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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工业试飞中心　刘宏岩
||||||||||
|这个十一假期，我的游玩地与以往

不同，没有选择热门的景点，而是选择了
建川博物馆聚落。建川博物馆聚落位于成
都大邑县的安仁古镇，小镇距离成都市区
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也因这一段距
离，使来这里的人们远离了喧嚣，获得安
宁。走进它，你才会明白，它为何称为聚
落而不是博物馆。这是一个偌大的公园，
占地 500 余亩，目前已建成 20 多个场馆，
就算是走马观花也得至少需要一天时间，
但当你走进每一个场馆时，你会不自觉地
放慢参观的脚步。

博物馆一进门的照壁，阐述了建川
的宗旨 ：“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
来，收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灾难。为
了传承，收藏民俗”，同时也概括了这 20
个场馆的四大分类 ：抗战、红色、地震、
民俗。

一进馆区，映入眼帘的是“抗战老
兵手印广场”，只有“震撼”一词才可形
容这样的场面。百余扇玻璃墙上，拓印
着 7000 多名抗战老兵的红色掌印，每个
掌印旁记录着老兵的姓名、曾经的部队
番号。看着这一扇扇红色掌印，我在想，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又有多少战士为
了中华民族献出了生命，他们曾流过的血
恐怕早已染红了这偌大的广场，幸存的老
兵在今日用掌印提醒我们勿忘历史。站在
这偌大的广场，我什么都做不了，唯有用
照片记录下此刻并致以崇高的敬意，正如
广场前立的八个大字“国人到此，低头致
敬”。2005 年 9 月 3 日，第一次以抗战
胜利为主题的大阅兵在北京举行，耄耋老
兵，荣归受阅。那一个敬礼，让我们热泪
盈眶。

我此次走进建川博物馆，还有一个
原因是建川博物馆聚落建立了航空三线
博物馆。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国面
临西方列强政治、经济、军事的巨大威胁。
党中央，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筹划着应
对时局的决断。当年，苏联乌拉尔山以东
军事工业的备战建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在中国领袖们的推
演中被高度关注、积极采纳。毛主席发
出“深挖洞，广积粮，不争霸”“备战备
荒为人民”的政治动员令，震撼世界的大
三线建设由此在中国西南、西北的广袤地
区全面展开。航空工业挺进大山，展开了
一幅航空工业三线壮美的画卷。航空人告
别城市，告别亲朋好友，这一次的告别让
他们成为“三线”人。他们更像是哨兵，
战斗在自己的哨所，这一站，就是半个多

世纪……就那样，那些迈着矫健的步伐、
放弃都市生活的第一代三线人，全身心地
投入到祖国的航空事业中。在发展航空高
科技、完成国家重点型号研制任务的奋战
中，他们将自己的青春和智慧无私地奉献
给了祖国，谱写了一个又一个航空工业的
新篇章。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有的已经
离去，有的为航空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可他们的三线创业精神影响了第二
代、第三代、第四代航空人……

看过三线建设馆，我缓步来到地震
主题馆。2008 年“5·12”汶川大地震，
成为我们这一代人最为沉痛的记忆之一，
以及之后的 10 年、20 年对中国的影响，
都注定成为我们生命中无法回避的一部
分。建川关于地震主题有两个馆，这里尤
其特别介绍的是“震撼日 5.12~6.12 馆”，
此馆采用日历的手法，从 5 月 12 日至 6
月 12 日，每天为一个单元，以文物、图
片、实景还原等手法逼真再现了这一个月

之间大地震给这片土地带来的创伤，其中
有许多细节，具体到一个学校、一个人、
一个课本、一个眼神，那种震撼是无法用
语言描述的。当一幕幕救灾的场面展现在
人们的面前，当解放军、武警、公安干警、
医生、护士、志愿者义无反顾地站在救援
第一线救援时，当被救援的孩子闭着眼睛
却敬着少先队礼时，我的眼泪再也无法控
制，夺出眼眶。

建川博物馆聚落目前拥有大小 20 余
个场馆，知青馆和红色年代馆，讲述一段
不平凡的岁月；报纸馆，一张张报纸记录
了历史；四川老兵馆，记录了抗战时英勇
作战的川军点滴故事……

历史不容忘却，当你置身此处，看
着这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倾听他们带来历
史的声音，它们不仅向人们展示艰难的过
往，更要吾辈铭记过去，勿忘过往，才能
更好地开拓明天。

|| 航空工业安大　单欣|

今年年初，婚假蜜月旅行，第
一次从家乡贵州的安顺回到祖籍南
京。

车入城区，霓虹渐浓，偏黄色
的灯光映入眼帘，就像风吹面纱，
空中舞动。夜色微微，街上行人徘
徊不散，南京，六朝烟月之区，金
粉荟萃之所。繁华千年的金陵城里，
夫子庙、鸡鸣寺、栖霞山、乌衣巷
似乎在金陵十二钗的故事中重复着
畅饮和苏醒。街道上，一边是整洁
高大的现代楼房，一边是风韵不减
的西式洋楼，而另一边是天下文枢
的铮铮古韵。南京，如果用最华丽
的辞藻来形容也不为过。这是一座
在历史上磅礴高耸的城市，也是家
人口中的鱼米之乡，这里有许多传
奇的故事，也有骄傲的过去。

进入市区，来到了早已经订好
的酒店，为了节约开支，我和妻子
选择了市区一家价廉的酒店。这里
不仅价格合理，交通便捷，步行到
夫子庙十分钟，旁边是百年老教堂，
早晨推开窗，窗前是一栋文物，想
想就十分惬意。安顿好行李，我和
妻子决定出门去吃夜宵，在夫子庙
附近小吃街，我们品尝到了著名的
鸭血粉丝汤、灌汤小笼包，最后还
忍不住提着一碗大排档馄饨回酒店。
一路上民国建筑一一呈现，邮局、
银行等老建筑身上透露出的沧桑感
近在眼前。回到酒店门口的教堂，
晚上已经锁门，不过透过镂空铁门
可以看见教堂哥特式的外观，像一
个小小的城堡，围墙上有木牌写着
教堂的介绍 ：基督教圣公会圣保罗
堂，在秦淮区……1943 年被日本宪
兵队占用……这里竟然是日本宪兵
队，顿时，我觉得四周不再是繁华的

南京市中心，而是一处处残垣景象。
第二天晚上，我走在街道上想要拍
一些南京的街景，但是在我撑开三
脚架的时候，仿佛听见远方有人呼
唤着什么，听不清，但是感觉的到，
于是匆匆拍了几张就回酒店休息了。
后来我在计划中加上了一处，参观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又名江东门纪念馆，是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南京主
要纪念地，也是一座罹难者万人骸
骨坑。来到这里，仿佛南京不再是
秦淮河畔林立的酒肆，夫子庙里朗
朗的书声，南京大学诚朴雄伟，一
切都在无言中小步踱过。纪念馆前
一尊雕塑好像诉说着 80 多年前南京
发生的事情，虎踞龙盘的金陵古城
就像一位被侮辱过的母亲抱着死去
的孩子，眼望苍天，控诉着侵略者
的暴行。环顾四周已经处于郊区的
万人坑旁现代化的高楼错落，形成
巨大反差，一边是昔日的人间地狱，
一边是现代繁华城市。

上学时，想要探访一下究竟是
什么精神力量可以支撑爷爷一家，外
公一家，以及和他们一样放弃东部
沪浙苏鱼米家乡先是去了东北，后
来到贵州的三线航空工业建设者们。
来到南京我才明白“不能再当亡国
奴，不用再当亡国奴”这句话是多
么具有号召力的语言。这种精神力
量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相信，相信与
旧中国不同，相信未来一定比现在
好的精神理想。

回到安顺家中翻看南京照片，
不知不觉进入梦乡，梦里我回到了
南京，我多想夺下刺向胸膛的钢刀，
多想扑灭燃烧在精美雕塑上的火
焰……

睁开眼睛，东方破晓。

|| 航空工业沈飞　陈赓

深秋来到苏州，游人稀少，更透出江南水乡
小桥流水的静雅，更显出苏州园林亭台轩榭的别
致，更看到深宅大院书香门第的清幽。

苏州人讲 ：“六里平江，七里山塘。”指的是
这里的两条古街，平江街街长六里，上面大多是
咖啡屋、小吃店和服装店，虽然是古香古色的建
筑，但是约有一半都是具有现代气息的商家，而
伴着这条街就是一条窄河，河上建着的每一个小
石桥都有一个名字，都有一段故事，而桥下常常
有小船穿过，悠悠地划开水面，水波徜徉在河面
上，让你不得不放慢脚步，驻足欣赏。山塘街则
显得更有古韵，店面也大多是老店，持着传统的
工艺，保留着历史的味道，时不时从店面里飘出
几句弹词，仿佛置身于茶馆看着台上或女子弹着
琵琶，或男子拨着三弦，或说或唱，引得人侧耳
倾听。

苏州的小吃同样引人食指大动，口味大多偏

甜，比较有名的就是软糯可口，滋养身心的“糖
粥”。“糖粥”主体大多是用红豆熬成的，有的店
面为了让粥变得稠一些，还在里加上了藕粉，而
味道有的则是遵循原味，有的加入桂花，增添融
合的妙趣。在粥里还可以加上单独煮好的小糯米
团或者芡实。芡实是苏州的“水八宝”之一，而
芡实中最有名的就属鸡头米了。传说当时有人问
苏东坡，为什么“唐宋八家”苏家一门就占了三个，
苏东坡当时就说 ：每天细嚼一粒鸡头米可让人头
脑聪明，这就是他家成功的秘诀。鸡头米也就出
名了，成为养生的重要食材。这粥甜，但是不过
分，也不寡淡，让你既不觉得甜，也不想再加糖，
这分量拿捏得分毫不差。

简简单单的一份粥，足以看出在这里生活的
人对于精致人生的热爱和对于未来生活的向往，
甜甜的粥让你有一份甜蜜的生活，慢慢地品让你
有一种沉醉的思绪。

“醉”苏州，何用黄酒，一粥足矣。

名人与萝卜
|| 王吴军

也许是因为萝卜去了皮之后莹白如玉，于
是，就有人美其名曰“琼瑶一片”。这“琼瑶一片”
四个字真是好，尤其是用来形容萝卜的质地，真
是生动。

“萝卜这样东西，原是没有资格可以混入御
膳中来的……后来不知怎样，竟为太后自己想了
起来，她就吩咐监管御膳房的太监去弄些来尝
新。”在《御香缥缈录》这本书中，详细记述了
慈禧太后喜欢吃萝卜的事情。

其实，萝卜虽然不是名贵的食品，然而有时
离了它，却是难以成席。

我也喜欢吃萝卜，尤其在深秋时节或隆冬的
时候，萝卜的味道甜而脆嫩，汁液颇多，真是熟
食甘似芋，生吃脆如梨，故乡有“十月萝卜赛人参”
的说法，说是十月吃萝卜，不仅味美可口，而且
还能预防疾病，强身健体。

一日，在家里随手翻书，看到了一个和萝卜
有关的故事 ：当年武则天称帝后，因为她治国有
方，天下太平，竟然出现了“麦生三头，谷长双
穗”的喜人景象，现在想想，这也许是后人附会
的。不过，有一年秋天，洛阳的东关有一片菜地
里，却忽然长出了一颗特大的萝卜，有三尺多长，
上端青碧，下端素白，人们视为奇物，就喜滋滋
地把它进贡给女皇武则天。女皇一见，圣心大悦，
传旨命厨师以此萝卜为原料，做一道菜。厨师大
概深知用萝卜做不出什么好菜，很为难，但是女

皇有令，他们不敢违抗。所以，厨师只好各自都
使出了浑身解数，对萝卜进行了精雕细琢，切成
了均匀的细丝，并配以山珍海味，制成一道羹汤。
武则天一尝，鲜美可口，味道独特，大有燕窝的
风味，遂赐名“假燕窝”。

从此，王公和皇亲设宴待客时，都喜欢用萝
卜为原料做菜，于是，原本平民化的萝卜登上了
豪门的大雅之堂。

我觉得萝卜是一种很好的保健食品。果然，
在清代吴其浚的《植物名实考》中，找到了答案。
这本书里生动地描述了北京的“心里美”萝卜，
说是“冬飚撼壁，围炉永夜，煤焰触窗，口鼻炱
黑。忽闻门外有‘萝卜赛梨’者，无论贫富髦雅，
奔走购之，唯恐其越街过巷也。”吴其浚在北京
做官时，晚上总要出来买些萝卜，他说“心里美”
萝卜是“琼瑶一片，嚼如冷雪，齿鸣未已，众热
俱平。”这话真是说得非常诱人，让人真的想拿
着萝卜大快朵颐一番。

据说，著名画家丰子恺对于青菜萝卜和粗茶
淡饭之类也情有独钟。有一次，丰子恺在吃萝卜
时，他跟子女们讲了萝卜的许多好处，说萝卜富
于营养，且可药用，能防病，并引用了一句谚语：
“萝卜出了地，郎中没生意”。

作家汪曾祺会做味道独特的“拌萝卜丝”，
他用南方的小红水萝卜（也叫扬花萝卜），连皮
切成细丝，加糖后略腌，然后装盘，浇以酱油、
香油和醋，美味的拌萝卜丝就做成了。汪曾祺认
为，若是加入少量海蜇皮丝同拌，味道更佳。

听苏州的朋友说，苏州有一种萝卜经盐渍后，
取名叫“春不老”，脆嫩香美，淡淡的咸味中透
出绵绵的甜味和鲜味。遥远的古代，古寺里的僧
人喜欢拿这种萝卜来敬客佐茶，是极佳的茶点。
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近代。

著名散文家邓拓当年去苏州灵岩山游览时，
寺中的高僧妙真曾用“春不老”萝卜招待他，邓
拓品尝后赞不绝口，若干年后，他依然感到余味
难尽，后来，邓拓就将“春不老”这种萝卜写进
了他的《燕山夜话》中，留下了永远的记忆。

要说起来，萝卜这东西虽然普通，却是难得
的食用佳品，它如生活中的质朴伴侣，总是在宁
静的岁月里洋溢着温馨的气息。

萝卜的味道是美好的，品尝萝卜，品尝“琼
瑶一片”，总是能让人感受到平淡生活中小小的
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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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工业东方　刘旭

妻子的老家在素有“草原钢城”之称
的内蒙古包头市，自幼生长在这样一个北
方城市的亲人们，见惯了肆虐的沙尘和皑
皑的白雪，却很少有机会领略“西北小江
南”——陕西汉中，秀美的山水和独特的
自然风光。

既然有女嫁入他乡，亲人们就应常来
常往。然而结婚几年来，除了岳父母因为
要给我们带小孩常在两地间奔波外，却很
少有其他亲戚来汉中。丁酉秋，在我们的
多次邀请下，妻舅及其家人一行五人终于
乘兴而来。历古城西安、穿秦岭巴山，沿
西汉高速一路驶来，还未到汉中，一行人
已被小江南秀美的山水和旖旎风光所陶醉。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又恰逢
汉中市城固县一年一度的柑桔文化旅游节
盛大开幕，到了汉中自然不能错过这样一
个大好机会。为使远道而来的客人一睹桔
乡神奇风采，经过精心策划，在 11 月初的
一个周末，一行十余人怀着激动的心情驱
车前往桔园景区。出城固县一路向北，约
行使十七八公里便到了桔园主景区入口之
一的杨西营村，时尚而古朴的大门、赫然
而立的巨幅石刻村碑、巨大的生态停车场，
将游人的目光吸引向了前方一望无际的桔
园景区。

为保护桔园良好的生态环境，当地规
定各类机动车禁止驶入景区，于是将车停
放于园外停车场，我们随众游客徒步缓缓
走进桔园景区。放眼望去整个景区山峦连
绵，数万亩柑桔园碧波似海，桔随山走，
山随桔起，“M”形观光路随山起伏、蜿蜒
如带，园中桔树个个枝头硕果累累，浮珠
耀金、蔚为壮观。远看，万绿丛中点点红，
近看，棵棵树上挂红灯，真是十里桔园十
里景，处处景色都醉人。偌大景区不时有
三五成群的游客或上或下、或摘或采，置

身茫茫桔海犹如身在画中，真是美不胜收！
四岁的女儿犹如一个快乐的小天使，不时
在这个枝头摸摸、那棵树下停停，摆出各
种优美姿势让我们给她拍照留影，惹得众
人心情大悦。

随蜿蜒的观光道一路向上，沿途经过
桔颂长廊、揽胜台、升仙大道，大约两个
小时后终于到达主景区最高点的会仙阁和
升仙台。尽管众人已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漓，
但心情却是极好。同行的一位远方来的姥姥
虽已白发苍苍、年届八旬，却坚持同我们
登至最高点，并不停地感慨，“这趟算没白
来，这趟算没白来……没想到汉中还有这
么美的地方！”妻舅更是感慨，“长这么大
还没见过桔子树，更没见过这么多的桔子，
真是太美了！”女儿用她那稚嫩而纯真的
童音，在《唐公昉升仙碑》前更是为我们“放
歌”一曲，“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上山坡
我想唱歌……”惹得众人捧腹大笑。

站在高高的升仙台上极目远眺，沿秦
岭南坡、湑水河畔，山峦起伏、碧水环绕，
十多万亩桔柑因山势起伏成带状，东西延
绵数十公里。金秋时节，桔红橙黄、碧波
万里，十分壮观！身临其中，我仿佛有一
种置身于“诗圣”杜甫《登高》中的意境
之感，唯见“无边桔树排排坐，不尽绿潮
滚滚来”。

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城固县是我国
最北缘、海拔最高的柑桔产地，有“桔乡”
美誉，是陕西“果业十强县”，全国农业旅
游示范点，还是古丝路的开拓者——张骞
的故里。我们一行才依依不舍地向山下返
回。沿途沉甸甸的桔子缀满枝头，微风过
处摇曳，似在向游人挥手致意。经不住这
一份成熟的诱惑，大家不忘冲入园中摘上
几兜丰收的果子，然后扶老携幼满载而归。
一路欢歌笑语伴随着金秋的阵阵晚风，远
远飘荡在这连绵不绝的十里桔海中……

梦回南京

 醉苏“粥”

【   走】

【       】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