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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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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麂：可爱的“三有”保护动物
几年来，炎陵县桃源洞自然保护区的

红外相机拍到过几次黄麂的身影。黄麂，俗
称麂子，也叫小麂，是麂的一种。哺乳纲，偶
蹄目，鹿科，小型草食性哺乳动物，也是国
家“三有”保护动物。“三有”保护动物是指
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
陆生野生动物。

黄麂长得像鹿，但不是鹿

成年黄麂的体重不超过 35 公斤，体长
75～115 厘米，肩高约为 40～50 厘米，腿细
而有力，善于跳跃。毛色大抵为黄色至棕
色，头部为鲜棕色，毛为棕褐色，颈背部暗
褐色。雄性黄麂有兽角，但并不长，还有发
达的犬齿。雌性黄麂腹部为白色，没有兽
角，但额顶有凸起。幼麂身上有白色斑点，
长大后便消失。

黄麂看起来很呆萌，长得像鹿，但不是
鹿，不像鹿那样犄角直接从头顶长出。黄麂
的模样非常可爱小巧，但声音却有点难听。
它们看似灵敏，其实有些胆小，受惊后会马
上到草丛和树林里躲起来。

喜欢生活在丘陵、丛林里

黄麂在我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华北、
华南等区域，它们喜欢草木茂盛的地方，大
多生活在山地、丘陵、森林、草原和湿地。森
林中的树木和杂草能为其生存提供一定的
保护，以躲避天敌，繁衍生息。黄麂也能适
应较为崎岖的地形，它们的身形较小，比较
灵活，经常在山地和树林里穿梭。

以草本植物为食

黄麂食用草本植物的叶子、果实等，植

物纤维构成了其食物的主要组成部分。因
而丛林草地和水草丰茂的地方能看到它们
的身影。黄麂的口腔结构适合于割食植物，
它们的上颌骨较长且突出，能够帮助它们
有效地咬下植物的叶子和茎。为了有效地
消化这些植物纤维，黄麂拥有特化的消化
系统。它们的食性选择还起到了传播种子
的作用。黄麂的视觉和听觉敏锐，分泌物有
气味，雄性黄麂会通过头部和颈部的分泌
物来标记领地。

喜夜间活动

黄麂喜欢夜间活动，以便在较为安静
的情况下寻找食物。白天，黄麂通常会选择
隐蔽的地方，如草丛、灌木丛或树林中的密
林，以免被天敌发现。黄麂采用很多种方式
交流，其中分泌物气味是重要的一种。黄麂
的交配季节通常发生在秋季，幼仔黄麂在
出生后非常脆弱，需要母亲的照顾和保护。
近年来，森林砍伐、火灾、生态破坏等问题
对我国黄麂的生存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威
胁，了解黄麂的生存特征和适应能力，对于
加强其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桃源洞自
然保护区内红外相机拍到的黄麂都很健
康，在保护区生活得很好。

温馨提示：
禁止伤害、出售、收购“三有”保护野生

动物。如有发现伤害、出售、收购“三有”保
护野生动物，或侵占、破坏其生长环境的行
为，请向当地林业主管部门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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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一笑
1. 两船相撞，即将沉没，大家都在争

抢救生圈。唯独有一个人，却十分淡定，他
拿出火腿肠等零食吃了起来。人们不解，
问其故，他说：“那天看到一个短视频，说
不能空腹喝海水，伤胃。”

2.女朋友生日，男友给她买了一大盒
巧克力。结果女友却说：“你买的是白的，
可我只喜欢吃黑的！”男友听后，说道：“这
好办，你稍等。”不一会儿，男友拿来一个
墨镜，给女友戴上。

3.今天给老公买了条新裤子，他出去
不到十分钟就回来了，膝盖摔破了。我就
怒了：“刚买的裤子不到十分钟你就弄破
了！”谁知老公委屈地说：“对不起，摔倒
的时候来不及脱裤子。”

4. 一哥们早上在小区门口挂了个牌
子，剃光头 2元。下午三点小区门口来了三
十几个老头在那等，哥们收了钱领着老头
来到小区隔壁的寺庙。只见寺庙里的老和
尚拿了把扫把跑出来，大怒道：“臭小子，
这是第三波人了，看老衲今天不收拾你！”

5.一天媳妇正弄油炸花生米，这时电
话响了，于是……花生米被炸得黑里透
亮，这仅仅是前奏，她还把糊了的花生米
用洗洁精洗掉油，晾干，用干磨机磨碎，给
我当咖啡喝，我竟然没喝出来…一直到她
笑趴下了，才告诉我。

6. 昨天，教练又要我去上路练车。开
车途中，我突然发现前面有一棵树，顿时
手忙脚乱地使劲按喇叭，教练说：“如果今
天这棵树能给你让路，我拜你为师。”

7.表弟的班主任在班里宣布：为了制
止逃课现象，我们班实行罚款制。具体办
法是：逃一节课罚款五角，以充班费。我表
弟听后，看了看课程表，然后掏出五毛钱，
说：“今天下午第三节，我逃五毛钱的。”

8. 我问哥们：“怎样才能在网上吸引
美女的关注？”哥们道：“学 P 图，把自己的
相片 P 成帅哥。”我摸着脸道：“P 我这相貌
也太难了，有没有简单点的？”哥们说：“有
啊，P 你的存折就好了。”我惊喜：“有道理
啊！”

米豆腐是家乡攸县的一种传统小吃，其名谐
音“米逗福”，有招来幸福吉祥之意。其形润滑鲜
嫩，食之美味可口，特受乡亲们欢迎。每至秋凉冬
寒，爷爷就会加工制做并叫卖米豆腐。

爷爷制作米豆腐的手艺是新市老街一位老师
傅传授的，一干就是十几年，手艺精湛由此可见。
米豆腐选材可谓相当讲究，一般选取早籼米，因为
这种黏性的米区别于糯米和晚粳米，熬制时易冷
却成型且下锅煮时也不易碎。先将米淘洗干净，用
水浸泡近十二个小时，再沥干水，加入适量井水没
过大米，开始磨浆。磨米浆是用传统石磨，爷爷推
转石磨，奶奶用勺子舀米添料，添料和推磨的速度
都需要匀称有度配合无间。一圈圈推，一圈圈转，
雪白的米浆缓缓流入底盆中。

接下来便是煮浆熬制米豆腐，正所谓柴米油
盐酱醋茶，柴当先，得烧得一炉旺火。说起烧柴火，
需要一跺干柴禾和烧火技巧。柴禾一般是由杉木、
竹子、泡桐树木为主，拿刨屑点火，竹蔑引火，杉木
皮助燃。烧柴火也是个技术活，常听爷爷说“火要
空，人要通”，这是最朴素接地气的农民智慧，意思
是说燃烧木柴时，通常架空些，才能燃烧得更旺。
柴火灶是由土砖垒砌而成，刚好放一米直径的厚
实大铁锅，跳跃的旺柴火舔上锅底，球形锅底导热
均匀，下几勺菜籽油，涂匀整个锅底，待油热下半
锅井水，继而加入生石灰水，稍微加热后，把大盆
的米浆倒入锅内，用锅铲搅拌使其与水混合均匀，
整个过程节奏舒缓，并要按顺时针方向搅拌。

水和米浆搅拌均匀后要加大火力，搅拌的速
度要逐步快起来。爷爷半俯身双手按顺时针方向
不停转动，将近半个小时，米浆也慢慢变黄，且开
始粘稠起来，在边缘处冒出沸腾的气泡，此时就要
减少火力。香喷喷的米浆糊要出锅了，香气飘满屋
子，把米浆糊倒入木盆中任其冷却凝固。

拂晓，爷爷起床后把米豆腐用冰凉井水浸泡
半个小时后，用刀划成手掌大小的方块，刀法也是
极其讲究，卖相非常好。五点钟左右准时出发卖米
豆腐，那时，一般是去往新市镇方向，从当时的桐
树下一直卖到新中，从槐塘一直卖到洞井。我总是
记得，腊月严冬里我总会在被窝里听到爷爷出门
的声音，他一肩膀压着一副钩丝扁担，挑起一个竹
藤篮和一个铝制提桶，里面装着沉甸甸米豆腐并
用水浸着。出门最重要一个工具便是木质杆秤，挂
好秤砣，放平秤盘，一提挂绳，一斤二斤的生意就
这么成了。价不在高，质佳则名，依据季节和成色
会卖一块到一块五毛钱不等，几乎没有讨价还价
的，全是靠回头客。

迎着晨曦，穿街走巷，便开始吆喝：“卖米豆
腐”，那种方言乡音“米”字拖得很长，响彻街头巷
尾。老街坊们拿到新鲜的早餐食材，便开始张罗早

餐，美好的一天从一碗香喷喷的米豆腐开始。冬日
里取成块冰镇米豆腐，用刀切分一公分左右长宽
的块，那色泽润绿明亮，果冻般沁人。新鲜猪肉末
放入锅中加猪油翻炒几下，待肉半成熟下干辣椒
粉和红椒，大火煸香，加入滚热开水配汤，根据个
人口味加入蒜末，再加入盐、酱油、味精、香油等，
若有猪筒骨吊出来的汤，构成汤煮主食的底味，那
更是回味无穷。滚汤两分钟后，将米豆腐入汤中
煮，稍作翻滚并要保持米豆腐块不破碎。待到锅中
全面透彻沸滚起来，吸足油脂肉汤鲜味，出锅后，
用白色瓷碗一盛，在上面撒上一小撮青葱花，架上
一匹羹勺，热气和香味并出。

我迫不及待地享受这美味，那种滚烫且滑嫩
的质感顺过舌尖，滑向喉咙，胃中暖暖。一碗绝佳
美味的米豆腐应该具有汤汁鲜美，辣油红艳，香葱
翠绿，米豆腐黄亮，口感温和的五大特点。虽说它
只是一个早餐小吃而已，但是同样还是讲究色、
香、味、形和器，这也是一种精致生活态度。植根于
平凡生活中的一道小吃，同样蕴含一位辛勤老者
的技艺和一种家乡菜的人生况味。看似一个普普
通通的小吃，其中不乏劳作者的出神入化和菜肴
的精美绝伦。

我的爷爷用手的温度，呵护传统食物的生命
活力，用肩的坚韧，承担自食其力的家庭担当，用
喉的浑厚，唤醒千家万户的美好一天，用脚的勤
快，丈量大街小巷的柴米油盐。米豆腐是大米的味
道，土地的芬芳，时间的度量，人情的温馨。浓重的
冬天烟火气在那久远时光里和怀念，念旧，乡愁糅
合在一起，才下舌尖，又上心头。

人间烟火 爷爷的米豆腐
文 魁

米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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