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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于江津，兴旺于江津

酸菜鱼和太安鱼、来凤鱼、毛血旺、三活兔、泉水鸡等特色菜
一道，曾经撑起重庆江湖菜的半边天。喜欢酸菜鱼，熟悉酸菜鱼
的人很多，会做酸菜鱼的人也不少。尤其在江津，更是家喻户晓，
也是好多家庭自己会做的家常菜。可以说，酸菜鱼早就融入江津
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地地道道的江津菜，实实在在的江津味。

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江津市政府为了支持酸菜鱼的发
展，扩大和提升这一具有鲜明地方特色菜品的影响力，给予了一
定政策激励和工作鼓励。在双福这个交通方便的“津马要塞”，产
城融合新区，酸菜鱼首先得到迅速发展。除“邹开喜酸菜鱼”之
外，陆续又有“老字号酸菜鱼”“邹兄酸菜鱼”“聚三篇酸菜鱼”等品
牌走向市场。而今，酸菜鱼不仅从路边店走向了江津的场镇，走
向川渝各地，而且走向了全国好多大中小城市，走向了四面八方。

新年第一天下午，在上海休闲游览。我和老伴与女儿、女
婿、小外孙一家同行同乐，从洋泾港步行至黄浦江江边。阳光
明媚，冬日晴空里，江岸风光依然美。杨浦大桥的雄姿，黄浦江
的繁忙，两岸的繁荣，人行步道的舒适，文化创意的独特，环境
设施的完美，让我们拍照不停，流连忘返。高兴了，愉快了，走
累了，也到晚饭时间了。我们来到浦东新区南洋泾路上的一个
叫磁盛天的餐馆。

这是一家经营重庆特色菜的餐馆。大门口一幅广告画图：
我们来自重庆磁器口。本来我们只是冲着毛血旺去的。进门
时看见招牌：江津老坛酸菜鱼。图文并荗，十分吸人眼球，一种
亲切感自然升起。进入店堂，人还不少。除毛血旺外，我们当
然还要点江津酸菜鱼啰！当酸菜鱼上桌时，更让我兴奋的是那
装酸菜鱼的白色大瓷盘子，在边缘上，醒目地印有几个红色大
字：“来自酸菜鱼的故乡——江津”。我迅速掏出手机，对这瓷
盘连同酸菜鱼连连拍照。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印有酸菜鱼故乡
的瓷盘，而且是在远离江津的地方，当然让我很惊喜、很激动。
这是在上海呀，故乡的名称，故乡的菜品，故乡的味道，故乡的
情怀一并涌上心头。我们大饱口福，痛快淋漓，很愉快地在异
乡享受了一番家乡的美味。连平时怕辣椒的小外孙，也连声称
赞好吃。店长告诉我：“酸菜鱼很受欢迎。冬天里，送外卖的量
大，平时，店堂常常要排队等叫号。”

江津酸菜鱼，在大上海遇见你，这么多人喜欢你，足见你的
魅力！

以多种方式走出江津，走向四方的酸菜鱼，在不同的地方
和店堂，以惹人喜爱的品味品质品牌，服务大众，丰富生活，传
递风味，添彩故乡。

酸菜鱼与非遗

新年过后，回到了江津。春节前总有一些亲朋好友相聚，
餐桌上常常有酸菜鱼。那是江津人的喜爱，江津人的习惯，江

津人的味道。
大家都知道，酸菜鱼味美

鲜嫩，成为一款美食品牌，关
键在于传统技艺。因为传统技艺，这
就与非遗有了缘分。我和非遗评审的
专家庞国翔、邓正益是老朋友，听他们
给我介绍过若干关于非遗的内容和事情，也听他们给我讲过有
关传统技艺申报非遗项目的作用。

长江在江津流经127公里，并且有綦江河、笋溪河等众多支
流。在这江河密布、土地肥沃的鱼米之乡，鲜鱼和酸菜的组合
似乎是一种必然。既有着自然的先天条件，更有江津先人先辈
的智慧以及世世代代的传承和创新，使其成为一项系统完整的
传统技艺。可以说，酸菜鱼在江津，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在传
承中发扬，在创新中发展。这才成为一道从江津走向全国各
地，深受欢迎的美味佳肴。

而酸菜鱼能成为美食，其中包含着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酸菜要好。在江津的餐饮市场上，无论是哪家店，

其酸菜都是精心制作的精品。他们都有制作老坛酸菜的传统
方法和严格的程序。当然，做酸菜鱼的鱼要新鲜，优质品种，严
格筛选，精细加工。特别是作料配制，那是品种多多，配方齐
全，相得益彰，味道鲜香。各家酸菜鱼的制作过程和制作方法
既有共性的元素，也有独特的程序、环节和风格。

2021年初，江津启动了酸菜鱼申报非遗的工作，成立了评
审专家组。2021年8月，专家组作出了评审结论：酸菜鱼系传
统制作技艺，历史悠久，谱系清晰，数代以上传承，菜品特色突
出，技艺操作流程规范。在江津地区存在一定的历史、文化、经
济价值。经专家评审，同意推荐该项目为区级非遗项目达标。

2022年3月18日，江津区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酸菜鱼为
江津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是地方政府对地域特色产品发展提升的一种有力支持，
是对传统技艺的保护和弘扬，是对酸菜鱼技艺传承和创新的促
进，也是对酸菜鱼走向更宽广市场的自信和推崇。

成为了非遗，这项传统技艺的传承保护更有效，创新发展
更健康了；成为了非遗，酸菜鱼会走得更远，影响会更大了；成
为了非遗，酸菜鱼这一品牌更有底蕴底气，会更有力量在更大
空间遨游了。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江津区政协原主席）

中国文人雅士把“梅兰竹菊”称为“四君子”，而又把
“梅”排在首位，足以见对“梅”的看重和认可。梅与松、竹
又被誉为“岁寒三友”。梅，属于小乔木植物，傲立冰雪，
迎春怒放。它作为传春报喜、吉庆的美好象征，从古至今
一直被人们视为祥瑞之物。较早记载关于梅的文字有殷
商文献《书经·说命》里曰：“若做和羹，尔惟盐梅”；还有春
秋时期的《诗经》中出现了“山有嘉卉，候栗候梅”的描述。

由于梅的秉性不惧严寒，以高洁、坚强、谦虚的品格，
开在百花之先，给人以立志奋发的激励，自古文人雅士乐
此不疲地赞梅、咏梅、画梅、种梅、藏梅、食梅。

宋代诗人范成大所著《梅谱》中说：“梅以韵胜，以格
高，故以横斜疏瘦与老枝怪石者为贵。”所以，在诗人、画
家的笔下，梅花的形态总离不开横、斜、疏、瘦四个字。人
们观赏梅韵的标准，则以贵稀不贵密，贵老不贵嫩，贵瘦
不贵肥，贵含不贵开，谓之“梅韵四贵”。

在《全宋词》中咏梅词就有1120余首，唐宋以梅花为
题材的诗词作品多达4700多首。如陆游的《梅》：“三十三
年举眼非，锦江乐事祗成悲。溪头忽见梅花发，恰似青羊
宫里时。”如王安石的《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
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如柳宗元的《早梅》：“早
梅发高树，迥映楚天碧。朔吹飘夜香，繁霜滋晓白。”如李
清照的《渔家傲·雪里已知春信至》：“雪里已知春信至，寒
梅点缀琼枝腻。香脸半开娇旖旎，当庭际，玉人浴出新妆

洗。”如李商隐的《忆梅》：“定定住天涯，依依向物
华。寒梅最堪恨，常作去年花。”如辛弃疾《临江
仙·探梅》：“老去惜花心已懒，爱梅犹绕江
村。一枝先破玉溪春。更无花态度，全有
雪精神”等等，汗牛充栋，举不胜举。

宋代文人林逋应该是最酷爱梅花的
人。他终身不娶，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他
写的《山园小梅》广为传诵，其中“疏影横斜
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成为经典的咏梅名句。

贤达的林逋年轻时游学于江淮之间，四十岁便辞官
隐居在杭州城郊外，为草庐取名“巢居阁”，房前屋后遍植
梅树，还饲养了两只白鹤。他终日吟诗作赋，闲暇就在幽
静的梅林里转悠，嗅嗅红梅，看看白梅，肩上落着梅花瓣，
袖里沾着梅花香。一对白鹤慢悠悠地跟在身后，时而引
吭高歌，这便是他最惬意的“神仙”日子。

据说，林逋种梅有数百亩，品种十多种。他还采摘梅
花制作香料，收集梅蕊配制香茶。有一次，范仲淹登门造
访，他亲自煎茶招待。茶室简朴古雅，茶具精细灵巧，茶
水黄中泛绿。范仲淹品呷了一口，感觉满口生津，香而不
腻，甘而不涩，立即赞美道：“好茶！”林逋眉开眼笑地问
道：“范大人能品出这是何等茶叶所烹的吗？”范仲淹回答
道：“希文（范仲淹字）孤陋寡闻，只觉得如饮甘露一般，还
望先生指点。”林逋笑道：“这是去年冬天摘的蜡梅之蕊熏

制而成。”范仲淹惊讶道：“难
怪，这茶汤里渗透梅花的清香。”

古代大画家王元章、仲仁、黄庭坚、王冕、石涛、弘仁
等均是画梅的高手。值得一提的是宋徽宗赵佶，他虽做
皇帝在政治上毫无建树，但在艺术上造诣颇深，流芳千
古。赵佶的花鸟画，以极其严谨的创作态度，既从形象上
充分掌握了对象的生长规律，且以特有的笔调活灵活现
地传达出对象的精神特质，达到了高度成熟的艺术化
境。特别他画梅花技法娴熟，功底深厚，传世作品有《梅
花绣眼图》《梅花山禽图》等，并且他集结撰绘了我国第一
部专门描绘梅花种种动态的《梅花喜神谱》。

后人大师们画梅的有董寿平、王雪涛、陈半丁、张大
千、关山月等，其佳作珍品均被各大博物馆收藏。梅花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具有不屈不挠、奋勇当先、自强
不息的精神品质。文人雅士以梅为伴，相伴终生，实属
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需求，也是一生追求高洁人生境界
的垂范。 （工作单位：重庆日报）

以梅为伴
□陈利民

黄浦江边寻味
江津酸菜鱼

□王忠德

新年第一天，在上海。早餐后看手机，老朋友任正
铭的一篇“火遍台湾的这道菜，源头在江津”的文章，引
起我浓浓的兴趣。迅速阅读，倍感亲切。

《江津往事·寻踪》
征文启事

江津历史悠久，人文厚重，有着
1800多年的建制史。江津是中国长
寿之乡，重庆市第一个历史文化名
城，是中华诗词城市和中国楹联文化
城市。聂荣臻元帅生于此，陈独秀先
生逝于斯。为挖掘江津历史人文，
《重庆晨报》副刊部与江津区作家协
会联合举办“江津往事·寻踪”征文活
动。征文如下：

一、作者:作者不限，江津区内外
作者均可投稿；

二、内容:主要反映江津的前尘往
事。文史、党史、正史、津城秘史；奇事、趣
事、怪事、佚事，鼎山故事，包括地名来历、
历史轶事、人物奇闻、人文景观、民间趣
事、山珍美味等；

三、主题:必须正能量，向上、向
善、向好、向美；

四、内容:有据有因，拒绝胡编乱造。
凡江津百姓耳熟能详之旧事如“莲花石
爱情”爱情故事等，要写即要有新内容、新
发现。老故事新角度、新写法，不得抄袭，
不得侵犯他人权利；

五、写法:写法上注重“寻访”，要
有现场感；

六、字数:每篇1200～4000字，若有
珍贵照片可以配图；

七、在《重庆晨报》副刊和其他报刊
择优发表，刊发稿件均配活动专用题
花。征文结束后集辑出版，均给薄酬；

八、时间：即日起至2024年4月30日
止；

九、投稿邮箱：
912529179@qq.com
17708332565@163.com
欢迎来稿，欢迎参与！

《重庆晨报》副刊部
重庆江津区作家协会

王忠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