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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
听听看看

文旅惠民 共建共享

诗与远方的邂逅诗与远方的邂逅

本报记者诸葛晨晨

在“百县千碗·寻味仙居”美食大
比拼的现场，仙居各大饭店都派出了
主厨团队，秀出看家绝活。90后仙居姑
娘陈淑颖也带着自己研发的冷菜“碧
青三黄鸡”参赛。

这道创意料理将仙居两大名产三
黄鸡、仙居碧绿（又称仙居碧青）巧妙
地结合在一起，收获了评委的高度评
价。这匹“黑马”一路晋级，入选了“百
县千碗·鲜在台州”16道“山珍”。

近日，记者采访了这位年轻的主
厨，了解“碧青三黄鸡”是如何诞生的。

旧瓶新酒

在山清水秀的仙居，与山水相媲
美的是仙居人培育的“仙居鸡”——
以羽黄、爪黄、喙黄“三黄”得名的三
黄鸡。

据介绍，仙居三黄鸡核心生产基
地位于仙居西北部的埠头镇。这里丘
陵绵延，河道纵横，滩地广阔，拥有良
好的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仙居三黄
鸡长年放养于山坡、溪滩、丛林之中，
每天三五成群悠闲踱步，走累了就低
头从泥地中啄食嫩草和昆虫。

因为运动量充足，吃的又是天然
无公害食材，仙居三黄鸡堪称“模特鸡
种”，体态轻盈、肉质细腻、油脂适中，
在家禽市场中人气颇高，当地的“仙黄
牌”三黄鸡被评为省级农业名牌产品。

三黄鸡是仙居人餐桌上常见的食
材，一般清炖或做成白斩鸡。鸡肉温中
益气、营养丰富，炖成的鸡汤对人体有
滋补养生的作用。此外，三黄鸡还常被
加工成熟食，以真空包装出售。

作为土生土长的仙居人，陈淑颖
一直认为，三黄鸡的烹饪方式需要创
新。“寻常的做法，吃起来不够惊艳，已
经不能满足年轻群体多样化的口味需
求。”

碧青三黄鸡是陈淑颖于2019年开
发的新菜品。当时，她从泰国培训归来，
从东南亚料理中受到启发，“我可以把
家乡的好食材，融合异域风情的烹饪方
式，说不定能做出不一样的风味”。

研发新菜不能单靠“拿来主义”，
而要进行本土化改良，陈淑颖希望，让
本地食客能吃出家乡的味道。

正在为新菜绞尽脑汁时，她突然
看到家里桌上摆着茶叶罐，里面装的
是爸爸常喝的仙居碧绿，是仙居人熟
悉的一种绿茶。

这时，脑海中一道灵光闪过，她很
快有了新主意。

一鸡多吃

陈淑颖介绍，碧青三黄鸡是一道
注重食材原味的冷盘菜，借鉴了
海南鸡饭烫煮的烹饪技法。

肉鸡处理干净后，放
进冷水锅中，加入葱姜
等调料去腥，撒入适
量 的 仙 居 碧 青 茶
叶；开大火煮沸，
保持 5 分钟，将
清水面上浮起
的浮沫撇去，
再焖上 15 分
钟后，将整鸡
迅 速 捞 出 ，
放进冰水里
浸泡片刻。
陈 淑 颖 介
绍 ，若 追 求
鸡肉鲜嫩口
感，这个步骤
在 制 作 过 程
中起到较为关
键的作用——
冰水会迅速将鸡
肉中的水分锁住，
鸡肉的质地会变得
紧致。

这道菜不到半小时
就能出餐。放凉后的熟鸡
随吃随斩，鸡皮与鸡肉之间会

形成一层透明的凝脂，加上三黄鸡独
有的清亮色泽，让人食指大动。

切开的鸡肉块，看上去皮滑肉嫩，
有时鸡骨会带一丝血水。拾一块入口，
鸡肉鲜美含汁，不油不腻，不柴不硬，
舌尖还能感受到茶汤带来的清爽，下
筷速度不知不觉加快，大半碟鸡肉下
肚，饱腹的食客都记住了平实的味道
中透着鸡肉本真的清淡醇香。特别是
在酷暑天，口感温热、口味淡雅的碧青
三黄鸡，是食客不错的选择。

这时候，碳水爱好者会意犹未尽
地咂咂嘴，“得配碗米饭才过瘾啊”。别
急，碧青三黄鸡有“一鸡多吃”的妙处。
除了鸡肉，会配一份煸过鸡油的米饭，
入口喷香，得先干一碗，以示敬意。另
外，为了满足重口味的食客，陈淑颖还
准备了甜辣酱、咸酱油、青葱酱三道秘
制蘸酱，甜、辣、咸口味都能满足，也让
菜品风味层次更加丰富。

“吃”心不改

这位创作出“碧青三黄鸡”的年轻
主厨，是怎么走上做餐饮这条路的？

陈淑颖笑着回忆，她从小就对做
菜感兴趣，最喜欢看的动画片是美食
番《中华小当家》。“初中时候，我就能
独立做一桌子菜。”高考以后，她对自
己未来职业的其中一个规划就是当厨
师，还多方斟酌挑选了远在新疆、东北
的两所职院，虽然最终未能成行，“中
国有八大菜系，各个地域有各自的特
色美食，我都想去学习体验一下。”

2014年毕业进入社会，陈淑颖成
了一名普通白领。业余时间去各个城
市觅食，回家以后复制出美味，是她的
日常爱好。

2018年，她经朋友介绍，跟随上海
一家米其林西餐厅的主厨学西餐，陆
陆续续坚持了一两年，从事餐饮行业
的梦想又重新被点燃。

2019年初，陈淑颖辞去工作，与人
合伙在仙居城区盘下两家店面，开了
人生的第一家餐厅，名叫“南墙”。因为
设计风格、菜式开发都符合年轻消费
群体的需求，“南墙”很快成为当地的
一家网红店。

彼时，陈淑颖还不知道人气也是
一把“双刃剑”。后厨最初靠她一人支
撑，到了用餐高峰期，源源不断传递到
后厨的点菜单让她手忙脚乱，同时，她
又不想向半成品低头来保证出餐效
率，“我把开店想得太理所当然了，要
学习的东西很多”。

短暂经营三个月，“南墙”关门休
整。陈淑颖前往泰国待了近两个月，一
门心思学习东南亚料理，提升烹饪技
艺，回国后，又前往杭州西餐厅当学
徒，同时学习后厨管理技能。

在外面漂泊了大半年，陈淑颖回
到仙居，在县城新开了一家“奇食·创
意餐厅”。

二度创业，她把更多的心思放在
菜单开发上。“开发新菜就是做实验，
能做出家乡特色的创意料理，是一件
有意义、有价值的事。”

陈淑颖告诉记者，这两年，借助
“百县千碗”等美食品牌的推广，碧青
三黄鸡这道新菜已经俘获了一大批食
客。“接下来，我会积极参与到‘百县千
碗’进机关活动中，希望让更多食客品
尝这道有家乡风味的创意料理。”

碧青三黄鸡：
传统菜玩出新花样

本报记者单露娟

周末不知道去哪玩？我会向你推荐尤溪。
这个位于临海西南部的乡镇，不仅有着清新幽
静的山水风光，还开发了许多惊险刺激的游乐
项目。动之趣与静之美，在这个小镇里交融。

上周六，我起了大早，从临海市区出发来
到江南大峡谷景区。

许多游客来尤溪，是奔着江南大峡谷而来
的。我也不能免俗，决定将这里作为尤溪之行
的第一站，玩个尽兴。

动之趣

江南欢乐谷景区位于江南大峡谷入口处，
占地 300多亩，构建了以峡谷漂流、越野卡丁
车、山地滑草、峡谷穿越四大主题项目及江南
情人谷、江南提子园两个配套项目的全域旅游
格局，是台州最大的户外运动休闲旅游基地。

在服务区买了套票后，一天的游玩开始了。
我体验的第一个项目是“飞驰人生”越野

卡丁车。据介绍，这是浙江省首个场地内全地
形越野卡丁车体验场所，总投资近2000万元。

服务区门口便是体验点，一整排越野卡丁
车整齐地停在路边。经过教练的一番指导，游
客们迫不及待地上了车。

越野卡丁车看上去很酷，跑起来更酷。
赛道总长 3.5公里，一圈下来需要十几分

钟。从起点到终点，越野卡丁车会经过急弯、缓
坡、炸弹坑、驼峰、泥地坑等 10多种地形障碍。
这是一种新奇的体验，颠簸、惊险、刺激……让
人意犹未尽，忍不住想再玩一次。

沿着服务区往后走，穿过一座天桥，便来
到哈哈滑草场。这是华东地区首个山地滑草
场，被列为浙江省运动休闲优秀项目及精品线
路。场地约1万平方米，分山地滑草及七彩滑道
两个项目。

滑草是比较适合儿童、青少年体验的项
目。夏天的滑草场，绿草如茵，坐在滑草车上，
从山坡上疾驰而下，耳边是呼呼的风声，鼻尖
萦绕着青草的气息。

将套票里的项目都体验了一遍，差不多到
了午饭时间。

体验了游玩项目，还要吃地道的农家菜，
才算不虚此行。我们驱车前往江南大峡谷的腹
地——3A级旅游景区下涨村，这里的农家乐十

分有名。
从欢乐谷景区到下涨村，开车需要20多分

钟，中途会经过彩虹道，这是青山绿水间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下涨村位于江南大峡谷中段，三面环山，
一面是河流。河水虽浅，却非常干净。随意走进
一家农家乐，热情好客的老板便迎了上来。在
老板的推荐下，我们点了咸肉笋干、柴豆腐、菜
干肉圆、番薯庆糕等当地特色菜，味道地道鲜
美。

吃完饭，可以在村里闲逛一下稍作休息。下
午，我们将体验当地最知名的峡谷漂流项目。

这里要提醒一下游客，去漂流最好提前准
备一套干净的衣服——因为漂流以后，你可能
会从头湿到脚。

从下涨村往上走一段路，便来到了漂流的
起点。峡谷漂流全长3.5公里，总落差168米，单
个最大落差10米，极具刺激性。

该项目分为探险漂流和休闲漂流两种，我
们选择了较平缓的休闲漂流。头顶是蓝天白
云，两岸是青山绿水，在缓流区打打水仗，在激
流区放声尖叫，别提多惬意。

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漂流艇带着
我们来到了终点。

晚上，我们宿于提前订好的竹家山山居生
活民宿。这是一家以“山居慢生活”为主题的高
端度假民宿，以村中老房子为基础修建而成，
古朴别致。

静之美

第二天，在清脆的鸡鸣声中醒来。推开窗，
发现天空飘起了小雨。细雨绵绵中，远处山峰
云雾缭绕，闻着清新的空气，一切都是那么静
谧美好。

体验了尤溪的动，今天来感受下尤溪的静吧。
从竹家山沿盘山公路驱车往下，不久便可

以到达沙衣辽村，这里有个七折潭景区，我撑
着伞徒步前往。

慢悠悠地行走在山间，一路上满目都是
绿。路过小村，绕过小寺庙，穿过竹林掩映的小
路，遇到了一条山涧。再往前走几步，七折潭映
入眼帘。

抬眼望去，两条如白练的瀑布倾泻而下，在
水面带起了层层水花。潭的四周是光滑的岩壁，
潭水碧绿。七折潭景区以峡谷戏水为特色，游客

可在此体验瀑、潭、涧等多种形式的水体景观。
七折潭旧名赤颊潭。据当地村民介绍，它

的易名源于一个民间传说。
一年夏天，台州大旱，庄稼缺水。当地一些

村民信此为“龙”潭，来此处祈雨。仪式完毕后，
水潭中果真浮起了一条乌黑的大鳗鱼。村民大
喜，立即将鳗鱼带回养在家里，等待天降甘霖。
谁知三天过后，滴雨未下。村民气急之下将这
条鳗鱼切成七段放进锅里，准备烧熟吃掉。神
奇的是，锅里的鱼段合成了一条鳗鱼，然后消
失了。村民相信了这是真的龙，带着祭品再次
来到赤颊潭祈雨。之后，天上下起了倾盆大雨，
旱情终于解除。赤颊潭因此易名为七折潭。

许是因为这个传说，凝望这口潭时，总觉
得多了一丝神秘。

在七折潭静静地放空了一上午，感觉身心
的压力都得到了释放。中午，在梦溪园烧烤场
品尝了烧烤以后，我们前往此行最后一站——
尤溪老街。

老街位于尤溪镇花联村，东西走向，起于
黄港（王广）桥，止于天主堂，街长约 500米。老
街为晚清民国风格，保留着木器社、书店、戏台
等古建筑。尤溪深厚的历史文化，都凝结在这
条老街上。

探寻老街从黄港桥开始。这座桥始建于清
代，为伸臂式抬梁石桥，总长35.5米、宽2.4米，
四墩五洞，包含 28个各式柱头和两端抱鼓石。
古桥历经风雨沧桑，但仔细观察，还是能在建
桥旧残碑和桥梁上看到题刻“王广桥”的字样。
因方言讹传，当地人称黄港桥。

在老街信步，一座被青苔砖墙包围着的两
层建筑，白色墙面，大面积的玻璃窗，显得格外
醒目。这是早几年新建成的临海市图书馆尤溪
分馆“老街三寻”。

“老街三寻”的前身是尤溪老新华书店，承
载了许多老尤溪人难忘的记忆。早年，一场大
火将书店烧毁，只留下了四周的老青砖墙。为
了最大程度地还原当年的记忆，尤溪镇采取活
化修复的方法进行原址重修，保留了四周的老
青砖墙，墙内则采用钢砼建筑重建。改造工程
历时两年多，如今展现在眼前的“老街三寻”，
能看出历史与现代的交融。

推门走进图书馆，大厅长长的阶梯设计十
分独特，约6米宽的台阶两侧摆满了书籍，应了
那句“书山有路勤为径”。读者可以坐在台阶上
看书，随意闲适。“老街三寻”开放以后，成了许
多年轻人喜爱的网红打卡点。

章氏民居，位于尤溪老街中部。这是老街
上一座保存完整的四合院，大院的门头、中堂
的木桩、二楼的窗户和木床，都维持着清朝初
建时的模样。

章氏祖辈从黄岩迁来，在尤溪的土地上开
枝散叶。过去，单这一个宅院，就被单独划了区
块起了名字，叫做章家里。

如今，章氏民居里还住着章姓后人。院中
老人回忆，最热闹的时候，章家里的住户有 14
家，一院子满当当的人。

闲逛老街，尤溪镇人文展示馆也是不可错
过的一站。该馆陈列了从民间收集的反映尤溪
人文历史的老物件、老照片、老技艺等，是全方
面展示尤溪历史风貌、风土人情、民俗文化、非
遗文创等的综合性场馆，是领略山乡小镇风情
的一个窗口。

走走停停，不知不觉就到了离开的时候。带
着满满的好心情，我期待下一次和尤溪的相遇。

来尤溪，
过一个有意思的周末

●台州市图书馆

》》云水展窗

秘境生灵——安吉小鲵科研图片展
【时间】7月23日-8月22日
【地点】台州市图书馆中庭
【主办单位】浙江自然博物馆、台州市图书馆

》》线下图书推荐

海纳百川，家纳幸福
家的舒适与幸福，来自于闲聊时余光一瞥

的客厅一角；来自于爱人在厨房有条不紊的烹
饪……收纳，是整理物品、梳理内心，更是打开
美好生活的一把钥匙。

本月主题图书推荐家居收纳类图书，欢迎
借阅品读。

【时间】8月
【地点】市图书馆二楼普通文献阅览室（一)

●台州市博物馆

》》小玩童

夏日清新小麻布
麻布是以亚麻、苎麻、黄麻、剑麻、蕉麻等

各种麻类植物纤维制成的一种布料。麻布制品
具有清爽透气、柔软舒适、耐洗耐晒、防腐抑菌
等特点。跟着老师，做一款手绘麻布包吧！

【时间】8月21日（周六）9:30-11:00
【地点】线上微信群
【参加对象】15名9-12周岁学员

手工拼图涂色DIY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历史交汇点。以一
百年为主题，一起完成手工拼图涂色DIY吧！

【时间】8月21日（周六）14:30-16:00
【地点】线上微信群
【参加对象】10名7-12周岁学员

听海
台州海洋渔业资源丰富，是中国重要的渔

区，盛产大黄鱼、鲳鱼等数十种经济鱼类。自制
一款海洋主题风铃，聆听海的声音，留住悠长
的美好回忆。

【时间】8月22日（周日）9:30-11:00
【地点】线上微信群
【参加对象】15名6-8周岁学员，需自备颜料。

剪纸映初心
剪纸是一种用剪刀或刻刀在纸上剪刻花

纹，用于装点生活或配合其他民俗活动的民间
艺术。本次线上活动结合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台州剪纸，让小朋友体验剪纸的乐趣。

【时间】8月22日（周日）14:30-16:00
【地点】线上微信群
【参加对象】15名9周岁以上学员
“小玩童”活动可通过“台州市博物馆”微

信公众号报名。

下涨村位于江南大峡谷中段，三面环山，一面是河流。未署名图片由尤溪镇提供

漂流滑草越野卡丁车项目。本报记者单露娟摄

陈淑颖陈淑颖

碧青三黄鸡碧青三黄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