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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略历史文脉与现代文明的交相辉映，感受舌尖上的美味舞动

你在远方听岳阳传奇，不如亲自跋涉千里
本报记者 王小骅

你一定听说过岳阳城。

“西风千里，送我今夜岳阳楼。”这里，是张孝祥借着浩荡西风，千里奔赴的远方。傍晚

抵达，恰逢日落月升，满眼的粼粼波光，暮霭沉沉。人间好处，何处更似此楼头？

“还似洞庭春水色，晓云将入岳阳天。”这里，是温庭筠入目难忘的回忆。即便眼前是

咸阳的细雨，他想到的却是洞庭湖上的烟波浩渺，岳阳城上空那湿漉漉的云朵。

“我亦嚣嚣好游者，何时得醉岳阳楼。”这里，是唐寅心仪的“打卡”地。他作了幅吕洞

宾的画像，左看右看，羡慕的不是长生不老，而是醉卧岳阳城的畅快。好消息是，若干年

后，他完成了“打卡”。

洞庭南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夕阳余晖笼罩下的湖光山色，Q 弹的虾，鲜香的蟹，即

便是普普通通的萝卜，也能做成爽脆下饭的“蓑衣萝卜”。

听闻远方的岳阳，如果你不曾来过，一定值得跋涉千里。

岳阳城，不仅仅是诗句里充满氛围感的云梦泽，还是实打实的好玩、好吃、好看。

岳州扇

在岳阳

岳阳楼景区——岳阳文庙——洞

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包括了慈氏

塔、吕仙观等），这条路线，走走停停

可以玩一天。估算一下，全部门票加

起来 100元。

当然，国庆期间，你能背诵完《岳

阳楼记》，还能省下岳阳楼景区的 70
元门票。

岳 阳 楼 是 每 位 旅 岳 游 客 必“打

卡”的地方。作为江南三大名楼之一，

岳阳楼是唯一的复原建筑，楼身内还

保留有古时的廊柱。尤其是楼基上的

4根金柱，文物价值极高。

根据介绍，1982 年岳阳楼大修，

为了保住这几根金柱，只能用千斤顶

将其顶离地面。做好白蚁防治措施之

后，再垂直浇注化学树脂。除了金柱

是古物，支撑岳阳楼的 40 根金丝楠

木柱，几乎都得到了保留。

一整座岳阳楼，巨量的构件，复

制斢换不到一半，大部分都是原件或

原件修补翻新。如今人们看到的琉璃

宝顶和龙凤脊饰，来自清代；花岗柱

石，则源自宋朝。

除了岳阳楼外，景区内的“五朝

楼观”值得细细端详。唐、宋、元、明、

清等朝代五座风格各异的岳阳楼，以

青铜微缩铸造的形式重现。

当年制作“五朝楼观”的时候，是

花了大功夫的，专家组专程前往全国

各地进行考证。如宋代岳阳楼模型是

根据北大图书馆收藏的《岳阳楼图》

为蓝本，元代是根据故宫博物院收藏

的元末明初画家夏永的《岳阳楼图》

为蓝本，明代则是根据上海博物馆收

藏的明代宫廷画师安正文的《岳阳楼

图》为蓝本……

“五朝楼观”作为目前亚洲乃至

全世界最大的青铜模型建筑群，不仅

可以窥见岳阳楼的历代风貌，最难得

的是，还可以看到中国古典建筑的历

史变迁脉络。

除了岳阳楼，这条线路上的岳阳

文庙也值得一去，特别是在秋天。

和其他景区的熙熙攘攘不同，岳

阳文庙更有“书卷气”。可能是由于前

些年闭馆修复未对外开放的缘故，岳

阳文庙里的花草和树木长得特别好，

自带一种幽静的气质。

如果说岳阳楼喝的是历史文化

这盏清茶，那么，洞庭南路历史文化

街区品的就是传统与现代相交融的

这杯奶茶。慈氏塔、乾明寺、基督教

堂、清真寺、岳阳港工业遗址、贞信女

中、天岳山电影院、普济医院等众多

重要文物和历史建筑分布其中，同时

各色网红店、餐厅、清吧、书店、奶茶

店也星罗密布。

国庆假期，在岳阳港工业遗

址公园还会有精彩节目上演。另

外，你一定要留点肚子等

着夜幕降临，巴陵广场的

夜市还等着你去“打

卡”。

在岳阳

说起美食，岳阳

城可就太多了。

在 明 末 期 初 的

时候，洞庭湖区就开

始盛产一种皮薄肉嫩的鲜萝卜，

一口下去汁水直流。好吃又勤劳

的湖区人民想让美味升级，于

是加入了辣椒粉、盐、香油等材

料，卤制成风味独特的酱菜，这

就是“兰花萝卜”。

比起“兰花萝卜”，老岳阳人

更喜欢喊它“蓑衣萝卜”。为了更

好腌制入味，萝卜经过正反改切

数刀之后，仍然是一个整体，提

起来就像过去的“蓑衣”，因此而

得名。

“蓑衣萝卜”辣 脆 爽 口 ，和

岳 阳 的“ 二 两 香 豆 皮 ”是一对

好搭档。

“二两香豆皮”是用纯绿豆

磨成浆状，再把绿豆浆烫成面

皮，最后包裹糯米饭，制成的长

方形食物。以前，这种饱腹感强

烈的食物，很适合在湖面上讨生

活的人。

时值金秋，不在岳阳吃点螃

蟹，那是莫大的遗憾。

当你闲逛在洞庭南路，看着

浪漫的夕阳，还可以看到不少卖

活螃蟹的小店。既可以买一点寄

回家，还可以直接在附近的餐馆

加工享用，一举两得。此处有建

议，一定记得吃一次岳阳口味蟹。

区别于《红楼梦》里月下吃

蟹的文雅，岳阳的口味蟹多了不

少江湖气，红彤彤的螃蟹和辣椒

堆满了不锈钢盆，多吃几口就会

汗流浃背。

岳阳城里的烧烤也是不容

错过的。被综艺节目青睐的岳阳

烧烤，经典烤牛油令人无法自

拔，拿手的虾尾更是不用多说，

热辣鲜活馋哭吃货，名副其实的

夜宵“扛霸子”！

当 然 ，如 果 你 同 行 的 朋 友

多，不妨去试试巴陵全鱼席。巴

陵全鱼席是岳阳特色传统名菜，

属于湘菜系，由 12 盘至 20 盘洞

庭湖产的银鱼、鳜鱼、鳊鱼、草

鱼、青鱼、鲫鱼、水鱼、鳝鱼等为

主料，配以洞庭湖优质特色蔬菜

和珍贵茶叶，加工刀法各有变

化，烹调方法有 20余种。

每桌巴陵全鱼席一般由一

花拼、八围碟、四热炒、八大菜、

一 座 汤 、四 点 心 、四 随 菜 等 30
个菜点组成。

在岳阳

国庆出门旅游，总要带点东

西回家。将当地的特色产品作

为礼物赠送给亲友，也可以让

他们了解不同地方的文化和风

俗习惯。

岳州扇是值得购买的，无论

自用还是送人都适宜。作为中国

三大名扇之一，始于明末清初，

至今已有 300多年历史。

岳州扇的价差非常大，如果

你仅仅只想体会岳州水乡风情，

为拍照提供点道具，建议你购买

机器制作的产品，物美价廉。如

果你想买一把值得收藏的岳州

扇，建议你去买一把传承人手工

制作的扇子，价格从几百元到几

万元不等，量力而行。

岳州扇的价格，跟扇骨有非

常大的关系。一把好扇的扇骨是

时间淬出来的。

首先，竹子很重要，无论是

生长年限，还是质地花纹，如湘

妃竹的“泪痕”，要哭得好看才

行。再者，竹子收来，制扇师傅就

不管了，一切交给时间。

一节竹竿，得在房间里搁上

个三五年，坏材料早早就裂开

来，或者不成形状。好材料则像

是被时间眷顾一般，越发的醇

厚。只有这种材料，才能真正制

出好扇。

所以，“美人在骨不在皮”，

购买扇子不要只看重扇面，价值

都在扇骨上，扇面其实是可以一

直更换的。

除 了 用 的 ，还 有 吃 的 可 以

“打包带走”。前文中提到的“二

两香豆皮”“蓑衣萝卜”，还有炮

台山巷子里的酱板鸭，鱼巷子里

的风吹鱼，老岳阳人都知道的龟

蛇酒等，都是很好的伴手礼。

哎呀！不说了，口水流出来

了。与其听闻远方有你，不如动身

跋涉千里，追逐岳阳的风景……

岳阳楼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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