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视觉2025年5月29日 星期四
编辑/粟桂利 排版/黄健孙 校对/陈海军

临近端午节，三
江侗族自治县斗江镇
牙林村小龙胜屯飘荡
着粽叶清香。清晨 6时
许，在婄艳侗族糯食
手工作坊里，吴妮艳
带着几名侗族妇女开
始了一天的忙碌，随
着翠绿的粽叶在她们
指间翻飞，金黄的灰
水糯米裹着板栗与猪
肉，被包成一个个棱
角分明的三江粽。伴
随蒸锅上热气逐渐飘
散而出，粽叶与糯香
交织的独特芬芳弥漫
了整个作坊。

软糯清香的三江
粽承载着侗家人的生
活记忆，成为三江糯
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2018 年，三江糯
食文化被列入柳州市
级第六批非物质文化
遗 产 代 表 性 项 目 名
录，吴妮艳成为这项
技艺的县级代表性传
承人。

作为侗家糯食文
化的代表作，三江粽
从选材到烹制处处凝
结 侗 族 群 众 的 智 慧 ：
清晨采撷的鲜粽叶需
经沸水“醒叶”，本地
香禾糯经草木灰水浸
润 后 泛 着 玉 色 光 泽 ，
三角粽子在柴火灶上
熬煮后方能成就其糯
而 不 糊 的 独 特 口 感 。
工坊墙角堆叠的订单
本显示，这些承载着
侗家智慧的美味，即
将奔赴柳州市区及南
宁等地的端午餐桌。

侗不离酸，食不
离糯！“侗家人的人生
大事，都有糯食作见
证。”吴妮艳说，侗家
人从出生时的“三朝
糯 饭 ”， 到 婚 嫁 时 的

“龙凤糍粑”，直至辞
世时的“往生粮粽”，
糯米始终是生命仪典
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延续这份味
道，让更多人感受到
糯 食 文 化 的 魅 力 ，
2022 年吴妮艳带领一
群侗家妇女打造了婄
艳 侗 族 糯 食 手 工 作
坊，“作坊 +订单 +妇
女”的模式让留守妇
女实现“家门口”就
业。工坊推出的“寻
味 三 江 · 糯 彩 侗 乡 ”
项目，将侗年节庆与
糯 食 制 作 体 验 结 合 ，
游客既能学习包灰水
粽，还能参与舂糍粑
仪式。“希望每一粒糯
米的故事，能让更多
人了解并参与到糯食
文化的保护中来。”吴
妮艳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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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摘粽叶归来。

村民制作黄茅灰水凉粽。用粽子打油茶是侗家人喜爱的一道美食。

煮熟后的灰水粽呈金黄色。

一起制作三江粽，传承糯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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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妮艳在工坊里赶制粽子订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