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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深入黄山的背后——找寻徽州》是我社出版的“发现之旅”系列丛书中的一本。
该书出版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好评如潮。
正如文学评论家、作家范若丁所说的那样：《找寻徽州》“绝不单单是一本导游书，它有深厚的文化
内涵；不仅能使我们找回失落的遗憾，而且会使我们在一次真正的文化之旅中。
大大提升精神境界和思想视野。
”　  作者对“人类社会学”进行了全新的思考。
作者以自己在徽州厚重的生活积累为基础，对当地的人文历史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力图破译徽州（黄
山）“地灵”、为什么就会“人杰”的密码。
　  作者将“徽州学”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徽州学”是以徽州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
《找寻徽州》以其独特的视角。
对“徽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搜索，深层次的挖掘，高水平的概括。
通俗化的解读。
全书深入浅出。
鞭辟入里，同时也使旅游图书的文化内涵更显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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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武旭峰，广东旅游出版社的策划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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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戏说“徽州”    明朝末年徽州休宁出了一位著名的民族英雄，他就是与史可法并相媲美的兵部
右侍郎金声。
金声生于末世，偏不甘媚俗，在上书御敌无果后，辞归乡里。
当清军一路南下势如破竹，南明王朝危若累卵之际，他组织乡民，扼守关隘，收复失地，声振一时。
后兵败被俘，押往南京。
途经安徽芜湖时。
徽州人都来送行，并说：“等先生回来的时候，我们再来恭迎”，金声听后笑道：“倘再回来，就一
文不值了”。
金声被解到南京后，至死不降。
慷慨就义。
就是这个金声．他在谈到自己的乡亲时，给徽州人冠以一个很别致的雅号：“徽骆驼”。
这对生活于万山丛中。
任劳任怨，不畏艰辛，跋涉不止的徽州人。
真是一个入木三分的譬喻。
    徽州这两个字太身就很有意思。
徽州有一个流传己久的字谜：“二人山下就诗(丝)文,三炮打进四川城”。
谜底就是“徽州”二字。
笔者的一位文友笑谈问，曾拆字解释道：什么叫徽州人呢?徽州就是“家在高山下，出门两个人，身穿
旧丝褂，说话假斯文(以上释徽字)。
吃起饭来是一粒豆豉，一根萝卜丝；一粒豆豉，一根萝卜丝；一粒豆豉，一根萝卜丝，(释州字)：”
虽纯属笑谈，倒也十分形象生动，令人捧腹。
    徽州人的刻苦节俭是很出名的。
有一则笑话说：从前有一个徽商一生坚吝，虽聚财千万，可每顿吃饭时都是只从竹筒中倒出一粒豆豉
佐餐，人不舍得多用。
徽商儿子与父亲截然不同，每日花天酒地，一掷千金。
一日徽商正在用餐，有家人将败家子的恶行禀报于他。
老父一听五内具焚，痛不欲生。
一怒之下，将竹筒中一把豆豉倒于掌心，悲天怆地地说：“不肖子孙啊，你不想这个家好，我也不想
好了。
”说完一口吞吃掉了手中的豆豉。
    笑话未免尖酸。
但徽人节俭刻苦确是事实。
徽州歙县南乡有一首民谣：“手捧苞萝躁(玉米饼)，脚踏一盆火，除了皇帝就是我。
”在他们看来，只要吃上玉米面饼、烤上火，那生活就是最美好不过的了，可见他们艰苦到连想像力
也消失了。
黟县人生活更是俭朴，他们称吃早饭叫“吃天光”。
吃中饭叫“吃点心”，吃晚饭叫“吃落昏”。
旧时他们对一日三餐的概念是：“天光添一点，点心点一下，落昏混混过”。
一天中只有早饭才可添一点，中餐只能蜻蜓点水；至于晚上，黄昏已过，黑夜降临，吃了饭便是睡大
觉，多吃岂不是糟踏粮食了?还是混混过吧。
这种饮食习惯，对于今天“吃了晚饭喝晚茶，喝了晚茶吃宵夜”的广州人来说，真是不可思议。
    令人瞠目的徽菜    徽莱是我国八大菜系之一：传统的徽菜以重油、重色而让喜欢清淡的老广们望而
生畏：徽菜中有几道名菜。
一是腌鲜鱼，二是毛豆腐。
三是黑腌渍。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深入黄山的背后>>

这三样虽不算大菜。
但在徽菜中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    腌鲜鱼又称臭鳜鱼。
在休宁方言中“腌鲜”就是臭。
鳜鱼要变臭了再吃。
令不少外地人难以理解、瞠目结舌：毛豆腐也称霉豆商，是待豆腐长了一寸多长的白毛才下锅煎食．
并美其名日“吃了徽州毛豆腐，打你嘴巴都不吐”。
但中外游人仍然望而生畏：黑腌就是渍就是腌咸菜，咸菜腌到变黑。
无论如何也不如吃新鲜蔬菜营养丰富。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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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梦回红顶商人胡雪岩的祖居    踏访文坛老将胡适之的故里    走进奥斯卜大片《世故邪卧虎》的镜
中世界    遍游黄山南北的所有“世界文化遗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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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那些风景，不仅仅是造化自然生成的绝色容颜，更是指风景中的人们千百年来以智慧与灵性造就的文
化遗存，还包括那些神奇的土地上人们现时演绎着的鲜活故事。
　　《发现之旅丛书》通过作者个性化的行走，以个人的视角观照风景，以独特的心灵感悟风景，以
图文并茂的形式表现风景，为我们的魅力中国留下一幅幅永不褪色、世代流传的美丽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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