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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少年时代，特别喜欢看露天电影。那时，丹凤
电影站在龙驹寨老街中段，我每每端着饭碗追着驼背
老徐叔，看他在电影公告牌上一笔一画写出晚上放映
的电影名字，然后和小伙伴一起密谋今晚是翻墙还是
钻水道去看。电影站是在露天的大场子上放电影的，
整个场子可容纳近百人，北侧两根木头中间挂上银幕，
买票的人会提前用凳子占位置，我们这帮逃票的毛孩
子自然是在距银幕最近的地方席地而坐。如遇新上映
影片，我们的位置只能在银幕后面，所以我们看到的字
幕、人物动作都是反向的。那时的露天电影，开场先放

《新闻简报》，接下来才放映正片，那时我国的新电影不
多，我们经常看的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平
原游击队》《奇袭》《女理发师》等，许多电影中的英雄人
物至今记忆犹新，《地道战》里的高传宝、《平原游击队》
里的李向阳、《南征北战》里的高营长、《奇袭》里的侦察
连长方勇等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更为以后的人

生奠定了奋斗的目标。
那时候，我们在露天电影场还观看了很多外国的优

秀电影，像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卖花姑娘》《摘苹
果的时候》；阿尔巴尼亚电影《第八个是铜像》《勇敢的人
们》，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印度电
影《流浪者》，罗马尼亚电影《快乐的米哈伊》等。

一 些 英 雄 人 物 在 电 影 中 的 代 表 性 台 词 ，也 成 了 我
们日常的口头禅，比如《英雄儿女》中的王成的：“向我
开 炮 ！”《地 雷 战》中 民 兵 队 长 高 传 宝 的 ：“ 不 见 鬼 子 不
挂 弦 ！”《列 宁 在 十 月》中 列 宁 的 ：“ 资 产 阶 级 的 死 亡 不
会 装 进 棺 材 ，埋 葬 进 坟 墓 ，它 会 在 我 们 中 间 腐 烂 发 臭
并 且 毒 害 我 们 ！”《列 宁 在 1918》中 瓦 西 里 的 ：“ 亲 爱
的 ，不 要 哭 ，牛 奶 会 有 的 ，面 包 会 有 的 ，一 切 都 会 有
的！”当然，一些反面人物及其台词也刻在了我们的脑
海里，像《地道战》中的伪军高司令的台词：“高，高，高
家 庄 实 在 是 高 ！”《林 海 雪 原》里 土 匪 的 黑 话 ：“ 天 王 盖

地虎，宝塔镇河妖。”
电 影 里 的 音 乐 特 别 是 插 曲 ，更 影 响 了 我 们 这 一 代

人，像《冰山上的来客》中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怀念
战友》，《柳堡的故事》中的《九九艳阳天》，《上甘岭》中的

《我的祖国》，《英雄儿女》中的《英雄赞歌》，《我们村里的
年轻人》中的《幸福不会从天降》，《江姐》中的《绣红旗》

《春蚕到死丝方尽》，《洪湖赤卫队》的《洪湖水浪打浪》
《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拉兹之
歌》《丽达之歌》。这些脍炙人口的优秀音乐作品，从精
神上激励我们这一代人克服困难，勇往直前。

看了电影，我们经常去粮库西院墙外的巷子，每人
饰演一个电影里的角色，用泥巴或锅墨子在脸上抹几
道 ，好 人 抹 红 色 ，坏 人 抹 黑 色 ，双 方 划 定 区 域 ，一 声 令
下，斗智斗勇。游戏时，《平原游击队》里鬼子进村的音
乐不时会从各个角落响起。因为最后都是好人战胜了
坏人，所以，坏人总是没人演。

露 天 电 影 给 予 我 们 的 不 仅 仅 是 欢 歌 笑 语 ，更 为 我
们成年后步入社会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由
于小时候疯狂追逐的露天电影，还使我对光电声像难
分难舍，1983 年丹凤县成立职业高中，我被聘任为专职
电化教学教员，曾代表商洛地区参加在湖南长沙举办
的中国电化教育理论研讨班，先后在《陕西电教》等刊
物 上 发 表 有 关 电 化 教 育 的 专 题 论 文 8 篇 ，多 次 被 评 为
省、地区、县先进工作者。到青海后，由于领导重视，投
入资金加大，我负责的电化教学工作大踏步前进，同样
屡获嘉奖。

回顾往事，深感荣幸，感谢少年时代的露天电影，
不 但 是 我 们 上 至 天 文 、下 至 地 理 的 百 科 全 书 ，更 教 会
了我们怎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才能对得起家庭、社
会和国家。

多 少 年 来 ，每 每 从 老 街 的 露 天 电 影 站 旧 址 门 口 经
过，心里的纠结、感情上的难舍，都使我久久不愿离去。

有 一 种 情 怀 叫 露 天 电 影
张钉民

“万青九间房，洋芋当主粮。要得生活来改善，洋芋捶
得稀巴烂。”这是流传在柞水一带的民谣，说的是当地传统
小吃洋芋糍粑。过去，由于地理因素，柞水的万青、九间房
两地主产洋芋，人们平时以洋芋为主粮，把洋芋做成糍粑
是最好的吃法。在贫穷的岁月里，这是当地人待客最高档
的饭食了。如今，柞水洋芋糍粑不仅是当地特色美食，作
为“商洛 10 大特色名小吃”之一，其制作技艺还于 2013 年
5月入选陕西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古城西安的旅游景点永兴坊，有一家柞水洋芋糍粑
店，因向各地游客推介这项非遗文化而成了“网红”。网络
上关于这家店铺的视频、文案五花八门，让人一看就想赶
紧去永兴坊体验一把亲手打糍粑、现场品尝糍粑的感受。

记者探店记者探店

6 月 2 日下午 5 时，蒙蒙细雨中，记者穿过西安古城
墙中山门，来到位于城墙内北侧的永兴坊，探访柞水洋芋
糍粑店。

虽然下着雨，永兴坊大牌楼下仍然聚集了大量游客，
有穿着汉服的女孩、拿着自拍杆的青年，还有用手比“耶”
和门口景观合影的中老年人。走在古色古香的街巷中，城
固热面皮、礼泉醪糟、汉中凉糕、秦镇米皮、子长煎饼等各
色美食让人眼花缭乱，恨不得把每种美食都品尝一遍。

永兴坊汇集了陕西各地特色美食经营户 50 多家，大
部分都是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园区按地域分
为关中、陕南、陕北三大板块，称作关中巷、陕南街和陕北
里。作为陕南美食，柞水洋芋糍粑位于陕南街。

记者跟着人流在陕南街转悠了一阵，被一个大石盘挡
住了去路，只见几名游客正围着石盘，轮换拿着大木槌，使
劲捶打石盘上已经变成糊状的土豆泥，满脸带笑，口中还
喊着“嗨呦，嗨呦……”的号子，这儿无疑就是目的地了。
转头一看，果然门头棕色木质牌匾上刻着“柞水洋芋糍粑”
几个大字。

一名来自湖南长沙的游客开心地告诉记者：“我们湖
南也有这种糍粑，但是我们没有打过，就来体验一下，感觉
很新鲜，非常有趣。”

店主沈飞和几名店员一边招呼游客体验打糍粑，一边
热情招待进店的顾客。沈飞吆喝着：“糍粑打得粘，日子过
得甜；糍粑一打，顺风又顺水；糍粑打得响，黄金万两……”

店员向进店的游客介绍：“我们有酸辣味、麻辣味、浆
水味、三鲜味和玫瑰蜂蜜味，您要哪种口味？”

记者也走进店里，在店员的推荐下，选了酸辣味的糍
粑品尝。糍粑软糯劲道，已经脱离了土豆的味道，完全变
成了另外一种口感。

来自内蒙古的游客刘女士也选了酸辣味的糍粑，她笑

着说：“味道不是很特别，但是口感比较新鲜。一般土豆不
会做得这么黏，这是经过很长时间捶打之后，土豆中淀粉
的结构改变了，我在其他地方没有见过这么做土豆的。”

从西安长安区过来的刘女士也选的是酸辣味糍粑，她
告诉记者，陕西人本来就爱吃酸辣，她喜欢吃糍粑，有空就
会过来。这家店在口味上有改良，有些南方来的游客不一
定会选择酸辣、麻辣的，但可能会喜欢吃玫瑰蜂蜜味的。

采访过程中，大部分进店游客都选择了酸辣味，但沈
飞告诉记者，玫瑰蜂蜜味儿的口碑是最好的。

店主不是柞水人店主不是柞水人

在交谈中，记者得知今年 47 岁的沈飞并不是柞水人，
而是蓝田人。

蓝田人开店，为什么选择做柞水洋芋糍粑？沈飞慢慢
讲起了他的故事，原来他和柞水九间房有着独特的渊源。

沈飞的老家在蓝田县葛牌镇，而他的外婆家在柞水县
曹坪镇九间房村。葛牌和九间房之间只隔着一道文公岭，
这是秦岭南北分水岭主脊之一。过去两地的人们步行 10
多公里翻过这道山梁，就可以互通有无，如今水泥路通村
通组，有了班车和私家车，两地来往更加方便。

葛牌和九间房的生活习惯也很相似。沈飞告诉记者，
他小的时候，母亲三天两头就给他们做洋芋糍粑，有时候
每周要吃两三回。

沈飞原本是一名厨师，2014 年，看到永兴坊招商，他
便积极报名，通过一系列比拼，他和其他十几个商户第一
批入驻永兴坊。

“我一直对家乡的味道念念不忘，这么好吃的食物，我
一定要把它介绍给更多的人，叫大家都知道。柞水糍粑属
于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我们家的传承，永兴坊刚
好在宣传非遗美食，我就想借助这么个平台，把它推广出
去。”沈飞反复讲述他当时的想法，顺口就说出了本文开头
引用的那首柞水民谣，只是版本略有不同：“万青九间房，
洋芋当主粮。姑娘来看家，洋芋打糍粑。”

在沈飞的记忆中，洋芋糍粑是家里专门招待贵客的一
道美食。“在我们那儿，只要家里来了客人，就会做洋芋糍
粑。因为独特的地理因素，柞水洋芋糍粑形成了独特的饮
食文化，说实话，离开当地肯定就做不出当地的味道，因为
原材料不一样，口感就不一样。”沈飞告诉记者，“为了做出
原汁原味的柞水洋芋糍粑，我们店里用的洋芋都是专门从
九间房那边运过来的。并且在做糍粑过程中，洋芋要带皮
蒸，防止水分渗透进去，一定要蒸得熟透，晾凉后剥皮，反
复捶打，直到打得光滑、起泡，像包了一层保护膜，糍粑才
算打好。”

原来，洋芋做成糍粑是通过捶打，在物理作用下，单糖

变成多糖、蛋白变成糊浆的过程。洋芋糍粑做得好
不好，主要取决于洋芋的蛋白质含量。蛋白质含量
越高，做出的洋芋糍粑越粘。柞水万青和九间房一
带处在秦岭腹地，是高寒山区，小麦产量低，玉米长
不老，过去只盛产洋芋。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沙砾
土壤，长出的洋芋蛋白含量高、淀粉少，洋芋经络和
杂质也少，所以最适合做洋芋糍粑。

沈飞还告诉记者，柞水洋芋糍粑是一种移民
文化的代表。清朝“湖广填四川”的时候，有一部
分南方移民到了陕南。南方人过年的时候要做年
糕、打糯米糍粑，富裕人家买米做糍粑，普通人家
就因地制宜，做成了洋芋糍粑。没有糖，就用浆水
调味，这也是粗粮细做的一个典范。

不断完善优化调整口感不断完善优化调整口感

入 驻 永 兴 坊 后 ，沈 飞 一 直 坚 持 宣 传 、推 广
洋 芋 糍 粑 ，不 但 让“ 洋 芋 糍 粑 ”名 列 新 城 区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他 本 人 也 成 为 洋 芋 糍 粑 代 表
性传承人。

2018 年，永兴坊携带陕西传统文化基因的“摔碗
酒”在抖音平台一“抖”而红，坊内的各家店铺也跟着
火起来。最火的 2018年和 2019年，沈飞每天能销
售糍粑 2000多份。

为了更好地宣传和推广这项非遗美食，沈
飞除了不断优化口味，更在增强游客体验感
上下功夫。

在记者的印象中，糍粑的吃法和搅团差
不多，都是用浆水作为调味品。沈飞解释
道：“刚开始我们做的是酸辣、浆水的多一
点，后来根据顾客反馈，要麻我们就做麻辣
的，小朋友吃不了，就撒点白糖，感觉太单调
了，再浇上蜂蜜。我们在不断地完善优化、
调整口感，力求适合男女老少各个年龄段的
顾客，最大限度拉宽消费群体。”

一份糍粑有些人可能吃不完，还只能品尝

单一口味，为了满足顾客需求，沈飞就推出了“五福糍粑”，
一份糍粑分 5个小碗，一碗一口，有 5种口味。顾客点一份
糍粑，就可以把所有的味道都品尝一下。

“打糍粑，说白了也是个互动体验的过程。我们在
这儿一砸，游客一看，都过来砸一砸，你砸我也砸，图个
气氛感。所有来过永兴坊的参观团、招商引资的老板，
还有一些明星，基本上都在我们店里体验过。”沈飞颇为
得意地说。

他还告诉记者，在游客体验打糍粑时，他再说一些“咥
个糍粑，日子越过越红火”这样的吉祥话，增加客户的体验
感，客户最后将体验转换成消费。通过体验，也是对饮食
文化的一次深入了解。“因为好多人都不知道糍粑的制作
过程，吃完了，再一体验，这就加深了印象。”他说。

受疫情影响，近两年生意不如从前，但目前已经慢
慢好起来了。沈飞告诉记者：“我的想法就是留住小时
候的味道，把这种记忆中的美食发扬光大，借助永兴坊
这个平台，让全国人民都能品尝到家乡的美食，这也是
我的一种情怀吧。”

西安城里的商洛味道之三西安城里的商洛味道之三

柞 水 洋 芋 糍 粑柞 水 洋 芋 糍 粑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珍珍张珍珍

游客体验打糍粑游客体验打糍粑

““五福糍粑五福糍粑””样品样品

位于西安旅游景点永兴坊的柞水洋芋糍粑店位于西安旅游景点永兴坊的柞水洋芋糍粑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