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虾酱是很特殊的一种美食，喜欢的人觉得味美，不
喜欢吃的人恐怕难以接受。抱着好奇的心态，我也在
网上淘到一瓶虾酱，没想到开启了意外的美食之旅。

虾酱，是我国沿海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常用的调
味料之一，是用小虾加入盐，经发酵磨成粘稠状后，做
成的酱食品。味道很咸，一般都是制成罐装调味品后，
在市场上出售。亦有将虾酱干燥成块状出售，称为虾
膏或虾糕，味道较虾酱浓郁。

据传，古时某位皇帝多日操劳食不下咽，山珍海味
也味同嚼蜡，这可难坏了所有御厨。一名御厨回乡探
亲时捎回了两瓶虾酱。待到这位御厨当值时，他便把
虾酱盛在碟中，旁边还放上洗净的大葱，一并呈给了皇
帝。皇帝一看，觉着有些稀奇，就问：“这是什么菜？”御
厨看着菜色，灵机一动，答道：“此菜名为青龙探海。”皇
帝点点头，拿起葱蘸着虾酱吃了两口，顿时龙颜大悦，
连称好吃。由此，虾酱声名远播。

虾酱的腌制方法比较复杂，如果有闲工夫，可以自
己去菜市场买来新鲜的小虾，用网筛去除杂质，洗净沥
干，加入食用精盐拌匀后渍入陶缸中发酵，待到一定时
间，开罐吃就可以了。好在当今网络购物便捷，想吃虾
酱也不用这么麻烦了。

虾酱单独吃会觉得略咸，一般作为调味品食用。
与其他食材一起炒、蒸、拌，相得益彰，可用作各种烹
饪和火锅调味料。

最简单美味的是“虾酱炒丝瓜”，我会先将虾酱用
油炒香，倒入切好的丝瓜，翻匀后盖上锅盖焖2分钟
即成。

虾酱鲜美、丝瓜清香，不但有蔬菜的营养，虾酱中
含有的氨基酸、脂肪酸，能让人营养均衡。

还可以在虾酱中打上一个蛋，加点豆腐，撒上青
椒、葱花一起蒸熟，就是一道极佳的下饭菜。如果再加
上刚出锅的煎饼，外焦里嫩，配上虾酱，再卷上脆黄瓜
条，简直让人垂涎欲滴。

虾酱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铁、硒、维生素A等
营养元素，虾酱中还有一项很重要的营养成分--虾
青素，虾青素是一种抗氧化剂，虾酱颜色越深，说明
虾青素越多。适量食用对身体颇为有益。

虾 酱
○ 陈希子

美食大观

雪乡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县，
这里一年中有7个月积雪，隆冬季节几乎
日日雪花飞舞。

进入雪乡的那一刻，我的心情特别激
动。大巴车刚停稳，我抑制不住亢奋的心
情，第一个跳下车，对着皑皑白雪的空旷大
山，放声高喊：“雪乡，我来了！”

当我第一次漫步雪乡小镇时，不仅被
小镇景色所吸引，更被雪乡那纯粹的美丽
所震撼。整个小镇，白雪皑皑，银装素裹，
那厚厚的白雪铺在路上，脚下发出“咯吱咯
吱”的声响，那响声犹如天籁之音，摄人心
魄，仿佛置身童话世界。

小镇两旁整齐的农舍充满乡野情趣，
屋顶或平或尖，积着厚厚的一层雪。那美
丽的雪，天然堆成各种惟妙惟肖的造型，似
奔马、如卧兔、像神龟，更多的仿佛是一个
个巨大的蘑菇，千姿百态，异状纷呈。这一
片片洁白的雪花，仿佛是来自天堂的使者，
为我们捎来了另一个世界的问候。

雪乡小镇，日照时间比较短，夜晚来得也
比较早，大约下午4点多钟，天色便暗了下
来。家家户户门前挂着的大红灯笼突然都亮
起来了，整个小镇仿佛置入了红色的海洋。

要想欣赏到真正的北国林海雪原风
光，一定要深入到距离雪乡小镇之外的大
雪谷中去。只有在那一望无际的白雪皑皑

的丛山树林之中，才能体验雪乡辽阔之美、
壮丽之美。

走进大雪谷，不仅亲身领略了雪的妙
趣，而且深切感受到了与雪为伴、以雪为生
的林场人和皑皑白雪之间那种纯粹而真挚
的感情。

这里的雪质细腻，晶莹剔透，雪原最深
可达两米，中国第一雪乡名称由此而来。

大雪谷的雪质，不仅吸引许多摄影爱
好者，也吸引了许多影视作品来此取景拍

摄。大家熟悉的《智取威虎山》《闯关东》
《爸爸去哪儿了》等影视作品，其中许多重
要场景就是在这狭长的雪谷中拍摄的。沿
着山路走进雪谷，依然能看到当年拍摄影
视作品时留下的痕迹。

雪谷里积雪较深，每前进一步都很艰
难，许多游人拿着一根根树棍，走一步探一
步。这让我不由想起当年闯关东的艰辛，
而那些在茫茫林海雪原坚持斗争的抗联将
士们又是多么的不易。

在大雪谷里我们不仅探秘到赫哲族冬
捕文化，穿上东北民俗服装大花棉袄，还体
验了老东北民俗文化，剪窗花、推石磨、磨
豆浆、叼烟袋、做糖葫芦等百姓安逸快乐的
生活。而那些颇具东北特色的狩猎文化，
让我们再次真实感受棒打狍子瓢舀鱼，野
鸡飞进饭锅里的生活状态，真实体验东北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狩猎伐木文化。

冬季的大雪谷，美在它没有人工雕琢
的痕迹而巧夺天工，美在它深藏于原始古
朴的自然之中而浑然天成，美在它深藏于
广袤迷蒙的神奇之中而神秘奇异。

在雪乡的日子里，我们的足迹走进了
小镇的每一个角落。不论是炊烟袅袅的早
晨，还是灯笼高挂绚丽多彩的夜晚；不论是
绵延数十里的棒槌山木制栈道上，还是承
载深厚文化底蕴的雪乡博物馆里；不论是
笑声不断的二人传剧场里，还是扭着东北
大秧歌的人群中；不论是熙熙攘攘的大食
堂里，还是别具风味的特色小吃馆里，都留
下我们的身影，我们的笑声，我们的欢乐。

（本报综合）

雪乡留影
○ 孙仁寿

行者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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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贴士

女孩旅游小贴士
女孩子一个人出去玩，特别是到一个从未去过又

没有熟人的陌生景区旅行，提前做好准备，并在旅途中
注意应该禁忌的事项，就能让这一趟远行开心愉快，无
忧无虑。

1、现代女游者去旅行，已不允许不修边幅了，淡妆
素裹不但会令你的旅程增添姿采，拍照留念的效果也
特别好，可以留下更美好的回忆。女孩出外旅游可用
干湿两用粉底，加一支辱膏就足够了。

2、带一条围巾，它可以配衣服，令你“形象百变”，
而且又轻又不占位；在一些回教国家参观清真寺，又可
用当作头巾面纱，以示尊重。最后，它还可以包扎行
李，一物多用。

3、平常可在百货公司收集一些化妆品的试用样
板，去旅行时用，小而不累赘。

4、戴一只戒指，向那些你不喜欢的陌生男子说，你
已经结婚，而且正在等候你的丈夫。

5、入住旅馆时，要特别小心，若柜台人员把你要入
住的房间号码大声说出，你应要求入住另一间房间，并
要求他把房间号码写在纸上。

6、单身女孩有时有不少优待，在入住一些小旅馆
时，可要求折扣；当然，购物时也一样，好好利用这“特
权”吧。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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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古建筑文化之美

宝石古民居群宝石古民居群

宝石村，位于通山闯王镇。宝石古
民居群以散落成群著名，于2002年12
月被立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南岸，曾是一条热闹的商业街，富
商云集，如今，虽早已没了民国的风光，
墙面斑驳，木头发霉，瓦沟间早已长满

了青苔。北岸，房屋墙体虽已斑驳，但
依稀可以看出当年的“豪华”，鹅卵石铺
路，龙凤飞檐，雕梁画栋，庭院深深。

徜徉在绿如碧带的宝石河边，漫步
在鹅卵石铺就的阡陌小巷里，这里的人
过着都市人羡慕不来的慢生活。

周家大屋周家大屋

九宫山脚下的周家大屋，迄今230
年。2004年成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周家大屋占地面积4400平方米，由
青石、青砖、青瓦、青木构成，内建有厢
房、祠堂、小姐闺阁，大小房间132间，48
个天井，屋内家家相通，户户相连。

大屋四面环山，三面环水，前面是层
峦起伏的幕阜山脉，上九宫山的路从门
前经过。屋内有48个天井，大屋呈U字
形排列，周家大屋内设有民宿、农庄、土
特产店等，古屋的庭院深深让游客流连
忘返。

王明璠府第王明璠府第

王明璠府第为省重点保护单位，府
第所在的村为全国文化名村。

据资料记载，“大夫第”建于清咸丰
年间，占地6600平方米，古宅一进五重，
有28个天井，48间正房，16间厢房,拥
有家祠、家学，马厩、碾房、织房、柴房、

厨房和杂役间等三十余间，是湖北省现
存的明清建筑中规模最大的民宅，被称
为“江南第一宅”、“楚天第一大夫第”。
整座古民居的建筑风格融合南北，连贯
东西，建筑技艺上独特精湛，堪称明清
民居建筑奇葩。

王氏老屋王氏老屋

明嘉靖4年（1547），王德豫在江源
販里建立王氏老屋，至今已经历了470
余春秋。

迪拜堂内白墙黛瓦，石礅红梁，题
字门牌。穿过门廊，体会古时候大户
人家的庭院深深，一门套着一门，一眼

望去无穷尽。清咸丰年间，王氏老屋
由王氏族人所建，一进四重，内设 18
个天井，建筑面积达3000方米。2009
年，被命名为“王氏老屋”。2014 年，

“王氏老屋”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通山在湖北省享有“古民居之乡”的美誉。耳闻不如眼见。所以，建议您不妨挤出时
间，去看一看下面几处古名居，感受这些古建筑的文化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