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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东北一带，人们把冬至这天作为杀年猪
日，说冬至这天杀的过年猪，色香肉美耐贮藏。
于是乎，每到冬至这天，乡下四处皆闻杀猪声，辛
苦了一年的乡民带着喜悦，将自己千瓢食万瓢汤
喂肥的猪儿宰杀，待春节食用。

儿时记忆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山乡农
村，生活十分艰苦，但无论如何父母也要喂一头
猪过年。只要每年正月一过，母亲便把压箱底的
钱拿出来，让父亲起个大早，步行10多公里乡村
小路，到乡场上的猪儿市场买回小猪崽喂养。小
猪崽买回家后，我们兄弟姊妹的事便多了起来，
每天放学回家，都要背着背篼到山坡野地、田边
地角去割猪草回家，再由母亲用刀宰碎，放进大
铁锅里焖煮后喂猪。由于没有粮食和饲料喂养，
一年下来，一头活猪一般100斤左右，宰杀后净
肉只有70来斤。

那时不兴交税，吃半交半，也就是说年猪宰
杀后自己只能吃半边，另半边要上交乡食品站统
一计划供应。所以每年冬至一到，杀猪的屠夫特

别吃香，主人家好烟好酒伺候着，都希望屠夫刀
下留情，在剖猪分边时刀走偏锋，将自家吃的这
半硬边多划一点，让一家人能多吃一餐两餐。因
为硬边背脊骨在上面自己吃，软边肉多交国家。

儿时，但逢家里杀猪，我们心里特别高兴，放
了学就飞一般地往家跑，此时，年猪已烫剐分边
结束，热气腾腾的饭菜早已上桌。屠夫坐在上
首，一边喝着酒，一边吃着菜，桌上血旺、猪肝、瘦
肉都有，虽然分量少了点，但对于一年难吃上几
回肉的我们来说，也是难得的一次打“牙祭”了。

后来，农村责任制落实到户，日子也逐渐好
了起来，所杀的年猪膘肥体壮，烫、剐、剔、剖结束
后，一般净肉都在200斤左右。这时的食品站已
经解体了，再不用吃半交半，交上八块钱的屠宰
税就了事。再后来，也不用交屠宰税了，吃肉对
于人们来说已不再是稀罕事，冬至前后杀头猪，
将其腌制熏腊，来年的冬至，家家都还有剩余的
陈腊货。

每当冬至年猪宰杀后，母亲都要忙活好几

天。先是将切成块的猪肉放在瓦钵内用盐腌制，
直到肉内都浸进了盐水，再洗尽去毛后，放在自
家土灶上用谷糠和柏树枝熏制。母亲将猪瘦肉
用来灌香肠；将猪肝切成块，用细竹丝串起挂在
灶屋头，让柴灶里冒出的烟火将其烤干；将猪肚
切成片撒上花椒面、辣椒面和食盐，再用麻丝捆
缠成肚花……总之，母亲将猪身上的东西变换做
成十几个花样菜品，我们吃起来麻辣可口，腊香
味十足，回味无穷。

冬至一过，春节就越来越近了。杀了年猪
后，伴随着熏肉飘香，人们便开始准备其他过年
的物什。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开始回家过年，一年
的拼搏和艰辛，在过年的喜气中、在家人和亲朋
好友的团聚中淡忘，有的只是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和期盼。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年复
一年，岁月总是在季节的交替变换中，带着乡愁
悄悄从指缝中溜走，在重重叠叠的记忆中，留下
的只是温馨的回味。

又闻冬至熏肉香
□山溪

□胡高兰

明月湖是开江县的一颗明珠，山清水秀
自不用说，尤其是那里农家的鼎罐饭，至今
仍在我记忆里袅袅飘香！

为了满足鼎罐饭带来的口舌之欲，不只
是我，所有人皆耐心地等待农家煮了一罐又
一罐。农家一边热情地招呼着，一边则麻利
地在厨房忙碌着，似乎因食客对他手艺的肯
定而无比欢喜。也难怪大家胃口都那么好，
大米的清香、红薯的清甜，被鼎罐充分包裹，
相互渗透，在柴火充分加热的作用下，缓缓
升腾飘香，氤氲着食客的鼻孔。吃着香喷喷
的鼎罐饭，满满的小时候的味道，鼎罐里的
米饭与食欲完全实现了无缝对接。

鼎罐饭除了松软适口、芳香四溢、无比
美味外，鼎罐里剩下的锅巴同样让人惊喜。

它与米汤充分融合，不但利用了每一粒粮食，
而且还完美诠释了锅巴稀饭独特的妙，那是一
种锅巴与米汤交汇的香，软软的、糯糯的感
觉。

我好奇地问农家，他家煮鼎罐饭有没有
诀窍。农家大方地告诉我，窍门肯定是有
的，也可传授，但他家的米是山上自家田里
种的，外面买不到。

原来，鼎罐饭说简单也简单，只需要用
大火煮开水和米，把米沥出来与红薯一起倒
进鼎罐煮熟就行了。但要煮好还真需要一
些窍门，比如需给米饭插上气孔，这样米饭
受热才均匀。还有罐越黑越好，农家也说不
出原因，只说这是经验之谈。最后就是烧柴
火的时候，不管是沥米饭前，还是焖饭之后，

都要掌握好火候：沥饭前煮太久，米太糯，成
了粥；时间太短，米硬，不易焖熟焖香。焖饭
则焖到有锅巴但又不能太糊，最好是金黄
色，所以煮饭的时候，人是不能离开的。也
许这就是无论多么高级昂贵的电饭煲，始终
煮不出小时候那种味道的原因。一碗好的
米饭，不光要有好的大米、好的炊具，甚至加
热的方式也很重要。而这一切，无不体现了
农家的用心。

小小的一碗米饭，让我难忘。我知道，
不只是它的醇香令人回味，还有它承载的
农家那份令人动容的匠心！如果我们每
做一件事都像农家这样用心，还怕事情做不
好？还怕它不像明月湖的鼎罐饭一样袅袅
飘香？

明月飘香鼎罐饭

第一次游览花石岩村，是2019年春天作协的
一个采风活动。当时因为行程安排紧，没尽兴游
玩，便抱憾离开了。

时隔一年多故地重游，花石岩村已成为2019
年度四川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示范村。
此时已是初冬时节，天气却出奇的好，阳光洇着
四月的暖，天蓝风清。我们带着好奇，再一次踏
上这片充满传奇色彩的土地。

据说，花石岩村名字的由来，是因为岩壁上
有一排梅花状的野兽足印。无论岁月如何变迁，
风雨如何侵蚀，那一排足印都清晰可见。景区大
门口的石墙上，《花石岩村赋》足以概述它昔日的
传说和今日的变迁。“盘古开辟天地，喝令群石驻
村，独有奇石居岩，天下兽足嵌映。”“喜逢崭新时
代，党举铁斧驱贫，上下实干苦干，画出一村美
丽，脱贫幸福图腾。”

进入景区大门，沿着宽阔平整的公路往里
走，是生肖人品走廊，“想做好人炼人品，想走好
运靠奋斗”的警示语赫然醒目。再往里，依次可
见十二生肖石雕及六大功能休闲亭掩映在林木
中。孝善亭，倡导百善孝为先；诚义亭，倡导诚意
信誉；勤俭亭，倡导以俭治奢以勤治懒；崇文亭，
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崇武亭，倡导习武健身
练武安邦。漫步走廊，清风徐徐，暖阳微漾，鸦雀
争鸣，感受特殊的文化氛围，别有一番风味。

沿着蜿蜒的环村公路，绕过盘龙湖、鸳鸯
湖。阳光下的湖面波光粼粼，湖面跃起的鱼儿，
一个优美的侧翻，啪的一声便遁入水里。几艘游
船安静地靠在岸边，这里已建成免费水上游乐中
心。远处，成片的无花果和青脆李已进入冬季的
休整季节，光秃秃的树桠有力地伸展在太阳光
下。新村聚居点，院落整齐，屋前檐下开满了一
簇簇紫色的菊花。一百多米的孝善文化外围墙，
散发着古朴的味道。墙上不但画着各种古色古
香的梅竹图，还题着古圣贤脍炙人口的诗作，比
如《道德经》，白居易的《放鱼诗》，苏轼的《采撷》，
陆游的《观游鱼》，“上善若水，善无大小，善无多
少，善无等待，善无图报”，浓烈的东方文化扑面
而来。联想到一路给我们引路的热心村民，那一
张张被太阳晒成紫黑色的质朴笑脸，让人心生无
限温暖。

党建服务中心离聚居点不远，几个工作人员
正在大门口紧张有序地忙碌着。党建文化走廊
里，贴挂着花石岩村未来的美好蓝图：牛魂艺术

馆，巴渠民间文化陈列馆效果图，创客乐园意象
图，鲜花农场效果图，蔬菜认种意象图。工作人
员告诉我们，这将是花石岩村一步步要实现的梦
想和目标。我不禁对未来的花石岩村又充满了
憧憬。

党群服务中心下面，是海棠编制艺术园、现
代农业体验馆及传统农耕文化记忆园。花开石
岩农家乐坐落在美丽的静湖和明湖旁边，荷花池
的莲叶已经枯萎，烟熏色的莲蓬斜依田埂，风韵
十足。农家乐的老板热情好客，一定要请我们尝
尝静湖和明湖的生态鱼。在等待午餐的过程中，
我们步上六角长亭，享受从湖面拂过来的清风，
旷野的气息使人心旷神怡。不远处，几只鸭子在
水田里嬉戏，谷茬冒出了些许绿色的叶子。复旧
保存供游客参观的农家院落，残缺的灰瓦，斑
驳的土木墙，褪色的手持矛刀的门神，以及掩
映在爬山虎下长满青苔的青石条，无不诉说着这
里曾经的贫穷与沧桑。听说这里马上动工建造
活动拓展中心、青少年培训基地、土鸡认养基地
及租赁农园基地、花椒产业基地，全方位打造一
个集休闲娱乐康养为一体的生态民俗文化旅游
村。

午饭后，我们驱车前往牛神山。老远就看见
岩壁上一个鲜红的大字——“牛”，旁边落着“天
下第一牛”。据说，玉皇大帝巡游至此，见人们劳
作十分辛苦，便派来第一头牛帮助人们耕田犁
地。这头牛辛苦劳作了四十九年后，倒下了，变
成了眼前的这座山。沿着石梯拾级而上，山顶是
一片曼妙的美景。阳光下，金黄色的茅草及芭茅
花一浪掀起一浪，随风劲舞。范仲淹笔下的“碧
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应该就是
如此景色吧。不远处，几辆大型挖掘机正紧张劳
作，德康生猪饲养基地已初具规模，据说这里将
建成一个可以容纳五千头种猪的大型饲养场。
站在牛神山顶，整个花石岩村尽收眼底，环村公
路如一条条银色的绸带，穿梭于各个村落，与外
界的公路贯通，架起一条通往新时代的致富之
路。

从花石岩风景区出来，站在大门口回望，发
现它像一个聚宝盆，四周的山峦如一圈盆沿。十
九个标牌夯在山梁上，一字一牌，连成两句铿锵
有力的话：“乡村游，舞龙头”“脱贫攻坚我当先，
强党建，抓四好”。它们如同一道屏障，呵护着整
个花石岩村，向着美好幸福的明天，大步向前。

重游花石岩村
□黎凡

罗盘顶位于宣汉县
巴山大峡谷景区海拔最
高处，与重庆市开州区
大进镇、满月乡接壤，平
均海拔2200米左右，有
灵官庙、秋池湿地、滑雪
场、红豆杉栈道、状元
楼、杜鹃公园等景点，是
集休闲、娱乐、度假于一
体的景观区。

春看杜鹃、夏避酷
暑、秋观红叶、冬赏白
雪，一下子让沉寂数十
年的罗盘顶沸腾了，名
声远扬，吸引远近游客
前来目睹其芳容。

怀着对雪地的憧
憬，独行罗盘顶。到达
山顶，人声鼎沸，游客如
织。南方冬季难得有这
么厚的雪、这么美的雪
景，大人们在雪地里跳
跃、留影，小孩们不顾冻
红的小手堆雪人、玩雪。

凌晨五点多，此时
的罗盘顶十分寂静，仰
望天空，繁星点点，雪地
亮光，群山幽暗。不久，
星星逝去，霞光隐现，良
辰美景，呈现眼前。

站在状元楼上，举
目远眺，群山在脚下，绵
延起伏。眼下遍地白
雪，远方云雾缭绕。

来到红豆杉栈道，
雪花挂满树枝，远望像
春天里开满白花一样，
在阳光下闪亮。悬壁栈
道，镶嵌山体，白雪附
身，宛如银蛇飞舞，腾跃
于天地间。

罗盘顶的景和雪，
远方的山、近处的丘和
中间飘逸的雾，构成了
人间绝美仙境。

□王梦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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