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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事本

杂文

炎陵的云上大院，像一位美衣达人，随着

四季更替，变换着一套又一套美衣霓裳，这衣

裳美轮美奂却不是梦，而是具象且及物的，由

竹海、森林、茶园、花草、飞鸟、蝴蝶等大自然

的生灵织就。

云上大院拥有海量的高山云锦杜鹃花

群，因而云上的春装，主色调由粉色和玫红色

联袂而成。在山坡、绿野之间，千朵万朵粉花

开，玫红色的花蕾，粉色的花瓣，载着晨曦、雾

霭、雨露、晚霞的祝愿，编织美艳不俗、生机盎

然的锦绣纹章。云上的春装翩翩多彩，年轻而

多情，令人心驰神往。

每到夏天，云上大院会披上一件丁达尔

衣裳，衣裳多维且渐变的绿，来自竹海、森林

和高山茶园，对于常年对着手机与电脑的眼

睛来说，非常有益，不妨将视线移开，放眼尽

情地欣赏云上的丁达尔衣裳吧，治愈的绿色

系，会静静涵养眼睛，抵达心灵之境。

云上的丁达尔衣裳，以绿色为基调，主要

分三个维度，即新绿、碧绿和深绿。

新绿为竹海之绿，炎陵的竹海是闻了名

的，云上大院也多有覆盖。夏季竹子发出众多

青枝新叶，像春天舞动的娇憨柔姿，形成这件

衣裳上明度最高的色彩。

碧绿为高山茶园之绿，这个板块叫龟龙

窝，形状隆起似龟背，海拔在 1400 米至 1800

米之间。2001 年，台商古胜潭等从阿里山引

进乌龙茶，将龟龙窝建成茶园，因而这里多有

人工规整之美。远观呈阶梯状，一行行碧绿的

茶树，凝聚着独具一格的光华。“宝剑锋从磨

砺出”，古先生可谓二十年磨一剑，创业历经

艰难、迷茫、困苦，一直不改种茶初心，终收获

享誉全国和东南亚的高山乌龙茶。茶园入画，

像夏天走过的翡翠阶梯，为云上衣裳添加纯

度最高的碧绿。

深绿为森林之绿，静谧且沉着，有载入世

界植物志的冷杉、石栎、榛等古老、珍贵、优美

的树木，这种绿让人想到合唱中的低音，是基

础性的铺设，虽然低调，却如父辈的刚毅，在

沉默中闪着煤一般的光泽，以明度和纯度双

低的姿态，托出新绿和碧绿，强基固本，稳健

而安定。在这件衣裳上，深绿不但呈版块状，

而且会勾勒出山脉和山峰的线条，立体感强

的同时，兼得线条的流动感，严谨有张力又不

失活泼的韵律，像秋冬天以纵横的森林、山岭

创作的雕塑，用最为养眼的修为，予人满满的

仪式感。

云上的丁达尔衣裳，是自然与人工织成

的 3D图景，且将光穿在身上，“闪着光追着风

流动着爱”，绿意在此，美出新的高度。

秋天的云上大院，披着一件主题为“丰

收”的衣裳。每年农历秋分是中国农民丰收

节，丰收的果实，温暖而圆满，金黄与酒红融

合，云上的秋装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这个时节

的氛围。枫叶儿红了，银杏满树尽带黄金甲，

叫得上名字、叫不上名字的各类果实熟了，一

片金黄，金黄中晕染着酒红，悠悠的，闻得到

果香，视觉、嗅觉、味觉全都被调动起来，很是

让人沉醉。

云上的秋装，和着丰收之歌，满是欢乐的

节奏。

冬天，到云上大院看雾凇吧，那里有穿越

一千年、超凡脱俗的美，因而云上的冬装，披

的是一袭银装素裹的银装。雾凇凝结在树枝

上，树变成玉树，枝化为琼枝，云上的冬装，有

冰清玉洁的气质，脱离了城市的喧嚣，遗世而

独立，那种白十分通透，透亮的白，像至真至

纯的修为，佐以山腾的云，林驾的雾，这一袭

银装便带着缕缕仙气，驻留在人的眼眸里。

春红、夏绿、秋黄、冬白，云上大院四季的

衣裳，既是季节的礼遇，更是自然的馈赠。美

衣多娇，不断召唤人们出行的脚步。

云上的衣裳
捉刀人

不知不觉，蛇年春节已经过去，和往年一

样，总有一种感受引起很多人共鸣——年味

越来越淡了。但年味到底是个什么味，似乎又

说不清，道不明。

其实，传统的过年方式，已悄然改变，每

个人对年味的感受也各不相同，同一个人在

人生的不同阶段也有不一样的感触。当我们

以记忆中的年味比较现在的年味，确实有些

寡淡了，但如网友所言，“不是年味淡了，而是

主角不再是我们这辈人了。”

在物质匮乏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家

都企盼着过年时犒劳一下省吃俭用辛苦操劳

了一年的自己，在春节前杀年猪，制豆腐，打

糍粑，干塘捉野鱼，熏腊肉，做猪血丸子，炒瓜

子花生，置办年货，忙得不亦乐乎。而孩子们

沉浸式参与上述活动中，还企盼着有零花钱、

压岁钱，可以买烟花和小玩具，可以放鞭炮，

缝制新衣新鞋，高高兴兴去拜年，一起围着看

耍龙灯，舞狮子，或是一家人围着炉灶看春

晚，所有这些，都是大人小孩甚至是一个家

族、一个村组共同参与，都是在平时很难体验

享受到的集体记忆，所以大家对过年倍儿地

盼望和珍惜。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推进，全社会的物质

条件大大改观，大量农村人在城市安家立业，

或者从族群聚居到独自建房，而随着独生子

女的大量涌现，人群大量聚集的集体仪式和

欢乐越来越少，属于中老年这辈人的美好记

忆已沉淀脑海里，只有在索然无味和孤单的

时候才会翻寻出来反刍，而 00 后更喜欢守

着微信群天南地北地聊天，看别人朋友圈，

感受发红包抢红包的狂欢，在除夕和初一之

外，睡懒觉，不同餐，各自独享一份难得的长

假慵懒。

当然，我们也和老辈人一样，极力地维护

着传统春节的习俗，那属于我们自己的非遗

春节仪式，比如我坚持十余年手写春联，给亲

戚邻居们手写春联；比如在春节前夕做着屋

前院后的大扫除；母亲也在厨房中忙碌着属

于她老人家的充实和成就感，比如每年初一

我带队，叫上妻儿、堂兄侄儿们一起，到村组、

邻居家串门拜年祝福，嘘寒问暖……

年味浓与淡的变化，变的只是形式，很多

老辈人作古了，当初的青年人相继步入中年

了，很多叫不出名的小朋友出现在身边了，但

“辞旧迎新，阖家团圆”的文化内核没有变，对

美好生活的期盼没有变，家国情怀没有变，对

亲情的渴望没有变，春节回乡的传统没有变。

随着非遗春节的敲定，中国传统春节的内涵

不断被挖掘，株洲市各级政府组织开展手写

春联送福仪式，引得人头攒动，包括神农庙

会等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更有精彩纷呈的

传统元宵节庆活动在各区县街道广泛展开，

传统猜灯谜，剪纸等非遗活动回归了，更有

汉服巡游、街头对诗等新形式受到热烈追

捧，欢声迭起，舞龙舞狮引爆了视频号和朋

友圈，所有这些背后，是人们对传统节庆文

化回归的呼唤和认同，各类民间艺术、非遗

绝活的生命力，在守正创新中得以重新展现

和发扬光大……

所以，年味，就是一种幸福感，一种松弛

感，一份乡愁，每个人的幸福感各不相同，但

不同中又有着大同，那就是，人们对新年的

美好期许和展望，既是对过去一年的犒赏和

享受，也是为新的一年积蓄继续前行的勇气

和动力，而十四亿人的年味，便是对于国泰

民安的企盼，对于盛世中华复兴的幸福感和

自豪感。

年味到底是个什么味儿
戴海合

炎帝与黄帝并称为中华民族人文

初祖，因为株洲是炎帝安息之地，所以

这里的很多地方都打上了老祖宗的印

记，比如神农城广场和神农湖这两处

株洲的地标性景点。

神农城广场以前叫炎帝广场，株

洲人也习惯叫它的旧名。广场 1997 年

建成，主体建筑便是高度为 19.97 米的

巨型炎帝塑像。这个塑像与炎帝传说

中牛首人身的形象相吻合，他的周身

由象征“太阳之神”的基台、寓意炎帝

精神与日月同辉的弯月形喷水池以及

歌颂炎帝丰功伟绩为主题的大型浮雕

和图腾柱环绕。神农城广场地处株洲

天元区，集文化、集会、娱乐、健身、体

闲、商贸等多功能大融合。每当天气晴

好，这些聚集了不少跳舞做操的市民，

每逢节日假日，这里也经常举办活动。

神农湖紧临神农城广场，在广场

的西侧，与广场浑然一体。湖面开阔，

有太阳的日子波光粼粼，如闹市中的

一面大明镜；湖水清澈，楼台树木倒

映其中，且水中放养着名贵鱼类。此

地景色优美，市民沿湖漫步，可观光

云水台、海棠坞、水华田、炎帝部落、

九曲水廊、西广场、白鹭洲、听涛台等

二十多处景点。人们行走在这一带的

林间小道又或湖边栈道，总是心旷神

怡的。此外，这里夜晚的水秀表演也

很精彩，吸引了城市的不少市民和外

地的游客前来感受。当然，如果有时

间，你也可以租一条船和亲友泛舟湖

面，感受水光潋滟，仿佛不是闹市区而

是大自然。这是株洲人的幸运，因为有

了这片湖水，他们能在城市中心与山

水亲密接触……

我与株洲有缘。这么多年来，我走

南闯北，多次坐车经过这座“火车拖来

的城市”，也多次听说过这座工业城市

的传奇，但却只是路过而已。十年前，

我来到株洲双语实验学校进行教学交

流，于一个美丽的夜晚，来到神农城广

场。那一天，我瞻仰巨型炎帝塑像，仰

望直插夜空的神农塔，深深为之震撼。

之后，我又沿神农湖漫步，见识了这里

的夜色璀璨，人流如织，也欣赏了那里

精彩绝伦的水秀表演……

十年后，我再次来到株洲，参加省

文艺评论家协会与湖南省企（事）业文

联共同举办的年度专题培训，入住背

靠神农城广场、面对神农湖的湖景酒

店。十年弹指一挥间，株洲巨变，而神

农城广场、炎帝像如故，神农湖山水依

然……

株洲交通极其便捷，大巴、火车、

高铁，南来北往，四通八达。我们在湖

景酒店报到之后，便直奔神农城广场

了。那时是盛夏，下午五点多了依然热

浪袭人，神农城广场于是显得格外幽

静，只有蝉鸣声不绝于耳。阳光炽烈，

天高地远，炎帝塑像显得更加高大，背

后的神农塔直刺蓝天。来到塑像前瞻

仰炎帝，炎帝却目光如炬，凝视着远

方，我猜心系天下苍生的老祖宗，定会

不满高温持续苦了众人。太阳褪去，华

灯初上，神农城广场才逐渐热闹起来。

夜幕下的炎帝，依然在凝望，在沉思，

他深爱着脚下的株洲城，深爱着株洲

城里的株洲人……

离开广场，我们又沿神农湖散步，

恍若回到十年前的夜晚：夜色依然璀

璨，人流依然如织，星辰清晰如昨……

故地重游，喜不自胜。几天时间太

短，但我毕竟来了。晨曦，夜色，我流连

其间。我知道，我还会再来，因为，我与

株洲有缘。

攸县有个古老的民俗，杀猪时请

近邻和亲友吃饭，名叫请吃杀猪肉、也

叫吃杀猪饭。

将猪开膛破肚后，屠夫即从脊椎

上割下里脊肉，前膀上割下三两斤五

花肉，交主妇去烹制。

里脊肉，攸县人叫梅肉、扁担肉，

在猪的第二条至第六条肋骨上部的脊

椎上，凸出一块如半截扁担的长条肉。

里脊肉和前膀上的五花肉是全猪身上

最好吃的肉，因常用于杀猪时请客吃

饭，攸县人习惯称之为杀猪肉。

攸县俚语：猪吃叫，鱼吃跳。意思

是猪肉要吃刚宰的，鱼要吃下锅油炸

时还可跳跃的。显然，最新鲜的莫过于

杀猪肉了。攸县人在长期实践中，摸索

了一套烹饪杀猪肉的办法。

一、将还透着体温的肉洗净、切

片，搁放在盆中，加适量的酱油、胡椒、

料酒，抓拌均匀，腌制 8分钟。忌过早放

盐，被盐渍的肉会降低新鲜度，不甜

嫩。

二、选择好配菜。常用烹饪杀猪肉

的副菜有微辣的牛角椒，剖开、去籽，

切成菱形块；或鲜嫩的茭白、胡萝卜，

切片；或黑木耳，用温水加少许醋、白

糖，搅拌浸泡、洗净。姜切丝、葱切截、

蒜子切片，切好备用。

三、勾兑芡汁。在小碗中放入适量

的盐、酱油、捣成泥状的豆豉，和少许

淀粉，加水搅拌。

一切准备就绪，将姜、蒜、干椒粉

末微火爆香，倒入配菜，炒至七成熟，

装于碗碟中备用。

将锅洗净，放入菜油或茶油，烧至

滚沸、无泡沫、冒烟，即把腌制好的肉

片入锅，旺火爆炒。锅铲翻动六至七

下，肉呈水黄色，倒入已炒好的姜、蒜、

干椒粉末和配菜，洒上芡汁，翻炒均

匀、稍煮，撒上葱花，即出锅。忌久炒久

煮，久则肉质变柴。

杀猪肉以特有的新鲜度，和攸县

人精致的烹饪方法，吃起来酥软，爽

滑、香气四溢。

坊间流传着这么个笑话，把攸县

人烹饪杀猪肉的办法说得更玄乎。话

说江西莲花县有个酸秀才，女儿嫁于

攸县边境的一个乡村。被亲家请来吃

杀猪饭。他边吃边啧啧不已，向亲家打

问制作方法。秀才办事刻板，恐记不

住，便讨来笔墨，亲家说一句，稍停一

下，让他一丝不苟地写在纸上。密密麻

麻地记了一大张纸，小心翼翼地装在

衣兜里，即提着亲家送给他的两斤肉

赶回去，拟如法炮制。

两亲家虽隔着省界，但相距不远，

仅一山之隔。山上多强盗，回家路上，

肉被强盗夺走。秀才不急不躁，拍着衣

兜说: 单子在我袋里，你们拿着肉不会

做也枉然。

故事虽荒唐，却说得有鼻子有眼

睛。现在，小家小户喂猪的很少，几乎

全为规模庞大的养猪专业户，改单家

独户的零星宰杀为集中宰杀。请吃杀

猪肉的古俗几近消失，但烹饪杀猪肉

的方法仍在传承和发展。传统的烹饪

方法，配以旧时没有的味精、鸡精等现

代调料，把这道传统名菜做得更别具

风味，是餐馆和酒店的当家菜。许多餐

馆和米粉店都以杀猪肉命名，杀猪肉

餐馆、杀猪肉米粉店，遍及县城和各个

乡镇，很受人们青睐，顾客络绎不绝。

时光的味道
吴昊

我记忆中的味道要从一个“铁盒子”说起。叫它“铁盒

子”，其实是铝制的。颜色是那种显老旧的银白色，大小是我

们常见砌房子用的那种红砖大小，厚度也就十来厘米。明明

只是一个铝制的饭盒，它无色无味，但代表着我记忆中的味

道，与 601厂深度绑定的厂子弟有关。

我是一名80后，我出生在株硬，成长在株硬，如今也工作在

株硬。记忆中从读小学开始，我们就有一种特定的称呼——厂矿

子弟。作为当时601的子弟，我们生活上肯定有自己的节奏自己

的特点，这就跟我刚说的“饭盒”联系上了。父母都在 601厂上

班，虽然工作时间比较规律，但每天也是早出晚归的。每天早晨，

妈妈总会抓一把生米，装在那个“饭盒”里面，然后用一个网兜兜

着，挂在单车的把手上。等到晚上天黑了，爸妈下班回家，“饭盒”

也带回来了，里面的生米已经变成了熟饭。后来长大了一点，我

才知道，工厂里面是有锅炉的。烧锅炉产生大量的蒸汽，除工业

生产需要以外，一部分用来取暖洗澡，还有就是用来蒸饭蒸菜。

爸妈他们下班晚，那时候的家里面都用蜂窝煤，使用起来很不方

便，只有一个灶眼，煮着饭就不能炒菜，做饭很费时间。在厂里蒸

好饭，炒两个菜就能吃饭了，对于下班晚归的父母，是一件特别

省心的事。不光省心省事，用“饭盒”蒸出来的饭会特别的香。原

因是用来蒸饭的蒸汽是高温高压的，在它们的作用下，米饭在铁

盒子里面长时间的焖煮，一颗颗像是炸开的花朵，它能不香吗？

就算是没有菜，吃一口白饭，也都香极了。这是“铁皮饭盒”提供

给我家长期稳定的输出。

除了蒸米饭，它还能提供极致的美味，就是那道豆豉蒸

排骨。这道菜现在看似平常，在当年也是属于十天半个月才

能见到一回的珍馐。那个年代，物质匮乏，这些生活必需品不

光单价高，买的时候还要搭配各种票，不是想吃就能吃到的。

排骨提前一天买回来，洗净剁好，用当时不多的几种调味料

腌制一晚，加上浏阳的干豆豉。第二天妈妈就会带上两个铁

盒子，骑着自行车上班去。那一整天，我都会特别期待，知道

晚上吃饭时，会加上一个大菜，感觉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软烂

喷香的米饭，就着蒸排骨的汤汁，美味极了。

时光荏苒，岁月变迁。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601 厂已更

名株洲硬质合金厂，并开始引入管道燃气。电饭煲也开始走

入我们的生活。厂矿人独有的生活方式也就结束了。但那些

熟悉又独特的味道历久弥新。因为它不光是一种味道的回

忆，也寄托着我们对那个时代独有的怀念……

散文

又到株洲
贺有德

株洲味

杀猪肉
刘正平

现代诗两首

行走昭陵
倪美群

起风的时候，天地澄明

生活中的负荷

开始消散，期待的目光向远方延伸

此刻，昭陵的景色低垂下来

流水也丰盈起来

为万物洗尘，为我吟唱

这里，有古韵的沧桑

有斑斓的灯火

拓展的旗帜，摇曳的树影

时光深处

那木质的老屋，斑驳的砖墙，欧洲码头

临水而居

记载着厚重的历史印痕

行走在昭陵，长风吹拂

岁月在历史航道上衍生出新的命脉

时间翻动水中的影子

仿佛，要将隐藏千年的宝藏

向日月和盘托出

我自茫茫荒野中走来
官松源

我自茫茫荒野中

步履蹒跚地走来

不问余事

只为解放被禁锢的灵魂

尽情地发出世间喜怒之声

从最开始的悠悠禅音

到后来的空中之花，这一切的一切

悉如梦中幻影般掠过

孰真孰假，皆是我必经之路也

如今，一缕阳光透于荒野

令我感到了归宿

内心之喜，如幽幽之水，却也热烈如火………

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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