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潇湘连坛
报》报头下方，除了“湖南省收藏协会连
环画专业委员会会刊”字样之外，还标有

“上海市收藏协会连环画专业委员会”。
湘潭办的连环画读物，为何会冠以外地
连环画专业委员会之名？“目前全国此类
专业报寥寥无几，但我们湘潭一直在坚
持办报，上海爱好者便与我们开展了合
作。”肖中仁解释道。

其实，这也是时代变迁的缩影——
肖中仁介绍，连环画曾占据着全国

出版物市场的三分之一。2008年时，全
国有二三十份连环画专业报，仅上海就
有 4份。2008年-2016年间，《潇湘连坛
报》读者众多，每年可盈利一两万元。可
随着故事传播方式的改变，网络、掌上阅
读等迅速占领人们的视野，红极一时的

连环画阅读市场连年萎缩，全国连环画
类报纸也越来越少。在国际大都市上
海，当地收藏协会连环画专业委员会也
办了一张连环画报，但后来停办了，主创
人员张文标仍不舍这份情怀，于是提出
与肖中仁合办《潇湘连坛报》。

《潇湘连坛报》也避免不了订户越来
越少的局面，如今全国只有百余人，湘潭
仅有三四人。随之而来的是办报资金的
紧张，这些年的实际办报工作基本由肖
中仁一人完成，算起来，这四五年间他每
年要亏损上万元。

“为什么选择坚持下来？”“家里人支
持吗？”这些是肖中仁听得最多的问题，
对此他总说：“这份报纸就像我的孩子一
样！”

这个“孩子”承载着肖中仁对连环画艺

术传承的一份坚守。连环画以多幅画面连
续表现一个故事，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一方面
体现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另一方面体现在富
于文学性的故事中，从连环画领域走出的大
画家也不计其数。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背景下，连
环画亟待保护与传承。

这个“孩子”也承载着肖中仁对湘潭
本土文化的一种诠释与弘扬。在湖湘文
化的熏陶下，湘潭伟人、名人辈出，以肖
中仁、聂鑫汉为首的团队创作了《湖南文
化名人连环画》，包括《齐白石》《王闿运》
《杨度》《黎锦晖》《黎锦熙》五卷。以这些
作品为代表的湘潭本土文化，通过《潇湘
连坛报》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我也没有想太多，总之就这样一直
办下去！”未来的路已然在肖中仁心中。

79岁的罗树宾是湘潭市工贸中专的一名
退休教师，是中国保健协会高级教师、高级营
养保健师。2014年，出于对家乡的热爱，罗树
宾寻访湘潭食品生产厂家、食品企业管理部门，
挖掘、整理湘潭传统美食的资料，耗费5年时间，
写下34万字的《湘潭传统食品史话》一书。3月
31日，我们专程走访了罗树宾，听他讲述湘潭传
统食品的发展历史与食品文化。

商业繁荣带动湘潭食品发展

书中阐述了湘潭传统食品各行业发展
史、16项湘潭传统食品生产、加工行业和17
种湘潭传统名优食品，包含大部分申请了
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产品
和湘潭老字号食品。此外，罗树宾还应用
现代营养学知识，剖析了每一种湘潭传统
美食的营养成分和价值。

“我小时候住在人民路一带，去老字号
吴元泰酱坊打酱油、华北春吃小吃成了我
童年难以抹去的记忆，可以说我是吃着湘
潭传统食品长大的，对湘潭食品有一种特
殊的情怀。”罗树宾说，史料记载千百年来
湘潭逐渐形成了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水稻种
植、粮食加工、生猪养殖、湘莲产业、槟榔加
工、制茶、制酒、商业、餐饮行业。兴旺 600
年的谷米市场，长期繁荣的湘潭商埠，为众
多传统食品的诞生、发展和流通创造了条
件。湘潭盛产大米、生猪、豆类、茶叶、植物
油等天然食品原料，且湘江水运便利，商业
繁荣。尤其是优质大米、农副土产为制酱、
糕点业、点心小吃业提供了优质原料，为湘
潭的食品加工发展以及餐饮业提供了良好
的条件。清代时，湘潭的粮食加工、酿酒、酱
酿造、制糖、米制糕饼、豆作、制茶、屠宰等家
庭作坊式手工业相当发达。商贸、餐饮及各
分支行业均成立了行会，商业经济的发展，
也带动了湘潭的食品行业全面发展。

湘潭传统美食名扬国内

“民以食为天，湘潭的先民靠着勤劳
和智慧创制出各种传统美食，丰富了生活，
也推动了食品行业发展。”罗树宾说，至清
代时，湘潭的灯芯糕、烘糕、湘粉、湘莲、槟
榔、元滴酱油、原酷酱、子油萝ト、子油姜、
名茶、镜面白酒、脑髓卷、花石和潭市豆腐、
中路铺药糖等一大批湘潭食品，因风味独
特、质优味美而蜚声省内外。湘潭出产的
食品中，有些产品在全国范围内是质量最
优的。湘潭易俗河的“上熟米”和十万垅、
碧泉村的“油米”在全国米市独占鳌头；龙
牌酱油、湘莲、湘乡烘糕作为宫廷食品享誉
全国，还有外贸名茶、名酒等等。“作为八大
菜系的湘菜，有一半源自湘潭，湘潭灯芯
糕、湘乡烘糕是湖南省的四大名糕，还有著
名的‘寸三莲’誉满全国。”罗树宾说。一些
湘潭传统美食不仅色香味美、营养丰富，有
的还药食同源，比如湘乡烘糕具有调整机
体环境紊乱、起到宽肠理气、止泻作用；中
路铺药糖有润肺健胃、消食化痰的作用。

罗树宾说，新中国成立后，湘潭的食品
工业开启了振兴之路，尤其是改革开放后，
湘潭的食品生产和加工分支行业如粮油、
副食品糕点、点心、肉食、水产、餐饮、制茶
等行业相应发展，现在已形成门类齐全的
配套体系。

诗咏大美人文湘潭
本报记者 熊婷

文庙、南楼、三义井……作为文化底蕴
深厚的历史文化街区，雨湖区城正街街区
是名副其实的一寸一光阴，有人将这些岁
月固定在纸上，以一张手绘地图锁住历史。

东起旺城天誉，西至喇叭街口，毗邻河
西沿江风光带，城正街街道文化底蕴深厚，
既有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刘烈士祠、和化
坛等保存着一代又一代湘潭人民红色革命
精神的景观，又有以文庙为代表的传统文
化载体，还有南楼等象征着曾经的政治文
化中心的遗迹，更流传着“三义井施水”“观
湘门迎解放军上岸”等代表着“城里头”文
化的故事。

怎样讲好老城故事，盘活旧城文旅资
源？自去年起，城正街街道地图制作小组
用脚丈量热土，用心翻阅县志、党史，走进
群众身边，听周边的老人讲述人文故事，绘
制了这张“图看湘潭城里头”红色文旅地
图，每一个街口、巷道、景观都有标注。最
别出心裁的当属每一个景点旁配备的二维
码。“城正街历史上叫宣化街，宣化一词，原
来意为宣扬德化、德治。”“自唐代以来，文
庙就是地方州县的儒学教官衙署。”“郭德
云见彭德怀深夜赶来，必有急事，问明原

委，忙把彭德怀领到小楼上的里屋藏身，在
此居住了一段时间。2020年底在郭德云家
原址设立彭德怀避难处标识。”通过扫描二
维码，能够看到每一处景观的过往和现在
的模样，跟着一张地图就能窥探到老街的
风貌。

与这一张纸质地图相对应的还有位于
观湘门路红盒子艺术生活中心里的城正街
文化馆。从进馆处的大屏电子地图，到复
刻的南楼、思过堂等建筑模型及简介，再到
悬挂着思过堂等建筑修复前后对比图的展
厅，以及馆中心暂时保管的三义井原型，都
能够让人驻足。

观湘头网出鲥鱼，宣化街前趁早墟。
过去的历史是一面方向镜，过去的荣辱兴
衰映射出这片街区前行的未来，一张看似
简单的地图里，倾注着当地居民对过去街
区兴盛的缅怀，也注释着他们对街区未来
的展望。

滨江红培教育、城正文旅商圈……在
城正街人的设想里，这一片热土总要再次
发热，点燃老城星火，唤醒当代湘潭人内心
深处的“根”，让老一辈走出去的湘潭人回
家看看，让新一代的年轻人在此寻机开拓。

3月30日22时30分，纪录片《美术里
的中国》第一集《虾》在中央电视台一套
首播。纪录片赏析了世界文化名人齐白
石的画作艺术特点，走访了齐白石故居、
齐白石纪念馆等湘潭知名景点，全片展
示了湘潭深厚的文化底蕴。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纪录片
《美术里的中国》，每集12分钟，主要展现
全国重点美术馆的近现代美术作品，透
视作品背后几代人的精神世界，彰显中
国美术品格，展现中国精神风貌，首集就
聚焦齐白石的经典美术作品，展现画作
中蕴含的艺术创新、文化内涵和时代精
神。

“画家创造的我，比现实世界的更加
真实——我们都来自湖南湘潭……”齐
白石画的虾举世闻名，纪录片以其笔下
的虾“自述”开头。齐白石画虾与古人不
同，他以淡墨勾染虾身，浓墨描绘虾头，
虾体轻盈透明，虾头坚实挺拔。从每一
节虾背拱起的弧度、每一根虾须的弯折

变化中，甚至能看出水的阻力和虾的跃
动。

和许多文人画家不同的是，乡间的
生活和经年的游历，使齐白石更推崇师
法自然的真谛——画土地里鲜活的生
命，于是，虾、白菜、柿子、石榴、竹耙、箩
筐、算盘等都出现在了他的画中。齐白
石的画就像当时画中的“白话文”，充满
着平淡天真之趣。

为什么齐白石的一笔一墨就能点亮
寻常事物的灵光？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
认为，这是因为齐白石的作品充满着趣
味、格调、品味，而中国画中最重要的一
点就是格调。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
冯远认为，作为技艺高超、学养深厚的艺
术大师，齐白石画作的鲜活源于对生活、
家乡、百姓的热爱。

湘潭是齐白石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节目组特意来到湘潭取景拍摄，将湘潭
的人文风貌带到了全国观众的视野中。
镜头对准了湘潭县白石镇杏子坞白石故

居，这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着典
型的湘潭民居特色，乡间一草一木见证
了齐白石从雕花到画画、写诗的变化；在
齐白石纪念馆，齐白石雕花作品、木作工
具箱等向人们诉说着一代艺术大师的匠
心巧手和高超技艺。

“他对艺术作品精益求精的追求，非
常值得我们学习。”湘潭市非遗中心、市
艺术剧院演员吴坚是齐白石的扮演者，
白石老人的艺术态度对他有了更深刻的
启发。

参与拍摄的齐白石纪念馆副馆长王
奇志认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齐白石画
的虾被印在各类生活用具上，没读过书
的人可能不识字，却认识他的画，他也被
称为“人民画家”，这说明他是一位真正
为人民抒写、抒情、抒怀的艺术家。作为
白石老人家乡的艺术馆，齐白石纪念馆
也将致力于弘扬白石艺术及其精神。

当绘画从书斋走向广袤的土地和人
民的心底，那一刻，是艺术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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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中旬，肖中仁像往常一样来到邮局，将2022年第3期、总第342期《潇湘连坛报》从湘潭邮

寄到全国各地读者手中。掐指一算，从第一次投递到如今，已经走过了整整20个春秋。肖中仁手

中这份报纸只有薄薄的1张铜版纸、4个版面，却因为他20年对连环画的热爱而显得格外厚重。

连环画《黎锦晖》讲述了湘潭文化名
人“黎氏八骏”之黎锦晖的故事，连环画
《泥巴坨被盗记》将“看图说话”式童话献
给“老孩子”们……除了精美的连环画作
品欣赏之外，报纸上还刊载有连环画知
识、全国业内动态信息等内容。这就是
《潇湘连坛报》，一份关于“连环画”的民
刊民报。

在“80后”的童年里，谁拥有一本连
环画，必定是同学们追捧的对象。那时
候课外读物不多，既能读故事、又能看图
画的连环画自然是格外受欢迎。时间再
往前推几十年，因娱乐方式比较单一，连
环画对孩子们的吸引力更大，已年过七
旬的湘潭人肖中仁就是其中的一名痴迷
者。他从1998年开始收藏连环画，至今
已有一万多本。从民国时期到“文革”时

期再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连环画里的
故事一再演变，生动地反映着时代的变
迁，烙上了只属于那些年代的特殊印记。

源于对连环画的这份热爱，肖中仁
于2002年办起了《潇湘连坛报》。

“第一期是2002年5月1日，当时印
了四五千份。”肖中仁说。作为一名连环
画爱好者，他在全国各地参加了不少连
环画交流会，发现北京、上海、河南等地
都有相关小报，湘潭连环画相关工作做
得不错，是否也可以创办这么一份报
纸？这个想法得到了湘潭本地不少连环
画爱好者的认同，大伙有钱的凑钱、有连
环画的为报纸供稿，第一期《潇湘连坛
报》就这样在“众筹”中诞生了，肖中仁担
任主编。不久后，肖中仁成为湖南省收
藏协会连环画专业委员会主任，这份报

纸也成了该委员会会刊。
自诞生之日起，《潇湘连坛报》的供

稿人和读者就遍布全国各地。香港的翁
先生是一名退休医生，从该报创刊至今
从未间断订阅，并与肖中仁一直保持着
信件来往，他与连环画的故事还被刊登
到了《潇湘连坛报》上。像翁先生这样的
忠实读者的投稿、来信，从四面八方而
来，拼凑成一个温暖、快乐的小世界，激
励着肖中仁下定决心把报纸办好。

日子像流水一样过去，《潇湘连坛
报》从黑白色变成了彩色，出刊周期也
经历了季刊、月刊、一月两刊的变化，
如今又恢复成了月刊。其间，这份展
现连环画独特艺术魅力的报纸，荣获
第一届全国民刊民报评选优秀奖第三
名。

因热爱而办报

为传承而坚守

肖 中 仁 为 我
们展示《潇湘连坛
报》。

（ 本 报 记 者
罗韬 摄）

3月25日，湘潭市群众艺术馆原馆长李
波创作的《大美湘潭一百咏》正式出版，这
是一本以湘潭一百处风景名胜为吟诵对象
的诗集。

“绿水暖青萍，湘潭万里春。”“岸花飞
送客，终是老湘潭。”“楚岫千峰碧，湘潭一
叶黄。”湘潭历史悠久，风景如画，自古以来
许多文人墨客流连于此，湘潭的山、湘潭的
水、湘潭的花、湘潭的月、湘潭的红色文脉、
湘潭的风景名胜等激发了许多诗人的灵
感，文人李波也不例外。

李波从事了一辈子的群众文化工作，
被湘潭人杰地灵、钟灵毓秀之气深深打动
的他，最终决定以古体七律诗歌的形式，记
录湘潭的山水人文。自 2016年起，李波迈
开脚步，到湘潭各地游览，挖掘其人文背
景，希望为助力湘潭的文化工程、弘扬湖湘
文化作出贡献。最终他精选 100处湘潭境
内山水名胜、人文景观，以七律吟成百咏，
附以简要介绍文字，专成此集，作品共计
100首。

“湘中灵秀此徘徊，冉冉春风绕翠台。

三圣衣冠留胜迹，六朝事物化尘埃。寻源
有路清流远，润物无声山雨来。万丈跻攀
之极顶，松涛浩荡振斯怀。”这首吟诵隐山
的诗，被李波选为了百首诗的首篇，这既是
李波的私心偏好，也是隐山本身历史文化
价值的体现。南宋年间，胡安国因避乱弃
官，举家徙居湘潭。筑“碧泉书堂”，著书讲
学，开“湖湘学派”之源，其去世后埋葬于隐
山，史称“衡岳湖湘之学，皆起于此”。

“一峰领秀云霞拥，万壑争流虎豹从。”
“铮铮铁骨撑天地，凛凛乌峰插乱云。”“乌
飞石乱欲撑天，独庙峥嵘屹翠巅。”李波的
诗歌里抒情于景，对湘潭红土地的热爱油
然纸上。

湘潭人文故事亮相《美术里的中国》
本报记者 谷桔

花样读湘潭

图看湘潭城里头
本报记者 熊婷

书写湘潭传统美食
本报记者 陈旭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