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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历史上的咏雪诗
○罗 志

天长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传统
和创新特色菜肴约有三十多道，其
中最具代表性、知名度较高的有八
道，分别是秦栏卤鹅、天长藕夹、烩
鱼羹、小关鱼圆、汊涧素鸡、铜城樱
桃肉、天奇臭干和葛氏素大肠。秦
栏卤鹅、葛氏素大肠被评定为“安
徽名菜”。上述八道特色菜肴除葛
氏素大肠外，均为滁州市和天长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我受托编纂了一部集菜谱和
饮食文化为一体的《千秋美食》。
编纂中通过走访、座谈和查阅相
关资料，对上述八道特色知名菜
肴作了考证和探究，基本弄清楚
了它们的形成和发展，现作简要
叙述，以飨读者。

秦栏卤鹅前不久已荣登“安
徽名菜”榜。民间传说，秦栏卤鹅
源于宋代二十四孝中天长弃官寻
母的朱寿昌，并被誉为“寿昌孝母
鹅”。其实，这道菜肴的真正首创
者为刘金忠。刘金忠祖藉为江苏
六合人，生于清朝末年，抗日战争
前，他在南京一家板鸭店当厨
师。1937 年 12 月，日寇侵占南
京，刘金忠携妻儿避难，来到苏皖
交界的秦栏落脚谋生。秦栏位于
高邮湖畔，历代农家均有饲养鹅
鸭的习惯。而此地又有朱寿昌卤鹅孝敬老母的传
说，于是，他便对制作板鸭的工艺进行改良，用来
卤制老鹅。他采用老卤配佐料的工艺文火慢焖，
卤制的老鹅油而不腻，烂而不散，色泽金黄，清香
醇厚，味美爽口，老少皆宜。除了卤制老鹅，刘金
忠还采用熏蒸卤制的方法制作出风味独特的牛
肉。当今的巴子牛肉便是在刘金忠制作牛肉的工
艺上加以改进形成的。

汊涧素鸡，原名“大觉寺素鸡”，昔日汊涧人称
之为“汊涧茶干”。汊涧素鸡的首创者为清道光年
间汊涧大觉寺主持了然禅师。因为这道菜为寺庙
中的佛膳菜肴，其色形酷似切片鸡肉，故称其为

“素鸡”。“素鸡”以豆制品百页（又名千张）为主原
料，通过卷条、加配料煮条、切片等工艺制作而成，
具有嫩、香的特点，口感筋道，越嚼越香。大觉寺
素鸡一经问世，便受到欢迎。后来，了然禅师将这
道菜传给当地的许三爷。许三爷又传给了他的女
儿许氏。许氏嫁给了赵家，便将其传给了赵光鑫
的祖母。直至当今，汊涧人视赵家素鸡为正宗。

烩鱼羹，源于南宋临安（今杭州）钱塘门外宋五
嫂的“烩蟹羹”（鱼羹）。宋高宗游苏堤时品尝了“烩
鱼羹”后，觉得味道鲜美，便给予宋五嫂尝赐。从此，

“烩鱼羹”便名扬天下，后来人们将“烩鱼羹”易名为
“宋嫂鱼羹”。“宋嫂鱼羹”流入天长后，天长的厨艺之
人通过香醋调味、胡椒定味，便形成了天长独特风
味，久而久之便成了天长流传至今的一道名菜。有
厨师还给这道菜起了好听的名字：千秋一品鲜。

天奇臭干，原名“谕兴臭干”，为金集镇谕兴社
区王天奇所创。王天奇成年后跟随父亲磨豆腐，
此时王天奇所在的谕兴大队有三四户人家将当天
未销售完的豆腐用臭卤浸泡，制成臭豆腐销售，这
种臭豆腐虽然好吃，但容易破碎且不宜储存，便萌
发了制作一种闻起来臭、吃起来香，且易储存的臭
干。于是，他走访了制作茶干的师傅，开始尝试先
用豆腐脑发酵加盐制成臭卤，然后将豆腐压制成
方块白干投入卤中，封坛浸泡。臭干制成了，但烹
制后香味不足，口感一般。于是，他便大胆地将芝
麻、姜片、八角爆炒后加入臭卤中，结果制成的臭
干臭味浓郁，烹制后奇香无比，投放市场后倍受欢
迎。2010年“谕兴臭干”更名为“天奇臭干”，不久
被天长市政府列为非遗项目予以保护和传承。
2019年，87岁的王天奇去世，他的大儿子王长山
作为天奇臭干的传承人继续加工生产。

在天长创新名菜中，葛氏素大肠颇具传奇色
彩。据百姓人家大酒店经理葛家兵介绍，他的父
亲葛俊是县城里的知名厨师，他在县城窑货门开
了一家三星饭店。1937 年底，日本鬼子占领天
长，三星饭店搬迁至仁和集镇。天长地下党员葛
许光、许明等在仁和、金集一带组织敌后武装抗日
打游击，便将秘密联络点定在仁和三星饭店。因
战事紧张，经常开会碰头时出现敌情，葛许光等人
便随手用百页或豆腐皮裹些做好的菜和饭，边撤
离边战斗边充饥。抗战胜利后，葛俊从中受到启
发，便在原来皮子裹菜、饭的基础上，用蒸熟的糯
米饭加入虾米、香菇、海参等，精心烹制出一道外
脆内糯、色香味具佳的菜肴。这道菜形似大肠，故
取名为素大肠。如今素大肠和葛氏素鸡并称为

“葛氏双素”，于2005年被省烹饪协会评定为“安
徽名菜”。

天长特色名菜藕夹子和樱桃肉虽考证无果，
但据老一辈厨师回忆，藕夹子、樱桃肉均为明初洪
武逼迁时由苏州迁入天长的人们带入天长，只是
在偏甜的口味上略加改良，久而久之形成了今天
的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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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雪落神州,诗韵流古今。滁州地处祖国的东南部，
北临淮河这道中国东部重要的南北分界线，南面隔老山
山脉与滚滚长江咫尺相望。因此，滁州的自然气候也兼
具了暖温带到亚热带季风气候过渡带的典型特征，夏季
多绵绵梅雨，冬季常大雪皑皑。滁州历史悠久，文脉丰
厚，琅琊山、醉翁亭、明中都遗址闻名遐迩，欧阳修、朱元
璋、王守仁、吴敬梓等历史名人在这里留下文化印迹。我
国历代咏雪的名诗佳句中，在滁州大地留下的诗篇也有
不少。这里，笔者从中撷宝拾珍，在“绿蚁新醅酒，红泥小
火炉”边欣赏这些异彩纷呈的咏雪诗。

韦应物雪夜留诗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大诗人韦应物从长安朝廷中
的尚书郎贬官为滁州刺史。韦应物在任职滁州期间，或
与远方友人诗文唱和，或在山水民间抒情感怀，引得不少
名人雅士旅居滁州，留下《滁州西涧》《寄李儋元锡》《寄全
椒山中道士》等脍炙人口、传颂千年的诗歌名作。这一年
冬天的寒冷雪夜，韦应物因事在滁州下辖永阳县（今滁州
市来安县），掌灯独眠，辗转反侧。他想起在滁州州衙的
院中挺拔苍翠的松竹披上雪白的冬衣，而那位释号恒璨
的律宗大师一定会在今晚看望自己，借宿在州衙内。自
己在永阳，恒璨律师在州衙，韦应物想起这一对朋友都会
看着雪景而彼此想念。于是，《宿永阳寄璨律师》这首五
言绝句便流传下来：

遥知郡斋夜，冻雪封松竹。
时有山僧来，悬灯独自宿。

欧阳修写雪思民生

北宋大文豪欧阳修在庆历五年（1045）秋至庆历八年
（1048）春在滁州知州任上理官三年，为滁阳文脉留下最
为靓丽的一段高光时刻。寒来暑往三度春秋，欧阳修在
滁州“与民同乐”，勤政务本，为琅琊山增添了醉翁亭、丰
乐亭等千古名亭，为滁州留下了《醉翁亭记》《丰乐亭记》

《菱溪石记》等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还修浚城池，抚恤民
生，宽简治政，政绩斐然。庆历五年，欧阳修刚到任滁州
的那一年冬天，滁州遭遇几十年不遇的大雪，他了解到

“江淮卑湿殊北地，岁不苦寒常疫疠”的实际情况后，对于
这场“瑞雪”对滁州大地开春农业生产的帮助充满了喜悦
之情。

欧阳修《永阳大雪》
清流关前一尺雪，鸟飞不度人行绝。
冰连溪谷麋鹿死，风劲野田桑柘折。
江淮卑湿殊北地，岁不苦寒常疫疠。
老农自言身七十，曾见此雪才三四。
新阳渐动爱日辉，微和习习东风吹。
一尺雪，几尺泥，泥深麦苗春始肥。
老农尔岂知帝力，听我歌此丰年诗。

曾巩雪后游琅琊山吟诗

古代文学有“唐宋八大家”之称，其中三位，欧阳
修、苏轼和曾巩都在滁州留下文学足迹。曾巩年轻时
便拜欧阳修为师，一生亦师生亦好友。庆历五年（1045）
秋，欧阳修贬谪滁州后，在琅琊山上兴建醉翁亭、丰乐
亭和醒心事,留下三篇亭记，其中自作《醉翁亭记》和《丰
乐亭记》,并嘱托前来探望自己的曾巩作《醒心亭记》。
庆历七年（1047），曾巩从居住在金陵的王安石处渡江来
滁州拜谒欧阳修，居住了二十天，讨论文学，寄情山水，
留下了《奉和滁州九咏》一组九首琅琊山上琅琊溪、班
春亭、石屏路、幽谷、李阳冰石篆等景观的组诗。其中
一首写的是欧阳修、曾巩两位大文学家在雪后放晴之
际，畅游雪后琅琊山，遥见“飞光洗积雪，南山露崔嵬”，
联想到“长淮水未绿，深坞花已开”，同时为贬谪滁州的
欧阳修鸣不平，认为他是“先生鸾凤姿，未免燕雀猜。
飞鸣失其所，徘徊此山隈。”不妨寄情滁阳山水，陶冶道
德情操，毕竟雪消春回，先生的道德文章总有垂范后
世、发扬光大之日。

曾巩《游琅琊山》
飞光洗积雪，南山露崔嵬。
长淮水未绿，深坞花已开。
远闻山中泉，隐若冰谷摧。
初谁爱苍翠，排空结楼台。
䡾䡾架梁栋，辉辉刻琼瑰。
先生鸾凤姿，未免燕雀猜。
飞鸣失其所，徘徊此山隈。
万事于人身，九州一浮埃。
所要挟道德，不愧丘与回。
先生逐二子，谁能计垠崖。
所怀虽未写，所适在欢咍。
为语幕下士，殷勤羞瓮醅。

林㟽雪后登琅琊山忆江山兴亡

南宋福建地区的福清县出了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林
㟽，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中武举状元，后入文官，历
任合门舍人，柳州、梧州、潮州等知州，后于嘉泰三年
（1203）至开禧元年（1205）任滁州知州，在任时编纂滁州
地方志——《永阳志》。南宋朝廷偏安江南，与金朝隔大
散关和淮河为界，滁州地处江淮之间，从汉唐盛世的南方
腹地居然成为了南宋政权的边防要塞。滁州知州林㟽在
大雪后登琅琊山，“一亭霁日云头出，万顷光风掌上来。”
可谓风光无限，然而遥望北方，“满目兴亡付酒杯”，家国
时局，让美好山水又索然无味了。

林㟽《雪后再到》
搅乱烟霞鱼鼓催，枯笻领客立莓苔。
一亭霁日云头出，万顷光风掌上来。
玉粉收须千陇尽，金龙分臂两山开。
俯观人世深如井，满目兴亡付酒杯。

朱元璋咏雪有气势

明太祖朱元璋从濠州皇觉寺的一只要饭碗起家打天
下，最后建立起朱明王朝。朱元璋起家贫寒，后来虽然认
真学习文化知识，不过底子薄，因此后来虽然作为开国皇
帝，也喜欢附庸风雅、玩玩诗词，不过总归写的较为浅
显。但是，毕竟是帝王制作，即使是咏雪诗，他也能吟得
极有气势。如他的那首《咏雪竹》：

雪压枝头低，虽低不着泥。
一朝红日出，依旧与天齐。

积雪将竹子的枝头压得很低，不过竹子却没有屈服，
并没有沾染上泥浆。等到红日东升，云消雪霁，竹子将再
次高高挺起，伸向天空，高与天齐。朱元璋的这首诗中，
雪成为了竹子的配角，成为朱元璋托物言志的背景：雪象
征着北方，也象征着来自蒙古草原的元朝统治者，而兴起
于江淮、以南京城为根据地的朱明政权就像这南方的竹
子，百折不挠，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天下。

朱元璋还留下其他一些咏雪诗，如《雪诗赓曹文寿韵》：
翩翻飞舞布田垓，似絮还疑玉蕊梅。
一夜扑窗春蝶戏，好风吹去又推来。

再如《又赓张翼韵》：
腊前三白旷无涯，应是天公降六花。
九曲河深凝底冻，张骞无处再乘槎。

阳明先生滁州借雪说心学

滁州城西、琅琊山北脉的丰山脚下、丰乐亭南有一座
南京太仆寺，是明代管理南直隶地区马政的机构。正德
七年（1512）十二月，明代心学一代宗师“阳明先生”王守
仁由考功清吏司郎中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正德八年
（1513）冬十月方至滁州，次年四月即离职赴南京任南京
鸿胪寺卿。滁阳山水见证着阳明先生衣钵的壮大和“心
学”体悟的成熟，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王阳明遨游山水，览
幽探胜，吟咏歌舞之余，更让其门人、后学静习幽思，将自
我融入山水景物之中，以撷取山水灵性，透悟人生哲理。

根据《王阳明全集》，王阳明在滁期间，共写下了三十

六首诗，对滁州的四季风光都有所反映。如《送德观归省
二首》其一：“雪里闭门十日坐,开门一笑忽青天。茅檐正
好负暄日,客子胡为思故园?椿树惯经霜雪老，梅花偏向
岁寒妍。琅琊春色如相忆，好放山阴月下船。”这首诗中，
王阳明抒发了雪后放晴的喜悦，赞叹了椿树和梅花经霜
耐雪，不畏严寒的品格，也表达了对自己的家乡、古称山
阴的浙江绍兴府的思念。另外一首《送德观归省二首》其
二：“琅琊雪是故园雪，故园春亦琅琊春。天机动处即生
意，世事到头还俗尘。立雪浴沂传故事，吟风弄月是何
人？到家好谢二三子，莫向长沮错问津。”诗中，王阳明把
琅琊山的雪景春光与他的故乡浙江绍兴府余姚县的故园
情景融合，感情更为深沉。

王阳明还有《栖云楼坐雪二首》，则思绪悠远，借眼前
的雪景来说心学的道理：

才看庭树玉森森，忽漫阶除已许深。
但得诸生通夕坐，不妨老子半酣吟。
琼花入座能欺酒，冰溜垂檐欲堕针。
却忆征南诸将士，未禁寒夜铁衣沉。

此日栖云楼上雪，不知天意为谁深。
忽然夜半一言觉，又动人间万古吟。
玉树有花难结果，天机无线可通针。
晓来不觉城头鼓，老懒羲皇睡正沉。

栖云楼是太仆寺衙署后院的一进小楼，王阳明常在
此与他的弟子讲学。这一晚正是隆冬深夜，窗外琼花纷
飞，冰溜垂檐，栖云楼内庭树森森，诸生围坐，语酣饮酒，
可谓是天地间一大乐事。王阳明僻居滁阳，讲授心学，关
心朝政大事，也在讲学修炼中保持着自己的学问道理的
精进状态。王阳明又联想到这场栖云楼外的大雪，天意
降雪不知为何，“忽然夜半一言觉，又动人间万古吟”，天
理万古，人心一念，都是很难琢磨的事情，然而有志者必
须在“事上磨炼”，时刻“致良知”之意，才能以通天人之
变，做到“玉树有花难结果，天机无线可通针。”只有如此，
才能始终保持悟道的状态，直至彻底证悟。

尹梦璧诗画“清流瑞雪”

明代天启元年（1621），浙江湖州贡生尹梦璧任滁州
通判时，将滁州秀丽风光的最佳景致归为滁州十二景，以
诗画合璧的形式镌之于石碑，立在丰乐亭院内保丰堂的
内壁，供人观赏。尹梦璧首创“滁州十二景”，为明清滁阳
山水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滁州十二景”中的第四景便
是“清流瑞雪”，尹梦璧题诗云：

岭控江淮高刺天，雪中形胜与云连。
鳞飞霄汉龙犹战，步滑关山马不前。
乱压长松成盖偃，半凝奔瀑化泉悬。
道旁快听山翁语，飞尽遗蝗定有年。

诗旁原画本有题字：“山阙崔嵬，险要可据。积雪满
空，烽烟净尽。河山一色，故题取耳。”

清流瑞雪这一景观在滁州城西北十余里外的清流
关，其关隘依山而建，始于南唐初年，为江淮之间的南北
要隘，后周、元末、明末多次在此发生激烈战斗。尹梦璧
对清流关崔嵬山势和瑞雪景致情有独钟，不光将这里的

“清流瑞雪”列入“滁州十二景”，题诗作画，而且在《南滁
会景编》等诗文集中留下其他吟咏清流关瑞雪的诗作：

《雪中过关山二绝》
陌头风雪马头山，肯定征车半日闲。
何似禅栖心自静，冻痕封径不开关。

二月东风尚作寒，关山弱柳未胜攀。
芜祠古树留残雪，写入淮南画里看。

从一千四百多年前的韦应物在滁州“遥知郡斋夜，冻
雪封松竹”，到欧阳修《永阳大雪》描绘“清流关前一尺雪，
鸟飞不渡人行绝”，再到尹梦璧题诗作画清流关，千年古
郡滁州的山水冬韵正是在这样一位位文化名人、一篇篇
传颂诗文、一处处人文景观的不断培植和积淀中，秀丽山
水添增出文化底色，历史神韵不断在传承中走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