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欧洲最大的港口鹿特丹市中心，去年 10
月竣工开业的一家菜市场吸引了无数眼球。这
是一家被誉为全球颜值最高的菜市场，荷兰王
后玛克希玛亲临现场为之剪彩。颜值到底有多
高？笔者带你一探究竟。

在荷兰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许多城市，菜市
场一般都是露天的，抑或临时在马路边或小广
场上支几个帐篷，就算是个菜市场。这些菜市场
也不是每天都有，一周也就开个一天两天，下午
四五点就收摊了。没有菜市场时，人们只能到超
市买菜。更不便的是，荷兰雨水较多，有时一天
会下好几次雨。风雨交加的日子，在露天市场买
菜可不是什么好体验。人们渴望一个每天开放，
又不被风吹雨淋的室内菜场。

一家名为“Markthal”的菜市场在荷兰第
二大城市鹿特丹粉墨登场了，这也是荷兰全国
第一家室内菜市场。有意思的是，Markthal 在
荷兰语中本身就是市场的意思。

市场选址很重要，不仅事关人气多寡，还关
乎市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这家市场面向鹿特
丹的母亲河马斯河，毗邻市中心商业区，紧挨着
宏伟的劳伦斯大教堂，步行数十米就是地铁站，
周遭还有几条公共汽车线路，可谓地处人流如
织的黄金地段。更值得一提的是，市场前方还
有一个大广场，广场周边方圆百米全是非典型
的“异类”建筑，有知名的立方楼、铅笔大楼、城
市图书馆等，建筑风格一个赛一个“疯狂”，每天
都吸引不少慕名而来的观光客，前来观摩这些

“现代建筑博物馆”。
在这一地段新建菜市场，建筑风格也绝对

不能太“逊色”。整个菜市场占地与标准足球场
相仿，是个高约 40 米的巨大中空拱形楼房。两
侧的楼房自身是公寓楼，共计 228 套，每套寓所
面积小的有 80 平方米，大的则有 300 平方米，
此外还有 24 套顶层复式公寓。两头则为全玻
璃面墙，视野通透，站在广场上的游客甚至可以
一眼看到市场内部的缤纷热闹。单看这个建筑
也许你觉得疯狂，但把它放在这样的大环境里
也就是个“正常”。据了解，Markthal 的建筑灵
感来源于巴塞罗那、瓦伦西亚及斯德哥尔摩等
城市的室内美食广场，而集美食市场和住宅单
元于一体的设计则为世界首例的创新之举。
Markthal 自此成为鹿特丹市乃至荷兰的又一
地标性建筑。

该到菜市场里边逛逛了。走进市场，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拱形楼顶的巨幅画作。抬头
望去，满眼尽是新鲜的蔬菜水果、艳紫妖红的
花卉、沉甸甸的金黄麦穗、香喷喷刚出炉的面
包⋯⋯这是画面的主角，好像镶嵌在穹顶一
般。这幅主题为“丰足的号角”的巨画，面积超
过 10000 平方米，是现今荷兰最大的艺术品。
这些看似真实影像般逼真的画面，其实都由数
码渲染而成。图案的印刷精度和时尚杂志封面
不相上下，总像素高达 400亿，文件尺寸是惊人
的 1470GB！令人叫绝的是，图案中间的太阳，
既呼应了从拱形顶端窗户中透进的阳光，又烘
托出丰足天堂的室内氛围。

作为菜市场，里边的商铺里有关于美食的
一切：新鲜蔬菜、各色水果、生猛海鲜、鸡鸭鱼
肉，在 96 间鲜货食品摊位上应有尽有，各种佐
料香料、加工副食品、厨具等一应俱全。内容也
包罗万象，从荷兰奶酪、意大利冰激凌，到日本
寿司，能满足全世界的口味。当然，中国元素是
少不了的，一家名为“华南行”的中国超市，俨然
其中。市场逛累了，可移步商铺顶上的休闲露
台，静享一杯咖啡美酒，小坐歇息。

到了市场，既能买，也能吃，这才能满足“吃
货们”的刚性需求。可不，市场里就有近 20 家
不同风味的餐饮店组成的美食街，你一定能找
到最爱。到荷兰，有三大特色美食不容错过：鲱
鱼、煎饼和奶酪。鲱鱼首当其冲，这种在冰冷的
海水中生长的银白色小鱼，油脂丰厚，口感微
甜，成为许多人的心头好。不过，这里的吃法与
众不同，颇为新奇。不同于广为人知的油煎和
烘焙，荷兰人一般将新鲜的鲱鱼用盐渍腌制后，
直接搭配洋葱生吃，一口鲱鱼配一大口碎洋葱
粒，又甜又呛又鲜美。记住，吃的时候可一定要
有“荷兰范”：用手指捏着鱼尾，鱼头对着嘴，整
条大口吞食。由于鲱鱼的骨头很软，不必担心
鱼刺会刺伤您。

养眼又养胃的地方没有人会不喜欢。去鹿
特丹可别忘了去全球颜值最高的菜市场买个
菜啊！

（题图：菜市场内景 徐惠喜摄）

去鹿特丹

看最美菜场
□ 徐惠喜

征南的将士与填南的平民带

来了江南的水乡文化。这种文化

与贵州独特的文化相结合，发展

成为别具风味、魅力无限的“屯堡

文化”。

来到贵州省安顺市屯堡村寨，那“石头
的路石头的墙，石头的瓦盖石头的房，石头
的碾子石头的磨，石头的凳子石头的缸”的
石头世界，令人赞叹。

公元 14 世纪，明王朝为了制止内患，
先后两次统率大军“调北征南”攻克云南、

“调北填南”控制西南。为了减轻驻防军队
的粮饷负担，实施屯田制，官兵民众立棚建
寨。村寨以军事性质的屯、堡、官、哨、卫、
关、卡、旗命名，他们也被统称为“屯堡人”。

住的是文化

历经 600 年的岁月沧桑，屯堡人依然
恪守着明朝先祖的文化生活习俗，形成了
与周边地区迥然不同的文化地带。

据导游介绍，屯堡的民居建筑，为明代
至民国初年所建，能够保存至今实属难
得。民居的结构、风水观上遵循江淮传统，
结合贵州山地特点又有创新，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屯堡民居，这是屯堡人区别于其他
人群的重要文化符号。

在九溪、鲍屯、吉昌屯、本寨、雷屯等村
寨，都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
武”，靠山不近山、临水不傍水，地势干燥，
视野开阔，水源方便。进可攻，退可守，又
可以避免洪涝灾害。

屯堡的民居，以无声的语言告诉我们

时空转换所沉淀在建筑上的风烟与刻痕，
有伦理的展现，也有心灵的诉求，令人感
叹，追忆，思索。屯堡人说，这是祖先运用
传统的天文地理对人生命运影响的杰作，
居屋被视为“万年龙窝”，对今后家族的发
展发达至关重要。

走进屯堡村寨，看到住房布局很是讲
究，通常以一条主巷道和多条支巷道，将各
家各户连成片，形成城堡式结构。民居沿
袭了江南三合院、四合院的特点，由正房，
厢房，围墙连成一门一户的庭院。

屯堡人的住房装饰也很吸引人。当地
老辈人讲，这是屯堡人延续江南遗风注重
审美价值的又一标志。在大家的门楼边，
我们看到了过去工匠们充分展示的雕花镂
空技艺，垂花门、挂落、垂柱、风窗等艺术构
件独具匠心。在石柱础、石窗、石凳、石屋
基等石头部件上，雕刻有福寿双全、富贵不
断、平安如意、双狮戏球等吉祥图案。

穿的是故事

屯堡服饰是屯堡风情中一幅独具特色
的风景画。在平坝县天龙镇，屯堡妇女始
终保持大袖长袍尖头鞋等明代遗风。身着
或青或蓝或紫或粉或绿或白的大襟大袖长
袍，系“丝头腰带”，后吊长长丝绦。在袖
口、衣襟处镶嵌美丽的花边。长发挽髻套
上马尾编制的发网，插上银质和玉石发簪，
腕戴银手镯，耳吊银质玉石耳坠，脚穿尖头
平底绣花布鞋，额上缠着白布条。

同行小丁看着导游身后吊着的鲜艳丝
带，禁不住用手去拉了下，想看个究竟。导游
此时严肃地说：“你拉了我的丝带就要把我娶

回家，这是我们的风俗。”“我正想娶个像你这
样的古代江南女子。”小丁风趣地说。

吃的是特色

受饮食习俗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屯堡
人形成了既有江淮风俗又便于战争中携带
的特色饮食。屯堡人的饮食文化源于军
队，在运动和不断动荡的战争年代通过腌
制，烟熏火烤，以便于存放和携带，很多食
品流传到今天。

如今，屯堡村寨经过几百年传承、发展
和创新，都有着自己命名的屯堡菜肴。镇
上的干部为了将风味十足的屯堡菜系传承
下去，准备在今年 7 月份的贵州省旅游发
展大会上搞一次评比，以此发展形成菜系，
招揽顾客。

你要是到屯堡村寨旅游，好客的主人
们还会给你端上有名的辣子鸡烧豆腐。一
锅鲜红的辣子鸡汤煮着雪白鲜嫩的豆腐，
配上嫩绿的原生态水煮青菜，再敬你几杯
屯堡人自酿的糯米酒，你就会禁不住地要
住下来品尝更多的美食。

唱的是生活

安顺屯堡地戏被誉为“戏剧活化石”。
以平地为戏台围场演出，故称为“地戏”。

面具是地戏的灵魂，屯堡人称之为“脸
子”，脸壳，是地戏演出的重要特征。这些
面具用坚韧的丁香木或水白杨木雕制而
成，面具人物各异，屯堡人称为“五色相”，
有文将、武将、老将、少将、女将，也有道人、

小军、土地、麻和尚等杂色面具，“五色相”
的面具面部连着戴耳翅的头盔，正面人物
庄严威武，反面人物狞恶凶猛。

花灯与地戏一样同为屯堡人喜欢的民
间戏剧。它质朴、抒情的艺术个性却与粗
犷、豪放的地戏大不相同。花灯与地戏同
出一源，都是随明代“调北征南”、“调北填
南”的历史从江南移居安顺屯堡村落的。

屯堡人的花灯，有成百上千首调子，可
分为茶歌调、江南小调类、本地民歌衍化
类。唱来平稳舒缓，讲究韵味。花灯唱词
的句式上比较自由，当地人说，这与花灯歌
舞以表现男女追求婚姻自由为主题的特点
是丝丝相扣的。比如这首《绣荷包》：门前
一树槐，情哥带信来，口口声声要个荷包
戴。怎不解下来，哪一个跟你绣出来。

时至今日，每逢节庆活动，屯堡青年男
女们相聚一起，或山坡，或田埂，这里一堆，
那里一伙，你唱我接，情浓意长。

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说：“屯堡文化是
耕战文化在特定条件特定态势下在安顺山
地的遗存，至今在它泛黄的历史画卷中仍
徐徐弥漫着战争硝烟留下的余味，在都市
喧嚣的牛仔西服人群中仍飘逸着宽袍大袖
的明代遗风。600 年来，它多姿多彩的文化
艺术，它个性张扬的建筑风格，它耐人寻味
的民族民风，都是在以‘血脉崇拜’‘家庭本
位’为经，‘纯孝遇忠’‘江湖义气’为纬，编
制成自为一脉的行为方式、道德准则、伦理
规范的家庭思想体系，维系着整个群体的
存在和发展。”

屯堡向我们走来，踩着翘尖的凤头，甩动
着青丝的节拍，耳垂上的银光摇曳着，仿佛还
记得将士们600年醉眼看花的悸动。那写满
故事的“脸子”，伴着誓不忘祖的固守。

屯堡村寨品江南遗风
□ 王新伟

一连几场大雨，清新了两岸，丰腴了
江面。在浏阳河与湘江交汇的地方，滩
边疏疏密密的青草随着水波的荡漾，时
隐时现，呼吸出浓浓的草香，让人感到勃
勃的生机。蛙儿在青草间爱恋着，嬉闹
着，不时发出“哇”的一声呼唤，或是“呱”
的一声回应，加上各种虫儿的唱和，还有
偶尔的一声鸟鸣，使江边显得更加安详、
宁静。

滩边新砌的大堤上，男女老少，或跑
或走，或站或坐，或蹲或躺，或指指点点，
或嘻嘻哈哈，或卿卿我我，或⋯⋯一个女
孩借着路灯，坐在石级上，看一眼捧着的
小书本，抬起头来，闭上眼睛，嘴角嚅动
两下，接着睁开眼睛，低下头去，显然她
在背诵着什么。

远远的，不知是谁在湘江之上，拉起
了一条变幻着红黄蓝绿紫的巨幅彩带。
那变幻着的色彩，绚烂着天空，更将水面
和过往的船只映染得五彩缤纷。哦，看
到了，看到了，那是气势磅礴的北大桥！

随着“突突突”的声音消失，一条船

挨着另一条船在江边停泊下来。两个人
影一前一后，在有些摇晃的灯光下从船
舷走向甲板。辣辣的菜香从船上飘过
来，好像煮的是鱼哦，也许就是湘江里的
刁子鱼吧。一叶小舟从停泊着的大船旁
边快速滑过。虽然看不清站立船头的人
的脸庞，但可以朦胧地看到他那飘动的
衣袂。

一个人影从滩边向江堤移动。我走
向前去，抓住从斜坡上伸上来的一只有
些颤抖的手，用力一拉，他和肩上的担子
一起上了大堤。他放下担子，扯着衣襟
抹一把脸，指了一下担子，嘿嘿一笑，说
那是江里的飘浮物，得打捞上来，让江里
干干净净。

这时，耳边突然传来朗诵声。“⋯⋯
啊！那江水就是我血液的奔腾，那浪花
就是我思想的飞溅⋯⋯我爱我梦里的湘
江，我更爱明天的东方的莱茵河！”一个
帅小伙站在高高的石栏上，大声地朗诵
着诗作。路过的人或侧目，或哂笑，或驻
足，或欣赏⋯⋯我仰视着，为他的激情澎

湃、神采飞扬而感动，而感染。
一个快跑着的老大爷绊倒了，迎面

走过的小伙子抢步向前，小心地将他扶
起。从后面追上来的老大娘向小伙子道
了谢，转而嗔怪老大爷不该逞强。老大
爷却挥着手，说这算什么喽，没事，说着
又跑了起来。老大娘摇摇头，笑着赶紧
追了上去。

对岸岳麓山的轮廓，在淡蓝的天空
的映衬下朦胧可见。那山顶似乎就挨着
了天空，那山间稀疏的几盏灯火依稀就
挂在天上。

两岸高楼上闪烁的霓虹映照着波光
闪耀的江面，一江的灿烂，一江的生动。

一个夜钓者提着钓具攀上江堤。我
帮他一把，问他收获如何。他推推眼镜，
爽朗一笑，指点着说：“我这钓的可不只
是鱼呢，更是这醉美的夜色！”

是啊，沿江一路南下，一路好景致，
一路好情怀。

回首北望，蓦然自问，是谁醉美了湘
江的夜色？

在乌镇，烟雨迷蒙最好。
初来乌镇，觉得就像是一个近而小的威

尼斯，小桥流水石驳岸，摇桨摆渡乌篷船，以
河为生的气息很悠闲，很迷人。

江南的古镇我去过不少，周庄、甪直、同
里、西塘，都去过，再见乌镇，还是不可遏制地
喜欢。同行者游玩机会较多，有大同小异的
淡然，而我，甚是欢欣，觉得乌镇与前面去过
的古镇有些相似，也有些区别。

细雨蒙蒙，游人不多，古镇的一切都清洗
过，石板湿漉漉的，返青的树木更新，含苞的
桃花更艳，白墙黑瓦更分明，巷子悠长寂静，
少有人声，这是我喜欢乌镇比周庄它们多一
些的原因吧。

在这里，没有挤到路沿的商家店铺，没有
喧嚣的吆喝兜售，多是茶楼酒吧、住家旅社，
偶尔一些卖花布布鞋、银饰竹器、粽子米糕
的，也多是缩在店里，安安逸逸的，不过于聒
噪，不过分热情，乌镇很安静。

除了安静，乌镇还很干净，低头不见垃
圾，抬头不见电线，其他小镇常见的蛛网式
电线，乌镇将它们藏在石板街下。多年的努
力，让乌镇修炼出自己的气质，细节里都有
烙印。

乌镇的桥也多，乌篷船就停在桥边，湿漉
漉的桥、湿漉漉的船，都是透过柳的帘幕看到
的。“碧玉妆成一树高”，古人的才华让我仰
慕，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使得蓬勃生机挡都挡
不住。那些经雨的芽苞，看得人心软，绿得人
心醉。水边人家，桃花熠熠，新叶寥寥，花苞
多多，粉红一片，烟雨里，四边晕染，凑近看，
一些性急的朵朵已经放瓣。桃红柳绿，配白
墙黑瓦青石板，春天的乌镇绝对惊艳。

去乌镇，一定要走走逢源桥，由两座桥并
在一块儿，无缘各奔东西，有缘在此相逢。舍
不得那里的色彩，舍不得那里的空气，唯有快
速按快门，想把那里的一切都带回家。

这一片闲适之地，也有刚烈一面。
出生在乌镇的王会悟就是杰出代表，她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创 始 人 之 一 李 达 的 夫 人 。
1921 年 7 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王会悟
作为中国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参加了
大会的筹备、会务和保卫工作。大会期间，由
于密探闯入，会议必须另选地点。王会悟立
即建议到嘉兴南湖继续开会。与会者采纳了
她的建议，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完成“一大”
所有议程，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

中国现代著名革命作家茅盾也是乌镇
人。1978 年秋,一位法国朋友采访 82 岁高
龄的茅盾时，照例提起那个每位作家都会遇
到的老问题：“你是怎样当了作家的？”因为从
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常能披露一个作家走上创
作道路的“秘密”，窥见其生活道路与文学活
动的某些特点。茅盾当时是怎样回答的呢？

“那是因为我没有做成革命家，所以就成了作
家。”简短的一句话出奇风趣、直率。

这就是乌镇养育的儿女。
行走在乌镇，在温情与刚烈里感知这个

江南水乡。那些景，那些人，看过，听过，感受
过，来过就不曾离开。

醉美湘江夜
□ 胡小平

乌镇听雨
□ 王 晓

我见到他时，是在大齐塘村村委会，
一双又脏又破烂的风凉鞋，戴了顶旧的
太阳帽，黝黑的皮肤，60 岁出头的年纪，
1米 78的个头。

我请他坐下，问他是做什么活的，他
说他是收鸭毛的。

哦，在我们当地的小区和农村，吆喝着
“鹅毛鸭毛甲鱼壳了！”就是他们这个群体。

他说，现在是收鸭毛的淡季，他每天
骑着 28 英寸自行车，走遍好几个村镇，
也收不了多少。他说 6 元钱一斤收进鸭
毛，再以 9 元钱一斤卖给来收货的萧山
人，他从中赚差价，利很薄。

他收购鹅毛鸭毛甲鱼壳已经十几个

年头了，虽然现在因为白内障看不清东
西，但他还得每天走村串户收购杂货。
他说，鹅毛鸭毛收购最好的时候，鹅毛卖
给萧山人要 47 元一斤，鹅毛要经过加工
出口，外国人的羽绒服就是鹅毛做的。

我问他，一年收购下来，收入是多少？
他告诉我，好的时候是3万元，一般的时候
是 1 万元。我说：“怎么这么少呢？”他说：

“还好，我还有3亩多田地要种粮食的。”
我问他家楼房是几层楼的？他笑了

笑，告诉我他和老婆住平房，房子是 40
年前造的，大哥是泥水匠，舅舅是木匠，
他们帮他造的房子，造房的材料是原先
老房子拆下来的。

我问他除了收购鹅毛鸭毛、种田，还
有其他生活来源吗？他说就这些了，村
里帮交了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办了低
保户，日子还过得去。

他要走了，问我是谁。我说我是市
里的普通干部，下在村里。他说：“那我
什么时候才能又见到你呢？”我笑着回
答：“到时候碰到了呗。”

我跟着他走出村委会门口，看着他
骑上自行车。车前挂了一个甲鱼壳，自
行车后排座位两边各挂了两个黄色蛇皮
袋，那是他用来装鹅毛鸭毛的。他上了
车，向我挥了挥手，转身，一路吆喝着：

“鹅毛鸭毛甲鱼壳了！”

鹅毛鸭毛甲鱼壳
□ 缪宇光

狂漂正酣

李景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