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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香的死面饼
ǃ雪 枫

对于以小麦为主食的皖北地区来
讲，死面饼是最常见的面食之一ʪ死面
饼又称撕面饼，是用没经过发酵的面
粉制作而成ʪ相较松软可口的发面饼
而言，死面饼紧实ʩ比较硬ʪ也正因为
这个缘故，被称为死面饼ʪ死面饼擀薄
了，切成细长的条儿就是手擀面，切成
圆而小或方而小的薄片就可以做包子
皮ʩ饺子皮或馄饨皮；擀成厚匀适中，
切成巴掌大小的块状，就是常吃的死
面饼了ʪ

死面饼既没有令人称道的传奇由
来，也没有包子那样的馅料丰富，更没
有登上大雅之堂的高光经历，但它以
做法简单ʩ品相质朴ʩ口感爽脆ʩ筋道
耐嚼而为人们喜爱ʪ

相较制作发面饼的发酵时间长达
数小时，倘若把握不好酵母和食用碱
的用量比例，以及气温对发酵的影响，
就会使面饼发不起来或发过头以致口
感差，死面饼的制作过程就简单多了，
只需把适量水和面粉倒进面盆和面就
行了ʪ但和面也讲究手光ʩ面光和盆
光，和好的面团要软硬适中ʩ外光里
透ʪ随后就是擀面饼，在案板上先撒一
些干面粉，将和好的面团置于其上，揉
上两三遍，就用擀面杖擀压ʪ擀面饼过
程中，要不时在面饼底部和上面再撒
些干面粉，以防面饼黏到案板上，擀到
厚度匀薄适中即可ʪ

待用柴草烧热铁锅，就把切成块状
的面饼底面沾点水，贴到锅里ʪ盖上锅
盖，先武火后文火，不多会儿就熟了ʪ掀
开锅盖，死面饼的麦香味就随着锅气扑
鼻而来，瞬间勾起人的食欲ʪ只见死面
饼朝上的一面雪白，贴锅的一面金黄，
咬上一口嘎嘣脆，筋道有嚼头ʪ

就像本地人吃烧饼时，标配是少
不了夹上里脊肉一样，吃死面饼的标
配是抹上一层蒜泥咸鸭蛋，有时还加
上一些青椒碎ʪ此刻，面饼的金黄ʩ蒜
泥的嫩白ʩ鸭蛋黄的油红和青椒的翠
绿聚集一处，色彩缤纷夺目ʪ此时，饼
的麦香ʩ脆香裹着蒜的辣香ʩ蛋的咸香
缠绵一起，令人垂涎欲滴ʪ迫不及待地
咬上一大口，那种香气从嘴中直入胃
肠，往往让人吃完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怎么吃都吃不够ʪ当然，如果采摘自家
菜园里的豆角ʩ茄子ʩ辣椒等蔬菜炒
了，和死面饼一起吃，也是清香可口ʩ
别有风味ʪ

相较同为死面制作的手擀面而
言，死面饼更能扛饿，因而深受需下气
力干农活的农家人喜欢ʪ农忙时，为了
赶时间抢收抢种，吃饭往往在田间地
头，做饭也是越快越好ʪ由此，聪明的
农家人还简化了本来制作程序就简单
的死面饼做法，和面时适当多添些水，
和好的面团就比以往软了许多ʪ待铁
锅烧热了，径直揪出一块面团，向两头
抻扯拉长，用手拍拍确保厚匀差不多，
就贴到锅里ʪ省去了放在案板上擀面
的环节不说，死面饼熟了出锅，一样的
脆香筋道可口ʪ

当然，这是多年前死面饼在乡村
较为流行的原生态做法和吃法ʪ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条件的改善，如
今吃死面饼的花样翻新几多ʪ比如，改
用牛奶或鸡蛋液代替水来和面，这样
的死面饼熟了后就有股奶香气蛋香
味，营养更加丰富ʪ用铁锅炖鸡烧鱼
时，在锅边贴上死面饼，并浇淋一些汤
汁，那吃起来就更加浓郁沁香，这在某
种程度上促成了死面饼从普通农家走
进城市餐厅，成为皖北地区极具代表
性的地方菜之一，也给勤劳的人们带
来了热腾腾的好日子ʪ

有人说，乡愁是舌尖上的记忆，味
蕾上的回味ʪ对在异乡打拼的游子而
言，历经世事沧桑人间百味后，藏在心
底的乡愁，最终凝结成对家乡一块死
面饼的回味和惦念ʪ怎奈安家城市楼
宇的厨房里已难觅铁锅的身影，更没
有柴火的容身地，而煤气做燃料ʩ不锈
钢等材质的锅，却难以做出那心心念
念的死面饼ʪ

每逢返乡回家，最期盼的就是锅
贴死面饼了，依然是那么金黄脆香，那
么筋道香醇，不仅饱含家人制作过程
中的浓浓亲情，更饱含少时的幕幕温
馨回忆ʪ每吃一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能让往昔的幸福时光顿时鲜活起来ʪ
可谓是：Ž灶房烟火气，死面饼脆香，既
抚游子心，更慰游子胃！ž

最早记载淮河Ā蚌埠渡ā的文献üü清代雍正年间成书的《古今图书集成》中
的有关部分Ǒ

历经沧桑的淮河Ā蚌埠渡ā北岸小蚌埠渡口遗址一角（图中背景桥梁为今朝阳
路淮河公路桥，2011年摄）Ǒ

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0）官方
重修的全国性地理总志《大清一统
志》，在记载地属凤阳的Ā蚌埠集ā时
称Ā在凤阳县西北五十里，界灵璧ǐ
怀远两县，水陆交冲āǑĀ水陆交冲ā，
意为水路与陆路交会的交通要道，
这是历代官修地理总志中首次对蚌
埠之域所处地理位置重要性的评
价Ǒ而蚌埠得此评价，与这里淮河上
已出现官方认可的Ā蚌埠渡āǐ使南
北两岸交通得以沟通这一因素密不
可分Ǒ

历史上，被官方认可的淮河
Ā蚌埠渡ā究竟出现于何时？这是事

关蚌埠之域之所以被认定为Ā水陆
交冲ā的一个标志性建构问题Ǒ笔
者注意到，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
有关反映蚌埠历史的出版物中较
通行的说法是：明初洪武年间Ā蚌
埠渡ā即已出现Ǒ然而，随着本世纪
初以来我国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整
体推进，以往比较难觅的史志资料
正不断被挖掘面世，更新着人们对
有关问题的认知Ǒ本文即在近年来
整理出版古代文献的基础上，结合
对当时历史地理环境的分析，对淮
河Ā蚌埠渡ā出现的确切时间予以
探究，以求恢复历史本来面目Ǒ

Ž渡ž，在古汉语中本义为Ž过江
河ž，引申义为Ž摆渡处，渡口žʪ

在古代中国，尚不具备在大江大河
上建造桥梁的能力，只能依赖往来摆渡
的船只或浮桥沟通两岸交通，而重要江
河渡口大都为官府经营ʩ监督和管理，
因而被称为Ž官渡ž；为保障官方收益与
对渡口的控制，历朝往往颁布规定严格
限制私人开设与经营渡口，并经常Ž申
严旧制，禁私渡ž（《宋会要辑稿¢方域一
三》）ʪ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在Ž官渡ž
已明显不能满足现实需要的情况下，各
地会陆续出现一些由民间私人经营的
渡口ŸŸŽ私渡žʪ一般而言，Ž官渡ž往
往设于官方修筑的驿路ʩ铺递通道等
Ž官路ž与江河交会处；Ž私渡ž则往往出
现于非上述情况，但与商旅出行ʩ民间

往来关系比较密切的江河渡口ʪ
如何对待已经出现的Ž私渡ž？历史

上，有的君主专制王朝也能视实际需
求，予以一定程度宽容ʪ如南宋孝宗淳
熙六年（1179），淮南运判徐子寅上奏称
Ž扬州沿江官ʩ私渡共五十四处，内瓜洲
渡系官监，并泰兴县穿破港ʩ茆庄港买
扑常平渡乞存留外，有私渡五十一处乞
禁止žʪ孝宗览后，并未准奏，而是下诏
云Ž（私渡）尽行废罢，恐民旅往来迂回
不便，可除官渡外，更将要紧处私渡量
行存留，具合存留申尚书省ž（《宋会要
辑稿¢方域一三》）ʪ意即经有关机构（尚
书省）审核备案认可后，可择要紧处Ž量
行存留ž一定数量的Ž私渡ž，以方便民
众出行来往ʪ可见，在一定条件下，Ž私
渡ž的存在为统治者所允许ʪ

一ǐ历史上的Ā官渡ā与Ā私渡ā

稽诸史籍文献，现存最早的全国地
理总志ŸŸ唐代李吉甫编撰的《元和郡
县志》中，尚无关于淮河渡口的记载ʪ

目前存世的古代文献中有关淮河
渡口的最早记载应为宋代史学巨著《宋
会要辑稿》，在该书Ž方域一三ž之Ž津
渡ž部分记载北宋时期蚌埠之域附近淮
河渡口（津渡），从东向西依次为：Ž濠州
之濠口（今凤阳县临淮关境内），宿州之
荆山（今怀远县境内）žʪ这两处渡口均

位于连接当时京师开封与东南方向扬
州水路及淮河南北陆路交会处，而蚌埠
之域由于当时人烟稀少，境域内无官方
修筑的驿路ʩ铺道经过，尚不存在官方
记载在案的淮河渡口ʪ

进入元代之后，濠口至怀远之间的
淮河渡口设置大体上仍与宋代相同，蚌
埠之域仍无记录在案的淮河渡口，这种
状况甚至到了明代也没有出现大的
改变ʪ

二ǐ宋元时期蚌埠之域附近淮河渡口

要了解淮河Ž蚌埠渡ž在明代是否
存在，首先须明确当时蚌埠之域周边的
交通环境ʪ明代蚌埠之域所在的凤阳县
及周边地区总体交通状况是，以凤阳府
城为交通枢纽，分为陆路与水路通往东
西南北四方，陆路以陆地驿路（由马驿
及驿站构成）为主干ʩ铺道（由铺递通道
构成，也有与驿路重合现象）为支线，水
路以淮河航道（由水驿及驿站构成）为
主干ʩ淮河支流为支线ʪ其中，南京至凤
阳府ʩ庐州府至凤阳府两条陆路驿道均
不经过蚌埠之域，凤阳府至徐州的陆路
驿道则由濠梁驿渡口即Ž濠口ž（位于今
临淮关）过淮河，到对岸渡口（位于今蚌
埠市淮上区临北乡临北村，尚有遗址留
存）后，向北经王庄驿ʩ固镇驿北上徐
州；而由凤阳府城至怀远县城的铺道

（嘉靖年间修建），是由凤阳府城向西约
40里至徐家桥（位于蚌埠之域东南），再
向西约20里经山香铺（位于蚌埠之域西
南）之后，到达怀远以南淮河渡口过河
抵达县城，而当时的徐家桥ʩ山香铺尚
不在蚌埠之域范围（参见《寰宇通志》卷
之九ʩ《中都志》卷之四ʩ《嘉靖怀远县
志》卷之一有关记载）ʪ

由于当时凤阳府境从官方陆地驿

路ʩ铺递通道通过淮河时，均不经过蚌
埠之域，导致蚌埠之域当时根本无Ž官
渡ž存在的条件与可能，所以无论是明
代官修的《寰宇通衢》《寰宇通志》《大明
一统志》《大明会典》，还是私撰的《一统
路程图记》《士商类要》等书中都不曾出
现过有关淮河Ž蚌埠渡ž的记载ʪ

那么，当时蚌埠之域是否存在着由
官方认可ʩ由民间经营的淮河Ž私渡ž
呢？从现存反映明代前ʩ后期的两部史
志文献《中都志》与《凤阳新书》所载内
容看，答案也是否定的ʪ

成书于成化六年（1470）ʩ由柳瑛编
撰的《中都志》，主要反映了明朝前期凤
阳府所辖地域状况ʪ在该书卷之四Ž桥
梁津渡ž部分，对位于蚌埠之域上ʩ下游
的淮河渡口记载如下：临淮县境有Ž淮
河南岸渡（即濠梁驿渡口）在临淮门外，
小溪渡在县东北五十里ž；而濒临淮河
的凤阳县境无渡口；怀远县境Ž淮河渡
在县南，涡河渡在县北，新城淮河渡在
县西四十里，洛河渡在县南六十里，肥
河渡在县东北二十里桃林村，天河渡在
县东一十二里禹会村，陈家庄涡河渡在
县北一十里žʪ根据《中都志》记载，除临
淮县境内的Ž淮河南岸渡ž和怀远县境

三ǐ现存明代文献中无淮河Ā蚌埠渡ā的记载

南的Ž淮河渡ž为Ž官渡ž外，其余均为官
方认可的由民间经营的Ž私渡žʪ而Ž蚌
埠渡ž则榜上无名ʪ

成书于天启元年（1621年）ʩ由凤阳
县知县袁文新等编撰成的《凤阳新书》，
主要反映明朝后期凤阳府辖凤阳县境
状况，其中记载的淮河渡口相较明前期
Ž零记录ž增加了3处渡口，即太平乡境
的淮河十里程（铺）渡口，虹乡（北八都）
境的宫庄三铺ʩ沫河口两渡口；而广德
乡境（蚌埠之域当时地属广德乡）仍无
官ʩ私经营的渡口记录在案（参见《凤阳
新书》卷四Ž道里篇ž）ʪ

可见，有明一代，由于受经济社

会ʩ交通水平发展的制约，特别是因为
当时蚌埠之域所在的淮河南岸地属凤
阳ʩ北岸地属灵璧，淮河北岸小蚌埠之
域尚未形成集市，两岸人员来往稀疏，
加之陆地驿路ʩ铺道均不在蚌埠之域
范围，不存在设置渡口的迫切需求，所
以无论是官方经营的Ž官渡ž，还是官
方认可的Ž私渡ž，在濒临淮河的蚌埠
之域及对岸都还没有出现ʪ只是在明
亡清兴后，由于逐渐形成蚌埠集地跨
淮河南北ʩ两岸居民交往频率较以往
明显增多的态势，淮河Ž蚌埠渡ž才应
运而生 ，并见诸有关历史文献记载
之中ʪ

经过清初顺治及康熙前期的动荡
之后，蚌埠之域社会经济有了恢复，特
别是在淮河北岸小蚌埠地域也逐渐形
成集市并融入蚌埠之域ʩ两岸经贸往来
更为密切的情势下，迫切需要设立官方
认可的淮河渡口，以方便民众往来，促
进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ʪ适应这一需
求，至清康熙后期ʩ雍正初年，淮河中游
的古渡临淮县（淮河南岸渡）ʩ怀远县

（县城南淮河渡）两处渡口之间，又出现
了一些得到官方认可的新渡口，这其中
就包括Ž蚌埠渡žʪ

现存最早记载Ž蚌埠渡ž出现的官方
文献，是成书于雍正四年（1726）的《古今
图书集成》ʪ在该书Ž方舆汇编¢职方典ž第
830卷Ž凤阳府部汇考四¢凤阳府关梁考ž
所列Ž本府（凤阳县附郭）ž中排出属凤阳
县辖区的淮河渡口，依次为：Ž长淮渡，在
县西北；东门渡，在县西北；西门渡，在县

西北；磨（沫）河口渡，在县北；十里程渡，
在县北；蚌埠渡，在县西北žʪ相较明后期，
凤阳县辖境的淮河渡口从3处增加至6处ʪ

同在《古今图书集成》Ž方舆汇编¢
职方典ž第827卷Ž凤阳府部汇考一¢凤
阳府疆域图ž中，则明确在淮河南岸蚌
埠之域对岸区域标出新现的Ž小蚌埠ž
地名（显然是比照南岸蚌埠集，时人称
Ž大蚌埠ž而命名的）ʪ尽管当时大ʩ小蚌
埠还分属两县，但由于两岸居民往来渐
趋密切，存在两地融为同一地域的需
求ʪ适时设立淮河南北蚌埠渡口，不仅
可以加强两岸联系，还可直接沟通河之
南蚌埠之域附近凤阳至怀远铺递通道ʩ
河之北小蚌埠之域通往怀远及王庄驿
等处的间道（清代指驿路ʩ铺道之外可
通车马的便道），方便过往商旅与当地
居民ʪ以上应为淮河Ž蚌埠渡ž在清代康
熙末ʩ雍正初出现的主要原因ʪ

四ǐ清代雍正年间始有淮河Ā蚌埠渡ā的记载

继雍正年间《古今图书集成》之后，
成书于乾隆元年（1736）的《乾隆江南通
志》卷二十八Ž舆地志¢关津桥梁ž部分，
记载凤阳府属凤阳县辖淮河渡口为Ž长
淮渡，凤阳县西北；磨河口渡，县北；十
里程渡，县北；蚌埠渡，县西北ž，与《古
今图书集成》的记载基本相同（缺东门
渡与西门渡）ʪ

再往后，成书于乾隆四十年（1775）
的《乾隆凤阳县志》卷之三Ž舆地¢桥渡ž
部分也载明属凤阳县辖境ʩ包括Ž蚌埠
渡ž在内的13处淮河渡口（其时，临淮县
已于乾隆二十年并入凤阳县，其中自然
包括原属临淮县的淮河渡口），并载：Ž凤
阳自浮桥（在临淮关城北，明代濠梁驿附
近位置）而外，向无官渡，淮水渡船皆居
民修造，渡夫工食取给于来往行人，地方
官禁止勒索而已žʪ这说明，凤阳县境内
除位于临淮关城北的浮桥为Ž官渡ž外，
其余包括Ž蚌埠渡ž在内的所有渡口均为
官方认可ʩ由民间经营的Ž私渡žʪ

几乎在Ž蚌埠渡ž被载入官方认可
渡口的同时，Ž蚌埠集ž这个自明末即已
出现的称谓，也正式载入清代官方文献

《乾隆江南通志》ʪ此时的Ž蚌埠集ž与明
末相比，已形成地跨淮河两岸凤阳ʩ灵
璧县境之势，涵盖大ʩ小蚌埠地域，依托
濒临商旅往来日益增多的淮河航道（上
游可抵寿州正阳关ʩ下游可抵淮安府清
江浦），再加上设立Ž蚌埠渡ž沟通南北
陆路通道，蚌埠集商贸重心逐渐由南向
北转移，北岸集市繁盛程度明显较前提
升ʪ为加强对这片区域的治理，在显然
经过凤阳府授权后（因淮河两岸分属不
同县境，但同属凤阳府管辖范围），乾隆
年间凤阳县将原位于县城内的主簿署
移往蚌埠集，以凤阳县主簿的名义，实
施对淮河南北大ʩ小蚌埠地域的统一管
理，这也是清代嘉庆年间重修《大清一
统志》时，将蚌埠定位于Ž水陆交冲ž要
地的重要考量，而其中Ž蚌埠渡ž应运而
生显然是不可或缺的主要因素ʪ

五ǐĀ蚌埠渡ā设立是促蚌埠集呈地跨淮河南北态势的要因

上文对淮河Ž蚌埠渡ž出现的时间
进行了探讨，得出的结论是在清代康
熙至雍正年间，而非明代初期ʪ之所以
得出此结论，主要基于两点：一ʩ明代
蚌埠之域所处环境尚不存在设立淮河
渡口的迫切需求与条件，而清初开始
逐渐具备；二ʩ现存明代形成的有关文
献均无淮河Ž蚌埠渡ž的记载，直至清
雍正年间方出现于文献记载ʪ

那么，为何以往曾有淮河Ž蚌埠
渡ž在明初即已出现的说法？由于此说
尚未见其标出文献依据，笔者不便妄
加揣测，只能依据当年情况进行大致

分析，原因可能有二：一ʩ上世纪80年
代初编史修志始，文献资料极为缺乏，
查阅有关资料也困难重重，有时不能
不以二手甚至三手资料为依据，得出
的结论可能与历史实际有偏差；二ʩ因
各种原因，对搜寻到的资料中的具体
含蕴，可能存在不同解读ʪ笔者尊重近
年来古代文献整理者的辛勤劳动与贡
献，因为没有这个前提条件，本文的研
究结论就无从谈起；同时认为对以往
蚌埠之域的历史研究与编纂者当年所
处环境与条件得出的有关结论，也应
予以充分理解ʪ

六ǐ余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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