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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沂欢：谢谢大家能在周四的晚上和我们来分享我们《地道风物》这个项目，也谢谢

张老师。《地道风物》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这样，我们是希望把全国各地这些好玩的，好

吃的，好用的这样的一些事物，当然了还有各个地方它们美好的这些生活方式呢，能够和

大家里分享。怎么做呢？实际上我们要做的工作，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其实就是我们只是

做一个所谓连接的工作，因为地道风物一直都在那儿。就像刚才可能我们在暖场的这个PPT

里面，我们同事也把如何加我们《地道风物》的微信号，如何和我们互动，这个环节已经

和大家分享了。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段地道风物，而我们的这份工作，其实就是走

遍全国各地，来发现乡土中国之美。 

在正式开始之前呢，想和大家来一些相对轻松的互动。今天晚上来的朋友特别多，我

想知道在座的各位，都多少是广西人？广西人还真是不少啊，真是有大概，这个比例恐怕

是超过广西人口在全国的平均数了，肯定是这样的。除了这些广西的朋友们之外，不知道

在座的各位有多少是曾经在广西生活，工作，旅行过，去过广西的，我想知道。目测大约

有30%到40%的样子。不知道刚才我们的微信中是希望能够和大家互动，让大家来分享广西

的这些美景，美物和美食。去过广西的人很可能都去过，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首选的这个

旅行目的地，或者去过广西的这些地方的朋友们里面，有多少是去过桂林的？这个桂林是

名不虚传的大景点，几乎我看80%以上去过广西的朋友都去过桂林。 

下面进入有奖问答环节了，刚才都是一个热场。无论去没去过广西，去没去过桂林，

或者是不是广西人，大家知道“桂林三宝”是哪三样东西的请举手。好像比刚才的广西人

还要少比例。这边的这个穿T恤的小姑娘吧。 

观众1：豆腐乳，辣椒酱，三花酒。 

陈沂欢：确实是，她说的非常对。等一会儿活动结束以后，请到我们工作人员这儿，

领一本我们刚刚出版的《地道风物》的MOOK。 

因为做这个《地道风物》的缘故呢，去年我们是频繁地穿梭在北京和广西之间。在我

小的时候，我们家里人其实特别不了解为什么我对这个白的，辣的豆腐乳就有一个偏好，

尤其是因为是北方人了，特别喜欢吃饺子，所以吃饺子的时候，有之间几年的时间，就特

别喜欢放一小块豆腐乳来就着这个饺子吃。后来呢，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中间有大概可

能十几二十年，一直把这个习惯就给丢下了。从去年开始了，因为去了广西，因为在桂林

机场，有的时候就还会顺手买一两瓶豆腐乳回来。但是直到今年春节，随着我们这个项目

越来越深入，还有和广西的这些朋友们关系也都越来越近，无意中一次交流中啊，我们那

个朋友特别随意的跟我说，说欢哥啊，其实你们买的那个什么花桥牌的豆腐乳啊，我们广

西当地人根本就很少吃，都是给你们这样的外地人吃的。我当时就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啊，

我想这是什么情况，我们《地道风物》做了大半年的时间，结果弄得都不是地道风物。就

是这一款花桥牌的这个豆腐乳，现在也被咱们北京著名的王致和给收了。现在都是这样的，

现在的这个看商标上这是多年前的这样的一个商标，现在已经不是了。这是桂林三宝的这

样的一个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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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后来我一想，其实这样的情况也很正常。今天来参加大讲堂的各位肯定都是生活

在北京嘛，肯定也经常有亲朋好友到北京来旅行，回去的时候可能也有不少人会带一些北

京的特产回去。相当多的人也会选择北京烤鸭，比如说真空包装的北京烤鸭，但是其实我

们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就知道。如果说我们真正地想品尝地道的北京烤鸭，即便不是去

全聚德，大董这样的大馆子，实际上也一定会找一个哪怕是一家小烤鸭店先烤先片这样来

吃，而绝不会说，去来一个真空的烤鸭。 

请问在座的各位，第二个有奖问答环节开始。这个图片中的这样一个糕点不知道谁认

识？对对，他说的对啊。这是著名的北京的我认识它应该就是北京的地道风物了，著名的

北京的稻香村。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北京人如果要是说串亲戚，都愿意拎着这么一个所谓

的“京八件”去交友。刚才是我们对大家日常生活中和这个地道风物一些关系的一个小的

互动。说明什么呢，说明确实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个地方的人们他们都有各自不同

的生活方式，而每种生活方式呢，也都有它们各自的美好。 

其实因为现在，我们中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大家都想过更好的日子。无非呢，就

是说，能够在旅行的时候，我们不一定非要选择那些最著名的，各种旅行榜单上靠前的大

景点，我们其实呢，是想避开那些人山人海的地方。我们找一些适合自己的，有的人可能

更想到了一个地方以后，所谓地向当地人那样生活一段时间。或者我们能够找到一些各地

的好吃的东西，看看我们在吃着这个“京八件”的时候，比如说苏州糕点吃什么，我们是

不是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品尝到它们。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国家地理》呢，做《地

道风物》的时候一个最初的一个动因。当然了，我们的那四个字呢，刚才大家也都看到了，

地，道，风，物，它分别代表着我们整个这个事的几个理念。 

“地”呢，我们当时对它的一个解释是，地生万物，是自然；“道”，就是在这个地

方，由于它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千百年来形成了这样一个文化的传承；“风”，就是

风化成典，由于这样一个文化，这样一个生活习惯，大家自然而然地养成了这样的一种风

俗；“物”，就是能够跟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些美食，手艺，能够跟我们生活连接的更紧

密的这些东西。 

开始《地道风物》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并没有选择中国东部这些经济最发达的地方，

也没有选择曾经给《中国国家地理》带来无数的美好回忆的中国的西部。当时我们的同事

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研究，我们当时选择的一个切入点，是在中国的中部这样的一个区

域。就是这个画着蓝框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注意到，有一些学者们提出，就是从

中国的秦岭往南，从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一直到雪峰山，南岭这个区域，事实上，是

存在着一个所谓的文化沉积带的。这个地方呢，虽然离中原并不远，但是由于他们的自然

条件，它山高水急。它这个区域正好处于中国的第二三个阶梯这样一个交接的地方。而且

呢，在水系上又是长江的上游和中游交接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它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相对

比较少，所以之前在中国，我们中国人日常的原本非常美好的一些生活方式中，一直存在

的一些美好的东西，在这个区域相对得以比较完整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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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个原因，最开始，我们是在四川，湖南，贵州这样一些区域进行了考察。但是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发现，中国确实是太大，而且《地道风物》这个项目它涉及的方

方面面，不是通过我们自己就可以独立完成的。我们既需要给大家提供一个完整上的这样

一个内容的传播。因为首先我们要找到各个地方的好的地道风物，还要通过我们这样一个

媒体的属性传播给大家。 

之前呢，《中国国家地理》更擅长的是杂志，图书，当然我们有新媒体。但是后来我

们想到呢，还是应该和借用一些，比如说纪录片，比如说综艺节目，当然还有移动互联网

这样的一些手段，更广泛地来汇集内容，产生内容和传播。因为这个原因，我就在去年年

初的时候，和一些朋友们来探讨这个问题。 

当时的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是中央电视台《舌尖上的中国》的总导演，陈晓卿老师。

当时我把我这个想法呢，去和晓卿老师交流的时候呢，比预期的更好，他非常支持我们的

这个想法。而且他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直接的建议。说，《地道风物》可以做广西，而且建

议我们立刻开始。当时我确实是心里有点儿没底啊，因为广西之前确实不在我们最聚焦的

那个地方。但是晓卿老师当时跟我说，去年年初的那个时候，《舌尖》2还没有上映，正在

紧张的后期。他跟我说，两部《舌尖上的中国》在很多地方都故意回避了广西，不是因为

广西不好，而是因为广西太好了，好得出乎他的意料。所以呢，他当时已经启动了一个新

的纪录片，叫《秘境广西》这样的一个纪录片。他建议我们来做《地道风物》，他们做

《秘境广西》，而且二者的理念是高度吻合了。一会儿我们可以在后面的内容中可以看到

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体现。 

当然，很快呢，我们就拿到了他们纪录片的脚本，我们的编辑又飞到南宁，和当地的

专家，学者，摄影师开了两天的会。后来确实发现，就像陈晓卿说的那样，广西有太多之

前我们不太了解的，美好的地方。 

经过这样的研究以后，我们感觉做广西可能有戏，所以我们就开始了我们广西风物之

旅。这是我们当时在开始广西的内容之前，我们做的一些基础的调查资料。上面那张是漓

江山水了，大家都很熟悉。下面这一张图片也是广西的，什么的地方？那位，穿绿色的T恤。 

观众2：这个它是大石围天坑。 

陈沂欢：大石围天坑在一会儿我们后面的内容中会有体现，但这个还真不是大石围天

坑。这个呢，是广西的红水河。这条河发源于云南，流经贵州，从整个的广西的西北部进

入广西。接下来，它的名字在不断地变换。比如说，经过一段以后，它叫做了西江，等它

进入广东以后，它又叫珠江。这个是整个珠江的干流，它养育了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比如

珠三角地区，就是靠这样的一个红水河形成的一个西江水系。左边的这一张是亚马逊热带

雨林，右边的这一张就是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大石围天坑，它确实是这个原始森林的这样的

一个自然景观，跟大家原来印象中的广西可能多少有一些不同。左边这一张呢，是我们在

北京的一个桂林米粉的店，右边这一张，广西肯定是有朋友是知道的，我就不问了。右边



 
 
 
 

 5 

这一张是广西的油茶，它在整个广西的东北的地区是非常常见的一种饮食习惯。 

广西是壮族自治区，但是它其实是不仅仅有壮族，而且有瑶族，侗族等等十几个少数

民族。中间的这一张图片，尤其地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一会儿我们也会专门地讲到这一点。

所以这个广西的民族性，它的少数民族的人口，它民族的丰富性也是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

的。 

广西的自然，这句话其实是我的作者萧春雷说的，因为广西都叫广西盆地嘛。为什么

叫广西是个歌呢，广西是一个被群山围绕的省份，它的西边大家都容易理解了，云贵高原。

北部是南岭，但是很神奇的是，即便在它南部，靠近北部湾的地方，也有十万大山，六万

大山云开大山的一些群山耸立。更有意的是，它这些山从北往南有四条湖，这个在中国的

所有的沿海省份里面是非常少见的。更有意思的是，它的第三条湖，被著名的地质学家李

四光命名为广西湖，或者叫广西的黄金湖，是因为这条的山的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从

上到下的第三条山脉。左边的大明山是壮族的神山，右边的大瑶山是瑶族的聚居区，自然

环境非常好。西江水系是遍地了整个广西壮族自治区，刚才说到了红水河就是在这个位置，

它从梧州流出了整个的广西。 

广西它是可以用一条湘桂铁路简单地把它分成了东西两个部分。原本广西是一个百越

民族的的聚居区，像现在的壮族就是原来百越民族的后裔了。但是随着外来民族的不断的

进入，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现在更多的是在湘桂铁路的西部，桂西的地方是少数民族更加

集中的地方。这个地区相对而言，山比较高，而且喀什特地貌更发达一些。从自然条件来

讲，虽然风光非常得秀美，但并不是那么地适合人类居住，尤其是在农耕文明时代，相对

在这个地方生活是困难一些了。而在湘桂铁路的东边，简单地来说，整个的广西因为简称

桂嘛，就是在桂东北，它更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比如说他们说北方官话，他们吃辣椒，

就是生活习惯可能更像湖南人，受湖湘文化的影响相对明显一点。而在桂东南，这个地方

实际上是从几百年以前，就已经变成的广东的腹地，他们说白话，而且有学者指出，大家

都普遍叫做粤语或者广东话的这个白话。实际上它的发源地是在广西的梧州。 

当然了，广西还有非常美的海湾，它有一千多公里的海岸线。北部湾是中国沿海的这

些省份里水质应该是最好的，它有这个非常美丽的红树林。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现在

在这个地图上看见的这几个地方，比如北海，钦州，防城港，包括东兴这几个地方呢，在

广西叫青连四属（音），一直在之前的很多一段时间里，这几个地方是不属于广西的，它

是属于广东省。虽然在建国以后，曾经有非常短暂的时间划归给过广西。但是广东不干，

肯定这么好的地方，要是给了广西了，广东人肯定是不答应的，又给要回去了。直到1965

年的这个越战，当时广西变成了中国支援这个越战的一个前沿，为了能够从海上和陆上，

能够更充分更好地支援越南，所以就把这个青连四属（音）划归给了整个广西。从此广西

才从一个内陆的省份，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从一口锅包围的这样的一个盆地，才真正地

迈向了海洋，它才成为了真正的一个有海的地方。 

这张图特别乱，特别乱是因为这是我们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在广西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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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棕色的线从北往南是我们当时从兴安，从湘桂走廊，这个是都庞岭和越城岭之间，

它这个湘桂走廊一路向南，经过了猫儿山，猫儿山是中国的珠江水系和长江水系的分水岭。

在这个地方有著名的灵渠，是最早的一条运河，沟通了这两大水系。当时打通这条运河，

是因为秦始皇要统一中国，要征服岭南地区，把战争物资顺利地从湖南运到岭南，所以打

通了这个灵渠。从这一路向南，经过了大瑶山，进入了大瑶山的腹地金秀，然后到达梧州，

最终是到达了海边的这个北海，这是一条整个从北往南的线路。 

另外一条线路就是这个黑的线路，它是也是从海边走，从钦州，这个地方是因为当时

我们刚刚到达广西，广西的朋友就知道我们要做《地道风物》，就说广西有两样东西你们

是一定不能错过。一个是壮锦，一个是坭兴陶。这两样东西，一个是在钦州，一个是在宾

阳，所以这条线路更多的是我们当时寻找风物的这个道路。所以从钦州到南宁，到宾阳，

再一路向东，最后到达了梧州。当然了，剩下的很多的圈都是当地的作者，我们的摄影师，

还有我们的同事走过的这些路。 

大家可能听我们讲广西的自然听得都有点累了，而且感觉好像这还是自然和地理，和

风物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为什么先要跟大家讲这个呢？是因为《中国国家地理》来做《地

道风物》是它有自己的逻辑的。因为或多或少我们认为，确实是你叫地方决定论也好，还

是叫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好，我们要想知道每一个地方，它为什么能有这样的风物。它

一定是有它的自然的成因，一定是有它历史的传承的。所以呢，这些是我们当时开始《地

道风物》之前做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准备工作。但是，它虽然重要，却是我们整个《地道风

物》的开始。 

现在呢，是真正地进入了所谓《地道风物》的环节了。可能大家还记得刚开始我说的

这个豆腐乳的故事，是因为要做地道风物嘛，这个桂林朋友跟我说，我吃的都不是地道风

物，所以我当时心里头就有点儿不爽，也不太服。所以呢后来我就嘱咐我们在当地进行后

续工作的同事，我说一定要帮我留意，看看有没有什么真正的有关豆腐乳的，有关桂林三

宝的地道风物。特别巧，我们的同事就在桂林的一个郊区，找到了一个小村子，然后这个

地方叫横山村。这一个村子呢，主要就靠做豆腐乳为生。当时引起我注意的是，我们的同

事回来以后说，我找到一个地儿，专门做豆腐乳，而且他们就靠做豆腐乳的这一个手艺，

正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当时听着有一点奇怪。我就细问，我说这是一个什么

情况，我的同事就跟我说，第一个，他们是目前在广西省内，唯一的用当地的青豆来做豆

腐。用当地的井水来作为做豆腐的重要的原材料。这是发酵的一个图片，在整个的这个过

程中，是用当地的稻草烧成的这个草木灰来吸收豆腐中的多余的水分，又用这样的一个非

常传统的方式来制作，整个的制作周期超过90天。当时我就觉得有点意思，然后他还跟我

说，特别有意思的是，因为要强调地道风物嘛，就一定是要有一个地理上的唯一性，并且

还要有一些历史的传承。 

还给我讲一个故事，说现在在做豆腐的这个人，叫陈富息，说他的九世祖，叫陈升莫

（音），当时是乾隆年间的这样的一个一品大员，曾经就把这样的豆腐乳。因为据说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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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过生日的时候，大臣们都需要拍马屁，送礼物。他们家比较清廉，所以把这个豆腐乳

送给了这个乾隆皇上。所以现在我是就跟我们同事说，那就跟这个陈富息他们好好聊一聊，

我们看是不是能够把这个乾隆供的豆腐乳做出来。等个豆腐乳做出来以后，我想我就会和

我桂林的朋友重新聊一聊这个桂林的豆腐乳。到底是四方井的更好，还是横山的更好。这

是我们当时在桂林做的豆腐乳的一个小故事。这个是我们现在和当地的朋友们正在讨论，

看看是不是能够把这一款豆腐乳做出来，但是现在还没有。其实我们现在《地道风物》的

很多产品都还是在一个寻找发现的这样一个过程中。 

桂林三花酒，这也是桂林三宝之一了。讲讲桂林三花酒的故事，在座的有桂林人吗？

请那位穿绿衣服，戴眼镜的美女，跟我们讲讲桂林的三花酒。那要不还是我来？是这样，

还是说到陈晓卿确实是一个美食家，当时我和他聊，我说桂林三花酒为什么有名，因为白

酒嘛，中国确实渊源流长，酱香型的茅台，浓香的五粮液，包括咱们北京的这个清香的二

锅头，大家都很熟。但是这个桂林三花酒它是在整个的这个广西地区比较独特的一个米香

型的这样的一个酒。 

因为刚才大家看到了，是因为西江水系遍布整个的广西，所以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

农耕文明非常发达，像壮族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农耕民族，很早以前，几千年前他们就在

种植水稻。而这个桂林三花酒就是用大米酿造的，只不过当地的朋友跟我说，有一个说法，

就是这个三花实际上并不是有什么桂花什么什么的，几种花，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当

时他跟我说，三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拿大米酿造的酒，每酿，第一次酿造叫米单。然后

经过第二次发酵提纯的叫米双。每提纯一次，这个酒精的度数大概能长个十几度。到了三

次提纯，多次提纯酿造的时候，这个就叫三花酒。所以一般的，我们经常喝到这个桂林三

花酒，一般就是40多度，不像北京二锅头有56度，65度没有这么高的度数。陈晓卿就有一

个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这个米单的酒，怎么分这个米单，米双和三花，就是一看就看出

来。说这个米单这个酒，一看就是米汤浑浊。然后米双呢，就是这个米汤以后没刷碗。然

后这个三花呢，就是清水。这就是米单，米双和三花，就是这么简单地就能分辨出来。 

除了刚才的这个桂林三中间的两个以外呢，当时我们在广西曾经特别关注过的一种茶，

叫做六堡茶。在座的各位有喝过六堡茶的吗？一位都没有？不应该啊。这个广西的朋友们

肯定是知道六堡茶的。主要是怕说知道以后，又要替我讲六堡茶是吧。这个六堡茶呢，我

们同事今天帮我做这个PPT的时候，起了一个特别好的名字，叫熟普之师。什么意思？就是

1973年，云南省农业厅，它要研制熟普的时候，专门去发了公函，派了人，到广西的梧州

茶厂来学习，向六堡茶来学习怎么做熟普，所以呢，我们的同事把它起名叫做熟普之师。

六堡茶实际上呢是黑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品种。大家通常意义上的黑茶，它属于黑茶了。 

湖南的黑茶都比较有名，在安化，兴化都有，很多人也都把这个普洱茶熟普也归成这

样的一个黑茶。而这个六堡茶呢，它是在广西梧州的六堡镇的这个地方。刚才大家看到了，

我们从西向东的那条线路，最后一站之所以要选择梧州，就是要去看六堡茶到底是一个什

么情况。我们得出来的原因，当然还是地理决定论了。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在六堡镇它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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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方有一个黑石村，虽然它的生态环境并没有像武夷山，或者说其它的一些著名的茶产

区那么茶林密布，也没有太多的老茶树，但是自然环境不错，最传统的六堡茶的茶区就在

那个地方。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并不是因为六堡茶之所以有名，或者说它的历史很悠久并

不是因为六堡，而是因为梧州。我不知道西江水系那张图片大家有没有印象，梧州实际上

是整个西江水系的一个枢纽，就像一个水龙头的那个位置，基本上就是。因为在广西，全

省的水不断地汇集，只有到了梧州这个地方，它最后汇集的那条江呢，是从北往南下来的

漓江，就是漓江山水的那个漓江，到这儿，从梧州流出去的水才叫西江。 

在古代，因为交通跟今天完全没法比，在没有高铁，没有高速公路的时候，那个时候，

水运就是高速公路。所以呢，离这个水系特别近的地方，就是特别容易成为商业中心。而

在明清的时候，有大量的福建，两广的人，去东南亚，不仅仅是是打工了，也有去开矿，

去做各种的营生。但是他们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因为那个地方比两广更日湿热更潮湿，他

们水土不服。但是他们就喝了从梧州六堡做的这个六堡茶以后，他们就感觉到祛暑，就很

舒服。所以呢，在之前，一直在抗日战争之前的很多年里面，这个六堡茶，它是中国外销

的茶里面占的份额是非常大的。直到应该是在1938年的时候，应该是那个时间，这时候广

州被日军攻陷以后，六堡茶才不再供应东南亚了。 

而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是，有一个茶厂，我记不住叫什么名字了。它就赶在广州沦陷

之前囤了一大批的六堡茶。因为当时觉得这个六堡茶要稀缺，他就囤了一大批。但是广州

沦陷以后，他这批茶就一直压了七年，七年的时间他卖不出去，这家茶厂就因此差点儿倒

闭。但是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他这个压了七年的茶，市值就是以高于原来价格五

倍以上的，全都卖出去了，被一抢而空，所以呢，那家茶厂呢，就由此就翻身了。 

六堡茶它是一个熟茶的工艺，我们当时到了这个梧州茶厂，这是国营最老的一个茶厂

了，来做六堡茶的。它确实是还能够尽量地选用当地的茶青，因为它的工艺其实是。我不

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位喝茶，或者说对熟茶有一些了解，它之间的那些工艺和做熟茶的那些，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不同。比如说，都还是要杀青，揉捻，这样的，包括最后什么复捻，

最后压实，发酵，都有这样的一套流程。 

但是最重要的，它其实是经历了一个自然发酵的过程，因为它是要通过西江水域坐船，

再船运出去。所以呢，实际上，它是在船运的过程中，最开始是受船上的这些潮气的影响，

然后有一个自然发酵的过程。后来又经过商业演替，整个的这个过程中，比如当地的一些

人，曾经因为香港的商人大量收购这个六堡茶，因为香港的商人很精明嘛，所以不断地挑

他们的这个，比如说茶叶由头有黄的，有什么的这个来压价。但是其实永远都是买的没有

卖的精嘛，所以当地的这些茶商就在把这个茶叶卖给这个香港商人之前呢，先把一大筐的

茶叶底下都先喷上水，薄薄地喷上一层水，上面再20%-30%放一点儿干燥的茶叶。然后去发

给这个香港商人，因为这样就加重了，所以呢，你就是砍我百分之二三十的价，反正我加

了百分之二三十的水，我也不亏。结果，特别神的是什么呢，就是经过了这样的。真是歪

打正着，经过了这样的一个流程，没错，就像您说的似的，它加速了它这个发酵和陈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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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过程。所以后来你不加水，这个香港商人还不干了，还必须得这样。所以就是很多事情，

真的大家还是要相信商业的力量，其实只有市场化它其实是最有效的机制，能够让所有的

一切合理地运转起来，这是我们当时找到六堡茶的这样的一些故事。 

六堡茶的产品其实我们之前一直特别想做，甚至我们的同事别出心裁，用广西的六堡

茶加上新会的陈皮，两个国家级，不是国家级了，就是都是非遗产品。两个往一块儿，因

为大家可能有人喝过桔普茶，这个他拿陈皮和六堡茶来做这个混搭。但是我们做了种种的

尝试之后，发现这个六堡茶，实际上就是黑茶的市场份额，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把普

洱也算做黑茶的话。如果整个的市场份额是100，那普洱起码占90%，剩下的10%起码就9%是

湖南的黑茶，剩下的1%是六堡，或者说湖北的大清茶，什么四川还有一些边茶，这样的一

些茶大概占1%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六堡茶想要做起来，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现在他们其实选用的，第一个本地的

茶青已经非常难找了，即使是他们现在做的一些，比如说叫桂青，所谓当地的茶青，也都

是当地做绿茶的茶青，所以呢，想要做成当年这样一个质量上非常有保证，用古法这样来

做的六堡茶，实际上是目前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不是因为要卖给大家六堡茶，我说的那

个六堡茶，现在我们也没有。但是它确实是这个现状，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同事自娱自乐地陈皮的这个六堡，但是确实是没有办法商业化，如果一

切都按照最好的这样的方式做，就是用真正新会最好的陈皮，当地最好的茶青做这样的一

个六堡茶，就这么一个，桔子这么大的一个六堡茶，最少要100块钱，肯定是不会有人买的。

真的，它不是一个市场化的。 

鱼露，鱼露这个东西其实挺神奇的。因为之前我们对鱼露是早有耳闻，因为中国的东

部沿海的一些省份，都做鱼露，但是广西的鱼露确实是有一些与众不同，它最主要的不同

之处，就在于它那儿有一个少数民族，号称是中国最富有的少数民族，就叫京族，北京的

京，京族。这个少数民族人数非常少，实际上，他们就是和现在的这个越南人他们是同根

同族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的生活习惯各种的都非常像这个越南他们的生活习惯。而我们

注意到的这个鱼露，它是在钦州了。 

那个地方有一个京族三岛，因为第一个北部湾的海水质量确实是很高，所以因为它有

非常多的，生态保护得非常好的红树林。所以在那个地方，是有丰富的这样的水产品，比

如说鱼虾蟹各种，不计其数。我很多年以前第一次去广西，好像不是去的桂林，是去的北

海，当时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北海的海边不停地一顿接一顿地吃海鲜，就是给我

留下了特别美好的印象。当地的钦州的人跟我说，他们的海鲜质量远远超过了北海，因为

北海是一个旅游城市嘛，这个钦州不是。 

而在这个钦州，他们因为海产品非常多，自然环境好。而且当时我们找到了一个，就

是他。这个人特别牛，叫阮三娘，阮小二的阮，阮三娘，她做的鱼露，她跟我们说，说这

个鱼露其实特简单，没有任何复杂，他们做鱼露说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就是底下垫上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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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放一层鱼虾，放一层盐，放一层鱼虾，放一层盐，有的人家放一点酒，有的人家不放。

就是这个制作工艺一点儿都不复杂，但是她这个鱼露做到好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她开了一

家饭馆，不是卖鱼露，就是饭馆，但是这家小店，一道菜都没有，只卖白米饭。对，只卖

白米饭，而且吃白米饭，总得排队。因为他们家就这个一道，就是鱼露拌白米饭。所以下

回如果有朋友们要是去这个钦州的话，可以来找找阮三娘的这家店，看看他们家的鱼露确

实能够好到什么程度。因为它好在什么呢，鱼露，大概是100斤的鱼露，她跟我们说，100

斤的鱼露大概能出30斤的头汁，就是第一道汁，叫头汁。他们家只卖头汁，而且她说她做

这个鱼露的时候，她说其实我就是比较上心，第一个，她不用下脚料，所有的小鱼小虾这

些东西她都用好的。第二个，她就是根据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温湿度，她就是上心，甚至

说。当然后来这一段我是有点听不懂，她说连潮汐都对这个怎么制作鱼露的质量都会产生

影响。但是确实是，其实只要上心，因为我们现在能够给大家提供的，其实无非就是上心。

大家其实现在在中国最缺乏的就是信任嘛，对不对。如果要是能够找到真正的上心的，认

真干一个事的人，我觉得是挺不容易的，只要上心干，这个事基本上就靠谱。这个就是他

们的鱼露，还是挺漂亮的。 

 这是酸笋，对，酸笋，有朋友说了，也是米粉，当时因为我在广西的几个城市都走了

一下，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米粉。桂林米粉，然后南宁的老友粉，柳州的螺蛳粉，然后

还有什么猪脚粉，各种，我都记不住。它们确实是各有特点，之所以拿一个酸笋这样的一

碗米粉放在这儿呢，是想说，因为广西其实是中国的南方了，它非常潮热，而且在原来经

济不太发达，交通不发达的时候，在中国的很多区域，他们都是以酸代盐的这样的一种生

活习惯，而且他们是需要通过酸，包括臭，都是发酵的这样一种工艺，来发汗，来祛暑。

其实和刚才说的那个六堡茶的功效多少是有一点接近的。客观地说，虽然桂林的米粉特别

多，而且我们广西的同事，我们广西的朋友对于他们的米粉无比地自豪。但是因为我不是

特别爱吃米粉，我就翻篇儿了。 

刚才说的都是吃的，我们看能不能有略微高大上一点儿的。 

倩倩：在听这个故事之前，请陈总喝口水，润润喉，然后我们插播一个小广告。其实

主要是想感谢大家今天，然后多给大家提供几份小礼品。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地

道风物，关注地道风物的公众号，在后台给我们回复您最喜欢的一个地道的美食，或者是

手工艺品，或者是您今天听到的特别有感触的，想跟我们互动的话，我们在明天早上会另

外再抽出五位幸运者，送出我们《地道风物》这本书，以及我们非常珍贵的一个，我们出

的一本书，叫《达芬奇的密码》，是达芬奇的珍贵的手稿的一个装裱画。五份啊，幸运的，

然后明天会给大家统一一下，是哪几位获奖，告诉大家寄给他。所以，特别感谢大家，也

希望大家以后，持续对我们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地道风物会持续给大家发布一些可能互动

的一些活动和话题。好，请陈总继续。 

陈沂欢：谢谢倩倩，我们当时确实不只是本着吃去的，所以呢，我们还干了一些别的

事。因为刚才跟大家分享过，因为广西确实是一个群山密布的省份，但是在广西的这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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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面，最吸引我的是这个大瑶山。可能是我小时候特别爱看武侠小说，我估计是这个原

因。因为梁羽生他就是广西蒙山县的人，大瑶山不到100公里，非常近，他的武侠小说里曾

经多次提到过大瑶山，所以我对这个地方就有一个莫名的好感，就一直想去看一看。我快

说，这一段是。 

大瑶山，它是在桂林往南大概200公里的样子，路很好走，就是如果从桂林开车的话，

应该是4个小时就可以到。大瑶山在解放前其实一直是一个非常封闭，独立，没有开发的地

方。在广西全境解放是1949年的12月份，在建国之后，才宣布全省解放的。但是一直到了

1951年，广西全省的剿匪工作还没完成，一方面确实是，桂军骁勇善战。一方面广西的地

形也对整个的剿匪呢也很难，确实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后来是1955年被封为开国上将的李

天佑他也是广西人，参加过百色起义嘛，所以他当时是广西剿总司令。为了完成剿匪的工

作，他在剿匪，总共之前派了40多组的侦察兵深入到大瑶山，然后才绘制出了这样一张大

瑶山重点剿匪，还不能叫地图，叫示意图这样的一个东西，发到连队手中去完成了剿匪的

工作。可见之前的这个大瑶山确实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地方。民国政府曾经想开发大瑶山，

所以他们曾经请了后来中国最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到大瑶山做科学考察。途中这两张

照片里面没有费孝通，是费孝通的妻子王同惠和瑶族妇女。 

1935年，也就是80年前，当时费孝通和王同惠一个25岁，一个24岁应该是。他们两个

人到大瑶山来进行科学考察。到达大瑶山的第108天，费孝通和王同惠一同在野外考察的时

候，和向导走失，费孝通误入捕虎的陷阱。当时两广地区有华南虎，所以这个王同惠费尽

千辛万苦把费孝通救出来，然后又独自下山去求救，但是不幸坠崖溺亡。就是108天，后来

费孝通又曾经多次去大瑶山考察，我是今天春节的时候，第一次去的大瑶山。在它那个瑶

族博物馆里面，还看到了很多。一直到1980年还是哪年，我印象中费孝通还又去过大瑶山，

去考察。当然后来他为了完成王同惠的遗愿，还出了一本书，叫做《花篮瑶社会组织》这

么一本书。这是费孝通写的，这是费孝通的一句话，就是“瑶山并不是陷阱，更不是可怕

的地狱”。因为这个地方曾经给他留下过不好的印象，“瑶山充满着友爱的桃源”。插播

一个广告，因为我们同事也提醒我不能讲太多，所以这段故事，我们的那个MOOK里头有，

大家希望了解呢，可以去看我们的MOOK。 

大瑶山是一个生物多样性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算了，我不问了。

就是金斑喙凤蝶，这个物种非常非常得漂亮。就是图片中的这一张，它号称“蝶中皇后”。

我看到的资料，说是全世界最珍贵的八种名贵蝴蝶之首，是中国的特有种，是中国的唯一

的蝶类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是我们的摄影师张小宁在大瑶山拍摄的。因为这样的蝴蝶

只在，比如中国的武夷山，大瑶山这样自然环境保护的非常好，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地

方才有。 

书香门第大家肯定都听说过这个词了，书香门第的“香”指的是大瑶山随处可见的一

种草，叫灵香草。长这个样，这张图片应该是在5月份拍的，不是我拍的啊。就是每年它的

花期应该是5月份，但是书香门第的香呢，并不是这种鲜花的香味。它是等它到九十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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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个灵香草给采摘下来以后，烘烤大约十几个小时，就会发出这样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香

气。 

还是做一个有奖问答环节吧，这个问题没有门槛儿。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哪位家里有

独立的书房？有吗？有的就送书。不好意思，这位美女，你们家有独立的书房是吧？那您

可能灵香草就对你有特殊的意义。为什么？因为中国最著名的一座藏书楼，宁波的天一阁。

它几百年来，它的书能够得以非常完好的保存，就是因为当范氏家族一直在用灵香草作为

防虫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这样一个工具。所以说，书香的香是指灵香草。 

但是，等我后来回到北京以后，去年其实我就回到北京以后，我们的作者杨小肃就把

这个灵香草的实物给我寄来了。我当时因为没看过这张片子呀，之前都是他跟我讲，结果

我一看这个图片，这样。我说你这样也好意思叫灵香草，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用，后来呢，

我就只能这样，只能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因为没有独立的书房嘛，就把它放在独立的那书

架上，放了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呀，不知道该怎么用。因为我们是做图书出版嘛，对书自

然有天生的这种的好感，所以想做一个什么东西把灵香草做出来，因为这个，想把它做成

能够跟大家分享的地道风物嘛。后来呢，是到了今年的端午节，就有惊喜了。这是我们同

事拿这个灵香草做的一个香包，这是我们内部福利啊，这个还是没有做成商品，但是确实

是满足了我对灵香草的很多的愿望。 

之前跟大家说过坭兴陶和壮锦的事，后面的这两个事就是，一个是关于坭兴陶，一个

是关于壮锦。这块是有一段视频是吧？先请大家看一段视频。 

（视频播放中） 

去这个广西之前啊，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坭兴陶，当时也有朋友跟我说这个坭兴陶的

时候，我还以为是宜兴陶。结果呢，我到了钦州以后，确实，刚才纪录片中的这位黄亚南，

我也去他那儿看了。我也从钦州带回来了一把壶，这就是坭兴陶烧制的，我平时偶尔也会

用它喝茶。但是客观地说，就是宜兴的紫砂那么有名其实是有它的道理的。这把壶虽然是

我们在钦州亲自挑选的，它也有窑变不是特别突出，但是也还不错，气形上面也还算顺手。

但是实际上这个坭兴陶它是有它自己的一定局限性。它的陶土当然是非常有特点，刚才纪

录片中也说了，这个东江西江两种泥。所以呢，它的陶质相对比较硬，所以它就比较容易

做雕刻，做这些的东西。另外呢，因为它是无釉的这样的陶嘛，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窑变，

这都是它的一些特点。 

所以我们同事可能张婷（音）写的吧。“每一次开启都是偶然，每一次拥有都是万难

谋划的私人定制”。指什么呢，就是说，每一个坭兴陶它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都窑变

嘛，所以这也是认为不可控的，这个是很难的。当时这个东西吸引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

说，因为现在大家都追求个性化的选择嘛，所以这个谁都想拥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就是

坭兴陶。 

但是真正地让我们在，因为你拿来东西一定要用嘛，真正在使用的过程中，其实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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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原来的一些宜兴的紫砂啊什么的，做一些对比啊。发现它确实是从它的设计，因为它原

来主要是在成为现在的这个大家更常见的茶器之前，它更多是用作什么烟具，烟袋。我不

太能够想象怎么能够，反正用陶瓷的东西做成烟具，然后做成一些炊具。但是比如说像建

水黑陶，建水陶的当然是汽锅鸡了，对吧，那个是很常见的。但是我们去钦州的时候，也

没见着他拿这个东西怎么做炊具，更多的还是做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它气形上，实际上

更多的还是在模仿宜兴的紫砂这样的一些东西。 

而真正从工艺上，就是它没有那么精致。因为像景德镇，景德镇它真的是72道工序啊，

细分的非常非常的。就是每一道那儿都有专业的人来干。所以，哪怕是在座的任何一位，

假如我就想做一个陶瓷，我到了景德镇去，我就有一个想法，我哪怕我就想画幅画，你都

能在这个瓷板画上画，画完了这个东西也能成为你的。而在整个的宜兴它是没有这样细的

一个社会分工的。所以你看像黄亚南那样的人，在钦州，你说他非常少见吧，确实是，他

自己是能手拉胚，能自己画，能自己雕刻，能题字，自己还能烧，这样的人确实是非常非

常少见，但是它就不精，就是这样的一些产品呢，一方面来说，可能说我们可以享受它的

这个朴拙这样的个性化的东西。但是真正在日常的一些使用中，比如这把壶，它比如在倒

茶的时候出水，它真的就不如一些宜兴紫砂出水那么顺畅，这些可能真的就是它的一些局

限。就是越往后，推动地道风物这个事后来我们就发现，其实无论是坭兴陶，还是壮锦，

其实我们都面临着这样的局面，就是很多我们认为是地道风物，它有当地非常强的地域特

点，有文化传承的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它可能是需要一点点外力的刺激，让它进行一点

改良，它可能才能跟咱们的生活连接得更紧密。 

这是一个当地的另外我们的一个故事。今天因为时间已经不多，我讲的有点超时。所

以这是当地我们认识的一个人，他做了一个当地，整个钦州唯一的一条柴烧的龙窑，因为

现在刚才纪录片中也看到了，黄亚南用电窑，这个柴烧它更容易出现窑变，这个人的其实

这个故事还是挺逗的。我就简单地说，他请了一个人来帮他搭了这样一个柴窑，当时他请

的这个人，他认识是一个烧窑师傅，应该会烧窑。结果呢，连续地烧了一窑，两窑，三窑，

每窑烧出来都不行，就烧一窑坏一窑，然后第四窑还没烧呢。因为钦州是海边嘛，就有这

个台风，下大雨，雨下得太大了，把窑给淹，水还没退，烧窑师傅跑了。等水退下去以后，

这个烧窑师傅没了，窑还在，但是他不会啊。 

这个人叫施宝业，特别神，我们有同事跟他打我好多次交道。他这个人，反正用北京

话说也挺愣的，他反正他觉得这个事不行我就自己来，然后他也请了一些人，然后一边自

己学，一边就烧。然后现在他就这么一窑一窑地烧，这把壶就是从他们后来自己这么烧出

来的窑里头弄出来的。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大多数

的事，可能你真是只要上心地去做，认真地干，你从不会到会，慢慢地总是有这样一个过

程，终归能做好。 

最后一个有奖问答环节，这个难度确实非常大。都是织绣的图案，不知道现场的各位，

能不能够，知不知道这分别是哪种织绣？或者说这样，一种是汉族的，一种是少数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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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降低一点门槛儿。您，不好意思。 

观众3：苗族的。 

陈沂欢：哪个是苗族。 

观众3：好像就是上面那个。 

陈沂欢：左上？ 

观众3：对。 

陈沂欢：这样啊，苗绣确实是中国最著名的少数民族里面的一种，但是呢，这种还真

不是苗绣，它是我们汉人的。跟大家分享一个高山汉的故事。这个姑娘她是一个汉族，左

边的这三个的纹式都是我们在广西的桂西北地区，我们的摄影师拍摄到的，他们这些人叫

高山汉，高山汉是什么情况呢？在广西有一个说法，叫做苗瑶住山头，就是苗族瑶族住山

头。壮侗住水头，壮族和侗族因为是原来百越的后代，他们世居在这个广西，本身就是农

耕文化，傍水而居。而汉人住街头，汉字就是住平原嘛，或者城市嘛，这样的一个。而左

边的这个姑娘她叫高山汉，我们的摄影师到这个地方去采访的时候，发回这些文图的时候

确实让我们很意外。 

他们自己，首先他们是汉人，不是客家人，我是客家人，他们不是客家人。据他们当

地自己人说呢，是在明朝末年，当时这个清兵入关，他们自称是张献忠的部下李定国的他

们的这样的一支人马，当时抗清失败，他们就一路辗转到了整个的广西的西北地区，到了

这儿以后，跟当地的地方武装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那他们训练有素嘛，跟清兵都打了，

肯定这个当地打不过他们呀。但是他们赢了以后，也就迅速地消失在这个群山峻岭，就这

样隐姓埋名地生活了三四百年，所以他们的生活习惯，包括尤其是服装服饰，还都沿袭着

明末这样的服饰。 

你看这些，当时咱们的这个传统文化里面，肯定就是什么福禄寿禧，牡丹花开啊类似

这样的一些图案，在这里就比较容易得到体现。右边的这个壮锦，壮锦其实比较好分别，

第一个，它比较喜欢用这些对称的图案，看这个对称的图案非常多。另外呢，这也是一幅

壮锦的图案，因为壮族他们农耕文化嘛，这个在广西是非常著名的，其实知名度是比这个

坭兴陶和壮锦一点儿都不低的，当地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物质文化遗产。有壮锦，有铜鼓

这样的一个图案的呢，大多数都是壮锦。这个当地妇女在织锦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也采

访到了当地这个壮锦的国家级传承人，但是我们通过种种的努力，发现其实壮锦其实在我

们的生活中想要使用也有点儿难。 

这个是织机，这个织机听他们说，在当地，就是宾阳也不太多，一共只有几十架的织

机，而织这样的一尺的壮锦，熟练的工人一天只能织一尺。然后它是用棉麻这样的东西打

底，然后上面的丝来做那些花纹。如果一个六尺的这样的一个壮锦，成本，就是那些棉麻

织物就要两百多块钱，再加上织六天，所以卖这样的一个六尺的这样的一个壮锦，起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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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几百块钱。而这样的一个产品，目前在他们当地，只能是作为这个民族工艺品来使用。

和大家的日常生活想连接起来，其实还是有一点儿的难度的。 

所以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对这些事情感兴趣的，我希望能够和我们一起，无论

是设计师，还是用其他商业的手段，能够把我们的这些你管它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好，还

是叫民艺也好，能够把它们。最起码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的是记录，能够把它们记录下来，

如果还能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它传承下去更好。当然最理想的，就是能够在我们的

日常生活中能够得以使用。 

刚才说的都是广西，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其他的地方做的一些事。湘西，我们

《地道风物》的第二个主题内容应该是湘西，我对这个麻茂庭是一个人名，是湖南唯一的

一个苗银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因为之前，从去年我还没有正式地做湖南之前，就不下五

个人以上就跟我提起过这个人，就是麻茂庭所以今年五一的时候，我就专门去了一趟湘西。

去找他，想看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印象中特别清楚，他们家是在这个湘西凤

凰的江山镇，我到达那儿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多到的凤凰，开车到他们家还要一个多小时。

那天下着雨，雨还挺大的。他们那个地方自然环境非常好，门口有一棵大树，然后过了那

棵大树以后就进了他们院子。但是进完院子以后，当我第一眼看到麻茂庭就和我原来想象

完全就是两回事。 

因为第一个，他名气确实挺大。第二个，在凤凰古城的门口，就有一个很显著的位置，

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麻茂庭什么苗银什么什么中心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以此推测，之前

我一致认为，他即便不是过着非常优越的生活，起码也应该是不错的。但是几乎就是这个

场景，但是我进到这个院子里，看到麻茂庭就在他们家的正屋门口坐着。门前摆了一个小

方桌，宽度跟这差不多，一米见方。因为下雨日光已经非常灰暗了，他就就着那么昏暗的

日光，拿着就这样的一个非常传统的工具，在做这样非常精美的苗银的这样的作品。等我

进到那个屋子里头去，后来跟他聊确实是，他们家的这间房，十几年没有修缮，装修就别

提了，要不然就重盖，他们家的房是这个村子里比较老的一个房子。而且一直到我们走，

晚上天到黑了我们走都不舍得开灯。 

就是麻茂庭的夫人那天也在，就是更加让人不可思议地说，说宋祖英在维也纳金色大

厅演出的时候的整个这一套服饰都是麻茂庭做的，就即便是这样，他日子就是过成那样。

这是他拿出来的，这个头饰，当时拿出来的这些，其实比这个更好，更大的还有一套，就

是他当年20年前，他给他夫人做的一套银饰，反正他夫人一看见那套银饰我看就高兴，真

的，平常就是可能我看对麻茂庭不见得那么满意，但是这个是管用。因为我们是有备而来

嘛，当时他正打一些小的这样一些器件，比如说镯子这样的一些东西。 

当时我们去一趟嘛，就总是要有所收获，所以呢就跟这个麻老师商量说，我们是不是

可以从您这求购您的一两件您的作品。因为我们的作者，我们的摄影师李峰（音）是一个

特别优秀的摄影记者，他关注湖南整个全省的手艺人，他关注了超过10年，整个全省国家

级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好像是52个，他应该是记录超过，他应该拍摄了起码是45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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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李峰（音）跟麻茂庭的关系非常深非常好。他就说，既然你们是和李峰（音）一起来，

他就说，没问题，第一个，东西你们随便挑。第二个，给你们非常好的价格。说，18块钱

一克。 

因为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买过苗银的吗，可能对这个18块钱一克，大家没什么概念。

我举两个例子，一上一下两个例子来说18块钱是什么概念。第一个，去年到今年，整个的

国际这个贵金属，银这个市场暴跌，这个幅度，这个行情之惨烈，远超过上个月的A股的股

灾，就是比那个股灾要惨烈的多得多。就是无数的人倾家荡产，因为当地有一个永兴县，

号称中国银都。就是他们当年行情好的时候，土豪到什么程度？土豪到当地直接有一个楼，

就是那种做了一个直接拿纯银打造的那么一个楼。然后就因为这一论银价暴跌，这个打这

个银楼的这个老板破产了。然后就是说，国际的银价从7000多块钱一吨，跌到了3000多块

钱一吨。那换算成克呢，就是一克应该就是三四块钱。听着三四块钱的东西卖我们的18块

钱，应该还好啊。但实际上是什么情况？因为之前，因为我还算爱喝茶，有的朋友到其他

的朋友那儿去喝茶的时候，他曾经给我拿来过他们从日本带回来的这样的一些茶器，银的

茶壶，小的茶盘，就是这么大的小的茶盘。6个或8个一套。现在在市场上的售价，最少也

是8到10万。如果换算程克重，就是比金价还贵。金价这两年当然也在跌了，起码也是二三

百块钱一克。所以说中国最好的这样的手艺人，做出来的这么精美的作品，他只能卖到十

几二十块钱一克。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作品，这其实是一个衡量标准的问题，只要这样的东

西按克卖，它就对我们来说，其实它就是一种悲哀，因为为什么那样的都是，没有人拿秤

称它呢？对吧。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现状。 

我就很好奇，为什么您手艺这么好，日子就过得这么难呢？他说这样的首饰，就是这

样的银饰是他最擅长的，但是最近两年他就接了这么一个活儿，就这么一个。为什么呢？

他说这样的东西，根据他的重量，整个的，是不是所谓的全活儿，最终呢，可能价格不一

样，但是便宜的也要十几万，贵的二三十万。他唯一最近两年做的一个，是当地，确实是

苗族人，当地的土豪，挣了大钱的人，嫁闺女打这么一套，就结婚的那天，用一次，然后

就搁柜子里搁着。所以呢，就是日常确实是用不到，所以才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越说越沉重，八点多了。今天的分享基本就到这儿。这个是我们刚才送给大家的一些

礼品了，也是我们这个《地道风物》的第一个产品，我们第一本书，《地道风物·广西》

的MOOK。接下来，因为大家刚才也听到了，就是《地道风物》这个事呢，才刚刚开始，我

们现在是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共同来发现，来实现，来分享这些美好的东西，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