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段非凡的历史可能会用史书记载，会用碑石篆刻，
会在人们的心中留下烙印，更可能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淡
去风采，模糊形态。当我们俯身捡拾岁月的残砖碎瓦，回
放远去的鼓角争鸣，风云际会的场景仍然会令我们怦然
心动，感怀不已。

在祖国的西南边陲，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至今
还原汁原味地保留着一座100多年前兴建的火车站。简
陋的站舍透视着法式建筑的风格，墙壁上的法国文字依旧
清晰。这个车站叫“碧色寨”，位于云南红河州蒙自市的近
郊，村名叫“坡心”。1901年法国人在这里修筑铁路，见山
峦耸翠，湖波漾绿，便将这座车站命名为“碧色寨”，“坡心”
二字逐渐遗落在岁月的尘埃里。

钩沉历史，云南诱人的矿藏资源引发西方列强的贪
婪。懦弱无能的清政府畏枪惧炮，任由宰割，法国得到在
中国修筑铁路和自由商贸的权力，获得了掠夺资源和恣
肆盘剥的便利。抢财夺物亦需运回老巢。越南是法国殖
民地，与云南山水相依，在云南修筑铁路经由越南可直达
海上，商船即可扬帆五洲。1901年，滇越铁路开工，30多
万中国劳工利用原始的钢钎铁锤在悬崖峻岭上凿壁破
山，在瘴气毒雾里架桥铺路，留下7万多惨死的冤魂在哀
牢山脉中泣血游荡。

1910年，昆明至越南海防市的铁路全线通车，碧色
寨以特殊的位置和货运吞吐量成为特等站，装卸货物的
劳动号子通宵达旦。许多国家的商人到这里淘金，国内
商人络绎不绝来闯码头、开票号、建货栈。一时间，香槟
酒和二锅头在一张桌上碰撞，雪茄和旱烟在同一屋里混
杂，西服礼帽和长衫大辫子在一条街上拥挤。

滇越铁路赋予了碧色寨运输要塞的功能，也引发了
一系列历史风云。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曾在这数百公里
的铁路线上弥漫硝烟，激荡战火。回放当年，袁世凯暗杀
蔡锷将军的枪声仿佛余音绕耳。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时

常闪过地下党领导人胡志明、黄文欢的身影。火车头上，
朱德团长亮甲挥刀，发出护国讨袁的军令。多少名人也
曾在这里留下足迹。候车室里，将去参加世界数学大会
的熊庆来闭目沉思，把震惊于世的熊式定理反复推演；民
国第一夫人宋美龄着一袭旗袍走出车厢，风姿绰约，光彩
照人，沸腾了万众热血。拥挤的站台，闻一多、朱自清、陈
寅恪、冯友兰、沈从文、金岳霖等大师神情肃穆，他们将带
领3所名校的流亡学生在蒙自兴办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抗日救国、科学兴邦的道理。镜头推至近代，碧色寨转运
过抗美援越的军火，也运送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官兵。
云南十万大山，这条铁路是至关重要的交通命脉。

碧色寨的繁华谢幕于1940年。日寇侵占越南，国民
政府为防止云南沦陷，炸毁了中越铁路大桥，拆除了碧色
寨至河口的铁路，车站就此烟熄火灭，只有原著居民故土
难离。解放后铁路重修，成为中国通向越南、老挝、柬埔
寨的重要国际通道，却远不如当年的红火。

碧色寨回归了小村的本位，往日的喧嚣已了无痕
迹。车站墙壁上的那座法国人制造的双面钟，仿佛像古
老的棱镜，折射着往昔岁月的沧桑。值班室的门石上，法
国人刻下的“北回归线”标记，让人们知道碧色寨还是气
候变化带的地理坐标。候车室里，没有了等待的目光。
一张小椅上，满头霜雪的老人久坐不动，似在沉思过往，
过幕那些不堪回首的陈年。

百年岁月短暂而漫长。这里的人们小心翼翼地珍藏
着那段历史，成群结队的游人也来到这里，看一看殖民统
治下这条“一根枕木一条命，一个道钉一滩血”的铁路背
后，中国劳工悲催的命运，听一听在新农村建设中一幢幢
农家住宅楼里传出的欢声笑语，游一游山脚下那湖碧波
绿影的湿地公园，也期待有一天坐上蒙自政府承诺的滇
越铁路观光车，去历练沿途“一半天堂，一半地狱”的惊险
刺激，感受百年滇越的叱咤风云。

那一抹芳华可曾远去那一抹芳华可曾远去
□ 刘景慧

干净利索的短发，整洁得体的着装，行事低调说话爽
快是她一贯的风格，这就是我的母亲，是我一路追逐的那
束光。

小时候，我最喜欢黏母亲，因为她总有讲不完的故
事。她若去看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就会推出自行车来，
将我放在前面横梁，让哥哥坐后座。就这样，母亲一边
稳稳地骑着自行车，一边给我们讲一路的故事。我坐在
细细的横梁上，听阿诗玛的勤劳、沈万山的聚宝盆、八仙
过海的神通……人物的悲欢离合，情节的跌宕起伏，让
我如痴如醉，竟从未觉出此种坐姿的难受，只觉得世界
是那么奇妙。

上学了，懵懂的我在母亲的引导下一路探寻。母亲
给我买来字典、词典，鼓励我多识字，多积累名言佳句。
家中的墙壁上，母亲要么悬挂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要
么张贴着细腻逼真的油画，抑或是引人入胜的连环画，即
便是挂历，她也会精挑细选能增长知识的老黄历，直到现
在，我还清晰记得“富润屋，德润身”“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之类的句子……

母亲关注我的作业，我若写得工整漂亮她会及时
表扬。所以，我每次回家就立即端正坐姿认真书写，只
为了母亲收工回家看到我作业时的那满脸笑意和一句
赞叹。

随着识字渐多，语文老师建议母亲可以培养我的朗
读能力了。于是，在那个大多数人都在穿补丁衣服与布
鞋的时代，妈妈省吃俭用，为我们买回一台在当时很稀有

的录音机。母亲只要有空余时间，就会说一声“小敏，快
来背一首学过的诗，我给你录下来你听听。”我就会站得
笔直，很认真地背《梅花》《游园不值》等诗。如背得熟练，
母亲会赞一句“好”，然后把录音再放一遍，细听之后，又
补充一句“要理解意思，背得更有感情些”。我点点头，开
始琢磨朗诵的技巧。

后来开始学写作文了，记得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我
的小天地》的作文。我写的是自己的房间，写完后我拿给
母亲看，她边看边摸着我的头笑了，因为我写自己房间的
五屉柜上摆满了瓶瓶罐罐。五屉柜上实际是母亲摆放的
插着薰衣草的花瓶，还有一些护肤品等。她觉得“瓶瓶罐
罐”这个词用得不美，让人感觉不是在写房间而是在写厨
房。我听罢，茅塞顿开，并且牢牢记住了写作时要字斟句
酌，恰如其分……

读师范后，因为离家远，母亲放心不下我，时常在寄
生活费的同时，也寄来一封家书。读信是一件幸福的事
儿，我感觉母亲似乎长了千里眼，字字句句皆到了心坎
上，总能化解我当时思想上的诸多困惑，让我豁然开朗，
多了一些面对困难的淡定与勇气。

现在的我已执教多年，年岁越长，我越是惊叹母亲的
教育智慧，越是感激母亲对我的用心引领。她让我懂得
了语文的美妙神秘，也让我认识到学问的浩瀚无际。

母亲的慈眉善目，让人温暖；母亲的潜移默化，启迪
思想。母亲是一本耐读的书，是一束璀璨的光，我幸福着
这样的逐光成长。

生生活随笔

逐光成长
□ 郑佳敏

寻味荆州寻味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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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办

追溯
□□ 米宏德

当蝉鸣虫叫、驼队铃铛滚滚而来时
一个昼夜赶路的活景图
娇似晨露俏如夜霜
你看
在他们美好而又璀璨的愿景里
不但闪烁着娇媚更有一种向往

我常常游弋于奇峰、峻岭、与沃野之间
单为一个飞溅与重重的回响

无须破译
从碧蓝里扯出的
不仅仅是一条挂满飘逸的彩虹
更有几穗姹紫的嫣香

还留白什么
每一个怀揣向往的人
哪一个没有其独特的雅致与高贵的信仰
它不但期待着一场梦
更在探寻
涛声后
那十色的斑斓、与交响的荡漾

小构叶的世界
□□ 付金华

层林尽染，仙人山呈现出
暮秋时节的明朗
对于山中小小的村落来说
它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沿着山径上行，母本园里
构树葱郁，每一片叶子都泛着光
仰望高天，每一朵白云都那么纯净
没有风的山崖，菊花在开着
鸟儿在叫着……

木门古朴，受命成为前行的钥匙
专注于理想通往现实的关卡
一树树，小小的构叶
在最深的山里，穿越尘世喧嚣
不惊扰任何人的梦

诗词七首
□□ 李本柏

东城一景
东桥飞架九龙渊，玉叶金枝嵌岸边。
水荡鸳鸯风戏柳，图腾火凤仰云天。

游明月公园
清风扶我上高桥，碧水环城赏夏涛。
墙外不闻墙内事，屈原尽管写离骚。

引江济汉
荆江北岸卧蛟龙，吐雾吞云气势雄。
济汉运河常引水，公安至此不分洪。

沙市中山公园即景
树歪惊风倚杖扶，柔枝弱叶吊针输。
定将两眼观斜影，蒂固根深不可无。

楚庄王之墓
封土堆丘三丈高，千年楚墓听松涛。
嫔妃陪葬风情在，永世长眠着衮袍。

登宾阳楼
旭出东方晓，登楼步步高。
护城明霁色，流水荡波涛。
望眼驰宽路，飞身舞大刀。
广场音乐起，火凤仰天翱。

荆州长江大桥
横跨江南显俊娇，鸿姿独步更瑛瑶。
金冠逸彩妆霞首，玉带云袍系素腰。
凤跃蓝天鸣郢曲，龙翔巨浪咏荆谣。
今来古往春秋梦，两岸青山一担挑。

诗词二首
□ 黄登柏

忆麦收
滚滚金波十里香，英雄鱼贯下田忙。
镰锋手快惊飞鸟，气旺身强顶烈阳。
地远天高舒望眼，哥欢嫂笑畅心房。
双肩担着丰收走，众捧村庄日月长。

小街
家住中街半里长，三十六样不缺行。
木材作壁条石路，青瓦撅檐镂透窗。
仄铺相邻糖点售，胖白老叟送迎忙。
常瞧来客桃红脸，盘辫银圈久挂肠。

咏竹
□ 孙 斌

傲骨虚心持节操，地生秀竹气清韶。
风中猎猎高吟梦，雪里悠悠不折腰。
得雨庭馀花剑影，深山松度醉人箫。
无情岁月有情过，翠叶玉枝天下饶。

诗诗意荆州

山水平江
□ 方芳

连云山风光绚丽，四时是景，漫游其间，绿树浓荫，群芳竞
秀，蝶舞虫鸣，鸟语花香，有云舒霞卷的苍翠奇峰；有竹木苍翠的
林海竹涛；有淙淙不绝的山泉溪流；有如绳缠绕的古树蔓藤；有
万紫千红的奇花异卉；有婉转清脆的百鸟争鸣。大自然的恩
赐，使其形成了资源丰富、风光秀丽、环境幽雅的独特风貌。

巍巍幕阜山，森林葱郁，那漫山遍野的参天树木，染绿了
山坡谷壑，装点着秀美乡村。山上随处飞出的雀鸟，用清脆的
歌声，渲染着山野的灵动。和谐的生态环境，优美的人文景
观，空气质量指数的提升，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条件，寂寞的乡
村焕发出了青春和活力。

在这个黎明时分，你可以用鲜活的意象，写出最美好的诗
意。此刻，轻风荡漾，一群蚂蚁从这里走过，像密密麻麻的文
字不停地走出自己的模样。悠闲地趟过泥土、野花和鲜嫩的
青草，心底那一片清凉，是云，是午后湛蓝的天空上那一朵朵
游弋的云朵，似棉絮、似轻纱、似织锦、似山峦……在天空中飘
来飘去。

心底那一片清凉，是莲荷，是雨后荷塘的清澈，是粉红的
荷苞随风绽放，是夜间如潮起伏的蛙声，是月光下草虫的清
唱，是午后高枝上一声声清脆的蝉鸣。

心底那一片清凉，是绿，是无垠的苍翠，是郁郁葱葱，是曲
径通幽的小道，是隔屏早间互相的问候，是深夜互道晚安，是
摇着蒲扇，讲着彼此心中的故事。

福寿山，那叮咚的清泉、涓涓的溪流，是夕阳西下拉长的
影子；荷叶青青，竹叶飘洒；青梅玲珑，游鱼戏耍；半城风雨，
蛙叫蝉鸣。

在火红的夏天里，各种美好的碎片，便汇成了一幅热情似
火的夏日图画。

清澈的纯溪水，弯弯曲曲地绕村流过，长长的夏日里，
村中的一切都显得幽雅。仲夏的傍晚，微风拂过、荷花绽
放、荷叶田田，伴着若有若无的淡淡清香，心情也随之安静
下来。

平江多山，连云山、幕阜山、福寿山，耸立云霄。平江多
水，汨罗江、纯溪穿境而过。山清水秀，鸟语花香，让平江乡村
的人们生活得有滋有味，幸福安康。

平江，不仅有湍湍奔流的小溪，有青山绿水环绕的农家小
院，也有一排排的绿树苍竹构成了绿色的海洋……它就像一
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湘北大地的山水画上。

美美文悦读

回望我的“诗路”
□ 莫之军

先哲有言：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然而，崭新的太阳在赋
予人们新生命的同时，却又用火的热情,激荡着我们的思绪，
拷问着我们的心灵，所以，我思故我在。

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也如身边的许多朋友一样，
总为生活中时常发生的一些莫名的事情感到痛苦和忧伤。
那时，困惑不解常常萦绕我生活的每一个白昼和黑夜，为了
摆脱这种折磨人的心之烦恼，我试图通过努力，来淡忘这些
生命中“成长的烦恼”，但是，几经折腾，才发现，这一切都是
徒劳的。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接触到了诗歌。记得那是一本20
世纪50年代初由群益出版社出版的周而复老先生写于上世
纪30年代的诗集《夜行记》，其中有一首是诗人描写一位为
了生存而奔波于雪夜，最后死于风雪之中乞讨母亲的诗深深
地震撼了我。由此，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了诗歌的力量是如此
巨大！

受阅读诗歌的影响，从那时起，我就有一种写作的“冲
动”，暗暗地拿起笔开始写一些长短不一的分行句子。一位常
常写诗并在报刊上发表过诗歌作品的朋友看了我的一些长短
不一的分行句子后，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诗歌不能如“白开水”
一样写！在他的指点下，我又静下心来，读了普希金、雪莱、叶
芝、彭斯、波德莱尔和徐志摩、戴望舒、艾青、冯至等大师的一
些经典作品。通过阅读大师们的诗歌经典作品，我才明白了
诗歌最朴素的表达方式。经过一个阶段诗歌写作练习，我偶
尔也有一两首小诗发表在地方的报刊上，但从来没有较长的
诗歌作品发表在有影响的文学报刊上。

1989年，有着法国“钢琴王子”美誉的理查德·克莱德曼
的钢琴演奏磁带风靡中国，他独特的钢琴演奏风格，透着浓
郁的诗情和清新优美的旋律，完全有别于传统古典钢琴演奏
方法，让人听后，顿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一时走在江城武汉
的街头巷尾，到处都能听到“钢琴王子”优美的旋律——《命
运》《献给艾丽丝》《秋日的私语》《水边的阿狄丽娜》《德朗的
微笑》和《爱情故事》等经典名曲。那一阶段，我常常被“钢琴
王子”演绎的美妙音乐旋律所感染，总有一种难以言状的莫
名“诗绪”在飞扬。

一个夏日的黄昏，窗外又飘来“钢琴王子”美妙而又恬静
的钢琴曲，好像是《秋日的私语》，随着优美动听的旋律回荡，
我仿佛受到一种无形的魔力刺激，迅即放下手中的“活”，快速
拿起笔，借着窗外梦幻般的音乐旋律，一气呵成写了以《激流》
为总题的组诗。为了纪念如此独特的艺术感受，我特意在组
诗前加了如下作者手记：“没有对生活执着的爱/便没有生命
崛起的歌/命运不会嘲弄于人/只有人会游戏于命运。”

组诗写成后，我自己关在房间里朗诵了几次，感觉有一点
诗歌的“味道”，但往哪里投，颇让我费了一番心事。后来，我
将诗送一位年长且有一定“诗龄”的友人帮助看，他看完后，怂
恿我向省内“老牌”文学大刊《长江文艺》投。《长江文艺》可是
新中国第一家文学刊物，看他们的诗歌版面所发的都是名闻
诗坛的著名诗人的诗歌作品，我想，像我这样的诗投过去，结
果可能是石沉大海。心里虽然这样想着，但我还是按这位朋
友的建议，将组诗向《长江文艺》投过去了。不想，《长江文艺》
即在当年11月号将这组诗歌发表了，这是我第一次在著名的
文学刊物上发表近百行的诗歌。由此，《长江文艺》发表的《激
流》更是如一波喷发向上的巨浪，激发了我心中奔涌的诗情。
之后，我又陆续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诗歌作品。

1998年，我终于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为往事而歌》（长江文
艺出版社1998年），2004年，又出版了第二部诗集《风中短笛》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尽管这两部诗集在行家眼里，或
许是一些稚嫩没有油盐的分行句子，并不足以成为真正的诗
歌，但于我而言，却实在是一个文学青年在文学的“小路”上，
几经碰撞之后所结下的果实，不论酸或甜、美或丑，终要在收
获的季节，从树的枝蔓上采摘下来。

独处时，我常常回想起自己近30年的“诗”之路，我感受颇
深的就是：文学/这条道/犹如地平线上的一座山/有时我们视
之/很近/然而/走过去/却是那般的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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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菜谱》有一例千张扣肉。能冠以中国字样的菜谱，断
然不是什么自媒体的随笔，即使备受坊间推崇的清代《随园食
单》，虽然满篇鸡鸭鱼肉，但囿于作者的认知范围，充其量不过是
袁枚的个人感悟而已。《中国菜谱》由原中国商业部云集诸省名
厨大家，历经数年发掘收录整理，于上世纪70年代编撰出餐饮
界的鸿篇巨著。全书10余卷，荟萃中国名肴珍馐、风物特产，凡
能列入其间的美肴，即是堂堂正正的中国名菜。

在中国，山南海北随处可见扣肉，它们的名称在厨师丰富想
象中有些微妙的差异，但制作主料——五花肉，却惊人的一致。
老道的厨师将它从热气沸腾的蒸笼里取出，在反扣盘中的潇洒
招式中，完成了美肴上桌前的工序。扣盘的“动作”也能名传四
海，成为红案中的经典佳肴，真是绝无仅有。

扣肉被天下食客喜爱，缘于难以抗拒的香浓诱惑。南北特色
物产，使扣肉的辅料更趋入乡随俗。泱泱大国，扣肉的版本比比皆
是，它们在厨师手中尽情演绎，只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五花肉。粤
菜川菜湘菜豫菜的饕客们，自诩扣肉为其故乡特色者何其多矣。他
们以维护原产地荣耀为己任，穷尽文字将扣肉技艺纳入本土的麾
下，其实，更多的是天马行空的想象。湖南的盐菜扣肉、江西弋阳扣
肉莫衷一是，广东梅菜扣肉以舍我其谁的豪迈当仁不让。最令人扼
腕的是川菜中的咸烧白，地道的扣肉菜式，但生僻的名字鲜为人知，
至少在江汉平原是少有知晓。咸烧白即四川的扣肉，就这样名不见
经传地淹没在扣肉、扣盘、扣碗、千张等的汪洋大海之中。当众说纷
纭争执不休时，殊不知，千张扣肉早已不偏不倚刊刻在中国菜谱湖
北卷里，权威一言九鼎，争执成了徒劳，千张扣肉的原产地非荆楚莫
属，上榜的品牌，名头远不及未曾入卷的鱼糕。

所谓千张扣肉，即显现于刀俎上。一块方正的五花肉，需切
成80张薄薄的肉片，能否切成千张薄片？尚不可知，但之精细可
见一斑。千张扣肉肥硕丰腴却不腻人，盖因五花肋条业经水煮煎
炸，油脂大量溢出，余之尽是软糯肥美，对那些奉行“身体主义”者
也可大啖其味。君不见，清时袁枚，终身热衷美食，他笔下的酱油
肉其实是当今扣肉，此物亦是斯人至爱，肉山酒海里摸爬滚打的
袁子才，在保健滞后的清代，也能享年82载，甘油三酯能奈他何？

扣肉烹饪繁复，煎煮炸蒸无所不用其极，唯有树立“食不厌
精”之决心，用之励志，方成大器。

汆煮带皮五花肉是扣肉制作首要步骤，此法旨在断生定型，当
竹签穿透肉层无血渍溢出时，即可捞出沥干水分。起油锅，煎炸处
理皮层是为二。五花肉经水汆煮，滚烫油脂遇水定会油珠飞溅，须
谨防灼伤。此时可斜倾锅盖权当盾牌，煎炸至肉皮金黄即可。倘若

有人用无皮五花炮制扣肉，固然可免除繁复周章，但皮肉分离的五
花肉，蒸后一团粉齑，无法体现千张扣肉的口感，实不足取。

炒糖色是对皮层的再处理，锅内留少许食油，舀二勺白糖，
用小火焙炒。白糖在高温下溶解汁液，糖液由白至红的非酶棕
色化学反应，尽在锅中发生，甚为有趣。它的原理与过程被法国
科学家美拉德捕捉，故业界泛称美拉德反应。煎炸后的五花肉
放入棕红糖液中，关火，盖上锅盖，侧身一旁，听锅内噼啪作响。
少顷，响声终止，糖液略变金黄粘附皮层上，色泽亮丽如同琥珀，
至此，扣肉前期处理方毕。

分切五花肉。千余肉片显然不可，80张则是中国菜谱的范
例，若实在刀拙，厚点无妨，多蒸即可。

用少量清水勾兑酱油，将勾调的滋汁均匀涂抹在肉片上，
依切片序列皮层朝下码入碗中。至此，东西南北各行其道的
特色扣肉，梅菜、盐菜、冬菜、芽菜、豆豉、木薯、香芋、鲊辣椒
等不可穷尽的风味就此形成分水岭，辅料任选其一，将之盖在
肉面上，再铺上几片姜块，少许桂皮、干尖椒、葱结等香辛
物。也可去掉香辛佐料，换上个人钟情的杂七杂八，当然也可
不用任何香料，尽显扣肉原汁原味。

蒸锅水量加至顶格，不间断大火蒸制，1小时后续补蒸锅水
耗，继续蒸制，2小时持续猛火，肉片方可入口即化。

揭盖，检验成果的时刻。弃掉碗顶之香辛料，用厨纸垫在盘
底，扣住蒸肉瓷碗，左手压住瓷盘底部，魔法翻转，不落汤汁一滴。

千张扣肉皮色软糯红亮，无须再添葱绿摆件，否则画蛇添足
平添俗气。

用筷拈起扣肉，肉块微微颤动，入口6秒进入胃囊，如此，方
为臻品。

千张扣肉
□ 刘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