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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容头菜
◎伍海桃

华容头菜是酒席上的招牌菜，顾名思义，乃头牌菜。

二十多年前，我从新宁嫁到华容。在华容我第一次吃酒

席，差点闹了笑话。我的家乡习俗，男女之间的座位分开，女

客的酒席上，有固定的三大碗头菜，要平均分成八份，一人一

份打包带回家。这里的头菜端上来，菜品五颜六色、五花八

门，有黄色的、白色的、黑色的、还有绿色的……我懵了，有点

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不知所措。我只好羞涩地端坐一角，看

别人怎么操作。

当大家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开吃时，酒席上的气氛便热闹

起来。我放下了紧张，用筷子轻轻地夹起一块白色的像水豆

腐一样的食物，咬了一口，好嫩！我悄声问旁边的美女：“这是

什么菜？”

她笑着说：“这是华容头菜。只有红白喜事、过年的时候

才能吃得到。头菜由十二味菜，荤素搭配组合而成。白色的

鱼糕，吃起来嫩滑又细腻；白色的鱼丸，也是鱼肉做的；焦黄色

的是酥肉，外焦里嫩，很香；肉丸、蛋卷是五花肉剁碎后做成

……来，这个酥肉你尝一尝。”焦香的酥肉顺着喉咙，再滑进胃

里，生出无穷的滋味。

往后的日子里，我参加了无数次宴会，感觉华容头菜确实

具有地方特色，特别是鱼糕、鱼丸，其他地方做不出来。俗话

说，众口难调，而华容头菜，以不变应万变，谁都能够夹到自己

喜欢的一筷子。

相传女英、娥皇跟随舜帝南巡，来到了华容县境内的苍梧

台（今属君山区）。娥皇感染上了风寒，胃口全无。有人献策，

做一道鱼。于是女英吩咐厨师司马弼做鱼。司马弼经过思考

后，麻利地剁去鱼头鱼尾，剔掉鱼骨、鱼刺，将鱼肉剁成肉泥，

蒸成鱼糕。娥皇尝了一口，觉得鲜嫩可口，顿时食欲大开。后

来，鱼糕的做法留存了下来。再后来，就有了头菜。

我的小店旁边是谢师傅的酒店，他是华容头菜的第七代

传承人。一年四季，炸肉丸子、做酥肉产生的香味，从幽深的

巷子里飘出来，麻溜溜地往我的鼻孔里钻。

谢师傅从十八岁开始学做华容头菜、办酒席。四十多年

来，他全凭一双巧手，勤劳致富。他拥有华容头菜的秘方，华

容各大酒店的鱼糕、鱼丸、酥肉、肉丸由他特供。

哑巴跟随谢师傅十多年，他的哑语手势，只有谢师傅看得

懂。他有一身绝技，擅长杀鱼、取骨、剔刺。一条麻鲢在哑巴手

里，变戏法似的，麻利地剁下鱼头、去鱼尾，用刀背轻轻拍打鱼

身，鱼背部的里脊肉逐渐变软，刀口一划，里脊肉整块切割下来，

用刀尖剔刺，放入盘中，用来做鱼糕。他的左手轻巧地将鱼翻过

来，刀口对准鱼肚皮上的肉，“刷刷”几下，成条地刮下来，投入另

外一个盆里，留做鱼丸备用。加生粉、水、盐、蛋清、白醋按照比

例调好，一起投入搅拌机中打成酱，流进大桶后顺着一个方向滑

动，鱼酱随着气流逐渐成形，再倒进铁屉里，一屉一屉平放蒸炉

里加热蒸熟，凝脂如玉的鱼糕，令人垂涎欲滴。

做鱼丸的手法复杂一些，左手大拇指与食指，捏成一个

圆，右手将打成酱的鱼泥顺着指孔倒入快速掐断，右手倒，左

手掐，一个一个小丸子，从指孔里往盆里滑落，一跳一跳的像

汤圆，圆滚滚的鱼丸平放在铁屉里，放入蒸炉里蒸熟即可。

我常常观看谢师傅做头菜：锅烧热，色拉油将猪肝、瘦肉、猪

皮炒香，放入木耳、香芹、青椒、竹笋薄片、大蒜叶，一顿翻炒，然后

用碗打点水，水里加生粉、盐、鸡精一起调匀，均匀洒在上面，汤汁

收尾后，五颜六色、色泽清亮的“码子”，趁热倒入每个白色的大瓷

盘，盖上了“帽子”后，一道活色生香、细嫩爽口的头菜诞生了……

岁月无声，时光留痕。一晃眼，我已人到中年，也成为了华容

地道的一份子。每年过年，我会买一份头菜，过年的时候，围桌而

坐，在年味浓浓的餐桌上，摆放在桌子中间的头菜，格外醒目，这

就是华容人的年味，寓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甜美，日子祥和。

华容头菜，华容人一辈子解不开的情结！

赏 苇

早已被“芦苇节”广告撩拨得心痒不已的我们，去年12月14日清晨在洞庭大桥集结后，

直奔君山华龙码头而去，10分钟不到，就来到了江豚湾景区所在地的长江大堤。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漂亮的马拉松赛道。它既是一条牢靠的防洪线，又是一条顺畅

的交通线，更是一条靓丽的风景线。赛道下面，便是江豚湾景区。

君山域内芦苇资源丰富，有9万亩之多，其中6万亩就在江豚湾景区。大堤上有一条笔

直的水泥道，纵伸至江豚湾的观苇处。放眼望去，湿地中的芦苇，一簇簇，一丛丛，一片片，随

风摇曳，婀娜多姿，野趣天成。景区用芦苇精心创作了江豚、麋鹿等艺术作品，放置于芦苇丛

中，供游客观赏，女同胞们围着拍照个不停。男同胞慢步苇丛小道，望着漫天飞舞的花絮，心

中愉悦自是无法言说。

大约一小时后，有人提议：“君山后湖有个芦苇展，去那瞧瞧！”于是，我们又转道白沙嘴，

将赏苇模式由“自然”调成“艺术”。

芦苇展区占地近千亩，分展览和互动两个区域。展览区陈列有自全国100多件芦苇艺术

作品中甄选出来的19件佳作。互动区设置有大型龙舟、人偶和爱博馆、芦苇岛等沉浸式艺术

装置，能让游客置身其中，感受芦苇那原生态的风情与浪漫。

觅 豚

始建于2002年的华龙码头，原名林阁老砂石码头，2011年华龙混凝土公司进驻才更名

华龙码头。那些年整天机器轰鸣，车流不息，尘土飞扬，噪音干扰，水体污染，绿地消失，江豚、

候鸟、鱼禽等四散而逃，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为长江经济带发展定下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基

调。2017年3月，码头被拆除，随后通过回填土方、植播草皮等方式进行生态修复。2018年4

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长江时，曾来到这里，当他得知码头的变化后，甚为高兴，嘱咐大

家要“守护好一江碧水”。

江豚作为长江和洞庭湖的旗舰物种，它的生存与生态息息相关。华龙码头整治后，生态

修复，湿地显现，自然就成了江豚生活的最佳栖息地。近年在这一带被监测到的江豚数量多

达220头。现在，只要天气晴好，便常能看到江豚的起舞与嬉戏。因此，人们便亲切地称这为

“江豚湾”了。

我们伫立岸边，凝望江面，盼望着江豚立刻出现。可江豚喜好晴天，现在天不作美，再等

恐怕也是枉然。于是，我们只好抱憾离开。

寻 鹿

麋鹿是我国特有的世界珍稀动物，又称“四不像”，原产于长江中下游沼泽地带。据说洞

庭湖现在的麋鹿，源于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时，湖北石首麋鹿保护区的一群麋鹿外逃，

它们横渡长江，游到了洞庭湖区，是湖区丰美的水草和多样的环境，使它们在这安营扎寨。

通过20余年繁衍，现在已经达到200头左右。

我们所到的“麋鹿苑”，全名叫“湖南东洞庭湖麋鹿和鸟类救助避难中心”。中心占地400

亩，2016年9月建成，现在承担着东洞庭地区麋鹿与珍稀鸟类的救援、医治、康复和喂养任务。

我们到达后，电话联系后才得以进入。“麋鹿苑”的右边是麋鹿救助站，其实就是一块用

铁丝网分隔着的区域，里面唯一的建筑便是麋鹿栖身的小板房。左边是候鸟和野生动物救

助站，最显眼的莫过救助候鸟的鸟笼状建筑物——“候鸟乐园”。

我们最先看到的是网红麋鹿“点点”，它是2012年被救助的，也是东洞庭湖管理局救助的

第一头麋鹿。在苑中部区域，我们近距离观察了中心正在救助的14头麋鹿。接着，我们参观

了“候鸟乐园”和野生动物救助站，见到了许多说不出名字的候鸟和珍稀动物。

观 鸟

离开“麋鹿苑”，我们去往候鸟的观赏地采桑湖和六门闸一带。

一下车，我们便被眼前的风干鱼所震撼到。渔村的湖堤两旁，全是雪白的风干鱼。有挂

着的，密麻齐整。但更多的是用簸箕平放，一条条圆形排列，看上去似银盘；一盘盘有序摆

放，望起来如玉带。晾晒风干鱼，算得上洞庭湖边一道美丽的风景。

原来，观鸟的最佳地点不在六门闸，而是我们来时路过的丁字堤与采桑湖这一段大堤

间。观鸟时，人不能下到湖内，只能驻足堤边，因此，必须自带高倍望远镜，这样观鸟，既可隐

约听到鸟的叫声，也能清楚看到鸟的身形。我们心里不免凉了半截，因为我们谁也没有准备

工具。我们打算下次准备好望远镜后再来。

从六门闸往回走不到4公里，便是采桑湖渔场，我们订的民宿就坐落其内。安顿后，民宿

主管小李告诉我们，别院四楼有个楼梯可以直达楼顶，站在楼顶能够远眺采桑湖，湖内有许

多野鸭。我们心想，观鸟不成，观鸭也行，而且，野鸭也是候鸟嘛。于是爬上楼顶，湖内极目

之处，果然有许多密密麻麻的小黑点。小李告诉我们那便是野鸭，野鸭有很多种，采桑湖内

的大多是“八鸭”——它们八只成一群，八两重一个。

第二天一早，我们离开民宿，去登了天井山，参观了周逸群烈士纪念园。君山区，我们还

会去的，我们相信，君山的“美丽经济”一定会产生“美好效益”！

读杨孟芳的诗，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枣子》的味道。一

位普通的母亲，一树普通的枣子，一个普通的秋天，诉说出一

段不寻常的故事。

一树枣子

半红半黄

几回回雨想把它打落

一次次风在把它摇晃

它是母亲留给我的

粒粒长在她心上

雨，莫想要

风，莫想抢

只有我回来了

母亲才举起长篙

把自己的心

敲响

——杨孟芳《枣子》

人皆有母，人皆爱枣。可在诗人眼中，枣子不仅是枣子，

更是母亲留给自己的心。

朋友，也许你已不再记得，瘦小的母亲有一颗宏大的心。

你从小在母亲的心里攀爬玩耍，你从她的心房穿越到心室，从

她的静脉游动到动脉，从她的手掌攀爬到怀抱横冲直闯，母亲

任你嬉笑哭闹肆意枉为，哪怕弄疼了她也只有含泪的笑。你

长大了，母亲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她每天拖着疲惫的双腿，接

送你上下学堂要跋涉二十多里山路，困苦挨饿的岁月她每餐

将自己的定量米饭减出一半到你的碗里；当你被黑恶势力围

攻批斗时，她挺身而出为你遮挡罪恶的棍棒……而今，你成家

立业了，年迈的母亲心里只剩下一树饱含深情的枣子。杨孟

芳记得这一切，于是他转辗反侧，夜不能寐，有了这首《枣子》。

惠特曼说：“全世界的母亲多么的相似，她们的心始终一

样，每一个母亲都有一颗极纯真的赤子之心。”而中国母亲的

心就更为儿女而赤诚而纯真。

都说儿女是母亲的心头肉，母亲的心早已化作了儿女的心，

这是《枣子》诉说的朴素真理。世上最真挚最无私最揪心的母

爱，它没有伪装，不需要做作，更不祈求回报。哪怕有时候看起

来原始古朴得掉渣，却完完全全是货真价实的有机原生态。

枣子的果肉是柔软的，果肉里的枣核却格外坚硬，枣核里

包裹着洁白的枣仁。枣能补中益气，养血安神，这不正象征着

母亲对儿女的一片爱心吗？

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把自己的心/敲响”，将全诗推向高

潮，用“敲响”的诗眼点亮激情四射而又悱恻缠绵的母爱之恩！

鲁迅先生说：“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

我想，这一棵是父亲用情种的，那一棵是母亲用心种的。

父亲的枣树支撑家用，母亲的枣子留给儿女，哪怕儿女从天涯

海角归来，那是她年年岁岁对心头肉的牵挂。

母爱与乡愁
◎凌 烟

走进君山区
拥抱大自然
◎曾曙光

阅读君山
◎张阳球

岳阳人引以为傲的三张名片是楼、岛、湖，楼是岳阳楼，岛是君山岛，湖是洞

庭湖。

有朋自远方来，自然要领着他登楼游岛巡湖。那天，同学问我的游览安排，

我想了想说，先去君山岛游玩，再来登楼，然后到汴河街吃饭。他摇了摇头，直接

要我带他去了岳阳楼。

登上岳阳楼，眼前一亮，视觉豁然打开。湖空高远，江鸥翔集。对面君山，

默默地盘踞在视野尽头，与世无争地守望星云。湖上舟船南来北往。阳光的

鳞片铺满千年的流水，闪闪烁烁，何等灿烂。站在这里，你可以俯瞰河山，你可

以娓娓道尽三皇五帝，可以述说人间苍黄。怪不得前人有登斯楼也之后的一

番惊世骇俗的感叹呢。侧目一望，看到三醉亭，我忽然想起一事，就问正在一

旁凝神远眺的老同学，当年吕仙洞宾，豪放不羁，醉后飞往君山，此事是神话还

是实际操作。同学哑口了。我觉得恐怕是个真实事件。证据就是今天张家

界、云南、贵州等地举办的翼装飞行。难道先人们就不可以做个翼装，或者用

竹片油纸制作个滑翔机，飞过洞庭，前往君山？同学频频点头。君山就是一个

驿站一个码头。

洞庭湖南迎三湘四水，向北扑入长江。古称云梦，后因洞庭山，也就是今

天的君山而得名。古人号称八百里洞庭，现在面积虽然比古代小了不少，但

有 2600 平方公里。古人的八百里应该是一个浪漫的模糊数。说洞庭就少不

了君山。如今，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新闻报道，君山和君山所在的君山区

出镜率是很高的。特别是 2021 年 12 月 3 日在君山后湖开幕的岳阳 2021 首届

“天下洞庭”芦苇艺术节，为岳阳、为洞庭湖、为湖中这片土地，增添了不少的

光彩。

坐在小艇上前往君山，背后是岳阳楼。当小艇劈开波浪，飞驰而过的时候，

你会以为自己在时空中穿梭。三国大将鲁肃站在水操台上，面对君山，指挥三

军，波翻浪滚中，战船交错，旌旗飞舞，剑戟乒乓，操练水军。杜甫老病孤舟，一蓑

风雨，凄然破浪，傍山而行。刘禹锡月夜泛舟洞庭，与朋友对酒君山，击浆长

吟：……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从水上看君山，君山就是一叶飞舟，

在历史的长河中穿行。水流千年，不问来处，终是星移斗转。

很多人知道君山有块秦始皇封山印，可能不知道这印在哪里。我也是多次

寻找，好不容易在君山的龙口码头找到，但看起来模模糊糊。字也很陌生，不认

识。秦始皇来没来过君山不知道，但传说很生动很神秘。说是当年秦始皇南巡

路过洞庭，风暴中和氏璧雕刻的传国玉玺失落，秦始皇怪罪于洞庭湖中的洞庭

山，砍光了山上的树，要晒焦君山土。还不解恨就盖上了一方印，封山。上世纪

90年代岳阳的一位文物专家，几经周折，会同国内知名专家一道考证，这不是秦

始皇的封山印，而是一位唐代高僧刻于此处的古梵文。专家的考证，给这处摩崖

石刻更增加了神秘色彩。

在中国，柳毅传书的传说很广。去年我在苏州游览，发现太湖边也有一处柳

毅井。细细打听来，名字一样，故事一样。可能是我孤陋寡闻，我从来没有听说

过太湖也有这个传说这个井。许多人应该也像我一样，只知道君山的柳毅井。

传说柳毅井底下直通洞庭湖，柳毅为小龙女传书就是从此下去到达龙宫，成就一

桩绝世姻缘的。君山岛最著名的几个传说，均与美丽的爱情连在一起。除了柳

毅传书，还有舜帝二妃。如今岛上的二妃墓、斑竹林、以及湘妃祠都是远古时代

爱情的见证。与柳毅传书的故事不同的是，二妃的传说有些悲壮。四千年前舜

帝南巡，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追踪到达洞庭，听说舜帝早已亡故于南方的苍

梧，泪飞倾盆，洒于竹上，遂成斑竹。双双投水殉节后，当地百姓将她们葬于君

山，就有了后来的二妃墓。以及供奉二妃的湘妃祠。我非常喜欢那首《梅花三

弄》的歌：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它很好地诠释了这种惊天动地的

爱。2006年11月5日夜，由岳阳市政府和中央电视台、《中国妇女报》联办的首届

“中国十大爱情故事征集评选及颁奖晚会”在湖南岳阳君山岛隆重启幕。由此君

山“爱情岛”走向了世界。

除了爱情，岛上还有三十六亭四十八庙，还有和湖神有关的洞庭庙、和秦

始皇有关的封山印、和汉武帝有关的射蛟台、和岳飞有关的飞来钟、和吕洞宾

有关的朗吟亭等等。我曾经和朋友讨论过君山人文景点较集中的问题，他们

告诉我，古代交通、通信不发达，君山处于南北水路交通要道，湘楚文化与中

原文化的交汇点上，因此文人墨客多汇于此。李白、杜甫、黄庭坚、辛弃疾等

墨客骚人都曾登临君山揽胜抒怀，留下了无数千古绝唱，留下了众多的人文

遗迹，产生了如此众多的名胜风景。君山就是一本人文历史厚重的书。在身

倦兴尤浓之际，坐在竹林掩映的茶座，泡一杯君山茶，慢慢品。当茶汁茶味流

入胸腔，沁入心脾的时候，你会忘记岁月和时间，把心沉浸在君山的氛围中。

这时候你才发现，先登楼后上山，由远及近地了解君山，你才能感觉到君山的

灵魂，感受到君山的情怀。同时你会发现，君山——岳阳楼，楼与山真是天然

绝配。岳阳楼就是站在洞庭湖边的一位千年巨人，不倦地阅读君山这本历史

奇书。

从北海回来，朋友们问我对北海的印象怎么

样。我说：北海的银沙滩漂亮，海鲜好吃，老街很

有特色，非常值得一去。

北海是个特别舒适的城市，夏天不太热，冬

天不太冷。这样的冬日，北方早已白雪皑皑，家

乡的树木树叶早已枯黄或者凋零。而在北海，一下飞机，我们仿佛逆向步入了秋季。机场到达市

区的公路两旁的树木，高大挺拔，枝繁叶茂，三角梅开得如火如荼，温暖了我们的视线。

我们定的客栈就在银沙滩附近，入住安顿后，我和妹妹十多分钟就走到了银滩。在银滩上漫步，沐浴

着轻柔拂动的海风，倾听潮水的浅唱低吟，心旷神怡。走累了，我们在一个小摊上坐下来，点了两杯红

茶。看到一个框子里一种像榴莲又像菠萝蜜的果子堆成了小山。老板往西边一指，说我们隐隐约约能够

看到的山峰叫冠头岭，她家就住在那儿，这种果子是她的家乡特产，是菠萝蜜，她说味道比别的地方的有

所不同。才六块钱一斤，我们买了两个不到二十元。果然，它的果肉软绵绵，糯糯的、甜甜的。

女老板很健谈，说银沙滩东起大冠沙，西至冠头岭，绵延将近五十里。这里有银色细沙、碧蓝的海水，

海滩边的林带郁郁葱葱，这里空气特别清新，有“东方夏威夷”的美誉。女老板很自豪地说，北海是中国最

美丽的海滨城市之一。

潮水刚退去的沙滩那么平坦宽阔。有几个小年轻不怕冷，打着赤脚行走在海滩上，一排浪打

来，淹没了他们的脚印，他们乐呵呵地笑起来。

不远处的沙滩上，有人在玩沙滩排球。这里沙子特别细软，是开展各种沙滩运动的好地方。

我们被运动场上的笑声感染，忍不住走过去观战。发球、奔跑、碰撞、跌倒、爬起，都是开心的理

由，都能引爆一阵笑声。我们自告奋勇当裁判，但当着当着就忘记了比分，运动员们并不气恼，仍然

表示谢谢我们的参与。

外沙岛是我们的攻略中没有的，在客栈老板的强烈推荐下，我们第二天一早就乘坐快艇到了

岛上，它是北海市区北面一个长条形的小岛，不到一平方公里。这里是北海最有名的吃海鲜之

地，吃货们的天堂。

坐满八个人后，船老大带着我们出海了。离开岸边大约十分钟，船老大开始将网撒向碧波万

顷的大海。船老大给我们唱起来北海渔歌，我们吹着海风，说说笑笑，好不开心。半个小时后，船

老大开始收网。望着网中大几十斤活蹦乱跳的鱼虾，我们激动不已。挑了两斤皮皮虾，一个大海

蟹，两斤花螺，上岛后去大排档加工。一百多元的海鲜，将我们吃了个肚儿圆。

老街是去北海旅行必须的打卡之地。将近三里路长的北海老街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街道

两边全是中西合璧的骑楼式建筑。那些古老的门洞，斑驳的墙壁，雕花的屋顶；那光溜溜泛光发

亮的青石板路，街道上空飘散着的淡淡的海腥味，让人着迷。

老街的各种特色小吃颇有魅力。金黄酥脆的虾饼算得上老街第一小吃，非常美味，香喷喷的

椰香炒螺也勾人味蕾，还有那些糖水也很好喝。雕刻着、沉淀着时光的老街让人流连忘返。

迷人的北海
◎田 恬

村庄铺在公路两边

星罗棋布的建筑

伫立在湖边

复印自己的身影

几只水牛躺在草坡上

懒洋洋地享受日光浴

冬阳老成地歇息在苇絮上

一丛丛的芦苇更显生动

湖乡的冬日

最亮眼的是那些候鸟

它们在充盈的湖泊里

在苇花摇曳的芦苇荡里

享受大地的柔情

湿地的妩媚

大雁如泼墨一般

在天空抒写诗行

天鹅是拥有好嗓子的歌者

还是舞姿翩跹的舞者

它们的载歌载舞

最是吸人眼球

长腿的白鹭

在草地上走秀

摆出的pose格外

灵动

冬日的湖乡

尽管比不上春

天的蓬勃

但要论生动

或许不相上下

冬日湖乡
◎吴 见

田田

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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