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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去过黄湾，觉得是时候来说说黄
湾的豆制品了。

第一次去，是五六年前凤阳县组织的
“大家看凤阳”活动，黄湾的豆制品就在舌
尖上留下了记忆；去年五月份，去淮河边拍
麦收场景，再次品尝到黄湾的千张、豆腐，
它的独特风味进一步清晰、强化；前一阵，
凤阳的老朋友邀约，作每年一度的凤阳山
槐花垄之游，我说，去黄湾吧。去黄湾，其
实是为了黄湾的千张、豆腐。

从淮南八公山，到凤阳县黄湾、五河县
新集、定远县三和、明光市柳巷……千里淮
河成了地地道道流淌着豆制品香气的河
流，以八公山为起源，黄湾成了离淮南王最
近的承灯受钵者。

由于紧临淮河，历史上淮河连年泛滥，
洪水漫灌急卷之下，文书典籍大多湮灭，甚
至民间的耳口相传，也在岁月里断续渐微，
难以成篇。所以，关于黄湾豆制品历史传
承的史料故事，基本阙如。

程千厚老先生，是年过八旬的黄湾乡
老文化站长，我拨通了他的电话。他告诉
我说，他十几岁的时候，黄湾乡十三个大
队，队队都有“水作业”（豆腐组），作为集体
创收的副业。当时集体副业还有编苇席，
芦苇来自淮河边的滩涂，苇席卖到东北，一
做粮食茓子，一做冰雪地上防滑之用。“水
作业”没维持几年，便陆续散伙，但拐豆腐、
轧千张、卷素鸡、滴豆饼的手艺一直没丢，
并进入千家万户。

刘玉霞今年七十六岁。当年跑鬼子反
的时候，他的父亲用笆斗把一家从苏北挑
到了黄湾。她这辈
兄弟姊妹八个，她
自己的儿女四个。
锅小嘴大，吃饭一
直是一家人四季肚
皮 咕 咕 响 的 大 问
题。黄湾向来有着
重文崇教的风气，
家里再穷也要想办
法 让 孩 子 上 学 识
字。家里穷到经常
断顿的刘玉霞竟然
被父亲送到学校上
学，甚至还能在大
串联的时候，去北
京见到了毛主席。

她十八岁的那
年辍学了，她让曾
经在大队“水作业”
里干过的哥哥教她
拐 豆 腐 、轧 千 张 。
当时在黄湾和她一
样拐豆腐，挑担遛
乡的还有另外两个
女孩。于是，20 世
纪 70 年代，在黄湾
周边的乡镇村队，
经常看到三个十七
八岁的黄毛丫头挑
着豆腐挑子遛乡叫
卖：“豆腐噢，黄湾
水磨豆腐，可有要
的？”她们的名字叫
刘玉霞、赵红珍、陈
望霞。豆腐女孩三人组的景象，也许只有
淮河岸边才会出现。

豆腐易碎，只能附近遛乡卖，刘玉霞想
把自己的豆制品卖到更远的地方。于是，
她买了自行车，驮着千张，四处赶集，板桥、
江山、大溪河、小溪河、总铺、黄泥铺、大庙
……最远的地方有四五十公里。赶集一天
能赚到百把块钱，这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收
入。黄湾豆腐、千张、素鸡、豆饼一直是当
地很有名气品牌。

柴火烧、石膏点、淮河水、地产豆，这四
样是黄湾豆制品独特的秘籍。柴火和石膏
是可以通行的，区别在于一个坚持。淮河
水在今天由于水质的变化，也由于防洪圩
堤的隔离，已经无法直接取用，他们就打六

七十米的深井，汲取淮河经过深层过滤的
地下水，从而保证了水质。他们磨豆腐用
的黄豆，全部产自本地淮河滩涂沙土上。

在淮河北边，因为历史上黄河多次夺
淮，形成黄潮土，土质松，肥力差，更有大片
土地盐化、碱化，不太适宜农作物生长，恰
恰在淮河南边的黄湾这一带，由于百万年
的沉积形成了砂礓黑土，非常适宜小麦、豆
类、西瓜等作物生长。地产的黄豆虽然籽
粒不大，但是皮薄、肉厚、渣滓少、出浆稠，
与其他地方皮厚肉粗的黄豆相比，有着明
显的优势。

黄湾的豆腐细嫩，轻轻触碰稀晃晃的，
犹如果冻，微黄，陈年老酒的颜色，温婉如
玉；黄湾的千张则有些不同，和有名的定远
三和千张相比，显得粗犷豪放许多，更宽大
厚实，一幅粗缯大布，蓑笠麻履的本色行
状。爽口肉筋，有嚼头，无形中拉长了你回
味的牵引线。这里的素鸡又是一番风味，
入口绵软，有弹性。

我认真地把黄湾的豆制品与别处的豆
制品做了比较分别，感觉这里的独特之处，
就在于它的抱真守一，固守着千百年不变
的原生与原味。在工业化、精致化时代，它
还是那么笨拙，那么憨愚，像一条成语，任
你语境如何变化，它只诠释本意。无论是
口感上豆腐的细嫩、千张的肉筋、素鸡的绵
软，在味觉和嗅觉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香高、气正。这个香和气，正是发自
黄豆本源的味道、真醇、温和、体贴。品尝
本身就是一个视觉、嗅觉、味觉共同参与的
多重合奏。也许，这正是从两千年前淮南

王刘安那里传来的
九脉真经。

现在刘玉霞的
豆腐手艺已经传到
她 的 女 儿 黄 梅 手
上。黄梅和自己的
爱人程兴刚每天加
工八十斤左右的黄
豆，每天下午开始
轧千张、卷素鸡、滴
豆饼，第二天清早
做豆腐。她的销售
渠 道 除 了 街 上 摊
位，还有上门购买
的散客，以及凤阳
府城几家大饭店的
专送。

黄 湾 街 上 ，像
黄梅这样的豆制品
作 坊 ，共 有 四 家 。
这里豆制品价格和
周边有些名气的豆
制品相比，要低很
多。黄湾豆制品的
品质与它的名气以
及市场的影响力是
很不相称的。黄湾
乡正在准备给黄湾
豆制品申报国家级
地理标志产品。

那 天 下 午 ，我
们特地在黄梅家等
到豆浆出锅，滚烫
的豆浆很快在碗里

结出一层黄亮的油皮。扑鼻而来的豆香
味道，不由让人动思乡之念，起怀旧之情，
仿佛过往重回。

一杯豆浆，结下念想。

黄湾——淮上闻豆香
○郑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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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最早的滁州茶是野茶。懵懂少年

时，父亲到村外的西山上去采的。回来后母亲

将野茶在竹筛里揉搓，汁水流出，鲜叶发蔫，再

在铁锅上慢火炕，使叶子变干爽。炕茶叶前铁

锅一定是反复刷洗，干干净净的，这样炕出来的

茶叶才只有茶香，没有其他异味。从初夏开始，

奶奶早晨就会烧一大锅开水，用葫芦瓢冲到大

黄盆中——陶土烧制，外面有黄色釉——大黄

盆里已经放上一把茶叶，到中午时，茶水凉了，

茶味正浓。酷暑时节，田间劳累归来，舀上一

瓢，咕咚咕咚喝下，爽心沁肺，暑气能消大半。

当今誉满滁州的施集茶，第一次喝是上个

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师专毕业，在乡村中

学当老师，学校发福利，一袋施集茶炒青。那时

候，“九等公民是教员，山珍海味认不全。”喝了

炒青，觉得味道比野茶浓郁，是很好的。两年

后，读安徽农学院的一位同学毕业后，分在学校

旁边的林业总场，有一天他来找我玩，给我带了

一小包茶叶，说是弥陀茶，产自皇甫山的。泡了

以后，竟然香醇馥郁，味道远胜施集炒青。听他

介绍，才知道，皇甫山弥陀茶还有传说。北宋年

间，弥陀寺住持悟真大师云游川贵，从那里带回

茶籽，种在将军岭山坞中。因山高雾浓，云蒸霞

蔚，茶树得日月精华滋润，枝繁叶茂，加上悟真

善于烘焙，所制茶叶香妙味醇。皇甫山茶树遂

得以存传。散见于滁州西部山区的野茶，也许

是当年悟真茶的衍生。

系统了解滁州茶，始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初。因工作关系，调研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曾经

在南谯、明光等地考察茶叶种植。南谯区茶叶

专家尹祖贤介绍，为了发掘历史名茶南谯贡茶，

农业部门曾经对滁州茶专门立项研究。经过采

样分析，发现滁州西部山区（今南谯区境内）茶

树茶多酚含量，烘青 33.38%至 36.08%，炒青

35.09% ，近 似 大 叶 种 ；氨 基 酸 含 量 ，烘 青

3.14%至 3.58%，炒青 2.89%。这两项指标充分

显示出滁州茶树的自然超群品质。从1981年

开始，原滁州市农业部门就着手研制新名茶，经

十余年努力，到1993年，南谯区农技推广中心

研制的西涧春雪和西涧雪芽双双荣获省名茶称

号，同年西涧春雪获农博会铜牌奖，荣获国家级

名茶称号。如今以施集为中心的滁州名优茶生

产已进入系列化，有国家级名茶西涧春雪，省级

名茶西涧雪芽，地方名茶普贤云雾，地方优质茶

施集毛峰、烘青、炒青等。尤其要指出的是，施

集烘青，芽壮叶肥，有猴魁般的香味。其炒青，

味醇甘，有板栗香，与屯绿相近。作为产量高，

大众消费的粗茶，是非常难得的。

茶叶的生产与管理关系极大。当年，在张

八岭的一个山洼里，曾经看过一个茶叶大棚。

据棚主介绍，大棚茶一是芽叶生长速度快，比

普通茶能提早 10 天左右采摘；二是茶芽生长

旺，比其他地方茶树芽叶长 0.5 至 2.5 厘米，且

芽长于叶，叶片肥大厚实，叶质柔软，叶色深绿

光润；三是茸毛多，春茶叶背披满茸毛，夏茶仍

显见。这些无疑是创制优良茶品的基础，但因

为投入大，比较效益不高，后来没有推广开。

如今滁州茶叶生产管理水平比以前提升极大，

在施集井楠的大鳖盖茶山上，茶厂施肥、治虫

均是绿色无公害操作，而采摘则力推标准化。

这些都提高了大鳖盖茶山上茶叶的茶品。茶

厂的种植管理方式方法刚开始时被很多人不

理解，但由于效益的提升，逐渐影响了越来越

多的茶叶种植、生产者。

高品质的茶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鲜茶的

炒制。20年前，施集茶叶协会在年轻的会长孟

凡才带领下，对鲜茶炒制进行过良好的探索。

他们制作出的西涧春雪香高味浓，汤色清润。

北京的一位茶友喝了，说味道堪比特级龙井。

这以后，他每年都要邮购两盒西涧春雪。他告

诉我，北京的茶叶店，全国很多名茶都能买到，

但西涧春雪却难见踪影，不知为何？我想，最重

要的原因应该是产量低，很小众，滁州市场就能

吞下了，没有必要往外走。其次，影响力不够。

天下的名茶，除掉香气独特，味道醇美之外，无

不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滁州茶有皇甫山弥陀

寺渊源，早在明代就成为贡茶，且从滁州走出的

朱元璋，在中国茶叶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

贡献，这些文化内涵，如何植入滁州茶中，让它

们和绿色共同生长，与茶香一道芬芳，应当也是

滁州茶的个中三昧。

（（一一））滁州茶滁州茶

朱元璋生活节俭，但性嗜茶，尤喜顾渚茶。

顾渚茶产于今浙江长兴水口乡顾渚村，为历代

贡品。一千多年前茶圣陆羽就在顾渚山上置茶

园，并著有《顾渚山记》。其中所记述的顾渚茶，

延续到今天，就是著名的顾渚紫笋。

明代初年，进贡朝廷的顾渚茶等其他茶品，

制作方法仍按宋制，即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

唐宋时期，茶叶采摘后，多是做成饼茶的。所谓

的饼茶，就是将茶叶经制作处理后置铁制规承

（模具）中拍压制成饼团状的茶。唐陆羽《茶经·
七之事》，引三国魏张揖《广雅》“荆巴间采茶作

饼”，是我国关于饼茶的最早记载。唐、宋两代

是饼茶生产的鼎盛时期，当时又有茶饼、团茶之

称。其制作方法，陆羽在《茶经·三之造》有记，一

般都经过“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

之”，共七道工序，比起后来茶叶制作基本的基

本工序采摘、揉捻、烘焙等繁杂多了。

作为贡品的“大小龙团”，都是北宋年间创制

的，为当时福建北苑贡茶之一。“大龙团”的创始人

是丁谓，苏州长洲人，后来曾官至宰相。他于北

宋太平兴国（976一983）初任福建漕使时曾在建

安的建溪督造贡茶，经过反复摸索，创制了“大龙

团”饼茶。“大龙团”每八饼为一斤，茶味醇厚，清香

甘冽，因此博得了太宗皇帝的欢心。“小龙团”创始

人是蔡襄。蔡襄字君谟，是北宋时期和苏东坡齐

名的书法家，他在福建建溪督造贡茶时，于天圣

元年（1023）在丁谓“大龙团”的基础上加以改进。

制作出品位、质量更为优异的“小龙团”。“小龙团”

二十饼为一斤，第一年只造出十斤。进献皇上

后，因其品质优异，制作精细，力压“大龙团”，一时

名冠全国。欧阳修在《归田录》中称：蔡君谟为福

建路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价值金二两，

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官人往往缕金花于其

上，盖其贵重如此。”

“大小龙团”的得名，是因为制茶饼的模具

中有龙凤图纹，因而，它们又名“龙凤团茶”。朱

元璋认为这种制作方法太伤民力，乃于洪武二

十四年（1391）九月下旨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

进，同时又废宫中绣茶之制，首辟茶芽“一渝

（煮）便啜”之法。这对散茶的兴起和普遍饮用

起了推动作用。

宫中绣茶也是北宋发明的一种茶艺，由专

门掌握这项技术的宫女用金箔剪成龙凤和花草

图案贴在“大小龙团”上，供大家观赏，时间长

了，成为宋代宫廷茶俗。这种茶俗是宋代皇亲

贵族内部流行的玩法，几乎不对外流传，所以在

民间没有流行。“大小龙团”上贡后，从宋太宗赵

匡义到宋徽宗赵佶数代皇帝都青睐异常，宋徽

宗赵佶所著的《大观茶论》中还说：“本朝之兴，

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

每逢仲春上旬，“大小龙团”就会被送入宫

中。北宋皇帝对“大小龙团”十分喜爱，一般不

会轻易赐给他人，就算是劳苦功高的近臣也不

例外。唯一的赏赐机会是在南郊大礼祭拜天地

的时候，皇上会给中枢密院的大臣每人分一小

团茶。虽然“小龙团”一饼可以冲泡几盏，但是

因为实在太珍贵而且数量有限，大家都舍不得

喝，大臣一般会收藏起来。因为弥足珍贵，到徽

宗时期，皇帝在赏赐给大臣之前，请人把金箔剪

成龙凤花草图案贴在茶饼上，供大家赏玩。周

密《武林旧事·进茶》曰：“禁中大庆会，则用大镀

金，以五色韵果簇饤龙凤，谓之绣茶，不过悦目，

亦有专其工者，外人罕见。”说的就是宋代茶俗

绣茶。用金箔剪成图案绣其表，又进一步加大

了龙凤团饼的奢侈程度。这种在茶叶表面玩花

头的奢侈茶艺，崇尚节俭的朱元璋自然要废了。

朱元璋罢造“大小龙团”，改变了千百年来

相沿成习的饮茶之法。散茶烹煮冲泡饮用法，

对于茶叶加工技术的进步，以及黑茶、薰花茶、

红茶、乌龙茶等茶类的兴起和发展，起到巨大的

推动作用，从而使明清两代成为我国制茶技术

全面发展的时期。

（（二二））朱元璋与茶朱元璋与茶

本地土黄豆，大锅柴火灶，酿出黄
湾豆腐独特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