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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庆节前，我回到山西省晋中

市左权县，与烈士亲属一道祭拜了牺牲

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英烈。

在就学、参军和参加工作的所有填

表中，我的籍贯一直填为河北徐水——

那里是爸爸的老家。但我始终认为，我

的故乡既是河北，也是山西。妈妈的祖

籍是山西辽县。1942 年 5 月，八路军副

参谋长左权于辽县麻田镇十字岭壮烈牺

牲，辽县后来更名为左权县。麻田是当

年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驻扎的地方，也

是我父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工

作、战斗过的地方。

一

我们一行寻访祭扫的第一处，是位

于左权县下丰堠村的宋家祖茔——这里

安葬着宋耕如烈士和同为烈士的他弟

弟，以及他们的父母。宋耕如烈士既是

我妈妈的老师，也是她参加革命的领路

人。他 1934 年参加革命，1937 年入党，

曾担任中共左权县第四区分委书记等

职。1943 年 5 月，日军进犯太行地区，他

积极发动地方军民配合八路军作战。后

来在一次激战中英勇牺牲，时年 30 岁。

他的弟弟于 1940 年参加百团大战作战

时光荣牺牲，年仅 23 岁。兄弟二人的父

亲是开明人士，他只有两个儿子，都送上

了抗日战场，并且都为国捐躯。

在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震

的引领下，我们先寻到了宋家老屋。南

北两个院子相连，百年老宅早已残旧，

但风吹雨打褪了漆的大门上，“耕读之

家”四字仍隐隐可见。接着，村民引我

们来到村边，遥指对面远山的平顶说，

那里就是当年日本侵略者炸平山顶建

炮台的地方。

今年，山西的雨水特别好，庄稼也长

得特别好。穿过一片片密密的玉米地，

又穿过一片片压弯了腰的谷子地，我们

终于来到大槐树大柳树下的宋家墓地。

我们敬献上黄白两色菊花花篮，并按照

山西家乡的老礼，摆好贡品，焚香祭拜。

晴空朗日，槐柳依依。此刻，故乡、英烈，

这两个词汇反复交织在我的脑海里，不

尽的思念盘桓在心头……

我们衷心感谢村两委对英烈墓地的

妥善保护，同时欣慰地看到，红色基因已

深深融入这片土地上后来人的血脉中，

激发出乡村振兴发展的生机活力。

祖辈父辈都在下丰堠村生活的王

震，今年不过 30 岁出头。他曾在武警北

京总队服役，退伍后，先是在太原打拼了

10 年，后来响应号召回乡创业。因为当

过兵，入党多年，在大城市闯荡过，回村

后他先担任村党总支书记，后又当选村

委会主任，是个“一肩挑”的年轻基层干

部。如今，这个充满干劲的年轻人，正领

着乡亲们走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

站在村头广场，我们听着王震对这

个老区山村的介绍：下丰堠村共 290 户、

近 800 人，有 52 名党员，属于左权县重点

规划和建设的 34 个行政村之一。村子

的主导产业有种植、养殖、煤炭、运输，村

域内有煤业公司、养鸡场、养牛场、养羊

场、煤炭运输公司、汽修厂等。村里建有

标准化卫生室，修建了村民活动室、篮球

场等健身场地，设有村委会办公室及党

风廉政、警示教育室，还设立了民情接待

室和便民服务室。除此之外，村里的百

亩设施农业蔬菜基地已经建成，百亩树

苗培育基地也正在筹建中。在发展经济

的同时，村里也非常注重精神文明建设

和耕读传家教育，考入重点高中和重点

大学的学生逐年增加……

看到当年的革命老区正朝着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不断发展，我们不禁感到欣

慰。故乡英烈用热血与生命换来了后人

的幸福安宁，这红色精神已成为最深沉

持久的力量，滋养和砥砺着年轻一代为

增进家乡人民的福祉不断奋进。

村庄面貌一新，县城的面貌也发生

了巨大改变。从北向南穿行左权城，只

见街道笔直宽阔，仍在扩建优化；路旁栽

满绿植，树种各不相同；楼房高低错落，

建筑式样各异。蓝天白云下的左权县

城，干净整洁，色彩斑斓。我不禁想起

2001 年 回 左 权 县 城 时 的 情 景 ，变 化 之

大，着实令人惊喜。

二

这次回山西，意外得知一个新的消

息——宋耕如烈士的照片和事迹早已进

入八路军总部纪念馆展陈。于是，我们

又赶往位于麻田镇的八路军总部纪念馆

和八路军前方总部旧址。

从纪念馆北门进入展厅后，讲解员

张建勇将我们直接引到宋耕如烈士照片

前。在展厅廊道墙上熠熠红烛的映衬

下，烈士的形象格外醒目、庄重。敬献花

篮后，我们向烈士行注目礼；礼毕，听取

烈士事迹讲解。待转过身来，我们看到

廊道对面的烈士事迹。在宋耕如等烈士

事迹的正对面，是太行新闻烈士群像，他

们牺牲在太行山上。

1942 年 5 月下旬，日军对八路军总

部驻地辽县麻田和《新华日报》华北版、

新华社华北总分社驻地山庄村进行大

“扫荡”。《新华日报》总编辑何云和报社

全体人员，在反击日军“扫荡”、处境极为

困难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一面同敌

人周旋，一面坚持出版报纸，并向延安新

华总社发战报。在这次反“扫荡”中，《新

华日报》牺牲了 46 位同志。

“……5 月 28 日黎明，他们被搜山的

敌人发现，何云同志开枪击毙接近他的

敌人，随之也被敌人乱枪击中，壮烈牺牲

……”张建勇表情凝重地介绍着。

张建勇是麻田镇本地人。家中祖

辈、父辈都擅长养殖，父亲还是养殖大

户。虽然祖辈父辈一直没有离开世代居

住的故乡，但他们十分支持年轻一代走

向山外。张建勇先是到县城读书，后来

又到省城太原读大学。毕业后，本可以

走出太行山，但那种渗透在血液里的故

乡情结，让他在找工作时又回到了太行

深处的左权麻田，成为八路军总部纪念

馆的一名讲解员，向来自天南海北的人

们宣传红色家乡。

充满青春朝气的张建勇告诉我们，

近年来，前来纪念馆追寻红色记忆的人

很 多 ，2019 年 纪 念 馆 接 待 游 客 达 80 多

万人次。今年 6 月，纪念馆扩建、提升后

再次开馆，通过主题展览、互动展览、开

展主题活动等，让游客以各种形式进一

步学习和了解红色历史。今年仅“十一”

期间，纪念馆接待人数就达 1.7 万多人。

参观的游客中，近的来自山西省内，远的

来自国内其它省份甚至国外。有的是家

长带着孩子过来，有的是企事业单位组

成团队前来。很多游客在参观后，常常

会寻找留言簿，写下饱含感情的话，表达

心中的缅怀和敬仰之情。

三

从八路军总部纪念馆正门走下台

阶，我们心中萦绕不去的是《在太行山

上》那舒缓又雄壮的旋律：“红日照遍了

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

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

行山上。气焰千万丈！”

眼前的纪念馆广场上，人们正在紧

张忙碌地搭设舞台，准备唱新歌。纪念

馆位于龙山和虎山之间、清漳河畔。宽

阔的广场上，背靠虎山的一面，搭起了巨

大的舞台；高高的金属天幕已经架起，正

在布设灯光。

从工作人员那里得知，由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打造的《原声天籁——中国民

歌盛典》节目正在纪念馆广场上录制。

节目选址在“比户弦歌，文风颇盛”的左

权县，可见用心。太行山麓、清漳河畔，

民歌盛典与民歌之乡交相辉映。

左权不仅是闻名全国的革命老区，

而且是独具特色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

之乡”。在这片土地上，民歌历史悠久，

持续绽放光彩。抗战期间，党的文化工

作者和民间艺人还曾一起发掘整理左权

民歌，古老的左权民歌再次焕发青春，一

些新民歌有力地宣传了团结抗日的主

题。如今，左权民歌仍在孕育着新的生

机，不断散发独特的魅力，左权开花调已

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

我曾听过左权民歌，不同于山西其

它地方的民歌，左权民歌曲调清丽优美、

风格委婉温柔。那一曲曲动人的家乡民

歌，一直让我难以忘怀。

祖祖辈辈生活在“山窝子”里的左权

人，是左权民歌的最佳传承者。这里的

人们有着传唱民歌的美好传统，在这片

土地上，村村唱民歌，人人唱民歌。因

此，有音乐家形象地称左权为“歌窝子”。

如今，人们更加高兴地看到，这片

“山窝子”“歌窝子”正在一步步迈向“金

窝子”“银窝子”。

“太行儿女志豪迈，巧手描绘山和

水，金山银水无价宝，小康路上添异彩

……”当人们走进太行百里画廊中的莲

花岩风景区时，无不陶醉在美妙动听的

歌声中。当地的朋友告诉我，2019 年，

左权县创办了“左权民歌汇”活动。最初

举办时，主会场就设在风景如画的莲花

岩风景区。连续举办两届的左权民歌

汇 ，带 动 了 7000 多 名 贫 困 人 口 增 收 致

富。左权当地通过打“民歌牌”，激活了

文旅资源，聚了人气，闯了市场，实现了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双赢。 2019 年，

左 权 县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7182 元，增幅 18.6%。2022 年，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9656 元。

让人倍感振奋的是，左权人追求进

步的脚步不停歇，他们不断开拓，又把更

大的舞台，搭在了龙虎山间、清漳河畔的

八路军总部纪念馆广场上。从“民歌汇”

到“民歌盛典”，左权民歌越唱越响，舞台

越来越大，歌声越飞越远，产生的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越来越强，“红色左权”“艺

术之乡”两张名片愈发耀眼。身在“歌窝

子”的左权人，也愈发从心底为家乡感到

自豪，他们要把家乡的歌唱给更多人听。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更养

一方歌。红色故乡左权，曾是抗日英烈

流血牺牲的战场，昔日军民携手唱着“红

日照遍了东方”“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

山上”，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今朝的左权，

正在以高亢和激越追逐梦想，继续唱响

新时代新征程上的新民歌。

制图：张丹峰

太行山麓，清漳河畔
李东东

云南玉溪，因水得名。古代就有

玉溪河，《水经注》所记之桥水，明代文

献中已称玉溪，取其清流如玉之意。

如今，玉溪大河依然清澈，抚仙湖水和

星云湖水的引入，使得玉溪大河有了

活水之源。阳光照射下，玉溪大河波

光粼粼，呈现着清澈之美。

玉溪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曲作

者、著名音乐家聂耳的故乡。位于玉

溪北门街 3 号的聂耳故居，是一栋老

式清代民居。故居由聂耳的曾祖父聂

连登修建，后传给他的父亲聂鸿仪。

1902 年，聂耳的父亲和家人到昆明行

医 ，在 甬 道 街 开 了 药 铺“ 成 春 堂 ”。

1912 年，聂耳出生于昆明。1927 年夏

天，聂耳的母亲带着 15 岁的聂耳回到

了玉溪老家。后来，踏上救国救民征

程的聂耳，经常从昆明回到玉溪，探

亲、度假、组织活动。

在玉溪，聂耳故居是我最喜欢去

的地方之一。我常常走进故居，缅怀

这位伟大的音乐家。故居里，挂着一

幅英俊潇洒、目光炯炯有神的聂耳肖

像，陈列着聂耳生前用过的小提琴等

珍贵物件。望着肖像和小提琴，我的

耳边总会回响起那振奋人心的旋律。

聂耳的一生虽然短暂，只活了 23 岁，

但他谱写的旋律却成为不朽经典，给

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除了聂耳故居外，玉溪还有另一

处标志性景观。城中的红塔山公园

里，山上矗立着一座壮观的红塔，红塔

山因此得名。白天的红塔山公园在阳

光照射下，山林青翠，幽静的道路蜿

蜒。密林中，可以听到画眉鸟、黑头

翁、斑鸠等众多鸟儿清脆婉转的鸣叫

声。夜晚的红塔山公园，在五光十色

的灯光照射下，景观更显独特，红塔显

得更高、更红。此时，驻足山上俯瞰山

下，玉溪城灯光闪耀，车辆川流不息，

一座璀璨的不夜城尽收眼底。

从聂耳故居出来往左走，就到了

玉溪城的步行街。步行街上，老式四

合院建筑一间连着一间，散发着岁月

的气息。随着城市的发展，步行街被

拔地而起的高楼包围。可是，别看它

老旧，却是年轻人最喜欢来的地方。

他们熟悉这条古色古香的街上每一

家门店，或是在店铺里买衣服、首饰，

或是坐在木桌子旁，品尝玉溪当地小

吃 —— 凉 米 线 、冰 稀 饭 、凉 粉 、木 瓜

水、泡梨，当然少不了最有名的鳝鱼

米线，或是什么也不买，只是悠闲地

散步、逛街。

除了步行街外，近年来，小庙街、

青花街也越来越吸引年轻人，成为网

红打卡地。特别是青花街，是由瓦窑

村烧窑旧址改造而成，在那里，不仅可

以品尝到很多小吃，还能近距离感受

玉溪的青花瓷文化。历史上，玉溪曾

是青花瓷的重要产地。

不少人喜欢玉溪，还有一个重要

原因，这座城气候温暖宜人，四季如

春，年平均气温在 20 摄氏度左右，特

别适合居住。玉溪是“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走在干净的街道

上，随处可见生机勃勃的多彩花树，到

处弥漫着芳香，无尽的春天似乎藏在

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

每到周末，我总爱在城中走走、看

看，享受这座城美好的人居环境。有

时候，我会走出小区大门，朝着笔直的

大街，直奔北市区的玉溪大河。那里，

有幽静的河堤，有郁郁葱葱的树林，有

绿茵茵的草地，有盛开的花儿。很多

本地居民和我一样选择来到这里，在

河边走路、跑步、跳广场舞、唱花灯戏，

一片欢欣热闹的气氛。

花灯戏是玉溪老百姓最喜爱的一

种剧目，玉溪当地有俗语：“十个玉溪

人，九个会唱灯，还有一个跟着哼。”花

灯戏说唱结合，载歌载舞，歌声悠扬动

听，一崴一步，手中的小扇随之上下飞

舞，宛如彩蝶翻飞。玉溪有“花灯之

乡”的美誉，早在 2006 年，玉溪花灯戏

就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逢年过节或闲暇的时

候，玉溪人总爱唱上几句花灯戏，用这

种形式表达内心的幸福快乐。

而在不远处，玉溪大河岸边的芦

苇和柿子树上，歇息着许多白鹭。它

们有的在梳理羽毛，有的在四处观望，

还有的“金鸡独立”，张望着远处的行

人，任凭人们拍照。看到这样的场景，

怎能不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一座城的生

态之美？

空中，传来甜美的花灯戏歌声。

歌声中，一群白鹭从清凌凌的河水里

起飞，悠然的身影映在水面上，一圈圈

波纹在阳光下闪亮着。那些展翅高飞

的白鹭，成群地飞过聂耳音乐广场。

一些重要的活动如聂耳音乐周开幕

式会在这里举办。从高空俯瞰，聂耳

音乐广场设计独特，造型优美，中间是

一把精致美观的“小提琴”，镶嵌在大

地之上，横跨玉湖之水。小提琴的头

部在一座小山岗上，那里屹立着聂耳

的铜像，聂耳正在拉着小提琴。优美

的旋律仿佛从琴弦间流淌而出，流入

玉溪水。清清的玉溪水，拥抱着温暖

诗意的玉溪城。

清
清
玉
溪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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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春夏秋冬，只要有客人远道而

来，热情的衡阳人一定会拉上客人：“走，

吃鱼粉去！”湖南衡阳人把鱼粉作为招待

客人的首选。

衡阳鱼粉的确独具一格，颇有地方

风味。在衡阳的大街小巷，到处有挂着

各种招牌的“鱼粉店”，鱼头粉、鱼杂粉、

鱼肉粉应有尽有，有的甚至形成一条“鱼

粉街”。

每天清晨，当这座城市刚刚醒来时，

鱼粉店的店主们便忙开了。他们开始准

备茶油、生姜、辣椒、葱花、米粉等用料。

只听见刀切佐料“咚咚”作响，伴随这有

节奏的声响，衡阳本地的居民们也纷纷

起床了。

做鱼粉，首先要保证鱼的新鲜。店

主们把购来的新鲜草鱼、鳙鱼、鲫鱼等一

字排开，去鳞、洗净、剁成条块，分成鱼

头、鱼杂、鱼肉……然后装入盆中。准备

工作刚做完，客人们就已鱼贯而入：“老

板，来碗鱼头粉！”

“好嘞！”店主加大火力，烧红铁锅。

倒下的茶油围着铁锅一圈，瞬间煮沸。

放入蒜头、生姜，麻利地将鲜鱼头置入锅

中，“刺啦”一声，锅中冒出团团热气。在

鱼头上撒上盐，倒上几滴胡子酒，将鱼头

翻过边，爆煎至两边金黄，一股香味腾空

而起。接着舀上几瓢骨头汤，倒入锅中，

直至漫过鱼头。再放入红辣椒，盖上锅

盖，煮四五分钟。鱼汤在锅中翻滚，渐渐

由浑变白，鱼头越来越烂。然后，放入先

前被浸润得又细又长的米粉，将米粉煮

沸。最后，撒上葱花、胡椒粉，倒上生抽，

加入新鲜菜叶与荷包蛋，一碗鱼粉便做

成，热气腾腾，浓浓的香味扑鼻而来。那

些早已在排队等候的食客们连忙端走。

衡阳鱼粉的米粉纤细绵长，是上等

的粉，由精致的大米用机器挤压而成；鱼

活蹦乱跳，是上等的鲜鱼，原汁原味。鱼

与米粉煮在一起，鱼汤呈乳白色，滋养着

米粉；米粉附和着鱼汤，柔润滑溜。喝上

一口汤，鲜美无比；挑去鱼骨鱼刺，剩下

的鱼脑髓如凉粉般晶亮、豆腐般鲜嫩，连

同米粉吸进嘴里，那浓浓的香，微微的

辣，淡淡的甜，让人止不住一口连着一

口，连汤汁都喝得干干净净。不知不觉

间，吃鱼粉的人头上冒汗，脸色发红，全

身暖和，一个个神清气爽。

在不少地方，鱼就是鱼，一般用来单

独做菜，米粉就是米粉，放点瘦肉或排

骨，做成瘦肉粉、排骨粉。而将鱼与米粉

放到一起煮，这种吃法，各地似乎少见。

衡阳鱼粉发源于衡阳县渣江镇，至

今有近百年历史。过去，由于交通闭塞、

物 资 匮 乏 ，吃 鱼 粉 的 习 俗 传 播 范 围 不

广。改革开放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 高 ，曾 经 是“ 豪 华 早 餐 ”的 衡 阳 鱼 粉

出现在更多人的餐桌上。而且，由单一

的鱼肉粉发展到鱼头粉、鱼杂粉、鲫鱼粉

等，满足了不同食客的需求，不少市民还

专门前去一些网红鱼粉店打卡、品尝美

味。如今，早餐吃鱼粉，已成为衡阳人的

日常生活习惯。在衡阳人眼里，只要吃

上一碗爽口的鱼粉，那日子就会像鱼粉

般香喷喷、热腾腾。

不仅衡阳本地人爱吃鱼粉，就连不

少在衡阳高校上学的外国留学生，也入

乡 随 俗 ，每 天 早 上 必 定 要 吃 上 一 碗 鱼

粉。许多在外地工作的衡阳人，回到家

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上街吃鱼粉，那才

是正宗的家乡味道，一碗鱼粉，吃出的是

久违的乡愁。

一碗鱼粉
成新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