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梭在“面食之城”中卫市的大街
小巷，走进牛桂花的桂花香手工面馆，
一股股醇厚的豆香扑面而来，这是中
卫人留存在舌尖上的“家乡记忆”。

“中卫扁豆子面历史悠久，在民间
广泛盛行。扁豆子是西北地区特有的
食材，主要生长在宁夏、甘肃一带的沙
地，扁豆子也是一味中药材，《本草纲
目》中记载了其具有温养肠胃、利尿解
毒、益气中和等功效，将其添加在面食
中，既满足了口腹之欲，又能健体养
生，深受当地老百姓的喜爱。”第六批
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桂花香扁豆
子面传承人牛桂花说，独特的味觉体
验使得扁豆子面成为富有西北大漠人
文风情的一道美食佳品，也成为中卫
地标性特色面食之一。

牛桂花正在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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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制作过程繁琐复杂，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扁豆子
面的制作队伍逐渐出现青黄不
接的状况，这种技艺也被列入
非遗代表性项目。牛桂花也是
首次将中卫扁豆子面商业化的
代表。“作为传承人，我的责任
就是承上启下，传承老一辈人
的手艺，再教给后辈，如此反
复，让扁豆子面继续流传下去，
在宁夏遍地开花，同时也能够
带动本地就业，为社会发展作
出自己的贡献。”牛桂花说，一
碗扁豆子面看似简单，却体现
了中卫人民勤劳、善良、淳朴、
憨厚的精神风貌，又包含了中
华民族以孝为先、爱家勤俭、精
益求精的精神气节，吃的是碗
面，品的却是文化。

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扁豆
子面的美味，牛桂花近年来参加
了自治区、中卫市美食比赛、非
遗展示会等多种活动，并于 2020
年、2021年获得了沙坡头区文化

旅游招商推介活动十佳名小吃
第一名、宁夏黄河流域美食大赛
最具人气美食奖。2014年，牛桂花
决定以其“桂花香手工面”为品
牌，开设连锁店，向全区推广扁
豆子面。目前，全区已开有 12
家店面，牛桂花通过培养学徒，
标准化制作等运营方式保证面
条的味道，为慕名而来的食客提
供正宗地道的中卫扁豆子面。

如今的牛桂花，不再整日
守在面馆里，而是在新开设的中
央厨房中把控着扁豆子酱的味
道，确保连锁店面条品质如一。

“推陈出新是让手艺流传下去的
不变法则，目前，我们推出了半
成品扁豆子酱，方便顾客食用。
下一步我们将针对母婴及病患
者推出清淡口味的扁豆子面，并
对餐厅模型进行优化，在连锁店
的品牌、理念、产品、价格、运营
方式等方面加以规划，不断壮大
品牌规模，让扁豆子面走出宁
夏，让更多人记住。”

在老一辈中卫人的心目
中，“哪家女子会做面，就是一把
当家的好手。”

牛桂花做面的手艺是家族
相承，代代相传下来的。 1990
年，21岁的牛桂花结了婚，平日
去婆家看望公婆时，婆婆刘淑
芳经常做扁豆子面给她吃。一
碗面条下肚后，初次听闻扁豆
子面这种食物的她深深喜欢上
了这种沙软浓郁的味道，她随
即开始向婆婆学习做面技巧，
日复一日地擀面、下面，逐渐积
累经验，成为扁豆子面第三代
传承人。

过去，在粮食匮乏的年代，
扁豆子面是中卫地区穷苦百姓
的吃食。人们常将野菜、杂粮、
扁豆子和仅有的面条混合在一
起熬制以充饥饱腹。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高，扁豆子面也逐渐从
过去的“稀汤饭”转变成为时尚
养生的食品。“相比精细白面来
说，扁豆子更易产生饱腹感。做
扁豆子面首先要选豆，选出颗粒
饱满、品质优良的扁豆子，并放
入水中浸泡，让豆子变软。煎豆

是最为关键的一步，面好不好吃
就在于豆子煎得红不红，香不
香。煎豆的时候要把握好火候、
时间、翻炒动作、用水量，稍有差
池豆子就烧不红了。煎好豆子
后加水熬汤，汤快熬好时下入手
擀面，一碗扁豆子面就做好了。”
牛桂花说。

前后历时 1小时的选豆、制
面，扁豆子面新鲜出锅，面条爽
滑利落，煮熟后的扁豆子口感沙
软。面条和面汤混合到一起，一
碗香浓醇厚、色泽鲜艳的扁豆子
面就端到了食客面前。

学会了这门手艺后，牛桂花
决定开家面馆，一来维持生计，
二来向人们普及这道中卫地道
面食。2012年，桂花香手工面馆
开业了，起初店里人手不多，牛
桂花独挑大梁，每天凌晨 4时开
始准备食材，煎制豆酱，和面醒
发，一直忙到晚上十时才关门回
家。日复一日，牛桂花的辛勤付
出终于得到了回报，清香浓郁的
扁豆子面征服了众多食客的味
蕾，桂花香手工面馆也得到食客
普遍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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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艺人

新华社北京电 首届北京文化论坛日前在京开幕，来自政
府部门和文化单位负责人、专家学者、知名作家、演艺人士以及
基层文化工作者围绕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谱写文旅融
合新篇章、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等议题展开交流。

北京文化论坛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主题，以“推动
文化创新 赋能美好生活”为年度主题，由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
作为指导单位，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

在开幕式暨主论坛上，中宣部副部长、文化和旅游部部长
胡和平表示，要大力发展大众旅游、智慧旅游、绿色旅游、文明旅
游，更好满足人民特色化分众化旅游需求。中国文联主席、中国
作协主席铁凝表示，作家艺术家要把自己的心、自己的生命投入
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在历史的主体中锻造、建构自己的主体。
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市长陈吉宁表示，北京市将围绕群众文
化需求，提高文化发展水平，增加高品质文化供给，增进人民文
化福祉。中宣部副部长孙业礼表示，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
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激活其内在
的强大生命力。庆祝建党百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总导演陈维亚
表示，文艺工作者要脚踏实地、精益求精地认真搞创作，勇攀艺
术高峰。

新华社布达佩斯电 2022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
曲大赛匈牙利赛区比赛日前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落下帷幕。

本届比赛主题为“一起唱，创未来”。匈牙利赛区比赛由匈
牙利通格拉格音乐艺术中心承办，青少年组 12名选手、成人组
20名选手和外国友人组 3名选手参加了当天的比赛。经过两轮
激烈角逐，伍彤馨以一首《萱草花》获得青少年组冠军，陈璇以
《大地飞歌》获得成人组冠军，孔多尔·博格拉尔考演唱了一首
《乌兰巴托的夜》，获得评委一致好评，摘得外国友人组桂冠。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临时代办刘波在视频致辞中感谢承
办方秉承促进中匈文化交流、传承中华文化、服务旅匈华人华侨
的理念，将歌唱艺术与文化元素完美结合，希望侨胞们携手共创
未来，继续为中匈两国关系深入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匈牙利通格拉格音乐艺术中心主任通格拉格表示，希望参
赛选手通过演唱中文歌曲，激发出学习中国文化的更大兴趣。

自 2017年匈牙利设置赛区以来，“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
在匈牙利已成功举办六届比赛。

指挥家夏小汤在 2022 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节开幕式上指
挥乐团演奏。

日前，2022 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节在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
园三高炉开幕。近年来，北京市推动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此
次文化节以“山河永定，共向未来”为主题，通过开幕式文艺演
出、游走“三山五园”活动、举办文化论坛等展现西山永定河独特
的自然之美和文化底蕴。 新华社发

中国首部大型高原医学系列
专业丛书问世

首届北京文化论坛
聚焦文化创新赋能美好生活

2022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
中文歌曲大赛匈牙利赛区比赛落幕

2022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节
在首钢园开幕

青海大学日前对外介绍称，当日，逾 700万字、上百位国内
高原医学专家历时五年打磨编纂的中国首部大型高原医学系列
丛书，正式由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出版。

据记者了解，上述高原医学系列丛书由国际高原医学专
家、青海大学教授格日力领衔，包括 11部书，总字数达 700万字，
内容定位于低氧与大健康。丛书包括高原医学基础研究、临床
应用研究和本科研究生教学及大众科普用书，丛书内容涵盖了
我国高原医学研究的原创性、先进性成果。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焕明致信祝贺。他说，高原医学系列丛
书的出版发行，是我国高原医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某种程度
讲，作为世界范围内出版的首部系列高原医学丛书，会进一步提
升我们在国际高原医学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

中国生理学会原理事长范明认为，这套丛书突出高原特
色，从高原适应、低氧生理、病理生理、神经生理、运动医学、妇
产科学、临床医学和藏医药学的角度系统论述了国内外相关研
究成果。这套丛书是集高原医学大成者之作，代表着我国高原
医学出版物的国家水准。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高原病研究所所长皮特·哈盖特博士在
贺信中指出，格日力教授组织编写的这套丛书内容新颖，有很多
创新观点，富有前沿性和权威性。 （据中国新闻网）

陶寺遗址展示的陶寺遗址展示的古代文明
距今 4300 年至 4000 年，黄河中游处于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

区域，山西省襄汾县陶寺就是这一关键区域、关键时间点的代表
性都邑遗址。考古及研究显示，陶寺遗址已经具有完备的都城
功能，进入早期文明社会。陶寺遗址自 1978 年启动正式考古以
来，经过 40 多年的发掘研究，不断取得突破与进展，特别是 2002
年起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后，直至今天，一直是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遗址。
考古发现的诸多夏商之前

的大型遗址，为研究中国早期
都邑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是否具有大型城垣、宫殿宗庙、
王陵（王墓）、高等级手工业作
坊等，都是进行都邑遗址认定
的标准。考古探明陶寺遗址的
中期城址约 280万平方米，呈典
型的“回”字形，具备双城制结
构，分布有宫殿区、大型礼制建
筑、手工业区、王陵区、仓储区、
普通居民区等，功能齐备。

陶寺的观象台是迄今发
现的世界最早的观象台。天文
学家和考古工作者通过观象台
多次观测太阳地平日出，发现
那时的人们将一个太阳年 365
天或 366天分为 20个节令——
包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 4
个重要节点，来掌握四季冷暖
和农业耕作收获的节气，是有
科学依据的。通过天文官的观
象活动，为社会生产生活提供
最基本的服务，这体现了中国
古人顺应自然、遵循四季变化
规律的智慧。

这是中国古代重视天文
历法的实证。华夏文明有一个
突出特征，就是观测天象、制定
历法，以敬授民时。陶寺遗址
实证了这个重要特征。

陶寺遗址出土了大量乐
器，呈现礼乐文明的雏形。

陶鼓、鼍鼓、石磬形成组
合，随葬在早期王墓中，显示八
音初备。陶鼓、鼍鼓属于八音里
的革，石磬属八音里的石，陶埙
属于八音之土，铜铃属于八音之
金，木柷属八音之木。鼍鼓和石
磬是同一组乐器，配组方式为鼓
二、磬一，并伴有一件土鼓。鼍
鼓上口蒙有鳄鱼皮，整体形制呈
圆柱形。鼓腔利用天然树干刮
去树皮、掏空内腔并烘干后，外
施彩绘。鼍鼓高约 110厘米，一
般直径约 50厘米，个别的下部
直径达 90厘米以上。

陶寺晚期水井里还出土
一件完好的骨质口簧，与近年
陕西石峁皇城台出土数量较多
的口簧相一致。二里头遗址出
土的礼乐器，包括漆木筒的鼓、
石磬、铜铃、陶埙，显然是陶寺
文化礼乐器的继承与发展。

陶寺遗址出土的陶塑极
少，未见石雕，玉石器也基本是
素面。但贵族墓葬随葬的彩绘
陶器纹样瑰丽，几乎都是成熟
的几何纹样，回旋勾连为主要
模式，体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

通过分析陶寺的都城制
度、礼制建筑制度、丧葬制度、
礼乐制度、天文历法制度等，我
们认为，陶寺形成了一套比较
系统的制度文明。

（据《人民日报》）

呈现礼乐文明的雏形

陶寺遗址的王族墓地分
别出土了一件圭尺和立表，这
是目前考古发现世界最早的
圭表仪器实物资料。圭表用
来测量太阳的影子。水平置
于地面并标有刻度的是圭，垂
直于地面的柱是表，正午时刻
太阳照在表上，投下的影子被
圭上的刻度标记出长短。夏
至日影最短，冬至日影最长。
经过 10 余年研究发现，在陶
寺文化时期，圭表能够用于太
阳历法的制定，还可测量寻找

“地中”。陶寺圭尺第十一刻
度标长度为 40 厘米，合陶寺
1.6尺，是 4000年前晋南地区
的地中标准刻度。

陶寺圭表系统还可以与
步测结合，以陶寺古国都城为
地中测量，确定陶寺当时所在

的东亚大陆的东南西北四至
点，被称为“四表”，并据此创
立他们的“天下观”，即“东、
西、南、北、中”的政治地理五
方。陶寺都城的功能区划与
微地貌环境相配合，在一套完
整的观念指导下完成，即“天
地定位，山泽通气，火水相射，
风雷相搏”，而东南、西北、正
南、正北、西南、东北、正西、正
东八个重要方位已经用来代
表不同的功能板块。

陶寺早期王墓出土的蟠
龙纹陶盘，受到良渚文化黑陶
刻画蟠蛇纹和肖家屋脊文化
玉龙的启发，创造了中原的蟠
龙形象，影响到后来的河南新
砦文化、二里头文化、殷墟晚
商文化、两周、秦汉，直至发展
到今天的中国龙造型。陶寺遗址出土的玉琮。

测时定位的圭表系统

陶寺遗址出土的铜铃。

重视天文历法的实证 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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