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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文化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和喜爱。
中国农耕文明是中国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
我们有长城、兵马俑、故宫、四大发明这些无与伦比的文明成果，在我们祖先日常生产、生活和人际
交往中，桩桩件件都闪烁着中国人智慧、开拓、包容的光辉。
我们仔细研究一件小器具，一个小作坊、一些处理问题的方式，都会受到有益的启发。
　　我是农民的后代，读大学后离开了农村，成为一名教师，一名公务员，住在一个小城镇，但我始
终和农村保持紧密的联系，即使现在，我每年也有五分之一的时间生活在农村。
我对农耕文明太熟识了，也太有感情了。
我赶牛犁过田，推砻砻过谷，挥椎打过米，到榨油坊榨过油，在江河放过排⋯⋯现在，许多工匠慢慢
地老去，许多器具慢慢地破损，许多农耕文明渐渐退出了我们的生产、生活，与我们渐行渐远，还有
的已经消失了。
这，对中国文化、世界文化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一份责任揽上肩。
我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拍摄了100多幅农耕文明的照片。
根据这些照片和我的实际生活，我写了100多篇小文章。
我用照相机和笔头尽量清晰而通俗地记录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父辈是如何生产、生活的，是怎样生老
病死的。
捕鱼的鱼梁、鱼荷子，徽派建筑风格的马头墙，木匠打造的千日床，农民的犁、耙、小铁器，有钱人
家的银器、铜器，外来的唢呐，回荡着远古的古乐古韵，充满情趣和神秘。
浮桥、碾子、独轮车⋯⋯这100多幅照片和100多篇文章对于深厚的中国农耕文明而言，也许只是沧海
一粟，九牛一毛，但我想如果它能够成为提醒国人热爱我国古代文明的100多声警钟，成为国人发展经
济、繁荣文化、锤炼胸襟，向伟大、强盛、文明、祥和的中国迈进的鼓点，成为世人了解古代中国伟
大、富裕、宽容的一把钥匙，我就心满意足了。
　　2008年岁末于井冈山茨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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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我们不仅有长城、兵马俑、故宫、四大发明这些无与伦比的文明成果，在
我们祖先日常生产、生活和人际交往中，桩桩件件都闪烁着中国人智慧、开拓、包容的光辉，我们仔
细研究一件小器具、一个小作坊、一些处理问题的方式，都会受到有益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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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熏制鱼肉　　冬天，叶落水涸，正是捕获野兽和抓鱼的好时节，野兽和鱼捕得太多，吃不完，就
要加工贮存，等待来年春夏时节食用，于是就有了熏制鱼肉的工艺。
　　大约在父系氏族时期，中国人就已掌握了熏制鱼肉的工艺，距今至少6000年。
换句话说，6000多年以来，中国人就一直传承着这一食品加工的手艺。
熏制的鱼肉融人中国的各大菜系当中，成为美味佳肴。
　　如何熏制鱼肉？
　　只要是荤腥的物质，就可以熏制成腊味。
由于气候的不同，南北制作腊味的方式不太一样。
打来的野兽飞禽，或是杀了自家养的牛羊猪狗、鸡鸭鹅鸽，先要把内脏取出来，然后把盐敷上去，正
反两方面都敷。
敷好盐后，码在水缸或木盒中。
水缸和木盒必须是干的，不能有水滴。
装好这些敷上盐的鱼肉，上面用盖子盖好。
这样做有几个好处：可以使盐尽快溶解，被肉吸收，还可以阻止老鼠、猫来偷吃，外面的灰尘也不会
浸到肉里去。
腌两天左右，就可以取出来，用棕叶或小麻绳、小棕绳穿起来，挂到一个木棍上，搁在灶前熏。
冬天的南方，烧柴火取暖，柴火就在灶台前烧，顺便也就可以熏制鱼肉，出太阳的话，就把这些鱼肉
拿到太阳底下去晒。
　　如果要熏制猪腿或五六斤重的鸡、鸭、鹅，还要采用更为复杂的工艺。
先要把大铁锅烧红，把盐倒入铁锅中，把要腌的猪腿等在铁锅中和盐不停地拌在一起翻炒，直到把肉
烤出一层油为止。
特别厚的肉，中间还要划几刀，把滚烫的盐塞进去，然后趁热将腌制好的肉块放在瓦缸或木桶中。
因为这些肉块大，吸收盐分比较慢，存放在木桶里的时间要长一些，至少一周。
如果是腌制大的火腿，还要更长一点，要半个月以上。
据说，金华火腿要腌制七七四十九天。
　　所有腌制的肉都必须是刚宰杀的新鲜肉，这样熏出来的肉才鲜美。
也有的地方把熏制的肉统称为腊味，腊肉、腊鱼、腊鹅、腊鸡，腊了的鸭子则叫板鸭。
熏肉的时间是入冬以后到来年入春之前。
熏干或晒干的肉可以挂在厨房的楼板下面，也可以重新放在缸里或木桶中密封好。
熏制的肉一年内吃都可以，如果因潮湿生了点绿色的霉点，用水洗净，仍然可以食用，口味一点都没
有影响。
火腿保存的时间要长一些，两年之内都可食用，切出来的肉红红的。
　　熏制的肉可清蒸，也可以小炒，还可以煲汤，做的方法很多，无论怎么做，都很好吃。
特别是江西、湖南、四川、重庆这些地方的农民家里，到了冬天，家家户户都熏制鱼肉，数量很多，
有些人家把二三百斤的一整头猪都做成腊肉，猪的内脏也全部做成腊味。
这些地方即便做香肠，也都用烟熏。
　　现在，一年到头都可以买到新鲜的鱼肉，保鲜技术相当发达，但到了冬天，家家户户还是喜欢熏
制鱼肉，因为熏制的鱼肉味道非常特别。
　　粽子　　粽子是一种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食品。
　　相传，战国时代楚国政治家、文学家屈原，同贵族集团子兰、靳尚等人不和，劝说楚王改革政治
，任用贤才，振兴楚国，但受到楚王冷落，遭谗言革职，屡被放逐，最后自沉汨罗江而死。
他的死讯传开后，楚国人民失声痛哭，纷纷包裹粽子，投入汨罗江，希望汨罗江的鱼虾吃粽子，不要
去吃屈原的尸体。
他留下了《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25篇光辉著作，诗人的爱国精神影响深远。
　　此后每年端午节，大江南北的中国人便会以包粽子的方式，缅怀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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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节一大早，大人起床后先用一个木桶或脸盆浸好糯米，再往糯米中洒一些生石灰或早稻稻草
的草灰水，到了中午，这些糯米就会变成嫩黄色。
根据各地植被情况，可用箬叶、苇叶、芭蕉叶等去包裹这些糯米，糯米中还会放上红枣、腊肉、绿豆
、豆沙甚至一些海产品，包裹成圆锥体或扁圆柱体状，外面再用棕叶撕成的丝或布条、带子捆住。
扔进铁锅中，用柴火、煤火或木炭火慢慢去煮。
不久，整栋房子甚至整个村庄都弥漫着粽子的香味。
一家老小围坐在一起，吃鸭子、大蒜子、鸡蛋、鸭蛋、粽子、肉和一些时新的蔬菜，喝自家酿制的烧
酒。
烧酒当中浸一些雄黄，俗称雄黄酒，大人还会把雄黄酒涂抹在小孩的太阳穴上、眉宇之间和肚脐上，
然后带着自家的男孩子到河里去游泳，大人们到大河深潭中去游，小孩则到河滩、河边或小河中戏水
。
　　端午节正是南方涨水的季节，大江小河中都涨了水，河里的鱼也就特别地多，鲤鱼、马刀、马嘴
、鲫鱼、鲇鱼、花泥鳅⋯⋯马刀、马嘴鱼特别心浮气躁，三两人追一阵子，它们就会乱窜，钻进水草
中不动弹，用手轻易就可以捉到。
鲇鱼和鲫鱼慢悠悠地从一块石头底下游到另一块石头底下，用石头狠狠地砸这块石头，就会把它们震
昏，震昏的鱼翻卷肚子浮出水面，轻易就可以捉到。
从岸上随意掰一根带节的小树条，往鱼鳃上一穿，不久，就会抓到一长串的鱼。
端午节前后的鱼特别肥美，熬汤、小炒都是美味。
　　在河里折腾了大半天的男人们回家的时候，每人手里提回来一长串的鱼，肚里的食物消化得也差
不多了，锅里热气腾腾的粽子，正好是美味。
这时候也不分是哪一家的，大家聚到一起，东家端几碗，西家提几个，主人家勺出刚酿制好的米烧，
又开始喝酒吃肉，吹牛聊天。
　　粽子里由于放了石灰、稻草灰的水，实际这些是纯自然的碱，具有保鲜作用，箬叶也具有保鲜功
效，倘若不增加肉、鱼之类的馅，粽子是可以保鲜好长一段时间的。
也有些地方会把煮好的粽子晾挂在屋檐下的竹篙上，半个月都不会变质，可能晒得硬硬的，只要重新
蒸一下或煮一段时间，粽子的味道依然香美。
　　粽子随着华人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每当农历五月初五，无论居住世界任何地方的华人都会做粽
子吃，不是所有吃粽子的人都知道这是为了怀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但都知道这是我们的祖先留下
来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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