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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领军人物为中国川菜代言

达州12位名厨获得“当代川菜名厨”称号

中华金桂王
□邹清平

我的老家院坝边有一棵高大的柿子树
和一棵挺拔的梨子树，像兄弟般并排生长
着，在大山里成长的我，每天一睁开眼睛，不
是开门见山，而是开门见树，生活从来离不
开树。砍柴割草、上学放学，树木伴着我们
长大长高，以至于经常做梦也会梦见五颜六
色绿意蓬蓬硕果累累的各种树。

正巧，我家附近有一块长坝平地，不知
何时开始称为桂花园，当然这个名字名副其
实。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见到了三棵高大
的四季常绿的桂花树，那是我们扯猪草、割
牛草、跳远、跳高、爬树、闻桂花飘香的乐
园。因此，从小就对桂花树情有独钟。

特别是秋天，桂花弥漫在乡间，令人心
旷神怡，格外新鲜精神。穿行其间的我们听
到了人们讲解的月亮里面有一棵生长繁茂、
五百多丈高的桂花树，树下有一位叫吴刚的
精壮小伙子每天用斧子用力砍，第二天早上
起来桂花树又将伤口长满，小伙子反复砍，
桂花树也反复长满，几千年来吴刚永远砍不
断桂花树。原来，吴刚是凡间一位樵夫，他
不喜欢当樵夫，就请白发神仙教他仙术，可
是他不愿认真学习，学了很久都没有学好。
后来，他又请白发神仙教他神游到月亮上，
因此白发神仙很生气，把他留在月宫并告诉
他：“如果你认真钻研，心平气和地砍倒桂
树，就可以获得仙术。”因为吴刚没有专心学
习，每次砍桂树后树都自动愈合，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吴刚伐桂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

大人们通过这个故事潜移默化旁敲侧

击教导我们要认真学习。每每听这个神话
故事时，我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听大人的话，
好好读书，认真钻研。同时充满好奇和无数
遐想，常常望着天空中满月里的桂花树和人
举斧子砍树的图案，仔细寻找桂花树和吴
刚，百思不得其解。

参加工作后，到过万源市“中国仙山”的
烟霞山，见到了已有一千五百多年高龄的桂
花树，八个枝桠伸向空中，展示美丽的图
像。在江苏南京市和广西阳朔市欣赏过树
龄一百多年的当地称为“桂花王”的桂花树。

2020年春天的一个大周末，和朋友翻山
越岭，沿着渠县賨人谷一个一个台阶往上
爬，来到桂花岭山梁，令我们眼前一亮：远远
望见约三十米高的桂花树，满树裹绿直冲天
空。在望树而去的小路上，当地人柏平告诉
我们，这三棵桂花树几个人围不住，桂花儿
开的时候，十里外的賨人谷入口都能闻到花
香。我们站在三棵桂花树组成的等边三角
形地面上，在桂花树神似三把巨大的绿伞之
下，柏平指着桂花树介绍，2002年全国十大
风景名胜专家之一的钱正月来实地考察后，
认为这是中华“金桂王”。后经有关部门科
学测定，树龄有一千八百多年了。他继续虔
诚地告诉我们，据先人们说，这里原来是一
片桂花林，历经千年风霜，现在幸存下来三
棵，价值连城，代代乡民们爱护着树，保护着
树。就是在1958年大办钢铁的时候，到处砍
古树炼钢炼铁成风，这三棵古桂花树因为长
在祖先的坟前，有族人坚决反对不准砍，大

家认为这是风水树，不能破了风水，才幸存
下来。我们赞叹，这些金桂千年成长不容
易，令人钦佩仰视。金桂王古树用年轮一圈
一圈地记录着历史，与时代同长，与賨人谷
山水同在，翠绿盎然。

周围的乡民们都以三棵古桂花树自豪，
在家乡建设好美丽的家园；賨人谷风景区以
这三棵“金桂花王”而骄傲；游客因想观赏中
华“金桂花王”翻越千山万水、舟车劳顿，因
而当地乡村旅游既具有特色，又热热闹闹。
我们一行前往的当天下午，看见了姓白的村
民屋前有一桶崭新的蜜蜂桶，主人家喜形于
色地告诉我们，今天有一桶蜜蜂飞走了又把
它招回来了。他指着三棵金桂王树说，桂花
入药，有化痰、止咳、生津、止牙痛等作用。

晚饭后回家的旅途中，汽车音箱里响着
《泉水叮咚响》和《好大一颗树》的经典乐
曲。我灵机一动，粗填词清平乐“賨人谷中
华金桂王”，内容如下：

十里弥香，
中华金桂王。
直伸月宫见吴刚，
千年坚守梦想。

三棵树三具伞，
日月星辰相伴。
世代乡民呵护，
馈赠美丽家园。

川菜历史悠久、风味独特、口味多样，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享有很高的
声誉。近日，旨在推动和深化川台两地文化交流，由致公党四川省委和省政
府台办等单位主办、成都两岸同根文化交流中心承办的第八届“两岸同根
致力为公”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在成都落下帷幕，在其中的重头戏两岸美食文
化交流（当代川菜名厨活动）评选中，达州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推荐了18
名厨师，最后12名获得“当代川菜名厨”称号。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向也

与会人士表示，后疫情时期复兴川
菜产业，人才培养至关重要。随着国内
外同行业发展步伐的加快，川菜文化和
川菜产业面临“文化内涵挖掘不够、品
牌建设不强、行业自身提升不足、发展
方向未能真正统一、各方合力未能真正
形成”等新的挑战。传承、保护、弘扬川
菜文化应突出一个“和”字，既要继续发
扬兼收并蓄、贴近百姓、“汇百家之长”
的优良传统，又要师承、创新。为此，一
要练好自身内功，把产品质量升级换
代、推陈出新，把传统美食与创新美食
有机结合起来；二要跳出“味型简单”的
圈子，发展创新要“视物其用，用之得
当”，并要从中医理论中汲取营养。中
医里的君臣佐使，与烹饪中的主辅调料
等异曲同工；三要改变无序发展的烹饪
方式，了解食材的性味，解读一物一性
的规律。食药同源，以食代药未必不是
开启中国烹饪的新纪元。

为进一步弘扬和挖掘川菜文化的
深刻内涵，塑造川菜产业“榜样效应”，
宣传川菜产业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迹，
大会组委会特开展了“当代川菜名厨”
上榜推介行动，让川菜产业领军人物为
中国川菜代言。达州市餐饮（烹饪）行
业协会在评选期间做了大量工作，通过
两个多月的紧张评选，在全市范围餐饮
界筛选出 18 名有贡献、有影响力的厨
师。再经过组委会的严格评选和筛查，
其中的谢永海、李建、王绍坤、陈刚、刘
龙燕、吴时勇、王宣奎、黄艳雁、李建东、
杨明杰、陈均、张良国（共12名）和来自
国际、国内的 200 多位名厨荣膺“当代
川菜名厨”称号,达州市餐饮（烹饪）行业
协会获得最佳组织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