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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一语，最早出现于《论语》中，指

的是礼乐典章。后来“斯文”成了文人和学者

的代称，杜甫《壮游》一诗中，就有这样的句

子：“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崔尚、魏

启心为杜甫的同代文人，而班固、扬雄则是

汉代的文学家。“斯文”又概指一种浓郁的人

文氛围，当一个地方历史悠久，优秀文化传

承有序，而且文化名人荟萃，便会赞誉为“斯

文在兹”。

渌口，斯文在兹！

（一）
尽管在漫长历史的行进中，渌口曾隶属

于远古的三苗国；夏、商、周三代时九州之一

的荆州；春秋战国时的楚国；秦朝时的长沙

郡临湘县；西汉时的临湘县；东汉时的长沙

郡醴陵县；三国时的建宁县，晋代和南朝亦

承前制；隋朝则归于湘潭县；到了唐、宋、元、

明、清、民国，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则由醴

陵县辖治；1959 年，渌口划归株洲市郊区，

1965年划入株洲县的版图，2018年株洲县成

为株洲市的渌口区，渌口镇则成为渌口区之

重镇！

无论岁月如何嬗变，“渌口”的名字如金

铸铁打，恒久不变。无论人事如何代代变更，

渌口的文脉却顽强地纵横延伸，文气蓊郁不

衰。渌口是年深月久、舟车络绎不绝的水陆

大码头，渌口是物产丰富、商贸繁荣的“小南

京”，渌口更是文人、学者造访、驻停的斯文

之地！杜甫乘船过株州境就留诗九首，写渌

口的古风为《过津口》，“和风引桂棹，春日涨

云岑”，至今让人吟诵不辍。继杜甫之咏，多

少文人为渌口而歌，实是难以尽列。民国时号称“龙阳才子”的大

诗人易顺鼎，于三十九岁即 1896 年春，自长沙乘船经湘潭过株洲

去南岳，在流经株洲的湘江沿途写诗十余首，此中的《暝泊渌口》

写道：“暮犬吠行人，昏鸦集渔舸。遥看帆影收，仿佛片云堕。春江

不见星，暝就邻舟火。”就连丹青巨擘齐白石，青年时代学艺、谋生

于湘潭县，因做上门功夫，也到过渌口区的不少地方，他的重要启

蒙老师萧芗陔就是渌口区朱亭人……

（二）
癸卯初夏，应渌口镇政府之邀，省会长沙的文艺家们前来采

风。此中年岁最大者是八十一岁的著名出版家、油画家萧沛苍老

友。他满头银发，但身板笔直，腿脚矫健，谈吐从容、温雅。我陪同

他们登伏波岭，游渌口老街，访松西子香糯玉米种植基地、杨梅村

花果山蟠桃园、王家洲村即将动工兴建的乡村美术馆地块，主客

俱欢。

萧公与夫人蔡皋，曾在这块斯文之地驻停过二十度春风秋雨。

祖籍为湘潭的萧公对大家说：“渌口是我名符其实的第二故乡！”

萧公 1963 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美术系，分配到株洲县一

所中学教书，尔后供职于县文化馆。他的夫人蔡皋也是学美术

的，先于僻远的八斗冲乡村学校教书，再调至县城一所中学教美

术。他们的家就安置在渌口老街南侧的伏波岭这块地方。他们夫

妇读书多，美术创作勤奋且敏捷多思，又特别热衷于提掖后学，

许多日后于绘画、书法上卓有成就的人才，都得到过他们的教诲

和点拨。我记得萧公因下乡写生去过与浏阳接壤的明照乡，认识

了当时从部队转业仍操农事的施杰荣，见其业余刻苦练习书法

并来势喜人，以后便想方设法将其调入文化馆。施杰荣亦不负师

恩，于书法、美术上戛戛独造，后来成为市书协副主席和市美协

副主席。

在几十年前，省市的画家、作家常来渌口写生和采访，必去伏

波岭拜访萧公夫妇，他们总是亲操厨事热情接待，然后一起交流

读书和创作的心得体会。

记得株洲市因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首创“厂社挂钩”的方

法，让知青及家长皆大欢喜，为全国所注目，《人民日报》等报刊

于以肯定。1975 年，省会出版社拟出一本知青的散文集《宽广的

道路》，由老作家康濯的夫人王敏思领衔，带领出版社的闺秀文、

《湘江文艺》的李启贤等几位老师，再抽调肖建国、叶之蓁及我三

个工人作者，为选拔到渌口县招待所吃住的几十个文学基础较

好的知青，开办创作班，为他们所写的习作进行辅导。王敏思老

师既是资深老干部，又是颇具才华的老作家和编辑家，对辅导修

改知青习作的我们，要求必须尽心尽力，一丝不苟。在得闲时，她

和我们也去伏波岭、渌口老街散步，顺带聊聊看稿和改稿应该注

意的事项。李启贤老师喜欢喝酒，我们私下去老街饮食店聚餐

时，因酒力不胜，我暗暗将酒泼掉，他发现了，说：“你喝不了，别

倒掉，给我。酒是粮食酿的，不能浪费。”这个创作班办了一个月

之久，知青们的习作结集顺利出版。知青中的多位，后来进城后，

或成为工厂的宣传骨干，或进入本市和省城的机关任职，或在省

市的报纸、电视台当新闻记者和编辑。许多年后，我见到王敏思

老人，说起渌口知青创作班，她说：“那是个有文脉的好地方，知

青们的中学生作文，居然能变成符合出版要求的公开出版物，真

乃天助。”

（三）
此次省会的文艺家前来渌口，烈日当空，热流奔突。当我们拾

阶登上伏波岭，背衬雕檐画栋的伏波庙，凭栏看远山近丘，萧公沛

苍情不自禁地说：“这块地方我住过好多年，岭下的老街我走过多

少遍？记不清了。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电影发行公司、剧团，还

有好多文朋画友，都在此比邻而居。我离开这里调去长沙时为

1984年，当时真的是依依难舍啊。”

萧公调任的单位为湖南美术出版社，尔后他任该社社长，还

兼任过省美协的副主席、荣誉副主席，2000 年被评为湖南省优秀

出版专家。在他的筹划下，该社出版了许多为海内外专家、读者所

称道的佳书良籍。他的油画创作也是日新而新，举办过多次颇具

影响的个人美展。夫人蔡皋调长沙供职于湖南少儿出版社，专意

书籍装帧设计和美术插图，誉声四播，业余则在美术创作上锐意

精进，获奖多矣。其绘本代表作有《宝儿》《六月六》《桃花源的故

事》《花木兰》《孟姜女》《海的女儿》等，让人惊叹的是，她的散文也

写得十分精美、秀逸，如散文集《一蔸雨水一蔸禾》，便是她的画余

遣笔！

与萧公同年的诗人、书画家蒋公海堤，夫人为小学教师，也是

住在这块地方。蒋公先为县剧团的舞台设计师，后到文化馆任职。

他的旧体诗词写得清丽隽逸，严守规矩又能屡出新意，七十岁出

版诗集，八十岁又续前韵再出一册，真是健笔凌云，满纸风华。渌

口素称诗词大镇，与蒋公同辈的诗人，如李遐龄，也住在伏波岭，

先为农民诗人、曲艺家，继而任县文化局局长，尔后下海成了知名

企业家，八十岁时出版《遐龄文集》。

县剧团也是个群英荟萃的地方，写过《从前有座山》《英·雄》

等剧本而声名赫赫的张林枝，就出自这里。还有作曲家张德龙、琵

琶演奏家贺绍佩，都发轫于此，然后调到长沙更大的平台去施展

才艺！

（四）
在探访渌口老街时，我想起一件往事。1984年春，我与叶之蓁

到北京去读中国作协名下的中央文学讲习所第八期，有位来自西

藏的同学、小说家范向东，因眼病屡屡求医，十分烦恼。叶之蓁想

起当时的渌口本土青年作家易介南，其父易孟良为著名中医，尤

有家传治眼病的奇药奇技，乃让范向东暑假来渌口老街的易府就

医。范向东下榻于县总工会招待所，隔几天便去易府问诊，捡好药

再回招待所。易老的仁者之心和精湛医术，令我们感动。范向东在

此居停了一段长长的日子，与渌口的许多文学爱好者成为朋友。

如蒋海堤的长公子蒋笑非，他虽后来成为名律师，但他仍不忘当

年与范向东交结的情景。

出自渌口老街的易介南，比我与之蓁小十岁，他曾在八斗冲

的乡村学校教过书，尔后任株洲市北区文体局局长、教育局长，再

任北区副区长兼市文联副主席，然后调长沙任省艺术职业学院院

长、党委书记，还写过一部很得赞誉的音乐剧。他最早热衷于小说

写作，并载于《湖南文学》；再从事艺术教育，并专攻音乐剧的创

作；而后他又任职于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筹划出版了《炎帝陵

志》《洞庭湖志》等方志书。

蒋公海堤家，最初为渌口镇老街姚家岭五十九号。蒋公夫妇

素来家教严谨，书香传承，三个儿子皆学有所成。长公子笑非为名

律师；二公子涤非为建筑设计、城市设计、城市规划与管理、城市

公共景观等方面的著名学者和专家，著述很多；三公子非非为市

税务局干部，又是诗人，出版过新诗集。

出生于老街的，还有女高音歌唱家、艺术学博士、国家一级演

员、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教授王丽达，她在张林枝所写的歌剧《英·

雄》中，担纲主女主角，饮誉四方……

斯文渌口，名不虚传！

（五）
来自省作协的老作家梁瑞郴，抱病参观于炎天暑地，却兴致

很高。他说此次渌口之行，必写一篇散文，题目就叫《杜甫想住的

地方》。女作家赵燕飞在巡看大石围时，颇为心动，果然回长沙不

过几天，即有散文《见山》载于《湖南日报》。更可喜的是此次采风，

渌口的一大群诗人、作家跃跃欲试一展才情。新松恨不高千尺，斯

文渌口，弦歌不绝，后继有人！

最让人高兴的是，渌口镇的王家洲村，不但是风光秀丽、经济

共富、文明同建、生态宜居的样板村，而且注重文化软实力的提

升，已设计好即将破土动工的乡村美术馆，日后会成为一张渌口

绚丽的文化名片。此中将展示萧公沛苍和夫人蔡皋的美术精品力

作，并使其成为培养乡村美术后备军的重要场所，打造成乡村文

化旅游的一个景点。

我对萧公说：“渌口创建乡村美术馆，是希望你和蔡老师多回

家看看，情也深，意也切！只是二位年事已高，又要奔波劳累了。”

萧公坦然一笑，说：“为渌口赓续文脉，应该、应该。”

欢声笑语中，夕阳下的渌口，绚丽多姿。

夕阳下，即将登车回长沙的文朋诗友，频频挥手告别。

夕阳下的萧公，儒雅、从容。

我想：这便是斯文渌口的的最好注释。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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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串带火一座城，淄博凭借着“烤炉+小

饼+蘸料”的烧烤三件套火爆出圈，作为吃货最

爱，烧烤在朋友圈聚会出镜率极高，成为不可或

缺的饮食文化之一。

尽管不如淄博烧烤有名，株洲之烧烤也不乏

可圈可点处，不论是朋友圈，还是具有公众平台

属性的点评类网站，时不时地总能见到株洲各大

小店家的烧烤品类出圈，而鲜为人知的是，早在

2000年多前的新莽时期，生活在株洲地区的先民

们便已经过上了“烧烤就酒”的幸福生活。

1996年 8月，为配合茶陵县一中图书馆工程

建设，株洲市文物管理处（株洲市文物局前身）

会同茶陵县文物管理所，对工程范围内的地下

墓葬进行了文物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此次发

掘共发现 4 座古墓，其中一座被破坏，仅存部分

墓壁，其他三座墓（分两座砖室墓和一座土坑竖

穴墓）相对保存较为完好，共清理出土包括生产

生活工具、兵器、度量衡器、货币和装饰品在内

的各类器物 97 件，尤以那座土坑竖穴墓所出土

器物为多，其中更有一件铁质炙炉，其形制与河

南南阳安居新村画像石墓中出土的一件陶炙炉

极为相似，再结合此墓出土的货币等其他器物

判断，此墓葬年代应为新莽时期至东汉早期。

该炙炉长约 45 厘米，高 15 厘米，一端长方

形，一端呈不规则圆弧状，牛鼻形耳，直腹平底，

四方柱形足（仅一足完整，余三或缺或残），足

平，出土时内置两把铁质炉耙——锈蚀严重，看

不清纹饰——此与山东诸城凉台汉代孙琮墓出

土的石刻画像《庖厨图》中古人烤肉的器物极为

相似，此前未见有资料记载出土过同时期的铁

质炙炉（陶质的出土过不少），故参与发掘的文

物专家判定为一件较为珍贵的文物，在清理修

复之后，馆藏在株洲市博物馆，以让更多人知晓

2000余年前株洲先民的生活点滴。

所谓炙炉，顾名思义，便是用来烧烤食物的

器具。烧烤是人类最早发明的美食之一，史前人

类使用火的历史有上百万年，用烧烤的方式加

工食物是古人类告别“茹毛饮血”的标志。考古

研究表明，大约 60万年前，在北京周口店生活的

北京猿人已经开始吃烧烤了；新石器时代遗址

中，曾经出土过陶制的烧烤架；商周时期，烧烤

的方法开始升级，人们把烤肉叫做“炙”，《礼记》

记载：“炙，贯之火上也。”也就是将肉贯穿起来

置于火上烧烤，此时烧烤已经是贵族圈中的一

道美食，像后世的“脍炙人口”、辛弃疾“八百里

分麾下炙”等词句都是与烤肉串紧密相关；秦汉

时，烧烤开始流行，撸串喝酒成为贵族圈里不可

或缺的美食享受，汉刘歆《西京杂记》载，汉高祖

刘邦“常以烧烤鹿肝生肚下酒”，西汉昭帝还举

办过“烧烤节”...... 茶陵汉墓出土的这件铁质炙

炉，正是此流行食俗的历史遗存。

那么，古人是怎样使用这种铁炙炉来制作

美味的烧烤的呢？前述山东诸城凉台汉代孙琮

墓出土的石刻画像《庖厨图》中可以很清晰地看

到，在画像的左上角，一位跪坐着的男子正在一

方形的开口式火盆上翻烤肉串儿，类似的场景

也出现在山东嘉祥武梁祠、济南章丘等地出土

的汉代画像中，只不过底下的火盆形制不一样

而已，这些或圆或方的火盆，便是现今烤炉的雏

形，古语谓之炙炉。

在这些画像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在使用

炙炉时，并不是直接将食物放在火上进行加工，

而是使用了一种特殊的工具——竹签。竹签是

将竹子削成细长条形，并在一端削尖，在另一端

留有环形把手。竹签可以将食物穿起来，在火上

转动加工，使食物受到均匀的火力，并防止食物

掉落或粘连在炙炉上。竹签不仅可以用来穿肉

类食物，还可以用来穿鱼类、虾类、蛋类等食物。

除了竹签之外，古人还使用了其他工具来

辅助制作肉食。例如，在山东诸城凉台汉代孙琮

墓出土的石刻画像《庖厨图》中，就有厨师在方

形火盆前用肉钩挑起肉块进行切割和加工；在

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漆案上，就有用竹筷夹着

的肉串和小漆盘等饮食器具；而在河北满城汉

墓中出土的温酒器中，则有用于温酒和调味料

的漆卮和漆耳杯等。

从这些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汉代时期，

古人已经掌握了较为完善和精致的肉食加工技

术和器具，并且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饮食习惯和

文化。他们不仅会用竹签穿着各种肉类进行火

上加工，并且还会配以小饼、蘸料、温酒等佐食

品来增加风味和营养。他们也会根据不同场合

和目的来选择不同种类和数量的肉食。例如，在

日常生活中，他们可能会选择牛羊豕鸡等常见

动物作为肉食来源；而在祭祀仪式或宴饮活动

中，他们可能会选择鹿麋豹虎等珍稀动物作为

贡品或美味；而在医药方面，他们可能会选择蝎

蛇蜈蚣等特殊动物作为药材或补品。

总之，在 2000 年前，生活在茶陵地区的先民

们便过上了“撸串就酒”的幸福生活，并且已经

拥有了相当高超和精致的“撸串”技艺和文化。

而他们所使用的铁制开口式火盆——铁炙炉，

则是当时最先进和最实用的“撸串”神器之一。

它不仅可以提供充足和均匀的火力，并且还可

以方便地搬运和清理。它与现代人所使用的电

子或气体式“撸串”神器相比，并不逊色，并且更

具有原始和自然的魅力。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重度烧烤爱好者，且对

烧烤的历史流变感兴趣的话，不妨来株洲博物

馆观赏这件 2000 年前的“烧烤神器”，感受它所

承载和传递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并近距离

接触古代人的“撸串”文化。

斯
文
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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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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渌口老街一角

铁炙炉
2000年前的烧烤神器

郭亮

文物名：铁炙炉

年代：新莽至东汉早期

出土地点：茶陵县一中

材质：铁
规制：长 44.8 厘米，高

15.2厘米

馆藏地：株洲市博物馆

铁炙炉实物

作者作者（（中着深蓝色中着深蓝色 TT 恤者恤者））与萧与萧

沛苍等省内文艺名家在采风现场沛苍等省内文艺名家在采风现场

朝阳下的渌口镇全貌朝阳下的渌口镇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