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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读者《(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是《读者·乡土人文版》杂志社在杂志创刊10年之际推出
的一套系列丛书，该丛书根据杂志的8个经典栏目编选，共两辑14卷。
    《读者·乡土人文版》是一本以“乡土中国”为表现对象的综合性文化月刊，创刊于2000年，原名
《读者》(乡村版)，最先面向农村发行；2006年《读者》(乡村版)更名为《读者·乡土人文版》，并进
行了扩版增容，由原来的48页单色印刷调整为64页全彩印刷，同时面向全国城乡发行；2009年杂志再
次扩版至72页，成为一本展示乡土中国的大开本杂志，内容更丰富、视野更广阔、角度更全面。
杂志从创刊至今，已有10年。
10年来，《读者·乡土人文版》杂志一直以独特的视角聚焦乡土中国，关注平凡百姓的生活和命运，
采撷中国大地上的人文遗韵，发掘平凡人身上的人性光辉。
10年间，各级领导和广大读者对刊物的关心和爱护，激励着我们在工作中永怀感恩之心，勤勉、谨慎
，力求编辑的每一期杂志都能做到尽善尽美。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读者·乡土人文版》从当初的一株小苗，经过10年的雨露风霜，如今虽
未参天，但也健康挺拔，风骨独具，秀于刊林。
    回顾十年风雨路，采得香茗献知音。
适逢杂志创刊10年之际，为记录10年来的编刊历史，总结编刊过程中的得失，感谢读者朋友多年来对
杂志的厚爱和支持，我们将杂志创刊10年来汇集的美文精华，按照杂志栏目选编成《十年精华文丛》
，回馈广大读者。
    在丛书的编辑过程中，由于佳作众多，虽经多次删减，但仍有一些文章不忍割舍，因而，除《旅食
天下》和《行走乡土》单独成卷外，《百味人生》、《一方水土》、《百姓生活》、《亲情驿站》、
《心灵家园》和《风俗民情》大致按杂志前5年和后5年的时间顺序分为A、B两卷。
整套丛书将分两辑出版：第一辑于2011年年初出版，包括《百味人生》(A卷)、《百姓生活》(A卷)、
《亲情驿站》(A卷)、《心灵家园》(A卷)、《风俗民情》(A卷)、《一方水土》(A卷)和《旅食天下》(
全一卷)；第二辑包括各书的B卷和《行走乡土》(全一卷)也正式出版发行。
另外，应广大读者朋友的要求，编委会正在筹划编辑4本视觉主题图书，分别为《中国民居》、《乡
土映象》、《民间艺术欣赏》和《中国人文地理》，预计将于2012年年底出版。
    一本好书是一生的财富，它会为你开启一扇了解时代和世界的窗口，让你的眼界更开阔，让你的思
想更充实，让你的生活更有趣。
我们坚信《十年精华文丛》就是这样的书。
它会让你了解到乡土中国的魅力和神韵，体味到那感动人心的亲情故事和充满情趣的百姓生活，欣赏
到那独具特色的人文风貌和丰富多彩的风俗民情⋯⋯伏尔泰说：“当我们第一遍读一本好书的时候，
我们仿佛觉得找到了一个朋友；当我们再一次读这本好书的时候，仿佛又和老朋友重逢。
”《十年精华文丛》会成为你的朋友，相信它最后也会成为你的老朋友。
    鉴于编辑该套丛书时间紧促，加之经验不足，书中瑕疵在所难免，望读者朋友见谅。
另外，本杂志原副主编李一郎同志在选编这部书稿的过程中付出不少心血．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彭长城、副总经理陈泽奎和第一任主编胡亚权等在书稿的编辑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
的指导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十年精华文丛》编辑组    201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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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走乡土（B卷）（珍藏版）》选编的是《读者·乡土人文版》自2000年创刊至今，8大精品栏
目10年来刊发的经典美文。
本书辑录《心灵家园》栏目设立10年来后5年中所刊登的精华文章，《行走乡土（B卷）（珍藏版）》
由高剑峰所著，旨在抒写令人难以忘怀的乡村生活和那些触动心灵的乡野风光，用优美的文字营造乡
土世界淳朴浑然的意境，挥洒平淡中溢出的温馨乡情。
　　《行走乡土（B卷）（珍藏版）》是“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的其中一册，供读者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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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黄河从兰州市区流过，往北经过盐锅峡、桑园峡、什川等黄土高原上的山川后，便是一片宽阔的河谷
。
这一段大约5公里长的河谷大致呈东西走向。
在河的南岸有一片村镇，背山面河，那里就是被称为“陇上平遥”的青城．一座在历史的尘埃中渐渐
沉寂的百年小城。
    可是，也正是因为近几十年间黄河水道的废弃，才使这个村镇里几乎被人们遗忘的明清时期的古建
筑、四合院还完好地保存着。
福兮祸兮，有时只是一线之隔。
    青城一带的历史可追溯到汉代，至今在这里还能寻觅到汉代屯垦戍边的遗迹。
史料记载，唐代这里就修筑了龙沟堡。
宋代，青城一带的黄河成为宋与西夏的边界。
当地人传说在宋仁宗时，名将狄青任秦州刺史、泾原路副都总管。
他在巡查时认为龙沟堡一带地势险要，于是就在紧挨着唐代旧堡的东边又修筑了新堡。
新旧二堡呈“一”字形，东西绵延3公里，因此这座城又有了“条城”的称谓。
又因是狄青下令修筑的，便又被叫做“青城”。
    作为从兰州到包头水路的必经码头，青城一度客商云集，因黄河漂筏而形成的水路码头也非常热闹
，有许多以划羊皮筏子为生的人。
兰州划羊皮筏子的多是住在金城关一带的回族，俗称“金城帮”。
青城又叫“条城”，所以青城划羊皮筏子的被称为“条城帮”。
说起“条城帮”，青城人至今仍津津乐道——“条城帮”居然能在“金城帮”的家门口兰州争得一席
之地．在兰州黄河岸边拥有自己的码头，真是威风。
那场面，就像是年代久远的老电影，虽然记忆的划痕为画面留下了道道印记．但是让人越回想越觉得
有味道。
    坐车沿白(银)兰(州)高速公路经白银再向南折，过了黄河就到了青城镇上。
看看表。
也就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可是昔日顺黄河漂羊皮筏子从兰州到青城的水路，却要走一天的时间。
站在青城的黄河吊桥上，望着夕阳下粼波闪闪的河面，想象那从前的商人、筏客顺河而下的惊险与闲
适，竟有些怅然。
    青城的繁盛是在明清时期，当时，它由单一的军事城堡转变成了繁华的集镇。
就是因为那畅销全国的青城水烟。
    青城水烟自清末以后享有盛誉，形成了“甘”字、“条”字、“蓉”字等几大品牌。
尤其在东南沿海一带广受青睐。
在西部农村，我见到的烟具几乎都是用一根比筷子稍粗一点的骨头做的，像个抽纸烟的烟嘴，没有水
烟嘴的结构复杂，据说那根骨头取自鹰的翅膀。
它不似烟斗有着较大的填放烟丝的烟锅，骨制的水烟嘴每次只能容得下绿豆大小的一丸水烟。
抽烟时，需先点着油灯，再用西北到处都生长着的芨芨草棍从油灯上引火。
抽烟者衔着烟嘴在深吸一口气的同时，将那一小丸水烟点燃。
只此一口，就要很快将燃过的残烟灰“噗”地吹出，再捻一丸水烟填人⋯⋯    如今，在乡下也很难见
到有人抽这种水烟了。
不过，在青城偶尔还能见得到。
    制作水烟，在烟丝中要掺人姜黄粉、上好的胡麻油、冰片等数种名贵香料，而且要经过发酵、沉淀
等许多工序，这与工业化的纸烟生产过程是截然不同的。
有着几百年制作历史与人文背景的水烟业，有一个类似的参照物，那就是雪茄。
但两者命运迥异，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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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晚。
我在弯弯曲曲的青城街上边走边问，总算找到了青城镇文化馆馆长王天恩先生的家。
与王先生说着话，王妻已端来一盘煮熟的冬果梨请我先解渴，然后开始动手和面做饭。
    青城一带普遍种植的梨树品种叫“冬果梨”，这是一种深秋才成熟的梨，汁多、含糖量高。
甜中带酸，很合西北人的口味，虽然美中不足的是果肉稍粗，但仍深受人们的青睐。
    由于兰州地处高原，气候寒冷，冬果梨就有了一种独特的吃法：将梨煮了吃，这叫“热冬果”。
历史上，有心的小贩在煮梨时加入冰糖，甚至八角、花椒等调料。
“热冬果”不仅风味独特，还具有止咳清肺之功效，成为地方的一道名小吃。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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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行走乡土(B卷珍藏版)》由高剑峰所著，中国有10多亿人口，谁也无法割舍父辈或祖辈扎根土地而涌
动在血液里的一脉乡情。
乡村人读了她，觉得熟悉而热爱；城里人读了她，觉得亲切而喜欢。
    “乡土”是一个质朴纯净的词语，这本书把这个词诠释得十分到位。
读她，带给我的不只是怀旧和抚慰，更多的是回溯精神之源，探寻生命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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