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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池

猪血丸子是邵阳地区的特产，是可回味
而不可言传的人间佳肴。十多年前，出了邵
阳，就很难见到这种外表黑乎乎、里面红亮
亮的大荤与大素巧妙结合的美食。

记得十多年前，有一个北京的远方亲戚
来家中做客，桌上摆了一盘猪血丸子。他左
看右看就是不敢下筷子，还一个劲地问：“这
黑乎乎的东西能吃吗？”特别搞笑的是，他还
将重音落在“能”字上，让一桌人笑喷。

每个地方都有融入当地人血液的美味，
比如火锅之于重庆人，煎饼果子之天津人，
热干面之武汉人，猪血丸子就是邵阳人融入
血液中的美味。在我看来，邵阳的猪血丸子
以隆回的最为地道，最具代表性。而隆回，又
以北面几个乡镇的猪血丸子味道最佳。

猪血丸子是一种凝聚着大智大慧的美
食。大素的豆腐与大荤的猪腰肉的碰撞与融
合，滋生出一种活色生香的美味。

做猪血丸子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选料。高
蛋白的大素豆腐与高脂肪的大荤猪肉是主
料。从黄豆到猪肉，从食材到食物，无一不考
究。豆腐要鲜嫩，猪腰肉要肥美。豆腐要不嫩
不老，老了，做成的猪血丸子入口粗糙，涩口
乏味；嫩了，又捏不成形，品相不好。用纱布
将豆腐中的水份滤干，然后用手将豆腐捏成
泥。猪肉要切成肉丁，不能剁成肉酱。而后将
豆腐泥和切成肉丁的猪肉充分搅拌，加盐。
盐很关键，多了，太咸，味道苦；少了，猪血丸
子容易变酸。

当这些环节有条不紊完成后，就该一个
非常重要的角色——猪血粉墨登场了。猪血
要先用细纱布过滤，而后将过滤后的猪血倒
入搅拌好的豆腐肉泥中。加猪血一定要把握
好量，加多了，猪血丸子会变得黑硬灰暗；加
少了，色彩苍白，毫无食欲。这时，师傅的经
验就完全决定了猪血丸子的味道和品相。

猪血丸子有的做成方形，有的做成扁
形，有的做成圆形，但以椭圆形的居多。在做
好的猪血丸子外抹上一点香油，放入筛子中
晾一天两天就可以熏了。熏丸子，有的是用

筛子挂在柴火灶上，让烟火慢慢熏干，熏的
时间越长，腊香味越浓。也有的将猪血丸子
挂在铁架上，架下用火炉焚烧木屑、糠皮、谷
壳或木炭熏烤。此种熏法不能过急，火不能
太猛，否则口味不佳。熏烤的时间特别关键，
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湿。太干了，生硬如嚼蜡；
太湿了，又不耐收藏。一个小小的猪血丸子，
处处都是玄机。

熏好的猪血丸子需要好好收藏。从前，农
村都是收藏在谷仓中的稻子里，需要吃时从
谷子里翻一个出来，哪怕是收藏了半年，甚至
更长，也味道如初。现在用真空包装，简便倒
是简便，可总觉得少了一点自然的清香。

猪血丸子的加工烹饪方式多样，炒、蒸
都可以。将猪血丸子洗净，切成细块，与腊
肉、腊肠一起翻炒，加蒜叶调味，放红椒调
色，一盘色香味俱全的炒丸子绝对是下酒的
首选。也可以将猪血丸子蒸熟，而后切成片，
不要加任何佐料，直接端上桌。夹一块，外面
有烟熏的痕迹，里面白里透红，油汪汪亮。轻
轻咬一口，清香扑鼻，爽口弹牙。

而我最喜爱的吃法，叫腊味合蒸。将洗
净的猪血丸子、腊肉、腊鱼先用滚水煮一下，
然后将它们切成片，放入一大海碗中，置于
锅内蒸熟。蒸熟出锅后根据个人爱好，在碗
里放大蒜沫、辣椒粉，也可什么佐料都不放。
端上桌来，满屋飘香，十分诱人。吃上一片丸
子，或一片腊肉、腊鱼，那滋那味，让人终生
难以忘怀。当年，邻居家的一老人，常在屋前
小河边，左手抓一块猪血丸子，右手提一把
锡酒壶，抿一口酒，吃一口猪血丸子。那是我
记忆中最温馨的镜头。

又到猪血丸子飘香时。总希望在一个雪
花飘飘的夜晚，邀三五个好友，或者来一碗
猪血丸子炒腊肉，或者就只蒸一盘猪血丸
子，在炭火上温一壶家酿米酒，听窗外雪花
飘落的声音，看酒壶里氤氲外冒的热气，而
后小口小口地喝、小口小口地嚼、小口小口
地聊。那该是一种怎样的惬意与舒心啊！

（郭建江，邵阳市人大退休干部）

又到猪血丸子飘香时
郭建江

欧阳恩成，曾是隆回七江镇中心学校教
师。他14岁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来，他忠诚
党的教育事业，关爱留守儿童，创建青少年
成长工程，成绩卓著。退休后，他更是为教育
事业废寝忘食地工作。

倡导创建了全国农村第一个少儿活动中
心。1990年，七江镇建华村的干部、群众，在欧
阳恩成的倡导下，献工献料建起了建华少儿
活动中心。秉着“一切为了少儿”的宗旨，欧阳
恩成主抓了多项教育：传统教育，组织少儿颂
读唐诗班、书画班、鼓号队等；体验教育，建起
了少儿花果园和少儿电视台等；网络教育，建
起了电教室、计算机室；道德教育，开展学雷
锋活动，创办《辰河少年》报……

建起了百个育才书屋。建华行正片古称
“十里山”，留守儿童多，“生活上缺人照顾、
行为上缺人管教、学习上缺人辅导、心灵上
缺人抚慰”。为了解决留守儿童之痛，欧阳恩
成琢磨“创十里山留守儿童文化街，建百家
育才书屋”，得到了镇党委的支持。

“为了少年儿童，再苦再累心也甜。”他
为筹集书本，走乡镇跑村组，奔波几个大小
城市上百个单位，发出1000多封请求赠书的
信件。很快，回应来了：江苏省全国劳模、今
世缘酒业董事长周素明捐赠书款10万元；韶
山村原党委书记、全国党代表毛雨时率38名
老同志赠书1800册和1万元；国家图书馆赠
书1万册；人民文学出版社赠书2992册……
欧阳恩成为孩子们筹集到图书8万册，他肩
扛手提，把书和不锈钢书架送到户。

村民刘小英夫妇的书屋有农科书籍，还
有小说、诗歌、故事、儿童彩绘等，墙上挂着

《十里山家训歌》。他们的两个孩子都考上了
大学。“十里佳景，美不过满村书香。”该村还
有多个家庭被评上全国和全省的“最美家
庭”。曾任全国人大科教文卫主任委员的柳
斌杰来信说：“你们创建文化街、百家书屋，
正是把党的文化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农
家书屋牌名已写好，随信邮去一箱书给孩子

们，一定要把这件关系子孙后代的事情办
好。”

挂起千副家训楹联。欧阳恩成决定为十
里山的村民家挂家训楹联的想法，得到了市
楹联学会会长邹宗德和副会长彭端祥、姜懿
州的全力支持，他们向全国400多位楹联专
家邀稿。不久，就收到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
周玉清、全国政协副主席朱永新、中国文联
原副主席冯远、中国美术馆原馆长杨力舟、
中国书协原副主席陈洪武等20位领导和专
家写来的楹联，还收到了全国各地寄来的
4000多副家训对联。市文联主席曾伟子带领
书法家上百人书写了500多副对联。制作楹
联需要一大笔钱，怎么办？欧阳恩成请求县、
市、省财政解决了5万元，他自己拿出7.7万
余元。当他把家训楹联挂到1300多户的大门
上时，村里面貌为之一新。

编写多部育人书籍。欧阳恩成牺牲了几
十年的节假日，每天坚持工作16小时以上，
特别是“退休三千三百天，老骥伏枥谱新
篇”，编写了多部育人书籍：《建华少儿成长
的故事》《十里山童谣》《十里山家训》《十里
山养成教育》《十里山道德银行》《七江楹联
选集》《献给祖国母亲》等。为了把《十里山童
谣》写好，他向教育名师周后强请教，多次听
取村民和师生意见，并参考相关儿童读物，
精心设计。终于，一本由当代童谣、立德三字
谣和传统地方童谣组成的《十里山童谣》正
式出版了。接着，他又同著名教育专家马铁
麟共同编写了《十里山家训》一书，受到各界
好评。他还和刘焕伦一起编写了《十里山读
书歌》《十里山家训歌》，印发到每家每户。

“善行常替子孙积；仁智尽为国家谋。”
六十多年来，欧阳恩成倾情教育为国育人，
培养了众多的人才。他本人还曾当选党的十
五大代表，并先后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
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自强模范、全国新
长征突击手、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全国
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等几十项荣誉称号。

欧阳恩成的教育情怀
伍想德

2016 年 10 月，我初为人父，兴奋中又
带着惶恐。我开心有个小家伙来到我的
世界，更多的却是惶恐。我怕他吃不好、
睡不好，也怕他学习不好、习惯不好，更
多的是怕自己扮演不好一个父亲的角
色。转眼 7 年，孩子身体不错，习惯不错，
学习成绩也不错。一切刚刚开始，却是一
个好的开始。偶尔，会有朋友问如何培养
孩子。我觉得我们并没有培养他，只是陪
他慢慢长大。

陪他养成好习惯。习惯会影响一生，而
我始终认为：教育的本质是纠偏。我们努力
陪孩子养成各种好习惯，比如讲卫生、坐姿
端正、不讲脏话等。他小的时候，我们就陪
他看书，给他读故事，再大一点就让他自己
读故事了。他也因此慢慢喜欢上了阅读，如
今他有了上百本课外读物。每当孩子有什
么不良习惯时，我们会给予他适当的惩罚。
这个时候，他就会临时随机丧失一部分“权
利”。比如，不能看电视、不能打游戏、不能
出门玩、不能买喜欢的玩具等。

陪他一起劳动。我们始终认为，责任的
承担是成长的开始。所以只要有机会，我们
就会让孩子动起来，承担自己的责任。当他
5 岁以后，家里的卫生，哪怕只是丢个垃
圾，我也会带着让他积极参与。从超市回
来，我总是让他提一点东西，常常是他自己
的零食或玩具。买之前我就会告诉他，必须
由他自己拿回家，不能让他习惯不劳而获。
上下学的路上，我从来不给他拿书包，无论
什么时候，都要求他自己背着。让孩子做力
所能及的事情，就是为了让他学会承担。

陪他改正错误。我们常说：父母是孩子
最好的老师。有人说：父母是原件，孩子是
复印件。当他迷上手机小视频、迷上小游戏
的时候，我们就陪他一起读书、一起下棋、
一起画画、一起跳绳。目的只有一个，让他
改变习惯。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我和孩子
的妈妈会首先去改变自己的习惯，就是为
了营造一个环境，也作出一个表率。

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里面说：
“教育就是用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用一朵
云推动一朵云，用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
魂。”孩子正在慢慢长大，而作为父母，我想
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陪伴他，陪他玩
耍、陪他学习，陪他慢慢长大。

陪孩子慢慢长大
孙少波

茫茫人海中，他看起来毫不起眼。但从他
身上与众不同的书卷气、儒雅气，和善的笑
容、睿智的目光，可以断定，他是个老师。是
的，他就是吕数子。年纪尚轻，他已然是名师
了，还是师德标兵、优秀班主任、骨干教师
……多顶桂冠戴在那瘦瘦的头上，会不会让
他感到有压力呢？

所谓名师，自然有几把刷子，没三招两式
怎能降服古灵精怪的学生。吕老师的“宝典”
中的第一招就是“回归课本”。一个好老师不
是看他怎么教，还是要看他教什么。怎么教是
炫技巧，教什么才是根本。

学生唐波家住偏僻的大山深处，父母都
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高中学习的前两
年，成绩在班上一直垫底，但他牢记“笨鸟先
飞”那句话，学习异乎寻常地刻苦。干塘现底
的高考快要到了，文化成绩能不能提上去呢？
大学梦能不能实现呢？唐波像一尾浅水塘里
的鲢鱼一样，焦躁不安。吕老师给他支了一
招，少刷题，多读教材，使劲读教材，把教材读
通、读懂、读透。唐波听进去了，成功考上了
211大学。高考的成功，让唐波惊喜得有点不
敢相信，他抱着吕老师使劲摇晃：“吕老师，我
考上了！我考上了！谢谢您，经济上长期对我
的支助，学习上对我的谆谆教导。”一行热泪
流下来，滚烫滚烫，砸到吕老师手上。吕老师
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轻轻拍着他的背，感
慨地说：“恭喜，未来的同行。”

“宝典”的第二招是“正确引导”，不强迫
不压制，不急于求成，有时要牵着“蜗牛”去散
步。每一个孩子都是一粒种子，因为花期的原
因，有的开花早，有的开花晚。他的女儿读小
学时，成绩中下，有时题目不会做，作业无法
完成。夫人烦躁得给他打电话，他非常平静地
说：“做不完的题，杀不完的猪。家长都做不出
来的题，一个小学生不会做，那不是很正常
吗？把她骂一顿，打一餐，只能让她失去学习
的兴趣。”是的，优和差的界限并不明显，只是
看问题的视角差异而已，而爱才是永恒的火
焰，要引导孩子快乐成长。有了爸爸的正确引
导，女儿变得阳光开朗，脸上自信的光芒比太
阳更明媚，成绩也越来越好，中考时以优异成
绩考入高中“火箭班”。

教育的路上，他收获了很多成功的掌声
和鲜花，但也有揪心的烦恼。曾经有个姓张的
同学，天资聪慧，一道奥赛题，老师思索半天
才找出答案，而他却能轻易地找到解题方法。
他是一个完全不按套路出牌的学生。学校设
立了进步奖，他一下子考个倒数第一，一下子
冲进班上前十，两头摇晃，成为拿进步奖金最
多的学生。老师对他的做法“无解”，联系家
长，得到的是一个“无解”的回答：“你不要多
管闲事，好好教你的书就是。”吕老师的“宝
典”失效了。心中没有师长，手中哪来的教鞭？
不出意外，高考的舞台上，这名同学失利了。
每每回忆此事，吕老师都会为那棵被毁的好
苗子而痛心。

这就是数子老师，一名朴实的乡村园地
耕夫。 （李云娥，湖南散文学会会员）

有个老师叫数子
李云娥

◆六岭杂谈

碧 水 朱巨滨 摄

◆故土珍藏

◆宝庆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