗而令人沉
醉。绵潭戏多为手口相传，师传徒，徒又传徒，
在一代代绵潭人中传承延续下来，直至今天。

庄保国，绵潭村村民，今年 71 岁，在《水淹七
军》剧目中饰演关云长。5 岁时，因为村里的戏
班需要一位童生，庄保国就被一眼相中，也就是
从那时起，60 多年来，他一直活跃在绵潭戏的舞
台上，是方圆十里有名的“庄团长”。

庄保国介绍，新中国成立后，绵潭村的一些文
化人，着手创建戏班，由绵潭人自己唱绵潭戏。特
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绵潭戏迎来
了鼎盛期，许多外地戏团来绵潭交流学习，绵潭剧
团也到浙江各地去演出，这种双向交流，推动了绵
潭戏的发展，名头越来越响亮。

2015 年前后，绵潭村成为新安江山水画廊
主景区，旅游带来的红利逐渐辐射到当地村民，
唱绵潭戏的演员们更是靠着唱大戏日子越过越
红火。如今，当地有近 10 名村民参与新安江山
水画廊的绵潭戏演出，村民拿工资，村集体“分
红”，不仅丰富了新安江山水画廊的旅游业态，还
拓宽了村民就业渠道，也让“看不完的绵潭戏”得
到传承发展。

一条大江绵潭过，九姓捕鱼九砂出。在绵潭
小剧院对面的江面，水上表演项目九姓捕鱼，场
面热闹宏大，传统的捕鱼民俗令人叹为观止。表

演者原来都是渔民，自从歙县实施新安江退捕渔
民上岸政策后，渔民成功转型为民俗表演者，从
此吃上了“旅游饭”。

据深渡镇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深渡镇域内
旅游和乡村基础设施全面提升，皖浙 1 号风景
道、沿江道路的亮化、生态护岸和戏曲广场的改
造提升、星空露营地的打造等项目相继完成，绵
潭村旅游能级跃升，曾经的渔村向农文旅融合全
面转型，一个宜居宜业宜游的和美新乡村正走进
绵潭人民的生活中。

“好吃的有枇杷，好听的有绵潭戏，好看的
有九姓捕鱼。”绵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汪自辉介绍，曾经的绵潭村是一个以种植枇杷
和茶叶为主的传统农业村，随着乡村旅游业的
发展，逐步形成了枇杷种植、养蜂、渔业等种养
旅贸深度融合的产业循环生态村。 2023 年，绵
潭村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 79.28 万元，农民人
均收入 25933 元。村庄先后荣获“中国幸福村”

“省级文明村”“市百佳摄影点”和“旅游示范村”
以及歙县 2023 年度“千村引领、万村升级”重点
村等荣誉称号。

画里新安江，梦中古街巷，绵绵戏曲声……
绵潭戏不但丰富了当地人的文化生活，也在助力
乡村全面振兴中迸发出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古老的绵潭戏唱出了
时代“新声音”。

绵 潭 有“ 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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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字豆糖，也叫字豆糖，是祁
门县一种传统小吃。每块糖中，
都蕴藏着一个吉祥如意的汉字，
糖中有字、字里含意、意间带甜，
让人吃在嘴里，甜在心头。

制作字 豆 糖 首 先 要 熬 制 麦
芽糖，这一步讲究火候，需要耐
心和技巧，熬久了糖会变硬，咬
不 动 ；时 间 不 够 ，则 做 不 成 形 。
熬糖师傅一边搅动糖浆，一边仔
细观察，等糖浆能在筷子上拉成
丝，糖便熬好了。趁热将糖浆分
别 与 黄 豆 粉 、黑 芝 麻 粉 搅 拌 均
匀，揉成不同颜色的面团，再擀
成面饼状，切出不同形状的黄豆
粉条和黑芝麻粉条，接下来就要
进入嵌字环节了。

“黑芝麻做成一条一条的，嵌
到黄豆粉里面，用黑芝麻做字，用

黄豆粉做‘纸’，给它嵌到里面，拉
起来就是一个一个汉字。”制糖师
傅金惠民说。

在嵌字过程中，要保持豆糖
原料的温度、厚度，制作过程动
作要快，否则字体会变形。字拼
接成型后，在最外侧用一块大的
黄 豆 粉 片 包 裹 起 来 ，做 成 一 个

“长方体”，然后多次进行拉伸抽
条，豆糖中的字便清晰地显现出
来。经过制糖师傅“熬糖、制字、
拉伸、切片”等数道工序做成的
字豆糖，将人们最美好的祝福传
递在上面。

“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家家
户户都做嵌字豆糖，都是做一些
福禄寿喜等汉字，寄寓美好的祝
福。”金惠民说。

·陈艳军 丁智鸿·

嵌 字 豆 糖 别 样 香 甜

“豆腐村”里豆腐香
俗语说，吃豆胜过吃肉。一

粒小小的豆子，从豆荚中蹦出，端
上餐桌，就变成了用豆浆、豆皮、
豆干、豆腐等制成的各色美食。

屯溪区南溪南村是远近闻名
的豆腐村，古法豆腐制作技艺在
这里也已传承了八百多年。

在村里开了个汪家豆腐坊的
汪敬耀一家人从早上两三点就起
床做豆腐了，把泡好的豆子磨浆、
煮浆、泡卤水、压制、捞出切开、打
包……忙忙碌碌得到中午。不算
很大的工坊里明厨亮灶，一切工
序有条不紊，一天能做六七百斤
豆腐干，直接供应到农贸市场、各
大饭店。

“我们村做豆腐的豆子大都
来自皖北。像这样的豆腐坊，南
溪南村共有 23 家，带动了 200 多
人就业。”南溪南村第一书记汪晓
燕说。嫩豆腐、老豆腐、臭豆腐、
豆腐泡、豆腐衣、豆腐棍……煎炸
蒸炒做法不一，在将豆腐作为乡
村发展重点的南溪南村，能吃到
由各类豆制品精心烹制而成的佳
肴。

不止于此，在吃的世界里，徽
州人通过对时间的探索和微生物
的运用，寻求转化中的风味灵感。

毛豆腐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之
一。徽州第一怪，豆腐长毛上等
菜。经过发酵，毛霉菌分泌蛋白
酶，让大豆蛋白降解成小分子的
胨类、多肽和氨基酸，让长了寸许

白毛的豆腐异常鲜美，简单煎过
后配上特制的辣酱，这种浓烈的
风味是老徽州眼中家乡的味道。

“过去都是挑着担走街串巷，
一边挑着平底锅，一边放着碗。
如今煎炸、红烧、做成毛豆腐豆腐
乳，越来越多的吃法让毛豆腐这
种非遗美食有了更多活力。”汪晓
燕表示。

南溪南村看到了美食文化发
展的潜力，聚焦豆腐产业，积极探
索乡村产业特色运营模式。据了
解，围绕豆腐村的主题，南溪南村
正在打造南溪南“食尚街”豆腐特
色文化美食项目。

来到卓文的小食堂，会惊奇
地看到“臭鳜鱼披萨”等西餐和徽
菜融合的菜品，黄山市的“洋女
婿”卓文中西结合的创意在社交
媒体上收获很多关注，为南溪南
村吸引了很多慕名而来的粉丝。
段珊珊在南溪南村江畔露营地开
了一家甜品店，研发出樱花豆腐
等多种新式豆腐甜品，同样引来
很多游客打卡尝鲜。

南溪南村党支部书记吴小平
说，南溪南村已形成了卓文的小
食堂、幸福豆茶铺等 10 余家美食
业态，形成“古村活化+美食 IP+
创意运营”的乡村发展模式，创建
豆制品品牌，统一包装销售，如今
仅豆腐一项年产值就已经超过了
3000 万元。

·高文 郭诗瑀 侯雅洁·

□ 本报记者 程向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