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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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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雅称“田阳”，别
称“岩城”，明嘉靖十四年
（1535年）置县，为延平、漳
州、泉州辖下的尤溪、永
安、漳平、德化“三府四县
地”。县城西侧的白岩山，
自古是风景名胜，山之东
麓古木参天，西面白岩倚
山突兀凌空，形若巨印玉
章，色白，由此得名。

明万历版《大田县志》
记载：“白岩，城右下有
庵。”白岩庵坐西向东，正
殿供“张公祖师”，周围环
境秀丽，香火极盛，历代登
白岩览胜者络绎不绝。文
人墨客于此多有吟赋，诗
文佳作极多，与白岩题刻
相映成趣。县志收录了延
平知府冯岳写的《赤白二
岩》诗：“嶙峋双峙碍行云，
金火星临景不群。夜月山
空屏敞玉，朝霞海曙壁如
焚。势雄百谷堆疑阵，秀
拔千峰丽毓文。紫竹白云
相间处，晨昏钟磬递相
闻。”

建县后第一个考取进
士的大田人田一俊（号
钟台、钟峰），系统地描写
了白岩山景致，赞美《十二
景绝句（白岩）》有《六合晴
望》《中亭晚眺》《东峰月
色》《下寺钟声》《青屏旭
照》《玉印云封》《石洞藏
云》《线天漏月》《古木虬龙》《乳泉冰雪》等，其中

《城市暮霭》描绘“山城日落暝烟亭，雉堞分明月
乍轻。坐久四天风露合，云中突兀一峰青”；《禾
黍秋风》里的风光自是“东皋舒啸破秋烟，曲曲
长渠遍绕田。桑柘欲随杨柳瘦，微烟酿雨可人
怜”。在《十二景诗叙》里，历官至礼部左侍郎教
习庶吉士的田一俊感叹：“岩之胜，仙都也。自
有宇宙，便有此岩。余列为十二景，传之同好。”
他还写了《题白岩》诗：“何年神斧五丁开，万壑
千岩秀色裁。众窍一声山乐响，月明应有鹤飞
来。”《题白岩石壁》：“百丈层崖削不成，乍看欲
坠使人惊。何年虫蚀苔乃补，几处峰悬树若
撑。返照全摇金的历，归云半锁玉峥嵘。时来
独上峰头坐，月下飘飘听凤笙。”《题白岩回文》：

“虹绕路看真屈诘，鹤来人拟共留攀。风回谷响
斜枝亚，日逗林开细草斑。空翠湿霞朝染袂，石
坛蒸霭暮沉山。同谁有兴嘉逢偶，松爱清阴云
爱闲。”

与田一俊同为大田明代“三峰才子”之一的
郭奇逢（号鹤峰），历官抚州通判，他写《白岩次
韵》：“山城佳胜处，幽艳独兹岩。傍郭琳房静，
撑空锦石尖。真诠探秘笈，疑义破群签。直欲
空诸有，身心共此潜。”田一俊的族叔田琯，大田
建县后的第二个进士，官至云南兵备副使。其

《白岩山题咏》道：“剩有巑岏郭林外，危楼高倚
碧岩岭。摩挲石磴苍苔古，披拂烟云绿树阴。
点花灵山曾入梦，辟成仙界可登临。凭栏极目
天涯外，风景无边足赏心。”

旧时各地官员和文人，习惯在地方上编本
地名胜“八景”。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知
县叶振甲到任，他认为“田钟台先生十二景绝
句，俱为白岩者题，未及邑四隅也。余就近城凭
眺，偶得八题，赋诗如左（下）”，就以县城附近编

“田阳八景”，白岩和赤岩被列为第二景“双岩映
翠”。《咏白岩》：“擎天柱石势棱楞，若与丹崖并
崛兴。壁立青山千丈雪，寒凝赤土一条冰。两
三村落炊烟照，大小田间月影层。欲拂苍苔题
近句，此身已共白云升。”

1868 年，满人八十四到任大田知县，第三
年题刻《白岩题咏》。“印石凌空起，峥嵘冠大
荒。撑持天半壁，卓立水中央。俯视云程近，高
乘土壤强。旧题今复没，我继两三行。”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岁贡，谢洋人林向
春《白岩》：“嶙峋峭壁碧如油，磨炼冰霜几度
秋。遥想硕人盘古日，白云明月共悠悠。”清廪
生（秀才）范育英《白岩题咏》二首：“白云原是读
书堂，地占西方即上方。叠石为屏金焕彩，因山
成洞玉韬光。千寻粉壁朝凝露，百丈琼楼夜染
霜。高洁未能忘色相，故留岸隙漏斜阳。”“白岩
谁构夕阳边，片石高撑尺五天。重叠银堆仙世
界，峥嵘粉希佛山川。东来旭照金铺地，南望云
屯玉映田。皓皓粼粼空色色，梅花原与结前
缘。”廪生范友莲《白岩秋夜》：“白岩磊磊势峻
嶒，层累天工应几曾。五夜蠡钟声似吼，千寻鳌
驾力能胜。碧潭水沏银蟾浴，粉本图开玉露
凝。直待春来花焕发，素罗衫子换红绫。”

如今，白色岩峰虽然不见，也不见了白岩
庵，所幸白岩山依旧在，是市民休闲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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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十月十五是下元节，宁化又
称“十月半”或“完冬节”。每至此节，
宁化客家人就有打糍粑、吃糍粑、分送
亲友的习俗，城乡飘溢着浓郁的糍粑
香。

下元节与元宵（上元）节、中元节
合称“三元”，道教视为天官、地官、水
官的圣诞日，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
官解厄。古代，三元时节都要敬神，元
宵节吃“松圆”，中元节食米粿，下元节
品糍粑，这也是宁化客家人的习俗。

下元时节，晚稻（包括糯稻）收成，
制作糍粑原料充足。我的家乡盛产糯
谷，当地人称作“担杆糯谷”，米粒又细
又长，质地光泽透明，做出来的糍粑特
别绵软，口感极好。

做糍粑，要先将优质糯米浸泡在

水中 24 小时，捞起滤干，倒入木制饭
甑，旺火蒸熟，放在手上搓烂，没有米
心方可。之后将糯米饭分几次倒入石
臼，年青壮汉用木棰沾净水，趁热频频
擂压、捣碎，使饭粒粘连，结成一团，能
发出“啪啪”的响声，再高高举起木棰，
用力捶打。通常石臼旁半蹲着一名眼
敏手捷的女子，在擂打间隙用手翻动
糯米饭团，使擂打均匀，还要快速把粘
在木棰的糯米扒下。

两人相互配合，糯米被擂打得不
见米粒、柔韧如胶就可起臼。将捶好
的糍粑捏成碗口大扁圆状的“大糍
粑”，抹上熟油，排列在簸箕内。食用
时将糍粑沾上白糖，十分柔韧甜美。
也有的将糍粑捏成比铜钱稍大些的扁
圆状，叫“小糍粑”，将炒熟的黄豆、芝

麻磨成细末后加进白糖
（或红糖），将小糍粑均匀
地沾上糖豆粉，吃起来既
不沾牙又豆香扑鼻，十分
可口（当地又叫“糍粑滚糍
粉”）。记得小时候，糍粑做
好，母亲就会装上一盘端至神龛
供奉，之后吩咐我把糍粑送些给左
邻右舍、亲朋好友。晚上，除了一大盆
热气腾腾的糍粑，还有红烧肉、酿豆腐
等，让我们美美地享用下元节的家宴。

儿时，听村中老人讲起糍粑的故
事：传说宋时河南某地有大蛇，当地官
员害怕它，每年要用女孩祭蛇，已经被
蛇吞掉了九个女孩。一个少女为了除
害，挺身而出，带了一只咬蛇的狗和一
大包糯米做的糍粑，先用香糍粑诱蛇

吞食，然后驱狗咬蛇，少女用剑猛砍蛇
致死。后来为纪念这位斩蛇除害的女
英雄，人们一到深秋糯稻收成后就做
糍粑祭祀她。

糍粑历史悠久，宋代以前中原地
区就有。宁化的糍粑是客家人南迁时
从中原地区传入的。如今，这道美食
成为客家小吃，上了宴席餐桌。

下元糍粑香
●连允东

邓文铿：深山走出的清官
●聿 玉

三元区岩前镇眉山村邓文铿故居——三鼓堂始建于宋末元初，目前已完成重修。

三明文脉
〉〉〉〉〉〉〉〉〉〉〉〉

弹劾驸马

明洪武十七年（1384 年），邓文铿
考取举人，第二年即高中进士，任广东
高州茂名县知事，因政绩显著，被提拔
为刑部主事。

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邓文铿担
任都察院佥都御史（中央监察机关的
最高首长）。

当时，陕西、四川等地茶叶走私
现象十分严重，朱元璋的驸马欧阳伦
奉命前往巡禁。这家伙觉得自己是皇
亲国戚，可以为所欲为，竟以身试
法，私自将十几万斤茶叶偷运出境。
然而纸包不住火，当时西安城流传一
首民谣：“驸马车队，私茶藏内，衙
门庇护，官官相护，王子犯法，庶民
同罪，一朝案举，拿赃捉鬼。”消息
传回京城，满朝文武装聋作哑，没人
敢讲这件事。一身正气的邓文铿却挺
身而出，上书弹劾欧阳伦。

明初，茶叶与盐、铁都由国家专
卖，是国家财政所系。由于事实清楚，
人赃俱在，朱元璋不得不下旨赐死欧
阳伦，对其他有关人员也作了相应判

处。朱元璋用铁腕手段惩治贪腐，制定
一系列严峻的刑法：游街杀头、枭首示
众，甚至剥皮充草，并将人皮草袋置于
衙门之旁以儆效尤，杀驸马乃无奈之
举，为的是杀鸡儆猴。

此事轰动朝野，老百姓拍手称快，
权贵们却对邓文铿恨之入骨，于是联
合起来，想方设法找岔子，把邓文铿排
挤出京城，再以“坐是”（定罪）被贬，出
知武昌府、德安府，又被转为“苑马寺
卿”（掌管养马事宜的官吏，类似《西游
记》）中“弼马温”）。

告老还乡

宣德元年（1426 年），邓文铿致仕
（退休）。一天，天刚蒙蒙亮，他雇车将
十几个木箱运到码头，坐船离开京城。
那些对他不满的权贵发现后认为，这
老头平日里自称清廉，回家却带着大
箱子，里面肯定是金银财宝。要不然，
为什么要趁天不亮偷偷溜出京城？于
是向朝廷告发。明宣宗一听勃然大怒，
立即派人半路拦截，将邓文铿和所有
行李一起押回金銮殿，当着满朝文武
官员的面，亲自监督查验。邓文铿毫不

惊慌，若无其事地站在一旁观看。一个
个大木箱打开，展现在皇帝与左右面
前的是书籍、破旧衣服，还有一大堆砖
块石头，皇帝十分纳闷，问道：“邓爱
卿，你怎么把破砖烂石都装在箱子里
呢？”邓文铿回答：“臣身为朝廷命官，
如果两手空空回乡，岂不有损朝廷的
颜面？思来想去，只得这样做，还望陛
下体谅。”皇帝听后十分感动，说：“爱
卿啊，为官者如都像你，国家、社稷则
强盛安宁，朕可高枕无忧。”当即下令
奖励他半箱银子，同时责令无事生非
的诬告者也出银半箱，算是对他们的
惩罚。邓文铿带着这箱银子回到故里，
全部用于社会上的公益事业，自己则
过着清贫的生活。

邓文铿一生爱竹。他告老还乡时，
特地带回一枝竹子种在自家庭院的后
山坡，经过精心栽培和管理，成了一片
郁郁葱葱的竹林。后人为了纪念邓文
铿，就把这种象征高风亮节的四方小
竹子命名为“文铿竹”。

白鹤野鸭

邓文铿回乡路过三元城关，为了
不扰民，特地住在城关德胜庙里。他与
老和尚很投机，成为好朋友。

一天，老和尚外出，邓文铿在老和
尚屋里阅读经书，随从便将皇帝赐给
邓文铿的白鹤拴在沙溪河畔喝水喂
食。有个猎人误将白鹤看作野鸭，一箭
射去，白鹤当场毙命。正在岸边的乡民
看到了，不禁喊起来：“你闯祸了，怎么
能把皇上赐给邓大人的白鹤射死呢？”
猎人吓坏了，说：“我该怎么办？”乡民
说：“老和尚和邓大人关系很好，你赶
紧去求他帮忙。”猎人连忙赶到大庙，
只见一个老者正襟危坐，正在看书，他
以为是老和尚，当即毕恭毕敬地说道：

“老师父，我该死，刚才不小心，把河边
的白鹤射杀了。请你帮个忙，替我向邓
大人求情。”邓文铿听了，心想，白鹤既
然被误杀，也不能复生了，何必惩处这
个人，让他一家人遭罪呢。于是，笑着

说：“文铿当禅师，白鹤成野鸭。算了，
算了。”原谅了这个猎人。

老和尚归来获悉此事，代猎人向
邓文铿致谢。邓文铿说：“我也有一事
相劳。”请老和尚取出文房四宝，写下
一幅上联：“三圣镇三元阜万民而资百
谷”，请老和尚代征下联。遗憾的是，此
后几百年，竟没有被认可的下联问世。

怒打土地公

邓文铿小时候在私塾念书。一天，
邻座同学丢了文房四宝，一口认定是
邓文铿拿走。自幼诚实从不撒谎的邓
文铿没有做这件事，问心无愧，劝这位
同学别急，再好好找一找。但那个同学
还是咬定不放，双方于是发生争吵，甚
至打起来。教书先生听了那个同学的
片面之词，不分青红皂白，就拿起戒尺
抽打邓文铿手心，并要他赔偿。邓文铿
不服气，跑到附近的土地公庙，希望土
地公能主持公道，作出判断。他虔诚地
面对土地公神像，诉说自己的委屈，然
后恭恭敬敬地上了一卦。哪知出来的
卦象，显示的却是他拿了人家的东西。
邓文铿大为惊讶，不相信土地公会如
此糊涂，于是又上了两挂，结果三挂都
一样。少年邓文铿动怒了，对土地公
说：“人家都说你很灵验，最公道，可我
没有拿同学的文房四宝，你却说有拿，
这算什么公道？灵验又在哪里？”说着，
把土地公像从神龛里踢下去，又用石
头土块狠命地砸，还找来树枝抽打。最
后又取出毛笔在神龛上写：“无用的东
西，将你赶出一千八百里，不准在此再
食人间烟火！”

后来，那个同学的文房四宝找到
了，此事也不了了之。直到邓文铿中了
进士，乡人才觉得土地公既不灵验，也
不公正，遂将庙拆了。至今，眉山村一
带，都没有土地庙，却流传着邓文铿怒
打土地公的故事。

眉山村有邓文铿的陵墓，墓前立
一块墓碑，上刻“后明佥都御史邓文铿
墓”，为三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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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文铿(1360—1427年)，字德声，号中山，今三元区岩前镇眉
山村人，他为官清正，名留史册。

传统戏剧演绎《朱元璋斩婿》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