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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承

遇见易明珍，是在知了鼓噪的仲夏。她说她
是候鸟，每到夏至，就会回到这里。

那时节，缠绵的梅雨不见了踪影，端午水也
涨过了。热辣的阳光，穿透云层，裹挟着潮乎乎的
湿热，熏染着旷野田畴、峰峦丘壑。桃树、李树、枇
杷树，绿叶繁茂，枝头青果荡漾。湿热的季候风，
从云端跌落，鼓荡而至，田野似一幅绵密的绿毯，
拔节分蘖之声此起彼伏。

庭前那一株苍老的柚子树，年复一年，不知
疲惫地春花夏果。风吹枝叶翻飞，青柚层叠累累，
敛神聆听，居然传来细微的“砰砰”撞击之声。易
明珍坐在苍翠如盖的树荫里，风，从身畔悠然拂
过，荡涤着夏天的溽热，清凉惬意，可她没有闲情
逸致来这里消热避暑。

前一天，她回到飞山脚下的娘家，把尘封了
大半年的柳叶刀打磨得雪亮锋快。此时，她灵巧
的手指优雅地捏着柳叶刀，如蝴蝶穿花般灵动、
翻飞，残料碎屑如雪花纷纷飘下,不一会儿，一朵
雕琢精致的蜜饯就出现在眼前。

柚子树下，外婆把祖传的柳叶刀交到了易明
珍的手上。至今，四十多年了，柳叶刀在易明珍的
手里穿花纳锦，大放异彩，从一个好奇于雕刻虫
鸟花卉图案的放牛女娃，成长为非遗物质文化项
目“雕花蜜饯”的国家级传承人。她说从小耳濡目
染，每到夏季，青柚下树，外婆和团寨的大姑娘小
媳妇就会聚集在鼓楼、凉亭、庭院雕琢蜜饯。眼花

缭乱的刀工手法，还有那些雕琢精美的图案，深
深地吸引着她。守候在雕制蜜饯的人群里，东看
看，西瞅瞅，把雕琢的刀工指法牢记在心。她把那
些雕琢蜜饯过后的边角残料收集起来，又找了一
支别人丢弃的柳叶刀，每天上山看牛的时候，牛
在山坡悠闲吃草，小伙伴们忙着跳皮筋捉迷藏，
她就安静地坐在一旁，有板有眼学着大人们的样
雕琢蜜饯。偷师学艺一年，雕出来的蜜饯居然像
模像样。

那一年，易明珍刚满八岁，只是靖州苗族侗
族自治县艮山口乡的一个放牛娃。

外婆见她有雕琢的天赋，又如此喜爱这个技
艺，便开始手把手传授雕琢蜜饯的手法；旋即，又
被当地雕花名匠储锦紫收为嫡传弟子；1979年，
十岁的易明珍再拜名宿储吉爱为师，勤修苦练蜜
饯雕刻技艺。几年间，她的雕琢技艺突飞猛进，熟
练掌握了斜刀、旋刀、铲刀、挑刀等刀法运用；线
雕、圆雕、透雕、阳雕、阴雕等多种雕琢技法运刀
自如。日浸月润，没有一点绘画美术基础的易明
珍，柚片拿到手里，刀随手动，手随心动，刀、手、
心三者合一，依据柚片形状雕琢的花草鱼虫、飞
鸟走兽，无一不惟妙惟肖。“一篮小鸟”“牛气冲
天”等作品在市、县级大赛中斩获荣誉，“龙凤呈
祥”在“中国湖南（第七届）旅游产业博览会”上获
得银奖，易明珍的声名开始显露。

蜜饯以“朵”为数量单位，让人自然心生“一

朵朵花”的美妙遐想。说话间，一朵雕琢精致的牡
丹花，魔幻一般出现在她翻飞灵动的手指间，栩
栩如生，呼之盛开。雕制“百花之王”，是易明珍最
拿手的“绝活”，2020年9月，在湖南省少数民族
传统手工艺品展演展示评审中，她的参展作品
《凤穿牡丹》荣获大奖。

心灵手巧的易明珍，每天能雕出三百多朵
“花”，游刃有余的刀工手法，一分钟左右就能雕
出一朵蜜饯。她说雕琢花鸟虫草工艺简单，但
是，对于雕琢柚罐这类的大型作品，难度比较
大，因为球形的青柚，看不到背面，图案布局、刀
工走线、雕琢运力不容易把握，需要预先在青柚
上勾勒出草图，精心雕琢一件作品差不多要一
天的时间。

靖州作为全国唯一的苗族侗族自治县，人口
仅二十多万，却有二十多个民族和睦间居。这里
自北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才归化王治，县
域吏治不到一千年，雕花蜜饯出现在这里的历史
却要悠久得多。

春秋时期，居住在飞山脚下、古五溪之樠溪
（今渠江）两岸的猺人（苗侗先人），就开始了稻田
耕作、果蔬种植。橙子（柚子）是猺人最早培育的
一种水果，暮春开花，初夏挂果，端午节前后密密
麻麻的青果挂满枝头。长期的农事生产摸索，先
民掌握了果蔬间苗间果的种植技艺。间果摘除的
青青橙子，瓤瓣尚在萌芽，包裹着厚厚的果皮，聪
明的猺人想到把青橙切成片状，用蜜糖煎熬晒
干，存储于土制坛罐，俟到青黄不接的时候聊以
果腹。后来，爱美好客的大姑娘小媳妇把橙片雕
琢成花鸟虫草形状，作为待人接物的馈赠礼品，
这就是靖州雕花蜜饯的来历。《靖州乡土志》云：

“橙未熟时，靖人摘取其皮，雕琢工艺，以蜜渍之，
名曰蜜煎。”

蜜煎的制作方法，乡土志也有详细的记载：
“橙嫩未长瓤者，摘取切片，雕琢各种花品，入铜
壶内，用水和白矾少许煮至皮成绿色，肉放光明
乃取出，入冷水挤去矾水二三次，和极洁白糖晒
干，最为方物中佳品。”

从“蜜煎”变身为“蜜饯”，靖州雕花蜜饯走过
了漫长的岁月，到如今，蜜饯的制作过程有了完
整规范的步骤。雕制蜜饯非常讲究清洁干净，每
一个步骤的卫生工作都要做到严丝合缝，雕琢之

前须得洗手，防止汗渍浸染柚片出现黄斑。柚片
雕制成各色精美图案，用泉水沸煮，祛除青果的
涩味。这一步非常重要，易明珍说，每年到了夏
季，她都会从城里回到夏乡的娘家制作雕花蜜
饯，就是因为这里的泉水最适合煮蜜饯，城里自
来水做出来的蜜饯，品相色泽，口味都差了几个
档次。煮蜜饯时清水下锅，放入适量的明矾等，煮
的时候不要搅动，明矾用于定型，蜜饯不会煮烂。

上锅煮好的蜜饯，用泉水浸泡一天半，其间，
每隔四小时换水一次，漂洗干净残存的涩味和有
害物质，达至浸泡过后的泉水清澈透明即可。

经过漂洗的蜜饯纤尘不染，晶莹剔透，美如
白玉。小心翼翼捞出，加入优质白糖，自然煎熬一
至两天，熬好糖的蜜饯，放在太阳底下暴晒至水
分完全蒸发，才是一朵雕花蜜饯的最终成品。

最后，就是封装保存。过去没有冰箱冷藏，要
用土制的陶罐，底下垫一层石灰，铺上布片、毛
巾，用于防潮，这样可以保存比较长的时间，等到
节日或客人来访，方便随时可以取出食用。

雕制蜜饯的原料除了青柚，本地盛产的南
瓜、黄瓜、冬瓜、西瓜等瓜类都可以用来制作蜜
饯。但是，青柚片制作的雕花蜜饯最具代表性，洁
白如玉，香甜醇厚，艺术与美食品鉴共赏，还是食
药同源的上佳饮品。用鼎沸的泉水冲泡至雕花形
状完全舒展，便是风味独特的蜜饯茶，入口甜腻
如绵，可化解湿气郁结，止咳化痰。做客靖州苗乡
侗寨，尊享“油茶泡茶蜜饯茶”，其中的蜜饯茶说
的就是青柚雕花蜜饯。

易明珍从一个放牛的侗家女娃，孜孜不倦，
醉心于雕花蜜饯的传承技艺，走过了四十余年的
风雨历程。不管是青涩年少在农村的田园生活，
还是外出求学归来成为县城一家企业的员工，成
家立业，再至2003年下岗备尝艰辛，一路走来，
始终不忘雕花蜜饯的传承初心。2007年，她被靖
州县人民政府授予“雕花蜜饯能手”称号；2014
年，被认定为怀化市“靖州雕花蜜饯”制作技艺代
表性传承人；2018年，被认定为湖南省“靖州雕
花蜜饯”传承人；2023年7月，通过了国家级传
承人专家组的认定。此外，易明珍热心于公益活
动，传播雕花蜜饯非遗文化。2019年8月，在靖
州泡里、流坪两个贫困村，她自费举办“传承非
遗、助力扶贫”雕花蜜饯制作技艺培训班；2021

年9月，到大堡子中学、小学传授雕花蜜饯制作
技艺；2022年6月，应邀到岩脚侗寨给开展研学
活动的学生讲授蜜饯传承文化。

她说，现在从事雕花蜜饯的人越来越少了，
全县只有不到十户人家在坚持，主要还是囿于生
活的困扰。雕制蜜饯是季节性的工作，全凭手工
一板一眼地雕制，产量偏低，一年的收入让人难
以坚持，身边的手艺人一个个放下了柳叶刀，消
失在传承的路上。目前，作为全国独特的非遗物
质文化项目，靖州雕花蜜饯仅有四位传承人。

面对窘境，年过知天命的易明珍依然坚守在
传承的路上。所幸，行走的路上并不孤单，她携手
其他传承人，动员各方力量，把学习雕花蜜饯的
制作技艺引入学校，作为艮山口乡中心小学的第
二课堂，让非遗物质文化走进校园。她们自己掏
钱买柳叶刀等材料工具，每个星期二，风雨无阻
去传授两个小时的课程，从三年级到六年级，言
传身教，悉心传授蜜饯的雕琢技艺。从去年到现
在，已经坚持了一年，她说学生有悟性，学得快，
还发现了几个有潜质的孩子开始崭露头角。她说
这话的时候，如沐春风，笑靥在她饱经沧桑的脸
上荡漾。

靖州雕花蜜饯发展到今天，走过了千年的
历史。正是有了像易明珍这样孜孜不倦行走在
路上的传承人，古老的技艺才得到了弘扬光大。
经过不懈努力，靖州雕花蜜饯2009年被评为省
级非遗传承项目；2021年，被评为国家级非遗
项目。当地政府也加大了扶持的力度，每年对市
级、省级和国家级传承人，给予三千至两万元的
生活补贴。

再次遇见易明珍的时候，正是仲秋时节，高
高的苗岭侗峦披上了色彩斑斓的盛装。地笋苗寨
的鼓楼里，易明珍和一群执着于雕花蜜饯的传承
人，向远道而来的客人展示根植于苗乡侗寨的雕
花蜜饯技艺。她有些遗憾，说柚子已经成熟，过了
最佳的时节，只能用南瓜片代替纯白无瑕的柚片
展示给客人，希望下次客人再来看她雕琢大型柚
罐作品。

道别的时候，易明珍站在秋阳里，她身上黛
青色的民族服装和脸上荡漾的笑靥，让我蓦然想
起庭前那株苍老的柚树，每到时节，便又焕发出
开花结果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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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易明珍在向学生传授雕花蜜饯的雕琢技艺；②鱼鸟百花图；③牛气冲天和龙凤呈祥；④年年有余

雕花蜜饯香满苗寨侗乡雕花蜜饯香满苗寨侗乡
□□唐树清唐树清

穿行大云洲（新韵 外三首）

□曾新友

脚踏曲径如脱兔，随耳舒心闻鹧鸪。
树木成批居住久，盎然绿色草连铺。

潭岭观雪（新韵）

天公筛雪下尘埃，遍野新奇素裹来。
炽烈经常难入梦，偶得清爽盖情怀。

赏南岭百种蝴蝶

彩蝶狂欢亮舞姿，张开艳色比清奇。
穿梭都像排文字，编创红尘万组诗。

赏南岭瀑布

流泉跑步启新程，洗涮悬崖动激情。
股股雄风飚气势，白银万斗捣涛声。

校园观竹（外一首）

□邹天顺

校园四季竹丛青，细叶圆身风雨亭。
喜报平安君子气，天寒地冻更精灵。

连州潭岭天湖诗潮

天湖波涌涨秋潮，水唱山吟比笛箫。
神女欲来收画卷，我先展景当歌谣。

清远江心岛（外一首）

□万国良

横江一架小桥连，漫步游人向渚前。
风自推波轻吻岸，柳频飘絮看生烟。

清远瑶族耍歌堂

对歌男女不矜持，又见瑶胞炫舞姿。
长鼓芦笙齐奏凯，乡风喜入世非遗。

霞光倩影（外一首）

□张美艳

山林秋色渐金黄，片片云松炫美妆。
稻熟田园飞雁过，引来倩影弄霞光。

西岸镇采摘玉米

尽望田园掀碧浪，初秋玉米蓄金黄，
农人采摘尝新早，醉我乡情慰我肠。

咏 梅
□姚燕飞

瑟瑟清香扑鼻来，池边墙角又开梅。
岭南冬季如春暖，不使花魁被雪摧。

红豆杉
□吴桂芬

千年古树触云端，深谷幽芳志似磐。
大美无须多颂赞，轮回四季气如兰。

南岭风光（外二首）

□黎锡光

直上云霄山九重，敢要南岭借诗风。
群峰逶迤三千里，一过梅关景不同。

丰收景

四九村田稻熟黄，铁牛轰响夏正忙。
红珠累累枝头诱，啖胜东坡许我狂。

红豆杉

诗佛多情莫笑痴，误将红豆入相思。
紫杉村廓五朝梦，再屹千年未可知。

连山森林氧吧
□唐德亮

葱葱郁郁青波漾，缭绕春风送异香。
氧气天然真宝库，涤心洗肺百年康。

南岭路边野花有感（外一首）

□彭小虹

山花杂草不争妍，岁岁枯荣郊野边。
含笑无言多秀艳，落红朵朵护山田。

清新万里绿道

秋风送爽宜骑行，绿道葱茏碧翠迎。
远看峰云呈黛色，山城四季鸟声鸣。

广东第一峰天门
□罗东文

翠峰如簇莽苍苍，刺破青天透亮光。
且入乡关云雾里，听泉鸣涧韵悠长。

南岭行
□梁玉满

宝山行一路，灵雀听三秋。
林海深幽探，恬然脱俗流。

看村童戏水有感（外一首）

□张海英

清溪古树石桥间，三数村童格外顽。
撩我回头年少事，黄昏野外捉雏鹇。

向晚渔村

落日丹霞映水中，山横塔立指苍穹。
轻舟一叶江心荡，雾锁村庄淡淡风。

游茶趣园有感
□黄国仓

儿时不懂苦茶甘，一口轻尝弄湿衫。
待到秋霜沾鬓白，方知养育不平凡。

黎塘晚景（外一首）

□金荣广

日落西天一抹红，远山如黛影朦胧。
百千鸥鹭归巢晚，觅食欢鸣浅水中。

连江飞舟

碧江两岸正青葱，天水难分本色同。
忽有轻舟飞驶过，犹如春燕掠长空。

连州晨韵
□梁永鑫

悠悠湟水向东流，独钓渔翁入眼眸。
共色水天相映衬，半江倩影半江秋。

天赐伦洲岛
□张国标

三河挤涨北江水，九转千湾任渡轮。
大禹辛劳来借宿，伦洲一梦变江邨。

生态园玩摇摆桥（外一首）

□李启秋

世道艰难几许平，坷坷坎坎屐痕声。

风风雨雨笑迎过，犹似园中摇摆行。

雨后乡村

远峰岚气似霓裳，村后村前稻穗香。
秋雨初晴风习习，山居夜夜话清凉。

阳山水晶背水库风光
□冯兆烈

天镜澄明一鉴开，连霄山水翠成堆。
安得身闲似鸥鸟，尽情飞去又飞来。

广东第一峰
□黄富华

挽起群山作一山，老林怪石水淙潺。
云崖乍见惊鸿过，仰首心疑天可攀。

东村即景
□罗燕廷

金秋携友入连州，暮晚微光影未收。
叶落人闲山空远，一弯碧水尽风流。

秋 刈（外一首）

□熊 雄

山崇岭叠无穷碧，雨霁云轻一色金。
最是农家收稻稼，耕夫村嫂自舒心。

秋 闲

曦光越过万重山，沐浴穷乡天地间。
亿万村民盈笑脸，无忧衣食享悠闲。

广东省清远市的清远诗社成立于1988年，其成员的诗歌创作颇为活跃。近年尤以自然和生态为主题的诗歌

为多，其中60位诗人与《清远日报》签约，一年多来已发表700多首生态绝句，展示了民间诗歌创作的旺盛活力。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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