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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池

在时光长河的幽僻角落，总有一

些古老而美好的事物，宛如星星，在

记忆的天幕上熠熠生辉。山界红糖，

于我而言，便是这样一抹带着岁月沉

香与乡土温情的独特存在。

山界回族乡，这片古老的土地，

孕育红糖的历史可追溯至数百年前。

据《隆回县志》记载，自明清时期，山

界的先民们便已开始种植甘蔗，并掌

握了制糖技艺。那时，山界红糖作为

地方特产，沿着古老的商道，被运往

周边的城镇乡村，成为人们生活中备

受珍视的甜蜜之源。在那个物资相对

匮乏的年代，山界红糖以其独特的风

味和滋补功效，不仅是日常饮食中的

调味佳品，更在诸多传统习俗和礼仪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回溯往昔，山界红糖与当地回族

同胞的生活紧密相连。回族人民热情

好客，每逢重要节日或宾客临门，一

杯热腾腾的红糖茶便是他们表达欢

迎与敬意的方式。那浓郁的甜香在空

气中弥漫，瞬间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

距离，传递着温暖与情谊。而且在传

统的回族婚礼上，山界红糖更是不可

或缺的元素。新人会用精美的容器盛

装红糖，分发给亲朋好友，祈愿婚姻

生活如红糖般醇厚长久。

初闻山界红糖之名，是在儿时的

某个冬日。家中长辈围坐暖炉旁，手

捧茶杯，谈及山界红糖，满是赞许与

回味。“那可是好东西，纯正的山界红

糖，甜而不腻，暖人心扉。”一位退休

老师悠悠说道，声音里满是对往昔岁

月的眷恋。我于一旁静静聆听，心中

悄然种下对它的好奇与期待。

后来，我进入文化部门工作，到

那里下乡。踏入山界这片神秘土地，

正值甘蔗收获季，田野如绿海，蔗叶

沙沙作响，似在吟唱丰收歌谣。蔗农

们穿梭蔗林，古铜色脸庞挂着汗珠，

洋溢质朴笑容。镰刀挥舞，甘蔗倒地。

动作熟练利落，似与大地对话。

而山界红糖那独特的制作工艺，

宛如一场传承百年的匠心独运的艺

术表演。

工坊内，粗壮的甘蔗被有条不紊

地送入巨大的榨汁机。机器仿若被唤

醒的巨兽，发出低沉的轰鸣，仿佛在

为这场甜蜜的变革奏响激昂的序曲。

刹那间，蔗汁如涓涓细流般涌出，带

着甘蔗特有的清新与甘甜，那是大自

然赋予的最纯粹的味道，未经雕琢，

却已沁人心脾。

紧接着，蔗汁被引入一排大锅

中。炉灶里，烈焰熊熊，好似迫不及待

地要开启这场神奇的转化之旅。师傅

们目光如炬，全神贯注，手持长柄大

勺，不停地搅拌着锅中的蔗汁。起初，

蔗汁在锅中欢快地翻滚着，似一群活

泼的精灵在跳跃嬉戏，颜色也由最初

的浅绿逐渐过渡为金黄。随着时间的

推移，蔗汁愈发浓稠，气泡也变得更

加细密。整个工坊都弥漫着浓郁醇厚

的蔗香，这股香气仿佛具有魔力，能

让人瞬间忘却一切烦恼与疲惫。此

时，师傅们更加小心翼翼，不容许有

丝毫懈怠。

当蔗汁浓缩到一定程度，颜色

变为深沉而诱人的红褐色时，便迎

来了最后的成型阶段。师傅们迅速

而熟练地将熬制好的糖液舀出，倒

入早已准备好的模具之中。那红褐

色的糖液如丝般顺滑地流淌，瞬间

填满模具的每一个角落。待糖液冷

却凝固后，一块块形状规整、色泽光

亮的山界红糖便诞生了。它们犹如

沉睡的红宝石，等待着人们去唤醒，

去品味那独特的甜蜜。

拿起一块山界红糖放入口中，初

尝时，那股浓郁的香甜如汹涌的浪潮

瞬间席卷整个口腔，蔗糖纯粹的甜味

在味蕾上欢快地跳跃。但这甜却并非

单一的甜腻，而是蕴含着丰富的层

次。细细品味，能觉察到一种淡淡的

焦糖香，类似烤焦的坚果散发的馥郁

芬芳，为这甜味增添了一抹深沉与醇

厚。随着红糖在舌尖慢慢融化，又似

有一缕若有若无的甘蔗的清新气息

浮现，如同在甘蔗林里穿梭时闻到的

那股自然的清香。这种口感，扎实而

绵密，每一口的咀嚼都像是在与山界

的土地、阳光、雨露对话，让人不禁陶

醉在这独特的甜蜜滋味之中。

山 界 红 糖 的 食 用 方 法 丰 富 多

样，为生活增添了诸多甜蜜滋味。直

接食用时，可将红糖块含于口中，让

其慢慢融化，感受那纯粹而浓郁的

香甜在舌尖上徐徐展开。冲饮是最

为常见的方式。浅抿一口，温热的糖

水顺着喉咙滑下，甜润的滋味瞬间

驱散身心的疲惫与寒意。它也是烹

饪中的点睛之笔。在炖煮肉时，加入

几小块红糖，不仅能使肉质更加鲜

嫩多汁，色泽也变得红亮诱人，吃起

来甜而不腻，别有一番风味。熬制八

宝粥时，撒入些许红糖，待粥煮好，

每一口都能品尝到多种食材与红糖

相互交融的丰富口感。制作甜品时，

山界红糖更是不可或缺。

岁月流转，山界红糖承载无数故

事情感。妇女生育，红糖煮鸡蛋滋补

身体；孩童风寒，红糖姜水驱寒回春；

逢年过节，红糖制作点心美食，增添

喜庆，传递家的温暖团圆。儿时过年，

母亲用山界红糖做糖粑粑。糖粑粑晶

莹剔透，咬一口，糯甜交融，那是难忘

的童年年味。

在时代浪潮的推动下，山界红糖

凭借其独特魅力，踏上了远销海外的

征程。一箱箱精心包装的山界红糖，

承载着山界人民的心血与期望，从这

片古老的土地出发，跨越千山万水，

抵达亚洲十多个国家。在异国他乡的

厨房与餐桌，山界红糖以其醇厚的口

感与独特的风味，征服了众多海外食

客的味蕾，成为他们了解中国传统美

食文化的一扇甜蜜窗口。它在国际市

场上的亮相，不仅为山界带来了新的

经济机遇与发展活力，更是让这一古

老的地方特产焕发出新的生机与光

彩，让世界都能品味到这份源自山界

的甜蜜乡愁。

山界红糖对隆回地区的经济发

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本地，它

带动了甘蔗种植产业的繁荣，许多农

户因种植甘蔗而增加了收入来源。制

糖工坊的兴起，为当地创造了大量的

就业机会，从甘蔗收割到红糖制作、

包装、销售等环节，吸纳了众多劳动

力，减少了当地人口的外流。而且随

着山界红糖知名度的提升，相关的旅

游业也得到了发展。游客们慕名而

来，参观红糖制作工艺，体验乡村生

活，带动了餐饮、住宿等行业的增收，

进一步促进了隆回地区的经济多元

化发展，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一

股甜蜜力量。

站在这片土地，望山峦起伏，感

慨万千。愿山界红糖于新时代阳光

里，续甜蜜芬芳，展独特魅力，让乡愁

长留。

（湘男，隆回县作协副主席）

山界红糖里的甜蜜乡愁
湘 男

寒潮阴雨天过后，太阳又重

挂天空。就着这暖和冬阳，我徒步

来到远离市郊的村野，看天蓝地

阔，观山高水长。

穿过几个村落，就到了曾在

秋季里来过的一条小溪边。这是

一条从岩洞里钻出的溪流，正值

枯水季节，水量比起秋季时要小

得多。洞壁的裙脚上沾满了灰白

的泥沙与水藻，亟待来年春水的

荡涤。溪床袒胸露腹，卵石大多显

露出灰白、枯裂的外表。只有水中

的小鱼，还是那么怡然地游荡。

溪的两岸，是两行一眼望不

到头的乌桕树。冬季的乌桕，尽

管没了树叶的装扮，它多姿的身

形，仍显魅力无限。垂吊在树梢

的点点乌桕籽，远远望去，如雪

如梅，成团地摇曳在风中。几只

故土难离的鸟儿，正欢腾于树枝

间，给萧瑟的冬季，平添了几分活力。明末

诗人钱澄之有这样的诗句：“可怜乌桕树，

不待晓风吹。白满枝头粒，留充鸟雀饥。”

这些乌桕籽，不仅点缀了树枝，也是冬季

鸟儿裹腹的食物。

沿溪而行，我一路寻找，想寻找到那

几个悬挂在乌桕树上的瓜蒌。记得上次看

到它们时，我被它们圆圆的、郁绿的、袖珍

西瓜样的外表所吸引。那次我多想将它们

摘下来，但我不忍断送它们还未成熟的生

命。我在心里与它们约定，等它们成熟之

时，一定来重睹它们的芳容。我在树枝间

几经搜寻，终未见其身影。连同瓜蒌一起

消失的，还有那些当时在路边刚刚结出小

拳头似的苞儿的野菊花。想来是我错过了

约定的时段，心中不免有些遗憾。转而又

想，瓜熟蒂落，是自然规律，它们生于自

然，也会回归于自然，用不着“悲秋”。让我

宽慰的是，那些落了叶的树木、荆条，它们

的枝条上已萌出一颗颗芽儿。那些芽儿，

应该有叶芽，也有花芽。我想象着春天到

来后叶绿花艳的情景。

同样让我宽慰的，还有溪边的枇杷树，

它们还在开花！仰头细看，花萼是棕色，护

着白色的花瓣。长椭圆形的叶子，是那样翠

绿，有成人的半个手掌那么宽，那么长，形

状还真像琵琶。一张张琵琶，在这

冬季里演奏着刚烈和激昂的乐

曲。还有溪墈上的野草，或一绺一

绺如麦苗匍匐，那样葳蕤；或一蔸

一蔸连绵铺排，那样生机勃勃。

突然，从垂在溪脚的水苔

里钻出一只小巧玲珑的长腿“鸟

儿”，正悠然在水边觅食。我眼前

一亮，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正

要上前仔细看看，生性胆小的禾

鸡立即转身躲进了苔帘里，千呼

万唤总不出来。我们小的时候，

禾鸡可是人们捕捉的对象。你追

捉它，它把头藏在草丛中，以为

就安全了，你只管去抓它。好在

如今提倡人与动物和谐共处，很

少有人捕捉它们，它们也能过上

安逸宁静的生活。

继续前行，在离溪岸不远处

的一口水塘边，好多人在吆喝、欢

笑。我走过去，原来水塘里有一些村民在

捕鱼。塘是碟子形，随着抽水泵的轰鸣，碟

壁已裸露出来，只有碟底还有些水。一个

捕鱼人把一张大网撒向水中，然后慢慢拖

上来，可见一些鱼在网中挣撞。等把鱼拖

上来，看得出，是一些草鱼、鲢鱼、胖头鱼，

四五斤一尾吧。现在正是鱼价高的季节，

养鱼人把握了干塘的最佳时机。碟底里，

还有些小孩在用篾网捞小鱼，也有人在捡

蚌壳、田螺。这样的事，我小时候也做过，

“做”比“吃”有味道。

继续前行，环视四野，在溪岸两边阡陌

纵横的田野里，平铺着一畦畦嫩绿的油菜

苗，或是一块块茂盛的蔬菜。还有一些排列

整齐的稻梗，它们等待着化身成来年稻田

里的养料。一只鸟或一群鸟，不时倏忽地从

稻梗里飞出，在空中划上几道弧线后，或停

歇在那些穿过田野的电线上，或栖身于溪

岸边的树木上，或回归那些稻梗中。

视线随鸟影滑过，仰望天际，我想以

蓝天为屏，远山作衬，田野当纸，将那些栖

身在电线上、沐浴在冬阳里的鸟雀，以及

在水田里或单腿孤立，或双脚伫立，或漂

浮于水面，小憩与觅食的鸭子与鹅儿，一

一写进我的画框里。

（曾彩霞，武冈市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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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上供电所的那面笑脸墙还在。只要

进办公大楼楼梯间，一眼就能望见。

那面笑脸墙由所里13名同志的笑脸

组成，呈一个大大的“心”型。这13名同志

中有所领导，更多的是一线员工，有些刚

褪去青涩，有些已饱经沧桑。那些笑容，有

含蓄的，也有热烈的，有羞涩的，也有奔放

的，不管怎么笑，都是真诚而自在的。

再次因为工作关系，走进这个所，看

到这面笑脸墙，一下便勾起了我的回忆。

这是个边陲小所，地处偏远，环境复

杂，供电区域广，管辖着41个行政村、2个

社区等共计 2.8万余户的供电任务，所有

员工加起来不足30人。那年夏天，该所申

报创建省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示范点，我奉

命前往收集素材。到供电所后，大楼很安

静，仅看到内勤班的两名同志在办公室的

那个格子间忙碌着。一问，才知其他同志

都去了一个大型检修现场。

检修现场在山里面，距所办公楼足足

有20公里。山路九曲十八弯，我好不容易才

接近目的地。远远地，我就在绿色的密林

里看到了红色的安全帽和黄色的工具车，

还看到一排崭新的电杆在那片山里绵延。

线路线径长、工程量大、作业点多、施工环

境复杂，这些词只有到现场，才能真切感受

到。就近走到一根电杆边，抬头，望见两位

同志正挂在电杆上安装横担。太阳明晃晃

地挂在头顶，阳光刺得眼睛都睁不开。横担

在太阳的炙烤下，隔着厚厚的手套都能感

受到它的温度。电杆抱在怀里，更是如抱了

个火盆一样。为了赶时间、抢进度，同志们

顾不得休息片刻，擦一擦汗，喝一口水，继

续干，这样在电杆上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

电杆下，一位老师傅正在聚精会神地

起吊工具和材料，额头布满了汗珠。汗水

顺着他的脸颊，流进脖颈，他后背的工作

服早已被打湿。我轻轻唤了一声，他回过

头，见到我，笑了，那种笑让那张已遍布皱

纹的脸格外好看。

去坪上供电所的次数并不多，加之记

性一直不好，很多同志都叫不上名字，可

那些脸我都记得很清楚。趁着工作间隙，

我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他聊了起来。师

傅姓刘，在生产岗位干了一辈子，再过一

个月，他就要退休了。那段时间，所里抢修

任务重，他没有落下过一次工作，每天都

和所里其他同志一道，早出晚归。

“都快退休了，怎么还这么拼？”我不

经意地问。

“在岗一天，就要干好一天！”他顿了

顿，想了想，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回答我，

“我习惯了这么忙忙碌碌。”说话间，他面

带那种羞涩的笑。聊着聊着，他的眼里有

了泪光，或许因为激动，或许因为感慨。

不知不觉，到了午饭时间。饭菜是食

堂师傅送过来的，简单的三菜一汤。在他

的几阵吆喝声中，杆上的，杆下的，大家都

陆陆续续朝那几口装满饭菜的铁桶走来。

见到我，大家就像多年未见的老友一

样，熟悉的，不熟悉的，热情地和我打着招

呼。我和同志们一样，端起碗，盛满饭菜，

就地一坐。一边吃饭，一边随意和同志们

聊了起来，有工作，有生活。那些点点滴滴

的诉说中，有苦累，有烦恼，但更多的是克

服困难后的成就感。大家在聊起那些工作

时，黢黑的脸庞上始终都洋溢着淡淡的微

笑。那天，他们持续工作到晚上 10 点。经

过几天的努力，终于顺利合上闸、送上电。

得知这一消息后，我的内心久久不能

平静。脑海里老是浮现出同志们那种忠

诚、乐观的笑，内心始终被那种别样的温

情充盈着。那一瞬间，便萌生了打造一面

笑脸墙的念头，就展示在办公楼的入口

处。我想让大家每天都能看见自己的笑，

我想让大家每天都能被这份笑感染，开心

工作，幸福生活。

好几年过去了，原来那些老同志已经

陆陆续续退休，小同志已成长为业务骨

干，但那面笑脸墙还在，尽管笑脸换了一

张又一张。

（谢丽英，任职于国网新邵县供电公司）

 笑 脸 墙
谢丽英

旧时，收破烂的多是生活条件

很差的人。收破烂的扯着嗓子，摇着

铃铛，走街串户，在犄角旮旯里转

悠，把别人不要的破烂收过来，如旧

衣裤鞋袜、破铜烂铁、盆盆罐罐等，

然后再卖给废品回收站，赚取部分

差价，挣一点小钱。由于这些废品值

不了几文钱，卖主多不要价，任由收

破烂的喊价。

还有些专门收购旧货物的商

贩，这些人眼光敏锐，口齿伶俐，精

通各种货物的质量与行情。从金银

细软、珍宝古玩到旧衣、家具等，一

应全收。有些商贩往往乘人之危，故

意压价。如果卖主急需用钱，只有咬

咬牙把自己所需或心爱之物卖掉。

他们把廉价收购来的物品分类挑拣

出来，以高价卖给各旧货行或古玩

铺等，从中可以获利一倍甚至数倍。

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家开

始规范废品收购。1955年，中华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专门成立了废品管理

局，统一管理全国的废品物资回收工

作。这些废品通过综合处理回收利

用，可以减少污染，还可以节省资源，

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变废为宝。

收破烂、捡垃圾这样的字眼已

经过时了，现在这行叫作再生资源

回收。

（唐文林、王艳萍，宝庆烙画传承人）

收破收破烂烂
唐文林唐文林  王艳萍王艳萍

◆漫游湘西南

◆岁月回眸

◆故土珍藏

◆湖湘三百六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