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文化·生活 2024年 6月 12日 星期三 责编：尹航

行走在戈壁滩，旅人偶遇一

个俯卧酣睡的婴儿雕塑，又邂逅

了一座纯白镂空的唐式建筑。

这是进入了奇妙的梦境，还是闯

入了海市蜃楼？

这里，是甘肃省酒泉市瓜州

县。

唐朝边塞诗人岑参曾写下，

“白发悲明镜，青春换敝裘。君

从万里使，闻已到瓜州。”

瓜州县地处河西走廊西端，

是与敦煌毗邻的丝路“姊妹城”，

这里自古就是东进西出的交通

枢纽，古丝绸之路的商贾重镇，

敦煌文化的中心地带。

这片土地，除被称为“世界

风库”、世界“风电之都”，还有

“中国蜜瓜之乡”的称呼。

如今跨越万里来到瓜州，你

将处处邂逅传统文化与烟火气

息交融的“神来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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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羊头煮麦
羊头煮麦是瓜州以及金塔一带的一

道 地 方 美 食 ，其 他 地 方 很 少 见 ，这 道 美

食 里 面 有 麦 子 、有 肉 、有 汤 ，喝 一 口 汤 ，

没有羊肉的膻味，有的是麦子淡淡的清

甜 ，姜 片 的 微 辣 和 羊 肉 汤 的 醇 厚 口 感 ，

再 吃 一 口 麦 子 和 肉 ，麦 子 柔 中 带 硬 ，羊

肉 软 烂 又 不 失 嚼 劲 ，完 美 搭 配 ，味 觉 享

受。

2.瓜州拉条子
瓜州拉条子又叫瓜州拉面。拉条子

是西北人的主要面食之一，在西北家喻户

晓，瓜州拉条子在河西地区很有名，因其

特殊的人工做法和独特的香味吸引了大

量游客前来品尝。

3.瓜州酿皮
瓜州的酿皮以面粉为主，酿皮透亮细

腻，摆上蔬菜丝，浇上特制的酱料，加上蒜

水、秘制辣椒油，香辣爽口，口感筋道。

4.双塔鱼
到 了 敦 煌 和 瓜 州 一 带 ，必 吃 双 塔 的

鱼，尤其是双塔酸辣鱼。在正式上桌之

前，鱼已经经历过一番热油的洗礼，外皮

被炸得细密酥脆，更容易吸收酱汁的味

道，鱼肉软烂入味，用筷子轻轻一拨就露

出雪白的模样，稍微蘸点酱汁，酸辣的香

味便在嘴里蔓延，甚是美味。

5.瓜州羊肉串
来到瓜州怎么能不吃烤羊肉串，在瓜

州各大市场，烧烤摊不见得有多大，但却

个个生意火爆，串好的羊肉串往烤架上一

摆，撒上辣椒粉孜然粉，滋的一声噼啪作

响，不一会儿就嫩汁横流香味四溢，是很

多食客的至爱。

6.酥皮油糕
油糕是瓜州一种特色的传统小吃，是

油炸的一种糕点，呈椭圆形状，馅一般是

红糖或者白糖，油糕吃起来既甜又软绵。

油糕色泽金黄，细腻柔软，属纯天然绿色

食品。

7.卤肉拉面
瓜州卤肉拉面的主要食材是猪肉和

小香芹。做法将青椒切丝，入油翻炒，加

入勾兑好的淀粉，然后加入醋、盐、花椒

粉，再放一点味精，将料汁倒入面中，拉面

口感柔软、绵滑，肉品油而不腻。

8.刺猬包
刺猬包色泽洁白，形似刺猬，质软甜

润。荞面粉与黏米粉加水揉成荞面团，莲

蓉加入白糖、蜂蜜拌匀成馅心，再用剪刀

剪出“刺”，芝麻嵌上眼睛放入盘中入笼蒸

熟即成。

9.香豆油饼
香豆油饼的主料是面粉，配料是香豆

粉，调料为糖、胡麻油等。香豆，在瓜州的

地方名又叫苦豆，植物香味浓重，是做油

饼、馒头、花卷等面点的极佳添加食材。

10.开心凉粉
瓜州的凉粉集麻、辣、鲜、

香、色为一体，以独特风味，

口感舒适，回味悠长，赢

得很多人的青睐。

11.酱香饼
瓜州酱香饼做法简单，在锅中放入适

量的油，把薄饼放入锅中，小火慢慢煎至

两面呈金黄色即可出锅。再放上制作好

的酱，均匀抹上面饼，撒上葱花、芝麻等即

可食用。酱香饼采用瓜州自制酱料，有种

独特的鲜香。

12.胡麻饼
胡麻饼又称胡饼、芝麻烧饼，

是瓜州小吃之一。以面粉为

主 烙 制 而 成 ，其 特 点 为

色泽黄亮，皮酥内软，

酥 脆 油 香 ，咸 淡 适

中 ，营 养 丰 富 。

（本版编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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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你会因为什么爱上西北的一座小城？爱

上瓜州，理由总有万千，爱她见证亘古与变迁

的沧桑，爱她彰显大爱的善意和情怀，爱她丝

路悠长和书写传奇的故事，也爱她街头巷尾

的浪漫和朝朝暮暮的烟火气……

长 15 米，阔 9 米，高 4.3 米，一尊安卧于瓜

州天地怀抱中的棕红色孩童雕塑从何而来？

这座雕塑名为“大地之子”，由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董书兵创作，以红砂岩

为 主 要 材 质 ，利 用 三 维 扫 描 获 取 模 型 数 据 ，

再分块进行３D 雕刻，最后逐块雕砌安装成

型。

2016 年，“大地之子”在瓜州戈壁上横空

出世，但它的出现却并不突兀，它的身后是瓜

州的历史与文脉。

瓜州因造型艺术而名闻天下。这里有首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榆林窟，它被称为

莫高窟的“姊妹窟”，表现内容、艺术风格、绘

画形式和莫高窟一脉相承，同属敦煌石窟艺

术体系。这是古丝绸之路上一大美术圣地，

保存有位居全国第三的泥塑大佛。

千年前，繁荣的丝绸之路缔造了以莫高

窟、榆林窟等为代表的文化高峰。千年之后，

“一带一路”倡议使丝绸之路迎来了一次新的

历史机遇。“大地之子”伫立在丝路戈壁上，既

是对瓜州造型艺术传统的延续，也创造出属

于今日丝路的新艺术形式。

随着“大地之子”的成功“出圈”，瓜州戈

壁国际雕塑艺术长廊建设顺利推进，一系列

大型户外雕塑相继建成，串起了一道亮眼的

人文风景线。

还有一座白色雕塑名叫“无界”，总长 60

米，高 21 米，宽 40 米。

整个雕塑宛如空中楼阁，随着光线不断

变化，在大漠中呈现出众多迷人的影像。

在造型上，“无界”以榆林窟第 25 窟盛唐

经变画中的建筑样式为蓝本，融合了中国传

统建筑样式。第 25 窟是榆林窟最具代表性的

洞窟，其中唐代原作壁画《西方净土变》和《观

无量寿佛经变》，被誉为旷世精品。

在建造时，“无界”以现代建筑材料为载

体，使用了约 6300 根特殊定制脚手架，用约 3

万个扣件连接。传统与现代，在这座“海市蜃

楼”上得到完美融合。

如今，戈壁滩的艺术创作已经成为瓜州

旅游新名片，“风语者”“戈壁方舟”“汉武雄

风”等大型户外雕塑相继建成，讲述着戈壁文

化的独有魅力。

行走在戈壁滩，邂逅一座座惊艳的现代

雕塑，别惊讶，这正是瓜州历史文脉与时代精

神相遇绘出的“神来之笔”。

二

到瓜州，怎能不吃瓜？

《汉 书·地 理 志》记 载 ：“ 古 瓜 州 地 生 美

瓜”，“其地今犹出大瓜，长者狐入瓜中食之，

首尾不出”。

西晋《广志》中亦有“瓜州大瓜如斛，御瓜

也，甘胜如蜜”之载。可见当时瓜州的瓜品质

优良，已经声名远扬。有诗赞曰：“冰泉浸绿

玉，霸刀破黄金；凉冷消晚暑，清甘洗渴心。”

当时生产的蜜瓜“西逾葱岭，成为西域各国贵

庶之爱物；东入长安，作为稀有贡品奉献帝王

之家”。优越的种植资源，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和瓜农世代积累的种瓜经验，使得“瓜州蜜

瓜”誉满天下。

瓜州是古代东进西出的交通枢纽，古丝

绸之路的商贾重镇。相传西汉时张骞受命出

使西域，行至安西忽染重病，卧床不起，多方

寻医无效，一日一江湖郎中寻至张骞下榻处，

切脉后说此系心火上泛，吃瓜便可治愈。张

骞吃后病很快痊愈，张骞完成使命后回到长

安，念及腊月得瓜救命一事，便亲自将此地起

名瓜州。

张骞回京后向汉武帝呈上瓜州蜜瓜，汉

武帝品尝后赞不绝口，随口说道：“此瓜沙而

不绵，甜而不腻，脆而不硬，嫩而不软，真乃瓜

之上品也！”尽管是传说，亦见其品质。

1941 年 10 月，于右任考察瓜州（时为安

砥），吃了瓜州的瓜果后不由发出“瓜美梨香

八月天，胜游能复续今年”的感叹。

蜜 瓜 ，全 国 各 地 皆 有 品 种 ，但 如 此 赞 誉

有 加 者 ，恐 其 不 多 。 有 道 是 ：“ 人 道 安 西 瓜

果 香 ，瓜 甜 果 脆 杏 金 黄 。 我 来 正 是 瓜 时 节 ，

未吃甜瓜嘴也香。”“旭日霞光豁远眸，垄上

瓜 稠 ，地 里 棉 稠 。 绿 杨 掩 映 村 落 幽 ，昔 日 荒

洲 ，今 日 蜜 洲 。”“ 馋 饮 酒 泉 酒 ，又 尝 瓜 州

瓜。”

“瓜州四月八，布谷啼恰恰，回看紫陌上，

无处不点瓜。”这是种瓜；“碧蔓凌霜卧软沙，

来年处处食西瓜。”“早穿棉衣午穿纱，围着火

炉吃西瓜。”这是食瓜；“种出东陵子母瓜，伊

州佳种莫相夸。凉争冰雪甜争蜜，消得温暾

顾渚茶。”这是赞瓜。瓜州以瓜为美，以瓜为

荣，以“瓜”名之，更是名副其实。

瓜州蜜瓜 2011 年被列为中国农产品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有 4 个系列 30 多个品种。

宝丰蜜、香妃蜜、金银蒂、玫珑、流星雨、金香

玉……只听名字就已经感受到了瓜州蜜瓜的

香甜可口。

一口咬下，咔嚓一声，瓜州蜜瓜的甜蜜瞬

间 从 齿 间 喷 涌 出 来 ，让 整 个 味 蕾 都 跳 跃 起

来。而最让人享受满足的，是那种脆香的细

腻感和又久又妙的芳香气味，给了挑剔的食

客味蕾最好的满足……

三

车辆驶入瓜州，你还会看到另一番奇景：

一 排 排 矗 立 在 茫 茫 戈 壁 滩 的 风 车 连 成 一 片

“白色森林”，巨大的桨叶“随风起舞”，一座座

输电塔高耸挺立。

瓜州风之大、风之多，使它具有世界风库

的称号。“无风满地沙，有风不见家”“一年一

场风，从春刮到冬”，风吹散了大漠孤烟，在瓜

州大地上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

面 对 风 沙 危 害 ，一 代 又 一 代 瓜 州 儿 女

栽胡杨、种梭梭，调柴草、固沙丘，从人拉肩

扛 到 科 学 治 沙 ，从“ 三 北“ 防 护 林 建 设 到 重

点 风 沙 口 治 理 ，从 生 态 公 益 林 栽 植 到 新 农

村 绿 化 美 化 ，实 现 了 从 沙 进 人 退 到 人 进 沙

退、从 戈 壁 到 绿 洲 的 蝶 变 ，筑 起 一 道 道 绿 色

屏障。

在逆风植绿的过程中，瓜州人也开始顺

风而为。经过勘测、评估，瓜州属我国一类光

资源区和二类风资源区，风光资源量大质优。

御风而上，瓜州开发好“一阵风”，发展出

“一条链”。

从“世界风库”到“风电之都”，瓜州儿女

让曾经谈之色变的风害，变成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新能源，在瓜州大地上书写出浓墨重

彩的新篇。

而瓜州当地人从容静定、心胸开阔、温暖

好客的生活韵律也令人印象深刻。

瓜州自古民风醇厚，包容和谐。从地理

环境来讲，瓜州地处河西走廊最西端，戈壁之

地，地域辽阔，视野开阔，生活在此地的人就

有 大 漠 的 豪 情 与 开 朗 ；从 历 史 来 说 ，此 地 的

“悬泉置遗址”坐标着瓜州是中国古代最早的

驿站之域，开放之境，陆上丝绸之路的节点之

城，多元文化的传播之地，这也让此地百姓有

了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历史文脉滋养着这座

小城，也孕育出了此地携着诗书风流的人间

烟火。

甘肃瓜州，这座丝路古城的风采值得被

更多世人领略。

出发吧，向着瓜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