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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关注

从几十年前 5 角钱一个的白
粽，到如今 2.5 元到 10 元不等的鲜
肉粽、蛋黄粽、红枣粽、腊肉粽、荞
灰肉粽……为了迎合大家的喜好，
商家们还推出了迷你装白粽，“一
人食”的分量设计，受到不少顾客
的欢迎。“粽子一条街”上售卖的粽
子以传统口味为主，鲜肉粽、荞灰
肉粽最受欢迎，还有白粽、绿豆粽、
蜜枣粽等，有不少人打趣道：“在这
条街上，‘甜粽派’和‘咸粽派’达成
了和解。”

“文笔街的粽子不只是美食，更
是贵阳端午文化的符号，端午节不

来这里买粽子，总觉得少了什么。”
“这里可以散称，家家明码标价

不宰客，这份信任是几十年建立
的。”

……
面对顾客的好评，商家陈淑琴

自信满满：“在文笔街摆摊卖粽子，
没有‘真材实料’可站不住脚，我们
对食材选用讲究，必须是当年新糯
米、新鲜粽叶，从源头严格把控。”

如今，文笔街的粽子已经突破
了“节日经济”的局限，成为城市日
常生活的一部分。粽子不再只是应
景美食，各家不断创新口味、升级包

装，把它做成了贵阳人一年四季都
能消费的地方特色，让传统小吃有
了可持续的市场和更广阔的空间。

时代在变，包装在变，价格在
变，粽子的“内容”在更新，老街亦如
是。

端午假期期间，文笔街与周边
街区形成错位发展的格局：民生路
因网红效应吸引游客，文笔街因文
化底蕴留住人心，电台街以文旅融
合承接着新时代的文化表达……

节日的喧闹之后，老街的繁华
却仍未“散场”。如今的文笔街与
繁华商圈仅一步之遥，相邻的电台
街一带正成为贵阳市 citywalk（城
市漫步）的新地标，方圆数公里的
街区，书院、花园、佛堂、楼阁坐落
期间，勾勒出贵阳老城几百年的历
史图谱。每逢节假日粽子热销，平
时也有文化活动、手作体验和深夜
食堂的热闹，昔日的“祥和老街”焕
发出年轻朝气。新店主、新业态陆
续进驻，传统手艺人和青年创业者
并肩在此扎根，为让老街焕发新生
而奔走。

粽香依旧，文脉绵延，新韵传
承。文笔街不只是“粽子一条街”，
更成为城市文化体验的“集散地”，
端午节也不只是传统节令，更成了
贵阳人情感归属、家族团圆、朋友相
聚的理由——这，就是一条老街给
这座城市最好的礼物。

又是一年端
午，贵阳市云岩区
文笔街巷道两旁支
起炉火，氤氲烟火
气迎着熙攘人群来
“赴约”。这条不足
百米的老街化身
“粽子一条街”，近
十家粽铺沿街铺
开，竹叶清香与糯
米甜香交织，吸引
市民、游客纷沓而
来。清晨6点，各家
粽子摊已支起蒸
锅，粽叶的清香与
蒸汽交织，构成了
这条老街独特的节
日图景。

□ 文/本报记者 朱雪丹
图/本报特约记者 乔啟明 秦 刚

寻“粽”文笔街 处处总关情

1
从书香到粽香

“从上周开始，我们的订单就没停
过，许多顾客要求真空包装寄往外地，
一个假期能有几十上百单。”“魏姐粽
子”店主魏姐难掩笑意，手上动作一刻
不停——轻捻粽叶、舀米、卷成漏斗、
填实、利落捆扎，短短十几秒，一个饱
满紧实的粽子就诞生了。

这样火爆的场景，正在文笔街的
十余家粽铺中同步上演。从“李老大”

“魏姐”到“谢氏粽粑”……家族品牌林
立，各有特色。碧绿的粽叶、莹润的糯
米、肥瘦相间的腊肉在阵阵热气间显
得格外鲜活，给这条平素幽静的街巷
增添了不少生机。

文笔街，究竟有何来头？
贯通电台街和文明路的文笔街，

不过百余米长，却承载着深厚的历史
文化内涵。清道光《贵阳府志》记载：

“贵筑县学在府城内东北隅。”即今忠
烈街贵阳幼儿师范学校所在地，始建
于1699年，文笔街因与学府为邻，取文
化昌盛之意而得名。

如今，这条小街一侧是书声琅琅
的贵阳市第二中学，另一侧是中共贵
州省工委旧址，两者隔街相望，为这条
小街平添了岁月的厚重。走到文笔街
里巷，背对着贵阳二中，能看到一座朱
门高墙的两层小楼，这就是中共贵州
省工委旧址，原为高家花园。

1935年建立的中共贵州省工作委
员会，是党中央在长征途中批准建立
的唯一的省级地方党组织。高家青年
高言志积极参与革命活动，为掩护革
命工作和便于联络同志，他提供高家
花园中的“怡怡楼”和“楼外楼”两处房
屋，作为同志们栖息和工作会议的场
所。

百年历史赋予街巷以浑厚的历史
余韵，而飘在街头巷尾的袅袅炊烟则
见证着传统节气文化在现代都市中的
生生不息。每到端午，这条老街便被
粽叶的清香和糯米的甜香所包围，时
光仿佛倒流，回到了那个手工制作、邻
里相助的年代。

“每年端午都来买钟姨妈的灰粽，
她家的草木灰能去腻，是小时候的味
道。现在年轻人不会包，但孩子总念
叨要吃，今年特意带她来买点回去。”
市民陈女士提着两大袋粽子，身后跟
着女儿和外孙。

人情与记忆，让时间在这里“站得
住脚”。从贵阳“九门四阁百条巷”的
尘烟中走来，文笔街承载着深厚的文
化内涵。这里不仅有学府的书香，更
有革命的记忆，还有延续至今的市井
烟火，构成了贵阳老城区珍贵的文化
景观。书香与粽香在这条老街上交
融，既有文化的传承，也有生活的温
度，既有历史的厚重，也有现实的活
力。

每逢大考前夕，总会有学生、家长
在校门外买上一枚粽子，以其喜人的
外表和美好的谐音“高粽”，寄托着对
金榜题名的祈愿。书香、粽香交织间，
这份意趣已然超越了单纯的节令食
俗，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承载美好寓
意的文化符号；承载着端午节的传统
内涵，也见证着城市发展的变迁轨迹，
更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
传统文化的坚守。

文笔街缘何成为“粽子一条街”
已无处可考，却能从“李老大”一家
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中窥见一斑。

“最开始是奶奶支起摊子来卖，
后面别人跟着学，有的时候就请我
老爸去教。”日头偏西，摊上的粽子
所剩无几，“李老大粽子”第三代传
人李师傅娴熟地给顾客剥开白粽、
撒上豆面，娓娓道来她对家传技艺
的回忆。

几十年来，“李老大”粽子以家
常的味道、实在的用料吸引了许多

“回头客”，有顾客自街头寻来买粽，
也有街坊习得技艺在巷尾“自立门
户”，年复一年，“粽子一条街”也在
阵阵糯香中初具规模。

临街的李家老宅里，见证了几
代人的“粽子生涯”。李师傅说，几
十年里，一幢小楼里的李家十几口
人靠粽子打出了“一片天”，最忙碌

的时候，李家几乎全员上阵：“那会，
爷爷奶奶、我家两个叔叔和我爸，一
家人连夜包着煮好，天一亮就被抢
购一空。顾客刚走了一批又来一
批。”

李师傅摊开手掌，粽叶和棉绳
在指间留下殷红的印记：“现在我们
姊妹几个都在上班，但到了端午忙
起来的时候，都会回家来帮着老爸
包粽子。”话语间流着对这门家传技
艺的深深自豪，也见证着技艺传承
的绵延不绝。

粽叶的折叠角度、糯米的浸泡
时间、火候的掌控分寸……“技艺”
成为“粽子一条街”形成的关键因
素，有形的技艺传承背后，更映照着
从一个家庭到一条街巷，再到一座
城市、一个节日的宝贵记忆。

端午时节，无数贵阳家庭都有
着相似的经历：清晨赶到文笔街，在

熟悉的摊位前排队，看着摊主熟练
地挑选粽子，然后带着温热的粽子
回家。这样的场景年复一年地重
复，逐渐积淀成家庭传统和节日仪
式。

“我们对面就是贵阳二中，好
多孩子去省外读书，甚至去国外读
书的都会想念我们家的粽子，想念

‘家乡的味道’。”李师傅自豪地说：
“有时候他们放假回来，第一件事
就是来买粽子，说这才是记忆中端
午节的味道。”

当点滴记忆汇聚成江河，文笔
街便成了一座城市、一个节日的“情
感坐标”。每年端午临近，阵阵粽香
总能唤起贵阳人心中最温暖的记
忆。对于远在他乡的贵阳人而言，
文笔街的粽子更承载着对故乡的深
深眷恋，成为连接家乡与远方的情
感纽带。

2 从技艺到记忆

3 从坚守到焕新

制作粽子制作粽子

端午节过后，记者再访文笔
街。这条因“粽子一条街”而扬名
的百米老巷，已经不见节日期间
的摩肩接踵，也听不见商贩的吆
喝和喧闹，真正属于生活的细节，
在热闹散尽后安静浮现。

街角的“李老大”粽子店忙碌
依旧，外地游客偶然经过，好奇地
买上几个，更多的是熟悉的邻里，
像例行家访般照顾着李师傅的生
意。“节前炒了好大一包豆面，现
在就剩这些了。”李师傅轻描淡写
地晃了晃碗，语气中有种朴素的
满足。

真正彰显一座城市、一条街、
一项手艺生命力的，不仅是高光
时刻，更是静水流深的日常。节
日过去了，但文笔街上的粽子香
气没有淡去，李老大和他的同行
们依旧在包着、煮着、售卖着粽
子。这份坚守，是城市肌理中最
坚韧的纤维，是更恒久的温情。

以小见大，从街巷到城市，从
吃食到生活。在文笔街，每一枚
手工粽子的背后，既有一门技艺
的传承，也有一个家庭如何度过
节令，又如何珍惜平常日子的真
实烟火气。节日让这条街成为城
市流量的焦点，日常生活则赋予
它真正的深度和厚度。节后，粽
子的买卖变得稀松平常，但每一
个顾客、每一次交流，都让“粽子
一条街”继续作为贵阳城市记忆
的连接点，承载着人们对家乡、亲
情、文化和历史的认同。

如此坚守，在当下快节奏的
城市里，真材实料、手工温度和邻
里人情，即使没有聚光灯和热搜
榜，依然能够抵御时间的风沙。
老街、老手艺和老摊主们，构筑了
一条有温度、有烟火气、更有文化
根脉的小巷。这个小小的空间，
见证了一座城市如何在大时代中
守住自身的文化坐标和精神家
园。

端午是一年一度，但生活的
底色却是这热闹过后的安静坚
持。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平常与
持守，“粽子一条街”才能年复一
年地焕发生机，把一座城市的记
忆和情感串联起来，让浓浓的粽
香在时间深处久久弥漫。

市民排队购买粽子市民排队购买粽子

热闹散尽处
巷深粽香长

□ 本报记者 朱雪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