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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诗歌外题材不限，字数1200至2000字为宜。
2.文章要求真情实感，见人见事，不要大话、空话、

套话，同时附上作者联系方式。
3.投稿邮箱：420918118@qq.com。
4.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奖金3000元；二等奖2

名，奖金2000元；三等奖5名，奖金1000元；优秀奖10
名，奖金500元。

5.活动时间：2023年2月至2024年2月。

征稿要求

在湖南菜系中，攸县红烧肉成菜后，色泽红

亮，肉香味浓，无油腻感。攸县人炒菜喜欢使用辣

椒面，在红烧肉的烧制过程中，必加辣椒面。因辣

椒红而倍感喜庆，味道咸甜带辣、油而不腻。所以

这道菜千百年来，成为一道酒席上的主菜，为宾

客所喜爱。

同事说，网岭镇贺家湾有个夫妻土菜馆非常

有特色，店主姓易，土生土长的贺家湾人。他们做

的攸县红烧肉别有味道，地道传统。那日，随同事

一起去贺家湾寻味。

从工厂出发，直接往槚山方向走，行驶约十

来分钟，到达贺家湾。只见一栋古香古色的小四

合院，青砖灰瓦，甚是典雅别致。进四合院，女店

主热情招呼着，给人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正逢午饭时刻，店外车辆停满，店内人头攒

动。足见贺家湾的这家土菜馆，颇有几分来头。同

事熟悉这家店，又是本地食客，点菜自然轻车熟

路。我趁这个机会，到后厨和易店主聊天。他一人

掌勺，两个锅同时开火，几个人配菜，打荷，一番

繁忙的景象。同事一行十人，点了十道菜。其中，

有一道红烧肉，颇受人喜欢。乡下美食，不外乎鸡

鸭鱼肉，除此之外，也就些地里的各式蔬菜，成就

了农家菜的全部。

攸县红烧肉，做法极为简单，要做出这味道，

却不易。店家端出的红烧肉为半成品，已经炸好，

蒸熟。在攸县，红白喜事上红烧肉，必是一道主

菜。攸县民俗大同小异，做红烧肉的技法却略有

差异。我向店主易老板打探，攸县红烧肉，贺家湾

一带的做法确实比较地道。

选农家猪，红烧肉则选五花肉，一碗大约一

斤一两左右。之所以选这个数，是图个吉利。攸县

农村讲究凡是有出头。孩子考学，有出头。添喜有

出头，养儿育女有出头。攸县农村做喜酒，用得是

海碗，如同汤盆碗，底深，又圆又大。这样看上去

大气，不会让宾客觉得主家小气。

贺家湾农庄做红烧肉有几种做法。第一种做

法叫焖煮，即将五花肉切成一斤一两大小的一

块，准备好醋、大料、姜片、盐、料酒、酱油，水一小

碗，冰糖八十克等备料。然后将五花肉洗净切块，

用开水焯一下捞出，不再过冷水。锅里放满水烧

开把肉倒下，略加少许醋、大料，用大火烧二十五

分钟。加姜片、少许盐、料酒、老抽，改用小火闷煮

至水快干。捞出，另起锅，放一小碗水，放八十克

冰糖，化开，放少许味精，再加点酱油，用大火直

烧至水收干。

另一做法叫油炸。将五花肉切成一块一块

的，或者条状。块状的，一般为二指四方状。条状

的，则为一指厚，三指长。用醪糟酒汁，搽匀五花

肉的表面，腌制十分钟左右。起锅，烧油，九成热

下锅。及时翻滚五花肉，防止炸焦。待凉半小时，

再置于蒸笼里大火蒸半小时。

两种做法都属于半成品，需再加工。由于红

烧肉多为喜酒用，量大。到办酒开席前，才加工。

起锅，放少许油，将加工好的红烧肉倒入，倒入蒜

蓉、辣椒粉，略放少许鸡精、胡椒粉，再倒入蒜苗

头，翻炒几下，装盘。

攸县红烧肉，最配水酒。大碗喝酒，大口吃

肉。攸县喜事，桌上显情义。

攸县红烧肉
谭旭日

仰慕酃峰已久，国庆期间，终于成行。

酃峰是湖南第一高峰，位于炎陵县下村乡酃

峰村境内。驱车到达酃峰村时，已是下午三点多。

这是一个群山环抱、小溪穿境而过的普通村庄。

微信地图显示，这里是酃峰脚下，小溪名叫河漠

水，为洣水最上游。在一家驴友评价甚高的名叫

“酃峰幸福农家”的民宿，邱姓男主人热情地接待

了我们。

我 们 计 划 次 日 清 早 登 山 ，吃 过 晚 饭 散 完

步，就伴着山风和溪流声睡去了。凌晨四五点

钟，被村里公鸡此起彼伏的打鸣声叫醒后，我

们只得卧听这场难得的“山村音乐会”到天明。

吃完早餐，主人开车把我们送到登山路口，海

拔显示 1300 米，他告诉我们，山下跟水走，山上

跟布走。意思是，在山腰之下溯溪而上，水尽之

时则跟着驴友系在树上的布条走。驻着竹杖从

西南面开始登山，抬眼望去，群峰被云雾掩盖，

不见真容。

这是一条修在溪水边的沙石路，清亮的溪水

在长满了鸭跖草、醉鱼草和蜡莲绣球的山谷里欢

快地跳跃、奔跑，仿佛在打着节拍给我们加油鼓

劲。我们踏着清晨刚刚苏醒的地面，沿着小溪，穿

过一个个黄桃园，一排排厚朴树，一片片南竹林，

海拔跟着渐渐升高。到 1400米以上，溪水渐小，再

无人烟，进入了酃峰原始森林，沙石路渐渐被长

满牛筋草和狗牙根的泥土路所替代。

登上一个山头，回头一看，酃峰村已淹没在

大山的褶皱和林海的波浪里，听不到鸡鸣犬吠和

人声喧哗，但闻溪水潺潺、小鸟啾啾、竹涛阵阵。

进得山来，一派典型的深山老林景象。有松

柏、枫树、香樟、苦楝、冷杉、银杏、乌桕、青冈、白

檀等树木，还有猫儿刺、牡荆、杜鹃、蕨类、蒿草等

植物，枝叶交织，遮天盖地。特别是一些高大古老

的树上挂着长长的藤萝，长满翠绿的苔藓，树下

则铺满厚厚的落叶。各种各样的秋果成熟了，红

色、蓝色、黑褐色，争奇斗艳，挂满枝头。有的曾经

吃过，有的完全叫不出名字。

山势渐渐升高，不知不觉间，一路跟随的溪

流声消失了。我们按驴友布条的指引，继续行进

在“W”形的山岭林海间，时而拄杖扶石攀援而

上，如向山顶叩拜行礼；时而抓藤拽树顺坡而下，

如向山谷低头致意。连跨两条湍急清澈的山间小

溪后，手机显示行程过半，另一半山路全为上坡

路。根据驴友所述，途中会遇见一棵“迎客松”。我

们边走边搜寻，期待早点一饱眼福。

突然，一棵在电视中出现过无数次的大树远

远矗立在前方！它准是“迎客松”了，我们的心情

一下变得雀跃起来，连忙快步走上前去观赏。

这棵树相比周围的矮小树木，显得玉树临

风，像一位山神日夜守护在登酃峰的必经之路

上，为登山者助力赋能。

继续向上攀登，进入了一段较为平缓的高山

灌木林和高山草甸，所有的植物枝叶上都挂满了

露珠，不时可见几头放养的黄牛在慢悠悠地吃着

露水草，牙齿切割树叶和草茎发出清脆而醇厚的

声音，如同儿时挥镰割稻一样悦耳。我向路边的

小黄牛打了声招呼，它看着我，友好地扇了扇耳

朵，礼貌地侧过身让出了道路。走过几步，回头一

望，它还在看着我，玛瑙般的大眼睛亮晶晶的，煞

是可爱。

越往前走，雾气越浓，露水越重，狭窄的山路

渐渐隐没在高山寒竹丛中，膝盖以下全被露水打

湿，行走越发困难。转过一个山坡，偶见路边一个

个凌乱的土坑，应该是野猪留下的“杰作”。见此

景象，直觉告诉我，山顶近了。

又爬上一个山头，云雾更浓，山路再次变得

较为平缓，远处似乎有人说：“登顶了！”定睛一

看，云雾缭绕中，一群年轻人围着一块高高的石

碑欢呼雀跃。我们的心情也跟着兴奋起来，所有

的疲乏被清风一扫而空。一看时间，整整爬了三

个小时。

走到这块长方形石碑旁，只见碑上刻着“酃

峰”两个红色大字，我们终于登上了湖南第一峰。

伫立山顶，举目四望，这座雄踞于罗霄山脉

的高峰像被云雾托起的孤岛，又像瑞气飘飘的仙

山。我们驻足等候云雾散去，希望看几眼周边的

群峰，大山不易见全貌，恰如真人不露相。

正在凝思中，有驴友告诉我们，前方不远处

就是罗霄山脉的主峰，位于江西境内的南风面，

走过去只要十分钟，既然来了，那就不妨一登。云

雾迷蒙中，只见右前方耸立着另一座高峰，峰顶

似有碑。于是欣然前往，走过了马鞍形山脊，就到

了南风面峰顶，与酃峰双峰并峙，形成连体姊妹

峰，遥相呼应，蔚为壮观。

习习南风中，我仿佛看到身着布衣、背负竹

篓的炎帝神农氏，在酃峰一带采药，为黎民百姓

治病。这座雄伟的大山也确实是座天然药材宝

库，山上山下长满黄精、田七、玉竹、杜仲、夏枯

草、金线莲、华重楼等名贵中草药。

从南风面重返酃峰，我们按原路下山。虽是

原路，仍有不同的风景。这时，草木上的朝露早已

消失，行进轻便多了。两小时后，下得山来，回望

酃峰，只见峰峦叠嶂、云海茫茫，酃峰似乎远在天

边，不见踪影。

登酃峰记
笔岸

观摩一台手术
徐丽

“妙手仁心紧握刀，情牵生命抢分毫，无私无畏除创患，

救死扶伤品自高……”生活中，赞美医生的诗歌比比皆是。作

为市中心医院脊柱外一科的一名护士，对这些赞美医生的诗

歌，起初我是有些不服的：医生动动嘴，护士跑断腿，明明最

辛苦的是护士。直到现场观摩了一台手术后，我终于理解了

医生的压力和辛苦。

那天清晨，微风拂面，我比平时起得更早，因为科室有台

重度脊柱侧弯的手术，我有机会可以走进手术室观摩。这是

很好的学习机会。

那天一早，等我换好衣服来到手术室，发现脊柱外一科

的唐少龙主任及其他几位医生早已准备就绪。穿上手术服的

他们瞬间变得高大起来。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巡回的

黄老师一直关切地叮嘱我，有些东西不能碰，我只能站在那

里，大气都不敢出，像个局外人。

手术开始了，只见唐主任从容地拿起手术刀，一脸的坚

定和淡定，我想那应该是无数次研磨和实践后的结果，也是

专业和学识带给他的自信。无影灯下的柳叶刀，没有冰冷与

坚硬，只有行云流水，还有铿锵明快。

医生之间的配合默契，手术器械及时传递，输液、输血有

条不紊，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无菌操作一丝不苟……一切都

在静悄悄地进行着，器械偶尔的敲打声、吸引器的抽吸声、电

刀滴滴的响声，以及监护仪的跳动声，汇集在一起，仿佛在谱

写着一支生命的交响曲。虽然沉浸其中，但因长时间站立，我

的双腿已微微发麻。我抬头看了看时间，此时已是上午 11 时

50分，医生们显然没有停下来吃饭的打算，继续专注着手术。

时间走得很慢，到下午 3 时了，我因为要上晚班，提前出

了手术室。那一刻，我全身放松，也感慨万千——这么严谨且

高强度的手术，他们站了大半天了，这可不比我上一整天班

轻松。同时，我也对这些日常共事的医生同事肃然起敬，默默

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加强学习，强化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

践水平，来匹配优秀的团队，做好医生的帮手，更好地护理每

一位患者。

再见唐主任时已是下午四时许。他正穿梭在病房里查

房，那场长达 8个小时的手术刚刚做完，他略显疲惫的脸上却

依然精神饱满，正不厌其烦地用通俗易懂的话语为患者解答

各种检查结果和疑问。这是唐主任再普通不过的日常，更是

千千万万个外科医生再普通不过的日常。

想起自己在手术室内不停变换着站姿，以便让越来越麻

的双腿稍稍舒服一些，便心痛医生的不容易：那么长的时间，

医生还要保持冷静和专注，面对复杂的手术，每一个外科医

生都是刀尖上的舞者。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比如这台大型的脊柱手术，每一处

都有丰富的脊神经，一个不注意，可能就会造成患者肢体的

麻木，甚至瘫痪。总而言之，每台手术都考验着医生的技术水

平、心理水平以及拿手术刀的手。难怪人们说，外科医生要有

雄狮一般的胆魄，老鹰般敏锐的双眼和秀女般的巧手。

“人必有天赋之才而读破万卷，庶可以为医矣。”作为一

名病房护士，我第一次近距离走进手术室，了解外科医生的

艰辛，也理解了他们的专业。

在攸县的山旮旯里，有一个村

叫炉前冲。我家老屋就在炉前冲大

山的皱褶里。

老屋是岁月的见证，是时光的印

记。她矗立在村庄的中心，默默地守

护着这片土地，仿佛一位沧桑的长

者，静静地守望着这个世界的变迁。

老屋的土墙爬满了青苔，宛如

一幅失去质感的古老画卷，诉说着

岁月的故事。门窗已经斑驳不堪，却

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位置，守护着这

片土地。屋顶上长满了杂草，却依然

强撑着为周围的生灵遮风挡雨。

老屋静静地站在那里，时间也

被定格。走进老屋，一股浓郁的历史

气息扑面而来。屋子里弥漫着一种

古老的味道，仿佛能听到祖先们的

呼吸声。那些陈旧的瓷器、磨损的铜

器、破碎的陶罐，都是曾经家庭生活

的见证。墙角处摆放着的一张破旧

的木桌，上面的一把破茶壶，周遭的

几条藤椅，就是这个家族几代人的

过往。那些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人

们，他们的故事是否也融入了你的

身体里？他们的欢笑声、哭泣声、争

吵声是否还在你的耳边回荡？

老屋是本厚重的历史书，记录

着这个小村的兴衰荣辱。它的每一

块砖、每一片瓦都是历史的见证，承

载着无数人的希望和梦想。除了家

具和用品，老屋里还有许多珍贵的

文物。这些文物可能是一本泛黄的

书、一件生锈的农具，也可能是一件

古老的器皿或饰品。这些文物经历

了时光的洗礼，隐隐约约闪烁出岁

月久远的光芒。

在老屋的一角，有一棵老树。老

树可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在它

树干的褶皱里，岁月安详。在树下乘

凉，听着树叶沙沙作响的声音，人们

仿佛能忘记时间的流逝。

屋顶上，可能有一块破旧的瓦

片。这块瓦被风吹日晒了几十年，但

它依然静静坚守，为老屋尽最后的

绵薄之力。瓦片已经失去了往日的

光彩，但它的存在却让我们想起了

那些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人们，想

起了他们的故事和回忆。

老屋里，曾经有许多孩子玩耍

的场景。他们在石阶上追逐嬉戏，爬

上屋顶晒太阳，或者躲在角落里私

语。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让老屋充满

了生机。那张破旧的床榻上，曾经躺

着一个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几个孩

子。他们在这里度过了无数个夜晚，

听着外面的虫鸣声入眠。墙角处的

老式收音机里传来阵阵广播声，那

是这个家族唯一的娱乐方式。在这

片狭小的空间里，人们分享着彼此

的快乐和悲伤。

随着时代的变迁，山旮旯里的

老屋也开始逐渐失去了它的光彩。

时间的流逝让老屋变得孤独而寂

寞。然而每当春天来临，老屋周遭定

会迎来一群群蜜蜂和蝴蝶，它们在

花丛中流连。夏天的时候，厚厚的土

墙里一股清新的气息，让人感到凉

爽舒适。秋天的时候，树叶飘落在青

瓦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冬天的时

候，雪花飘落在窗台上，西北风伴随

着四季呼啸而过。

时间不会停止流逝，老屋也不

会永远存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

开了这个山旮旯，去追求更好的生

活。老屋也逐渐失去昔日的模样，但

是，它融进了这个家族的血脉和魂

灵，将永远刻在人们的记忆中，成为

一段珍贵的历史。

老屋
曾志田

傍晚，独自去“一江两岸”风光

带散步。沿河边走，隔几步，便有一

株法国梧桐，枝叶绿得雅致，树干以

挺拔的势态排列过去，让人生出“贵

宾”的感觉来。

漫步到桥头，我看见草坪一角

坐着一对中年男女，他们肩并着肩，

头挨着头，在谈论着什么；风不时掠

过，草地微微起伏，像宽大的绿色绒

毯将他们轻轻托起。

嘿，这画面好！

我便不往别处走了，在他们身

后找了条木凳坐下，耐心地等待合

适的角度拍摄他们。

他们背向着我。我细细打量他

们。男人头发稀疏，夹杂着白；背挺

直，宽厚，一双黝黑的，粗壮的双手

环箍女人腰间；女人的身子半倚着

男人，腿朝一边伸，花色长裤下露出

一只老式黑色平底鞋；女人不时抬

头望男人，低声嘟囔着；男人专心地

听她讲，也逗她笑，偶尔抽出一只手

抚摸她的后背。他们的亲昵，引来一

些行人的注意，有指着他们嬉笑的；

有说“酸”“撞眼”之类词语的；叫不

上名字的小鸟，飞在他们旁侧，叽叽

喳喳像要与他们商议什么似的。

他们并不回头，专注地望着河

面。他们的专注，我很好奇，起身伸

长脖颈张望：夕阳落在河里了，河水

变成橘黄，微风拂过，涌起的水波一

层一层将云朵、树木、房屋的投影给

揉碎了，水面有了立体感……

或许，他们的感情是从这里萌

发的吧，留下了多深刻多甜美的记

忆呢？

隔了会，女人大概是热了，用皮

筋将头发朝脑后扎成马尾状。男人

从她腰间抽出一只手，认真地从她

脸上拂去黏着的发丝，抚着她的脖

颈，女人那不再富有弹性的后脖颈

可能感到一阵温热的酥麻，忍不住

笑出了声，捉住男人的手将脸埋进

手心，再抬起头；我终于看清楚了

她：算不得漂亮，皮肤也不白，鼻子

倒挺直，唇边泛起的笑意，带点羞

怯，又仿佛含有几许轻愁，几许心事

……

多么难得的甜蜜呀！我迅速举

起手里的手机，心里已给照片取了

题：爱的意义。

不等我按下快门，女人突然扭

动身子，大声说：下雨了！

我惊得垂下了双手。男人也吃

惊，在她头上抚了一下，大概是看出

有雨点打湿了头发。说：“走，回家”。

男人将她的小皮包套在自己脖

颈上，双手托拥着她，把她扶起，然

后转身站成马步，反过双手接她。女

人扑向男人，动作轻盈得像只燕子。

一扑一接间，我发现：女人右边的裤

管是空的！

女人稳稳地趴着了，脸贴着男

人的脸，双手为他理顺胸前起皱的

衣领，笑骂：“一辈子都不晓得看人

脸色、观天色，宝气……”

男 人 背 着 女 人 远 离 了 我 的 视

线，他们的背影，让我的双眼泛起潮

来。我将手机放进包里。拍不成的

景，心底，深深藏……

一张拍不成的景
晓菲

株洲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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