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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暖锅
本报记者 朱亚平

吃在咸宁

入冬后，发现全家人最爱牛肉暖锅。理由很简
单，驱寒又暖身，时令蔬菜、肉类海鲜可以随便放。
只要喜欢的都不放过，吃完直呼太舒坦。

《周礼》中，就有相关的记录。据说，周王的饮食
非常讲究，吃牛肉时要配粳稻饭，吃羊肉时要搭配黄
米饭，吃猪肉时要搭配稷饭，吃狗肉时要搭配梁饭，
吃鹅肉时要搭配麦饭，吃鱼肉时要搭配蓏米饭。

《齐民要术》中有很多关于牛肉的做法，从烤牛
肉到五香牛肉干，再从腊牛肉到牛肉酱，各种牛肉的
做法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

春秋后期起，由于铁犁和牛耕的出现，牛成为
了重要的劳动工具，因此牛肉开始逐渐淡出肉食行
列。而在周代，牛肉被视为珍贵的食材，需要配合
特定的谷物（如稌）一起食用。

牛肉的吃法很多，牛肉暖锅的做法也非常亲
民。牛肉片放入盆中，加入少许料酒和玉米淀粉抓
匀，再加入少许花生油锁住水分。红薯粉条用开水
泡软，白菜要用白菜叶，豆腐泡切开更入味。

砂锅中铺上白菜叶，再放入豆腐泡和泡软的粉
条，放在炉火上。铁锅烧热，放入花生油倒入处理
好的牛肉片，中小火煸炒均匀，至牛肉片发白。倒
入生抽上色提鲜，翻炒均匀。加入葱段和姜片、1个
干辣椒，再放入一勺甜面酱，炒匀。倒入开水大火
烧开，这时候牛肉熟得差不多了。

直接倒在砂锅里，盖住白菜叶和粉条以及豆腐
泡，炖5分钟。炖好以后，放上香菜段和小米辣，直
接上桌。

厨房内热气腾腾，端出一锅色香味俱全的暖
锅，暖了自己的胃，也暖了这个冬天里忙碌了一天
家人的心。

文旅速览文旅速览

通山县

引导学生唱家乡民歌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张玲报道：“河边山边

路难行，上学放学要小心，注意安全应牢记……”近
日，通山县慈口乡石印小学的一间教室里，学生们
正在老师的带领下，练唱自编的《安全》民歌。

据悉，该县为了给学生营造一个无忧的安全生
活环境，健全县、乡、校三级责任制；制订有效的措
施及方案，一级抓一级执行；组织文艺爱好者编写
山歌、民歌近30首，利用广播电视、横幅、宣传窗等
在校内、外演唱，提醒学生注意安全。

据了解，该县采取多样的文艺形式宣传安全知
识，不但有利于校内、外的安全，而且提高了学生的文
艺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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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营造家庭
文明新风尚，连日来，咸安区浮山街道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站）持续开展家庭文明建设系列活动。

通讯员 袁佳丽 张思 摄

越过87年风雨，咸安区王家畈学堂——

有一种精彩历久弥新
本报记者 陈希子 特约记者 胡剑芳 通讯员 黄嘉程

咸安区

举办专题文化活动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通讯员金星报道：2月15

日，咸安区文旅局举办“图书馆之夜”第四期“遇见·
故乡情”文化主题活动。

图书馆在现场设置了咸安年味特色食品展。
桂花糕、翻角、雪枣、米泡糖等一系列充满童年记忆
的美食映入眼帘，现场制作的豆米茶、糍粑、年糕等
小吃更是香气四溢。不少返乡游子被这些美食所
吸引，驻足品尝，仿佛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每个
人脸上都洋溢出幸福的笑容。

整场活动乡情满溢。散文朗诵《家乡》《咸宁
赋》深情演绎，舞蹈《绽放》翩若惊鸿，歌曲《游子吟》
更是触动了在场的每一位返乡游子的心弦。浅吟
低诵与高歌深咏交相辉映，展示着乡情的深厚与真
挚。现场击鼓传花游戏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大家
欢声笑语，共同感受文化的魅力与乡情的温暖。

此次活动，以浓烈的乡情为纽带，将春节的团
圆温馨与南鄂的深厚文化紧密交织。返乡游子纷
纷表示，将同心协力、凝神聚力、众志成城，共同当
好家乡的“宣传员”和发展的“战斗员”，为咸安的美
好明天贡献力量。

一汪淦河水，诉不尽多少乡愁。而淦
河水滋养的咸安区马桥镇高赛村，“共同缔
造”正在这里火热开展，此处的王家畈学堂
也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一片赤诚，种下“共同精神”的种子

1月29日，记者来到咸安区马桥镇高
赛村，王家畈学堂静静伫立于此。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一踏进学
堂门槛，周围绿植的清香就扑鼻而来，与学
堂里孩子们阅读的场景相得益彰。

“谁知道这个学堂是怎么来的？”“我我
我，我来讲！”11岁的马桥小学学生王超举
起了手，将学堂历史娓娓道来。

王家畈学堂，流传着“一个鸡蛋和学
堂”的故事，一直被讲述至今。

1937年，为使儿孙将来有一个读书之
地，咸安本地商贾王职夫决定捐款，在王家
畈做起了学堂。

学堂做起后，王职夫想出一个点子，让
全村一家出一个鸡蛋给学堂。意思是说：

“这个屋家家都有份，是大家公共的财产。”
建成后，王家畈学堂一直坚持乡村办

学，用文化浸润了一代代王家畈的儿女。
学堂外的场地上，还有几位老人坐着

闲读书籍，虽都已白发苍苍，仍好学不倦。
“村里有个学堂是好事。”62岁的村民

冯大伯说，他年轻时读书的爱好又被“勾”

了起来，学堂也成了他常去的地方。原来
安静的老村落，在文化的聚合作用下热闹
了起来。

一呼百应，修复“共同记忆”的坐标

王职夫在战乱时仍不忘桑梓，坚持乡
村公益教育的善举，在时间长河里，蕴藉的
正是“厚德尚学 勇毅笃行”的咸宁精神，其

人其事值得回忆。
当下，重现学堂风采，推动村湾建设成

为王家畈“共同缔造”工作的重点。
“一个鸡蛋的故事，不就是最开始的

‘共同缔造’吗？”高赛村党支部书记王秋林
说，以“鸡蛋”为切入口，通过屋场会，这里
确定了“村出资金、群众出工”的工作模式，
每户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出工或者花钱
请人，共同为村湾出力。

“你们要买啥自己招呼，我忙去啦。”得
知学堂要翻新，63岁的村民王永炎顾不上
经营自家的小卖部，忙不迭扛着锄头去义
务挑水泥。61岁的村民冯顺香是王职夫的
孙媳妇，也自发参与到“建设大军”中，为村
民们送水送饭……

除了具有历史底蕴，造型别具一格的
王家畈学堂外，王家畈古民居群共有7000
多平方米，在“共同缔造”的一声号角下，违
建拆了、牛棚拆了、活动广场建起来了……

你家出力，我家帮忙，村民们自发投工
投劳，泥工、木工、油漆工、电焊工纷纷上
岗，将村湾里的老民居整修一新，因地制
宜，打造出一步一景的古村风貌。

记者穿行高赛村各个角落，古色古香
的建筑和修葺一新的村湾对比起来，明显
感受到，一股现代新风正与传统文化展开
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一次催化，激发“共同缔造”的合力

记者注意到，村湾的墙绘十分“灵醒
（咸安方言：漂亮）”，有的绘制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有的绘制了咸宁的桂花，还有
的绘制了淦河美景……彩绘在红砖、白墙
上栩栩如生，让人不禁驻足观看。

“农村环境不仅要干净，还要美，要有
文化内涵。”王秋林说，“之前的墙面虽然整
洁，但是有点单调，不如画点图案，继续提
升村湾‘颜值’。”

这样的想法，缘于一次特别的经历。
在一次关于“建设中国桂花城”的全区

中心组学习会上，王秋林被点名回答如何
保护和利用好高赛古桂林。“当时我思路较
窄，以为搞好村湾卫生，尽力保护古桂林就
可以了，没有想到去开发利用古桂林，实现
农旅融合。”王秋林憨厚地说。

学习过后，王秋林打开了思路，请来湖
北科技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彭劲
教授及其专业团队，来规划设计，争取上级
支持打造古桂林，妆点美丽村湾。

彭劲及其团队结合全村的历史文化，
为村湾量身定制设计图，原本单调的墙面

“活”了起来，既为“共同缔造”活动增添了
别样的色彩，又在潜移默化中滋润了村民
的精神土壤，让村民们也得到启发教育。

环境美了，村民建设家园的主人翁意识
更强了，纷纷主动配合改造，自觉参与村湾
治理。“自家院墙有这么美的画，出门心情都
舒畅多了。”王家畈村民谢兰香乐呵呵地说。

马桥镇政府工作人员介绍，经过这些年
的保护和建设，老学堂依旧保持原先的古朴
面貌，并随着时代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农
家书屋、公益讲堂、文娱活动室等，给这座古
老学堂赋予了更充实的文化内涵。

在咸安区马桥镇高赛村王家畈，屹
立着一座历史悠久的学堂——王家畈学
堂。这不仅仅是一座古老的建筑，更是
乡村共同精神的象征。历经岁月的洗
礼，它依旧坚固地守护着这片土地上的
共同记忆。

87年前，学堂的创办者王职夫，面对
国家积贫积弱、科技文化落后的背景，毅
然决定兴办学堂，为家乡注入文化的活
力。这种远见卓识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正是共同精神的初始火种。

而在学堂的建设过程中，族人们纷
纷帮工，王职夫则按劳付酬。这种团结

合作的精神，让学堂成为了村民们共同
的骄傲和寄托。

竣工时，王职夫提出的“每家出一个
鸡蛋”的要求，不仅是对学堂公有性的确
认，更是对共同精神的具体化。这一举
动，使学堂真正成为了公家学堂，为乡村
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学习天地。

时光荏苒，王家畈学堂在历史的长
河中几经沧桑。但令人欣慰的是，近年
来，在“共同缔造”理念的引领下，当地居
民、政府、社会各界人士齐心协力，共同投
入到学堂的修缮和运营中。这种众志成
城的精神，让学堂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

力，也为我们展示了共同精神的力量。
王家畈学堂也是乡村文化传承的重

要载体。学堂中的古老物件和文化传
统，让人们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和文化
的瑰丽。这种文化的传承不仅仅是知识
的传递，更是对共同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古人云：“人心齐，泰山移。”可以说，
王家畈学堂不仅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乡
村文化的灵魂和象征。它提醒着我们，
只有大家携手合作、共同努力，才能创造
出更加美好的未来。希望这种共同精神
能够在更多的地方得到传承和发展，让
我们的社会更加团结、和谐与进步。

王家畈学堂：乡村“共同精神”的象征
○ 邓昌炉

年初，湖北科技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彭劲教授主

编的《荆风楚韵——鄂东南古村落品读》出版。彭劲历经10

年田野调查，3年潜心打磨，用钢笔画、文字和照片为23个鄂

东南传统古村落“画像”，展示我市传统村落文化精华，留住

“乡愁古韵”。

咸宁古村落“出圈圈””!!
本报记者 陈希子

灰砖黛瓦存古韵

鄂东南古村落众多，截至目前已有6批共
46个（咸宁27个，黄石19个）古村落被住房
城乡建设部等部门授予中国传统村落称号。

刘家桥，这个地名不少咸宁人都耳熟能
详，但刘家桥真正的“前世今生”，恐怕能道来
的人并不多。

以刘家桥村古民居中的天井为例，如果
你曾实地游览过，一定会发现，其布局是典型
的“矩形空间”，背后有何深义呢？

“游客去一个地方，会关心风景美不美，
而我们更关心风景背后的东西。”经过多次实
地调查研究，彭劲和团队们总结心得：“此类
天井，通过不同的居住房屋横向及纵向不同
的方式来回组合，将原有的建筑群不断扩大，
这种格局使血缘聚居者得以往来，完全满足
足不出户、雨不湿鞋内向性的交往需求，这也
正是刘家桥村古建筑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

小小一方天井，被彭劲精心勾勒，绘于纸
上，佐以详细文字说明，古老的刘家桥，仿佛
穿越悠悠历史长河，向广大读者亲切走来。
从这一个细节处，也能窥见创作者背后的艰
辛和努力。

从2006年起，彭劲就带领湖北科技学院
传统建筑科研团队，对鄂东南村落资源进行
调研和梳理，获得了4项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
和1项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015
年9月，彭劲团队创作的“刘家桥村”系列作品
在第十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首发，并陈列
在园林博览会咸宁园内，受到国内外游客的
高度赞赏。

2020年，由彭劲手绘，青岛市勘察测绘研
究院和咸宁市勘察测绘院共同制作的咸宁古
民居、古桥两幅手绘地图获得“2020年全国优
秀地图作品裴秀奖”银奖。

娓娓讲述咸宁美

世上之事，素来知行难。出谋划策时，人们多半
满腔热血，具体实施时，又多半拖沓迁延，所以，虎头
蛇尾之事，屡见不鲜。好在彭劲以整理地方传统建筑
文化为乐事，即使案牍之劳繁重，他也不以为苦。

将研究成果付梓出版，并不是件容易事。且不说
严寒酷暑，风雨奔波，光是单纯的图片绘画和文字编
写，就是“浩瀚工程”。

一根笔、一个笔记本、一个背包就是彭劲全部的
装备。尽管有扎实的手绘、建筑工艺、人文历史等专
业知识，但真到现场时，彭劲依然谦虚如小学生，哪里
线条画得不好，果断擦掉返工。“挑灯夜战”是常态，力
求做到精益求精。

实际上，这并不是彭劲第一次从事此类“苦差事”。
多年来，彭劲将古村落田野调研的资料进行整

理，多维度展示村落环境和古建筑造型，深入浅出地
讲述村落的人文故事，意在唤醒尘封在众人脑海里的
乡愁记忆，将咸宁秀美风光、传统建筑及厚重文化底
蕴推向全省乃至全国。

翻阅彭劲的朋友圈，内容无他，全是其历次辗转
奔波，躬身山郊野外研究调查的身影。

长年和砖墙石瓦打交道，小到哪条乡间小路容易
遇到土狗，大到哪里的村落需要维护，他都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

彭劲介绍，爬梁上架是古建测绘、修复的必经工
作。古代建筑的房顶往往很高，第一次上房顶的时
候，从五六米高处往下看，难免会感到害怕，但经过数
年的锻炼，早已淡定处之。

“每一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挖掘整理古
村落里的智慧、哲学，有效输出咸宁文化，出书是一方
面，文旅融合是另一个有效途径。这些年随着乡村旅
游的兴起，彭劲还当起了志愿讲解员，巧夺天工的砖
石浮雕、窗棂雕花，古民居建筑布局，精巧细致的卵石
地铺……令人惊叹的古人智慧和精湛技艺，在他的娓
娓道来中变得鲜活生动。

一笔一画授知识

什么样的内容适合收入《荆风楚韵——鄂东南古村落品读》？
“我本职工作是做学问搞研究的，讲究真实、来源有据可查，糊弄作

假、主观臆断之言，断不可作数。”彭劲举例，众所周知，咸宁是著名的“中
国桂花之乡”“嫦娥文化之乡”，嫦娥、后羿都是现实社会不存在的神话人
物，若说咸宁本地有嫦娥，那是耗子跳到琵琶上——乱弹，但说咸宁有
嫦娥文化，这是对的，因为本地有历史悠久的中秋祭月、拜月活动，在刘
家桥村、垅口村、郭家岭村等许多咸宁古村落的古民居上都有嫦娥奔月、
蟾宫折桂、金秋拜月等典故的文字图案，这些文物都是实实在在的存证。

某次，彭劲实地调研通城县马港镇灵官桥村的宋代灵官桥，探寻
到实际位置后，二话不说，开始清理桥梁的杂草泥土。

“呀，这是做啥？”周围村民们啧啧称奇。“老乡，和你们打赌，这桥
梁绝对有名堂！”彭劲笑笑。

“那不可能，我们都在这住了一辈子，就是个桥，这还能不知道？”
众人笃定地说。

待彭劲清理完毕，桥梁中央栏杆外侧下的龙头雕刻图案顿时显
现。“真不愧是大学教授，神了！”老乡们竖起了大拇指。

村民们点赞的背后，是彭劲求真务实的严谨努力。原来，彭劲考
据研究时，发现此处和历史资料记载的不一样。史料标明，该桥梁正
中位置应有龙头，实地探访却“没有”，彭劲知道，一定是天长日久，龙
头雕刻被杂草泥灰掩盖了。

求真务实，既是彭劲的学术态度，也是他教书育人的准则。多年来，
每到开学选课，彭劲讲授的专业公开课，都会卷入激烈的“抢课大战”。

“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这门课，内容比较鲜活，网课也能听。”尽
管如此，课程的“抢手”程度依然大大超过了彭劲的预想。

彭劲深感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兴趣与喜爱，也看到其对于提高古
建筑保护意识的深远意义，逐渐开始考虑进一步向社会大众普及建
筑艺术，让更多人了解咸宁本土古建筑的重要价值。彭劲的研究，也
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咸宁市文化和旅游局邀请彭劲为咸宁市古
民居保护利用培训班授课，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中共咸宁市委
党校等单位邀请彭劲举办古村落与古民居保护利用的讲座。

带着这样的初衷，彭劲在编写《荆风楚韵——鄂东南古村落品
读》时，尽量剔除晦涩难懂的专业理论，而是采用生动的“图+文”形
式，将书籍打造得更具可读性、艺术性和通俗性，让读者能真正走近
和感受神秘而厚重的咸宁古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