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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我在农村插

队，我们队里下了 25 名学生，

8 名女生，17 名男生。 经过大

家推选，我管灶兼做饭。

那时候是革命年代，听过

最多的话就是“我们是第三世

界的老大哥”、“我们要支援亚

非拉人民的解放事业”、“我们

一定要解放台湾”等。 所以组

织都教育我们要种好地，多打

粮食上交国家，以实际行动支

援世界被压迫的人民的解放

事业。 那时候说要支援亚非拉

革命， 上交的公购粮数量很

大。 我们夏季收小麦，秋季收

玉米、谷子、糜子、红薯、黑豆、

黄豆等。 由于土地大部分种

粮，菜比较少，但我们还是因

地制宜，想办法吃好。

当时我们厨房的锅比现

在的浴盆小一点，案板如同单

人床板，用起来非常顺手。 那

时候没有电， 我们烧的是烟

煤，用的风箱是两根拉杆的大

家伙。 分配给我的主要任务是

卖饭票，买菜，算账，拉风箱。

拉风箱这活在冬天很惬

意，外边零下十多度，尿泡尿

还没抬脚就能冻住，坐在炉火

前拉风箱当然是暖融融的了。

唯一的缺点是煤灰很大，饭做

好了鼻孔嘴里全是黑色泥炭。

在夏天拉风箱可不是好活。

我们村在一条小河边，说

是河流，倒不如说是小溪。 宽

约两米，深约半米，就是那样

的小溪，里面生长着成群的小

虾，还有螃蟹、王八、蛤蜊等

等。 我第一次见水獭就是在那

条小溪里，棕色的，和猫差不

多大小，头像老鼠，尾巴又粗

又长。

记得一年的雨季，阴雨好

多天不停， 地里的活不能干，

大家都在宿舍睡觉、闲聊或是

学习。 因为雨天不能外出买

菜， 我们好多天没有菜吃，我

只能临时抱佛脚，在开饭之前

拿上虾网和荆条筐去河里捞

虾。 那虾是野生的，千百年来

自生自灭，当地父老乡亲不吃

鱼虾王八之类的杂物， 我们

吃，用开水煮熟，鲜红鲜红，撒

点盐拌一下，非常香。

河里虾很多，打捞三几下

就可以了。 虾打捞好后倒在荆

条筐里， 在河水里涮涮泥沙，

再把里面的水草拣净，回来用

清水泡一下，直接倒在面锅里

煮熟，虾烩面就好了。

刚开始吃虾烩面时农友

们都高兴，但后来顿顿吃虾烩

面，时间长了腻啊，有人提意

见了， 让我变花样满足大家，

七嘴八舌嘟嘟囔囔。 我也变不

出别的菜，只能是虾虾虾。 提

意见的人多了，我发火说：“就

这虾烩面，爱吃不吃”！ 但是说

实话，当年我也吃腻歪了。

吴亚平

难忘当年虾烩面

伍厚德堂：

那时侯卖的调料基本上

都叫十三香。

那时候配眼镜基本上是

靠目测。

那时候抽的纸烟基本上都没有过滤嘴。

那时候的娃娃基本上都有

这么一个五角星帽子。

■老照片

那时侯的娃娃车只有几根简单的铁杆。

改革开放 30 多年

来，中国人的思想观念、

行为习惯、生活方式，都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然而，那些逝去的历

史，那些曾经的情景，回

味起来，仍旧难以忘怀。

对 80 前的人们，那是一

份经历和珍藏；对 80 后

的青年， 那是一份好奇

和感叹。 下面就让我们

随着历史镜头， 再去追

忆一下那时候的生活细

节……

那时候的

故事

地处闹市的伍厚德堂。

□文图 / 本报记者 彭可心

10 月 13 日， 记者到达位于坡子街的

伍厚德堂时，天空飘起了濛濛细雨，被雨丝

笼罩着的伍厚德堂也多了几分朦胧的感

觉。 民国时期坡子街钱庄众多， 号称钱业

“四大金刚”的裕顺长、谦和、春茂、万裕隆

全设在坡子街。 这四大钱庄的资本占当时

长沙 86 家钱庄总资本的 50％以上。 而伍

厚德堂就是裕顺长钱庄经理伍芷清的公

馆。

2004 年被长沙市人民政府列为长沙

市重点文物保护建筑。

“将军楼”：钱庄经理的公馆

位于坡子街 121 号的这座四层西式洋

楼，被附近老街坊们称为“将军楼”，这座历

经 60 载岁月沧桑的小楼成为长沙民居糅

入西式风格的见证。

伍厚德堂建于 1946 年， 建筑面积约

1200 平方米。 由当时长沙知名泥木匠祖利

父子主持修建。“厚德堂”取名于老子“上善

若水，厚德载物”，可见其主人伍芷清的心

气之高。整栋建筑风格以西式为表，中式为

本。其以天井分隔为前、中、后三部分，各部

分以廻廊相连， 这样的设计既利冬夏室温

调节，又兼顾日夕采光通风，体现了当时建

筑洋为中用的变化， 堪称民国时期长沙民

居的代表作之一。另辟有通江秘道，金库暗

室，室口隐蔽，高宽各 1 米左右，暗道曲折，

壁厚达 70 厘米。

伍厚德堂系长沙中西合璧富丽型民居

代表作之一。公馆建在 1 米高的台基上，琉

璃筒瓦，尖坡屋顶，砖木结构，粉墙围护。每

层房屋数间，大小不一，分布各异，一、二层

均设有会客大厅。 老宅的后栋还有一露天

小花园，有假山、花草、六角亭等。天心区坡

子街 121 号江南机械厂招待所至今还现存

着嵌墙界碑：“伍厚德堂私墙私脚并无寄缝

民国三十五年丙戌季夏勒石”。

修缮一新尽显历史韵味

2005 年，伍厚德堂进行了一次大的修

缮工程。那次修缮工作分两期进行，先后资

金投入 100 余万元。 第一期主要完成房子

加固和外墙修复，二期主要为室内的改造。

考虑到这一历史建筑的特殊性， 在改造中

邀请了市文化局及建筑学专家进行指导，

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对小楼进行修缮。

修缮一新的伍厚德堂风格独具， 浅灰

色的外墙让老宅多了几分古朴幽静。 在坡

子街上， 游客很容易被一栋风格独特的老

宅吸引住目光：镶花西式铁门，中式的六角

亭屋顶，中西合璧。整栋建筑为尖坡顶的砖

木结构， 外砌有私墙围护， 门口一小块空

地，隔离了坡子街的喧闹。

走进旁边的栅栏铁门， 迎面墙上挂一

块“江南机器（集团）有限公司”的牌子。 踩

上屋子里的地板，虽然翻新过，但仍然感觉

得到历史的印记。 暗红色的木质楼梯七曲

八折，挑花的窗棂为小院平增秀气。往里走

去，假山、小花园、流水让人感觉远离尘嚣，

进入了另外的世界。

坡子街这条老街，已经逐步繁华起来，

老店铺、旧时小吃聚集一堂，人来人往，热

闹非凡。 但是伍厚德堂始终静静的，占据着

坡子街的一角， 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像人们

展示着它的历史和魅力。

闹中取静让人流连忘返

如今的伍厚德堂现已修葺一新， 变成

了宾馆。 历史在继往开来的传承着，我们关

于这座城市的记忆也在不断的延伸。

宾馆的大厅除挂有世界时钟之外，还

有伍厚德堂的简介和一些老照片， 无论是

前主人伍芷清的照片， 还是当初买卖伍厚

德堂的契约书， 都让人察觉到了历史的痕

迹以及这些痕迹与现代的融合。

往里走去， 伍厚德堂的不同愈加显现

出来。 不同于普通宾馆的明亮华丽，这里的

灯光显得有些昏暗， 就算前台小姐说宾馆

住了很多人，也没有人声鼎沸的感觉，一切

都沉静下来， 连上楼梯都听得到脚步的回

响。 外面是热热闹闹的坡子街，但一进入这

里，就仿佛挡住了一切喧嚣，所谓“闹中取

静”也不过如此了。

前台的服务小姐告诉记者， 很多客人

都是过来旅游的，被这里的环境所吸引，索

性就住了下来。 一是这里身处闹市中心，但

却感受不到闹市的喧嚣， 既方便又适合居

住，二是如今这样古朴的住处很难寻了。

正说着话， 有客人出门准备逛逛长沙

城。他姓顾，是一位摄影师，来长沙取材。问

及对伍厚德堂的印象，他赞不绝口。“我没

有想到长沙的老街同现代化的城市融合得

这么好，出了宾馆就是繁华的步行街，两者

达到了奇妙的平衡。 伍厚德堂宾馆也和我

住过的宾馆有很大不同， 这里的空气都弥

漫着古朴的味道，仿佛真的回到民国时期，

下次我还是要来这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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