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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株洲人
心 目 中 ，八 一 五
油库既是一个单

位名，也是一个地名。油库位于石峰区荷花乡
长石村（现铜塘湾街道长石村），在株洲最北
端的一个山窝子里，简称“八一五”。但如果只
说“八一五”，很可能跟株洲市的火葬场搞混
淆。因为两地相隔不远，直线距离可能也就 2
公里，因此“八一五”在株洲成了火葬场的代
名词。所以说八一五油库时最好说全称，别说
简称。

为何称为八一五油库？这跟建设日期有
关。该油库建于 1958 年 8 月 15 日，是全省最
大的成品油库。单位不大且偏僻，但却是妥妥
的部属单位，央企。开始时归属商业部管辖，
正式名称为商业部株洲石油储存站。上世纪
80年代成建制划归到中国石化集团公司。

上世纪七十年代，知青招工进厂，一听说
是分配到八一五油库，好多人就不愿意去，因
为太远太偏。那时，大家青睐的单位是冶炼
厂、化工厂、玻璃厂、钢厂、洗煤厂等大型企
业。

八一五油库原本是一个单纯的石油储备
库，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逐渐发展成了集科
工贸为一体的国有中型企业。负责人李总是
河北人，南下干部，正团级转业，他经常说的
一句话是：“我们不能满足于山河依旧。”在知
识分子尚不吃香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他
广纳人才，调进了一批技术人员，其中还有中
科院下属单位的科研人员。有了这些技术人
员，李总很快组建了油桶制造厂，有了工业产
品。由于科技人员较多，当时的商业部于上世
纪八十年代初还专门成立了商业部株洲石油

储存技术研究所，地址选在八一五油库（后来
搬迁至荷塘区文化路）。

长沙、湘潭、株洲等地的下乡知青招工进
了八一五油库后，山窝子变得热闹了，欢腾
了，散发出青春的活力。青年工人们在这里学
技术搞生产，开展劳动竞赛，也在这里找对象
谈恋爱。因为地理位置比较偏僻，且当时不通
公共汽车，女青年们不便去外地找对象，因此
80%以上被本单位男青工“俘获”，“内部消
化”，安家立业。家属宿舍不够用，就在单身宿
舍开伙做饭，锅碗瓢盆，炊烟缕缕，人间烟火
气弥漫。

那时候的八一五油库福利待遇不错，有
灯光球场、俱乐部，每周放映一到两次电影；
有医务室、幼儿园，职工无后顾之忧；有澡堂、
开水房，家里无需烧开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
进，企业以效益为中心，不再“办社会”，这些
待遇也随之逐步取消了。

我与八一五油库结缘于上世纪七十年
代。当时，为了筹建研究所，我作为技术人员
被调了进来。身为 20 多岁血气方刚的小伙
子，我对于这种封闭性的单位很不适应，还闹
出了一场“晨跑风波”。库区有一道围墙，管理
很严格，每天有武警荷枪实弹站岗，无关人员
不得入内。行政区和宿舍区还有一道围墙，大
门晚上落锁，早上开门。我在大学期间养成了
晨跑的习惯，每天清早 6 点左右起来跑步，风
雨无阻。院子太小，我只好到外面去跑，跑到
水泥管厂再调头。由于每天都是我最早去叫
传达室开门，叫的次数多了，惹得别人就烦躁
了。有一天，那位“顶替”老婆守传达室的科长
睡在里面，迟迟不开门。我多叫了几声，他开
始大发雷霆，训斥我是在“捣乱”，于是两人争

吵起来。我当然不服气，直接跑到一把手李总
那里申诉。他很耐心地听我讲了事情的经过，
和颜悦色地说：“你喜欢晨跑，好啊！古人说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毛主席在一篇文章里
还引用了嘛。年轻人早起锻炼才能保持朝气。
我跟他们说说，传达室要早点开门，为年轻人
锻炼开绿灯。”从此，我早上跑步畅通无阻。

过了几年，公司成立职教办，开了语文、
数学、物理等几门课，我被抽调去教语文。作
为一个工科生，我教语文其实属于专业不“对
口”，但我从小喜欢阅读喜欢文科，文字功底
较强，教起来得心应手。学生们大多是我的同
龄人，有的甚至年纪比我还大，他们学习十分
刻苦，仅仅用了半年时间，他们的文化水平就
有极大提升，不少成了工作中的骨干，还有的
被提拔为公司中层干部，甚至当上了副总经
理。

时间来到 2000 年，中国石化在株洲下属
的三家“县处级”单位：石化销售株洲公司（即
八一五油库）、株洲市石油公司、石油储存技
术研究所，整合成了中石化湖南株洲石油分
公司，行政机关全部迁出，八一五油库则成为
单纯的石油储存基地。油桶制造厂剥离主业，
成为股份制企业。随后，大部分职工家庭在市
区买了住房，搬离了库区。花落水流春去也，
八一五油库也繁华不再。

不久前，八一五油库的退休职工在长沙
举行了一次聚会。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青年
工人如今都已经到了“花甲”“古稀”之年，有
的满头白发，有的皱纹满脸，有的牙齿脱落，
令人欷歔感叹。入夜，大家载歌载舞，既兴奋
又激动，一夜无眠，追忆逝去的青春，怀念把
青春献给八一五油库建设的火红岁月。

30岁下岗，决定北漂当演员
2004 年，30 岁的张辉下岗了。既未成家，更无立

业，而立之年该何去何从？张辉闷在家里思考了很
久。想起自己从小能说爱唱，是各种文艺演出中的
积极分子，他决定搏一搏——去北京，当演员。

到了北京后，张辉才发现自己最开始的想法过
于天真。一无人脉，二无资源，他连演戏要去哪儿演
都摸不清方向。没过多久，他发现报纸和中介机构
会有一些招聘演员的资讯，于是开始关注起来，然而
情况并不容乐观：“那些写着剧组直招的小广告，很
多都是骗人的。”张辉说，他去了一些经纪公司面试，
对方让他交 50 块钱办演员证，“其实啥都没有，就是
骗这 50 块钱。交钱后又说要拍照片才更容易被选
上，这又得交个七八百块，我没交就不搭理我了。”

尽管如此，张辉在那段时间仍然陆陆续续演了
些角色，可惜钱没拿到。“演个群众给 10 块钱，演个特
约给 20 块钱。但头头会说，住他那儿要交钱，然后左
扣右扣，到头来我不仅没挣着钱，还亏了不少进去。”

北漂的日子里，没戏拍是常态，可人总得吃饭
啊！为此，张辉干过不少散活儿，但当保安是让他印
象最深的，一天早上，他狼吞虎咽吃着烧饼，谁知烧
饼里有玻璃碎片，当时满嘴鲜血不停往外吐，到医院
治疗花了不少钱，这让他更急切地想要改变现状。

第一个正式角色——宣旨太监
在经过了每天四处找活儿的过程，遇到了无数

的艰难与套路后，张辉总算得到了一个稍微正式点
的角色——宣旨太监。

“这剧后来在中央八套播出，是部清宫戏，我在
剧中饰演宣旨太监，有 100 多个字的台词。”张辉说，
当时摄影师还夸奖了他，说他“一看就是个搞艺术
的”，这给了张辉很大的鼓励，他对自己演艺之路的
信心也更足了。

有了这次的良好开局，张辉又陆续续续接到过
一些角色，比如在《铁齿铜牙纪晓岚（三）》当中演纪
晓岚的远房侄子。他的台词功底和认真磨炼出的演
技得到了同行的认可。

有戏拍的日子毕竟是少数，听朋友说深圳那边
机会比较多，加上北漂了近一年也没有真正漂出什
么名堂来，他决定去深圳碰碰运气。

刚到深圳时，张辉一边在一家公司做活动主持
人，一边继续自己的演艺之路。深圳靠近香港，不少
剧组会到这边来取景，他的拍戏的频次也明显多了
起来，不仅拍了不少电视台的栏目剧，很多香港大导
演的作品他也都参演过。和刚入行时相比，经验和
人脉都丰富了很多。

到 2014 年时，张辉当群演一天已能挣到 40 块。
“最开心的是演完戏后，有很多人会围着我，让我分
享怎么拍戏。”张辉说。

经济上捉襟见肘，曾交不起聚会份子钱
虽然拍戏的日子内心十分满足，可经济上张辉

依然是捉襟见肘的状态，尤其是结婚生孩子后，这种
感觉更明显。

有一次，初中同学聚会，约定来参加的人每人交
一笔活动费。张辉内心是想去的，想和老同学聊聊
天，可一看活动费要几百块，他又打起了退堂鼓，左
思右想，最后决定以“事情多、没时间”的由头拒绝。
有位同学大约是看出了他的窘态，主动表态不用交
钱，来个人就行。

“去了之后，不管吃饭还是唱卡拉 OK，我整个人
都是灰溜溜的，那种感觉很没面子。”张辉说，这让他
很 后 悔 也 很 痛 苦 ，也 加 深 了 他 想 要 出 人 头 地 的 想
法。他更拼了，也遇到了很多苦，有一次拍摄完很晚
很累了，回到宾馆不小心撞在了玻璃门上，整个人眼
冒金星，脑门上眼见着鼓个大包，至今还没痊愈。

2017 年，张辉在湖南卫视国际频道“我是角”表
演大赛中一举获得了年度最佳表演艺人奖，这样的
荣誉不仅是对他演技的认可，也让他由此认识了更
多湖南本地的演艺界人士，演戏之路走得更宽了。

入行十余载，仍在追梦路上坚定前行
和最开始当北漂时相比，如今的张辉已有了不

少自己的代表作，演技、台词也得到了同行的一致认
可，甚至不少人将其称之为“炎陵影帝”。从电视剧

《不负人民》中的教育局局长郑闻天，到院线电影《直
到最后一刻》的矿山经理王鹤官，再到大型历史革命
剧《中流击水》中的县保安队长，张辉的演技越发精
进，参与的影视剧、微电影、广告拍摄也越来越多。

与之相对应的，是收入也明显增加了不少。拍
一 部 戏 多 的 时 候 能 拿 几 千 块 ，少 的 时 候 也 有 千 把
块。“以前为了拿报酬还得先跟对方约时间，再专门
跑一趟，甚至好几趟。”张辉说，如今大家都是手机上
直接支付，方便快捷还不怕赖账，“连电话都不用打，
太省事了。”

如今，张辉已经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炎陵，方便照
顾家里老人和孩子，日常接一些婚礼主持人的活儿
来养家，偶尔长沙有戏拍就去长沙。“一路走来我发
现，奋斗其实并不是一件辛苦的事情，辛苦的是想奋
斗而没有机会。”张辉说，跟刚入行时比起来，如今自
己早已解决了温饱问题，但自己的演员梦想会一直
坚持下去，“只要生命还没有停息，奋斗就不应停
止。”

一碗红皮猪肉
张东香

细雨绵绵的夜晚，我睡得极不安稳，梦中的母
亲在对我微笑，我捧着一个大瓷碗，离母亲总有几
步之遥。我追着，母亲却若即若离，不让我靠近。我
呼唤着：“妈，这是我做的红皮猪肉。”蓦然惊醒，我
已泪流满面。

我对母亲的记忆，停留在 18 岁那年。就在那
年初，一向身体康健的母亲忽然不适，平时辛勤劳
作的她也从不喊累，却日渐疲倦，食欲不振，以为
是普通的感冒，服药后却未见好转。后来愈加严
重，父亲慌了，坚持把母亲送到市医院做详细检
查，最后确诊为“肝癌晚期”。看着诊断书上的这几
个字，我们全家都懵了。

母亲曾经是家里的主心骨，任劳任怨操持着
家中的一切。而如今病床上的母亲瘦骨嶙峋，那么
柔弱无助。母亲倒下了，父亲也一下子苍老了许
多，年迈的奶奶只能搂着年幼无知的弟妹默默流
泪，而我守在母亲病床前，强忍着泪水装坚强。

那一晚，我守在母亲床前，可能是用了药的缘
故，母亲睡得还算安稳。半夜，我躺在军用床上辗
转难眠。听到母亲细微的叫唤，我赶紧起来。母亲
睁开眼，握着我的手：“妮儿，我是不是吃不到你的
红皮猪肉了？”我听着鼻子一酸，我亲爱的母亲，病
重还记着所谓的红皮猪肉。

在我们客家有个习俗，女儿出嫁时，男方必定
要送上一大碗肥红皮猪肉，寓示着日子红火、爱情
美满。我知道，母亲这是放心不下我，想亲眼看着
我出嫁，这也是母亲心中所愿，而我的心中所愿是
母亲能尽快好起来！那一刻，我忍着泪，抚摸着母
亲的手，强笑着说：“妈，你不会有事的，我还等着
你看着我出嫁呢。”母亲虚弱地笑了，而我早已泪
流满面。母亲一生辛劳，最大的心愿也是为了我。

接下来治疗的日子是漫长而痛苦的。曾经那
么坚强的母亲，被病痛打倒后，大多数时间昏昏沉
沉睡着。清醒的时候，念叨的最多的是那一碗红皮
猪肉。而我，只能趁着帮母亲梳头或擦身子时，刻
意装出期待的样子，和母亲一起畅想着村里人嫁
女儿时的场景，描述着那红皮猪肉的诱人，婚礼的
热闹。末了，我就撒娇：“妈，你要尽快好起来，必须
吃上我的红皮猪肉，不许耍赖。”也许受到我的感
染，母亲总会欣然应允着。

在那段日子，我尽心尽力照顾着母亲。而我也
知道，在那个时刻，是我这个女儿的一碗红皮猪肉
在支撑着母亲，这已经成了母亲的执念。我有过暗
中庆幸，祈祷上苍怜惜母亲，期待会有奇迹发生，
母亲的病情会有好转。

可事与愿违，尽管我把母亲照顾得无微不至，
但就在霜染红叶的秋天，母亲带着无尽的眷恋，带
着她心心念念的红皮猪肉，离开了我们。这也成了
我一生的痛。

光阴荏苒。五年后，母亲墓前，香烛袅袅，一碗
热气腾腾的红皮猪肉十分醒目，我长跪于墓前：

“亲爱的妈妈，今天是我结婚的日子，红皮猪肉给
您送来了。您收到了吗？”

如今，许多年过去，对母亲的思念依旧。窗外，
雨声悠然。我再次入眠，想着母亲入梦品尝那一碗
红皮猪肉……我的母亲，来生，我们一定再续母女
情缘。

雷打石轮渡
罗剑镔

小时候每次去外婆家，总要到雷打
石轮渡乘轮船渡过宽大湍急的湘江河。

那 时 候 ，轮 渡 一 带 似 乎 是 最 繁 忙
的，码头上总是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
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轮船的到来。
好不容易登上了船，我却并不相信船儿
能够抵挡风浪的颠簸，总怀疑它在下一
刻就会倾覆，于是闭了眼赶紧偎依在母
亲怀里。母亲紧紧抱着我，温柔地在我
耳边说：“别怕，湘江河会保护我们的，
她是我们的母亲河。”听到“母亲河”三
个字，想起始终坚强又温柔的母亲，仿
佛湘江也真的温柔了许多，开始像拍打
婴儿一般轻轻地拍打着轮船，直到船靠
岸。

我 和 母 亲 登 上 码 头 继 续 向 东 行
走。路上坑坑洼洼，遇上晴天，如果有
大车走过，就会出现像电视剧《西游记》
里头妖怪登场的镜头，漫天灰尘，让人
担心马上会窒息晕倒。若是赶上雨天，
则满地泥泞，到处是水潭，真不知该往
哪下脚。正犹豫中，来了一辆吉普车，
司机可能是个急性子，“涮”一下就驾车
冲过去了，四溅起的泥水沾满了行人的
衣裤。也有起大风的时候，河上卷起的
巨浪使劲地拍打着堤岸，岸上常常见到
各种塑料袋、菜叶和果皮被卷到了半空
中，伴随着飞沙走石一同放肆地侵袭着
行者。有的人干脆躲到码头边的巨石
背后，也有勇者裹紧了衣服，捂住了口
鼻向前飞奔。

进城一趟真是不易，但从没有人望
而却步。城市就像个巨大的磁场，吸引
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老轮渡就像
一个父亲，挺起他宽宽的背脊，白天送
走了儿女，到晚上又迎回了他们。也许
这位父亲从未想过自己会有老去的一
天。

1989 年，株洲有了第一座跨江大桥
——株洲大桥建成通车。进城的人们
纷纷涌向了大桥，坐着汽车就可过河，
既快又稳，雷打石轮渡也比往日要轻松
了些。随后的几十年里，跨江大桥一座
接一座兴建起来，雷打石轮渡再也没有
了往日的热闹。或许它已被人遗忘了？

不，并没有。我在轮渡的两岸发现
了新修的宽阔道路，还是柏油路，和记
忆中那条坑坑洼洼的小道大为不同。
风儿吹来，除了花草的清香还有江边特
有的气息拂过脸庞。偶尔转头望一眼
在阳光底下躺着的轮渡，那一幕幕带有
时代印记的回忆就会从岸边的青石矶
下缓缓走出。

我曾在这儿跨上轮渡的脊背，蹚过
了母亲河，如何能忘？

八一五油库
张人杰

讲述 从炎陵山村青年到知名演员
骆于真 青琪

人物简介

张辉，1974年出生于炎陵，2004年下岗
后开始北漂当演员。他从零基础学起，用一腔
热血和热爱努力钻研表演技艺，十几年里，大
大小小参演了近两百场影视剧，成为从炎陵大
山里走出去的演员。

真情

张辉剧照。

正在拍摄电视剧的张辉。

旧事

八一五油库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