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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金丽

运河美食大家谈运河美食大家谈

7月 11日，由沧州日报社主办、0317火
锅鸡协办的“大运之河 全域走读”大型社会
活动第二场，在运河畔三大历史名楼之一的
清风楼举行。这一期的主题是“谈运河美
食，品沧州味道”。

千百年来，大运河穿州越境，帆影桨
声，为沧州带来了历史的机遇、城市的繁
荣，也带来了南北的风味，汇聚成独具特色
的沧州运河美食文化。来沧州不仅可以游运
河、赏美景、学非遗，还能品味河的味道、
海的味道，让人大快朵颐，感受这座城市的
烟火气和活色生香。

清风楼外，运河水静静流淌。清风楼
内，各界人士济济一堂。看似截然不同的运
河东与运河西的美食，相互交融成一座城市
的味道。在这味道中，我们品出了传承、创
新、包容，也尝到了乡愁、温暖和幸福。

大运河上，色彩纷繁，清香缕缕，回味
无穷。色香味中，多少运河美食，穿越古
今，通过舌尖，直达心底。这是沧州人松
弛、惬意的幸福感，也是外地人向往沧州的
理由。

百年饮食 变与不变

“一条大运河，半部中华史。河道延展，志
国运之强盛；水流畅达，鉴社会之兴旺……”

沧州市图书馆朗诵艺术团瓮宝禄、宋维
东、刘春霞、刘玉华朗诵的《大运河赋》，令
人思接千古，沉浸到悠久厚重的运河文化
中。活动也由此拉开帷幕。

沧州日报社常务副总编张徽贞说，“大
运之河 全域走读”大型社会活动是沧州日
报社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宣传的一个精品策
划，初衷是和沧州百姓一起触摸运河文化
的历史脉络，了解大运河的前世今生，更
真切地感受大运河带来的那些温暖的记
忆、新鲜的感动、细微的幸福、蓬勃的活
力。“千年不息的大运河，不仅为我们输送
着物质和精神养分，也带给我们灿烂的文
化和生动的生活。沧州美食，是我们舌尖
上的乡愁味道、烟火人间的生动写照。曾
经，它给予我们成长的美好记忆，如今，
已成为这座城市的一个个符号、一张张名
片。”

沧州市图书馆特藏部主任、沧州区域文
化研究所研究员吴树强带来了民国 22年的
《沧县志》影印件。现场，他一边展示县志中
的文字内容，一边解读百年前的沧州饮食特
点——

“过去人们大多吃腌制品。能代表沧州
特色的，有冬菜和虾酱。冬菜取运河边的
大白菜加蒜腌制而成，是河的味道；虾酱
则是沿海地区渔村人民的腌制品，是海的
味道。饮食中兼容河与海两种味道，在全
国并不多见，从中可一窥沧州文化河海相
济的特点。”

“很多美食是稳固不变的。比如噶巴、灌
肠、羊肠汤等，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餐桌上。用
羊肠灌血做成血肠熬制的羊肠汤，是百年前沧
州人早餐的一道美食，被称为沧州‘四大快’
之一。”

“运河边的特产之一沧州冬菜，历史上很
有名。100年前，福建、广东的商人直接用商
船来沧州贩运冬菜，行销泰国、日本等地，
年产40多万斤。”

……
沧州“义昌永”冬菜传承人刘向前，就

住在运河边的刘辛庄村，一直传承着祖辈的
冬菜制作技艺。他激动地说：“我听老辈人
讲，我们家的冬菜，通过运河漕运到天津，
被冠以‘天津冬菜’的名字，销往全国以及
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没想到竟有那么多
客商直接来买，由此可见，咱沧州冬菜的牌
子有多响！”

沧州美食，有一脉相承，也有变化与创新。
把店开在南川老街上的三指堂药膳，就

更新了羊肠汤的做法。“羊肠子可补阳、入
药，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过去偏爱
肥腴，现在注重健康。经过技术更新后，羊
肠汤更适合现代人的口味和需求了。”药膳总
经理王四杰说。

盐调百味 麻辣生香

如果说海鲜是沧州菜的魂，那么鲁菜就
是沧州菜的根。

鲁菜的特点是注重调味。盐是百味之
首。沧州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万树
森从远古时期夙沙氏“煮海为盐”讲起，从
长芦盐的形成、发展，到运河边设立的盐
场、盐码头，以及长芦盐运司在元明清时期
多番助力沧州城市建设，梳理千百年来盐、
运河、沧州三者的关系。“沧州是一座因盐而
兴的城市。过去富商士绅请客，专门设有盐
席。”万树森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解答了沧州
饮食历来口味偏咸香之谜。

人的口味有时像岩石般顽固，有时又如
流水一样豁达。沧州市饭店烹饪行业协会副

会长、0317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袁一宽
回忆，20世纪 90年代初的一个寒冷冬日里，
一股麻辣的味道自川蜀而来，并很快从运河
古巷水月寺大街四散开去，让这座历来偏爱
咸香的城市，忽然之间迷恋上了麻辣鲜香的
火锅鸡。

口味的改变看似简单，其实是和沧州的
精神气质相契合的。沧州人热情好客、好武
尚侠，骨子里的义气与爽快，一旦和劲爆火
辣的火锅鸡相逢，仿佛前生注定般，瞬间就
认定了彼此。从此，火锅鸡成了沧州人餐桌
上的一抹亮色。

0317是沧州的区号。2015年，袁一宽以
此注册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就笃定，要用火
锅鸡打造一座城市的味道。“当时，人们的品
位、口味都提高了，对美食的要求也高了。
一些传统的、比较粗放的经营方式，已经满
足不了人们的需求。当时很多人认为火锅鸡
不健康，上不了台面。我们在店面环境、食
材、配料等方面下功夫。当时就抱定一个想
法：改变人们对火锅鸡的认知，努力做有品
位、有品质的美食，让一锅小小的火锅鸡，
也能登上大雅之堂。”

9 年过去了，0317 火锅鸡迎来了丰收
季。如今，仅沧州市区，他们就开了 9家连
锁店，下半年，还将新开 3家店。今年“五
一”小长假，沧州成为全国最受游客追捧
小众旅游目的地城市第 6位。蜂拥而至的外
地游客对 0317火锅鸡青睐有加，用餐排号
都排到了 100多位。“中国生态美食地标保
护产品”“河北省著名品牌”“冀字号名
店”“沧州地标性美食”……各种荣誉纷至
沓来。如今，0317 火锅鸡化身为沧州美食
的符号，成为吸引外地游客“寻味沧州”
的重要一环。

袁一宽现在考虑的是：怎样做出一锅
更健康的火锅鸡。他沿运河南下，寻来山
东汶上芦花鸡。健康、可溯源的鲜鸡肉，
加上精心的烹饪，让火锅鸡通向了更完美
的风味。

“沧州的火锅鸡都好吃，每家的品牌各有
特色。”袁一宽说，火锅鸡之所以成为一座城
市的味道，不是一两家火锅鸡店做得好，而
是所有火锅鸡店共同努力的结果。

携手打造 城市味道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产业发展科文创负
责人鲁明君介绍，在最近推出的“大运河上
乐享生活”文化旅游消费季中，文旅部门推
出了“跟着美食去旅行”活动。活动现场，
沧州市饭店烹饪行业协会秘书长刘春生发布
了沧州特色旅游美食地图。

刘春生深耕餐饮业多年，一直在挖掘、
整理、深研沧州传统美食。他说，沧州历史
悠久，沉淀出的美食种类繁多、口味丰富。
他从沧州饮食谱系的角度对沧州美食的类别
进行了讲解，又从历史角度分析了沧州菜系
的来源和发展，让现场观众对沧州美食有了
更深的了解。他说：“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
看，沧州餐饮业一直呈现着传承、包容、创
新的特点。”

鲁明君介绍，通过“跟着美食去旅行”
活动，提升了火锅鸡、蔬菜宴、旱碱麦面花
等特色餐饮品牌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展示了
沧州大运河沿线的特色美食，还配套定制了
文创印章与打卡本，鼓励游客探店打卡。同
时，他们还借助抖音直播，走访非遗美食传
承人、地标美食主理人，共享美食盛宴。他
们还推出了 3条美食主题线路，将沧州的美
食资源与文化旅游资源相融合，以打造城市
新名片。

“美食不仅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历史文
化和情感的一部分。清末民国时期，沧州城
曾有30家饭馆，其中一些特色菜，京津的馆

子都比不了。”吴树强说，食物滋养人类、养
成味道、形成性格，也负载着情感。沧州有
运河、临渤海，发展文旅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要让游客们在沧州玩美了、吃美了后，
还能带着沧州味道回家。

运河西，九河下梢、诗经故里的河间，
藏着驴肉火烧的美味秘密。这里几百年前曾
有热闹的驴马集市，地利之便催生了面饼酥
脆、肉质香醇的驴肉火烧。功夫驴品牌创始
人张海涛思考的是，怎样让这种便捷的美食
适应快节奏的城市生活。

运河东，没有多远，就是渤海湾。海边
人讲究靠海吃海，以鲜入味。新鲜捕捞的当
季小海鲜，不需任何繁复的加工，用简单的
方式烹调，就能获得鲜美的风味。

运河畔，各色面食是舌尖美味。伏天来
临，沧州人的风俗吃食是：头伏饺子、二伏
面、三伏烙饼烧鸡蛋。戴玉符面条的第四代
传承人李芳芳在操作间挥汗如雨，制作面
条、卤子和菜码。她说：“家里人不愿意让我
做餐饮，可我铁了心要做。对我来说，这不
仅是生意，面条里浓缩着老姥爷、姥姥、妈
妈的一辈子。”

在运河穿过的南皮县，年轻的寨子老醋
第六代传人翟钦政，正在醋厂酿造气味独
特、醋香浓郁的“翟老憨”醋。不久，新醋
将被送往 0317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火锅
鸡的“神级”配料，出现在食客们的餐桌
上。翟钦政不善言谈，一颗心都放在酿醋
上。甚至，他都没有介绍，在中国特色旅游
商品大赛上，“翟老憨”捧得金奖，给沧州文
旅增了光。

从最初的“0317，一只有梦想的鸡”，到
现在的“做好一锅健康鸡，温暖一座沧州
城”，随着公司的壮大，袁一宽的目标也在不
断调整。下一步，他计划把火锅鸡推向全
国。目标变了，但立志把 0317火锅鸡做成沧
州城市品牌的初心没变。变与不变之间的分
寸拿捏，就像厨师精研菜肴时的那份斟酌与
取舍，又像百年饮食的变与不变，坚守与创
新如一体两面，相辅相成。

“有一年我出差回沧，从高铁站出来，迎
面看到那句‘0317，一座城市的味道’，心中
忽然被戳中，亲切感、自豪感油然而生。”沧
州日报社常务副总编张徽贞说。

不只火锅鸡，还有驴肉火烧、沧州冬
菜、寨子老醋、南川药膳等等，它们共同构
成了独特的沧州味道。大家纷纷表示，要共
同努力，发挥“匠人”精神，在传承沧州老
味道的同时，不断创新，使美食升华成文
化，将一道道沧州美食打造成一个个独特的
符号、一张张靓丽的名片，也成为外地人向
往沧州、爱上沧州的一个理由。

吴树强吴树强

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特别策划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特别策划
在“大运之河 全域走读”大型社会

活动第二场中，社会各界代表结合自身特
点，围绕运河文化与沧州美食的话题各抒
己见。他们表示，希望沧州的美食名片深
入人心，更多人因为沧州美食而爱上这座
城市。

中国美协会员、沧州渤海画院院长、
沧州市美协副主席黄金钟，中国美协会
员、沧州渤海画院执行院长韩旭：

7年来，我们夫妻从事了一系列沧州历
史文化题材的主题创作。作品《京杭大运
河》是国家艺术基金立项的美术·创作项
目，中国画《京杭大运河·乾宁驿》入选第
14届全国美术作品展。此外，我们还创作
了大量沧州主题的插画作品、插画合集、
壁画等。近年来，又涉足运河文创产品，
创作了《古运河三十景》礼品卡册、丝绸
画、《一船明月过沧州》主人杯、《水月》
盖碗、《新桥驿》茶盘等。

沧州作家代表吕宏友：
美食为作家提供了广泛的创作素材，

普希金、老舍、贾平凹等笔下的美食都让
人过目难忘。一条大运河纵贯沧州，诞生
了多少美味佳肴！作为本地作者，有责任
去书写、记录。我用诗歌、散文、小说的
形式，多次表达了对家乡美食羊肠汤、火
锅鸡等的喜爱。希望通过我们的文字，让
沧州味道传播得更远。

沧州儒悦书院院长林如月：
作为一名文化志愿者，在宣传沧州文

化时，我经常说，沧州有悠久的历史，
灿烂的文明，大运河穿城而过，融合了多
种地域文化。今天，我把我们创作的《运
河沧州韵》送给刘春生秘书长与袁一宽总
经理，希望美食文化带着沧州的韵味越来
越好。

沧州狮城印象店长刘梦宇：
狮城印象致力于推动沧州本土文化的传

播与城市精神的发扬。我们始终追求创新性
与差异化，精心钻研沧州文创艺术设计。一
年的时间里，我们设计出百余款沧州文创产
品，让更多的人认识沧州、了解沧州、爱上
沧州，把沧州的故事讲给世界听，打造沧州
的专属名片。

南皮县盛梓全调味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翟钦政：

作为寨子老醋制作技艺的第六代传承
人，我和我的团队以纯手工工艺、纯粮酿
造为特色，不断创新，打造了气味独特、
醋香浓郁、酸而不涩、绵甜柔和，独属于

“翟老憨”醋的味道。我们坚守质量品
质，坚持诚实为本，用心用情做好醋，努
力为沧州美食增添“味道”。

功夫驴品牌创始人张海涛：
原来我不了解驴肉火烧和大运河有什

么关系。今天，我忽然发现了它们之间的
渊源。河间处在南北通衢的要道，也紧邻
大运河。大运河南北交汇，让驴肉火烧产
生之初，就能满足南北口味差异化的需
求。这为驴肉火烧走向全国奠定了基础。
今后，我们将秉持匠心，把驴肉火烧做
精、做细、做好。

三指堂药膳总经理王四杰：
羊肠汤是伴随大运河而出现的沧州有

代表性的码头饮食。到了如今，如果还按
原来的方法来制作，已不适合现代人们的
脾胃，甚至会出现血脂高等问题。我们更
新了制作方法，加入茯苓、九指毛桃等十
七味中药材，让这道传统美食更健康，也
更适合现代人的口味。

沧州义昌永冬菜传承人刘向前：
今天收获很大，在《沧县志》上看到了

有关冬菜的记载。清末民国初期，我们家开
始有义昌永的字号。我们的冬菜用的是运河
边种出的大白菜，用特殊的手法加工而成，
一罐冬菜要经过四季的酝酿才能有那么浓郁
的味道，不是说腌一两个月就行的。义昌永
字号的含义是仁义、昌盛、永远。义字当
先。做生意先要讲仁义，才能永远昌盛。这
名字，越咂摸越能品出味道来。

戴玉符面条制作技艺传承人李芳芳：
沧州主要出产小麦，人们以面食为

主。戴玉符面条始于清宣统年间，经历四
代人百年传承至今，是运河畔深受老百姓
喜爱的传统面食。袁一宽总经理的目标是
打造一座城的味道，我的目标是传承家的
味道。我把过去的轧面条，扩展为做面
馆，为的就是能精心守护这碗能传递情感
和温暖的面。 杨金丽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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