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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池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
一方蔬果。

当然，蔬果讲究应时而
食，这样味道才是最佳。如今
进入初冬，吃萝卜的季节到了。

新邵县酿溪镇王家坪村，
三面资水环抱，河滩广阔平整，
两岸绿树成荫，近年来成了市
民休闲度假的好去处。除了环
境宜人，王家坪的萝卜也冠绝
远近，美名远扬。

王家坪的萝卜为什么享有
美誉？还是拜资江所赐。此前资
江泛滥，泥沙在半岛似的王家
坪淤积形成一片肥沃松软的特
殊砂质土壤，特别适合蔬菜种
植。利用这天赐宝地，村民放牧
牛羊、种植蔬菜。其中，冬季的
主打蔬菜就是萝卜。每年最早
自农历七月中旬开始，村民即
打窝子放萝卜种子，最晚也不
会在中秋之后。

王家坪萝卜，其品种主要
是“春不老”，表皮和肉均为白
色，味甜、汁多，质地细嫩，耐寒。
最高亩产可在5000公斤以上，
单个可达10公斤以上。因产量
太高，老百姓做菜吃不完，多用
来喂猪养牛。不过萝卜有一个缺
点，长大后就空心，所以一般在
三四斤左右食用最好。这个重量

的萝卜最鲜嫩，水分最足。刚从
地里拔出的萝卜，格外白嫩，生
脆多汁，切起来嚓嚓作响。

与外地萝卜相比，王家坪
萝卜最大的特点是汁多软糯，
入口即化，这种美妙的口感非
亲尝是难以体味的。不过，王家
坪萝卜尽管每年有数百亩种植
面积，但其实最好吃、真正堪称

“萝卜王”的，只限于紧靠河滩
的那七八亩沙土所产。原因何
在？一是因为河边的湿度比较
大，草叶易变成了腐质肥料，所
以河边土特别肥沃。二是这块
土冬天首当其冲被河风吹拂，
温度更低，更早进入霜冻期，更
能满足萝卜生长对气候环境的
要求，所以品质更出类拔萃。这
个秘密，外地人不明白，王家坪
人自己最清楚，只是“不足为外
人道也”。

萝卜产量高，但保鲜期就
那么一段时间，那么，将一时吃
不完的萝卜加工成萝卜干和酸
萝卜，就成了绝佳选择。与外地
人不同，王家坪人加工干萝卜
有个独特的方法，即保留顶部

完整，只是将萝卜身子切成整
齐均匀的竖条，宛如锅刷，然后
挂起来暴晒。将糖分晒出来后
切开食用，风味绝佳。

萝卜是王家坪人最能拿得
出手的特产，种植面积也一步
步增加，如今每年不下两三百
亩。在县内外各农贸市场，只要
打王家坪的牌子，萝卜肯定更
受青睐。周边村有村民不服气，
说他们的萝卜根本不比王家坪
的差。然而，他们在市场上售卖
时，还是偷偷打王家坪的牌子。
王家坪人外出经商务工，总要
带上一袋家乡的萝卜，馈赠同
事朋友。

近年来，王家坪村着力打
造乡村旅游重点村，发展现代
休闲观光农业项目，目前已成
立了萝卜园种养专业合作社，
萝卜种植走上了规模化专业化
道路。此地还计划利用本地特
产，开发全萝卜席，萝卜火锅、
萝卜块、萝卜丝、酸萝卜、萝卜
干……到时候将让各方客人大
快朵颐；萝卜之“王”，也将更加
美名远扬。

美名远扬萝卜“王”
杨能广

邵东最北端的斫 乡，与
新邵、涟源、双峰三县毗邻，乃
高寒山区。此地因石多而得名，
原是“山高坡陡石头多，少水少
田少树木”之贫困乡。因此，曾
有“养女莫嫁斫 郎，过门三天
准哭娘”之诫。

曾几何时，斫 热闹起来。
“以药兴乡”战略下，玄参、百
合、芍药、射干、玉竹等五十余
种中药材纷纷扎根山区。更的
惊喜是，喜好户外者，竟于这昔
日荒蛮之地发现了牡丹。

谷雨时节，吾与三米微
笑、怪怪、老古懂等知性友人
相约自驾前往。车入斫 ，顿
感新农村建设日新月异：水泥
公路四通八达，崭新民房鳞次
栉比，山土水田春意盎然，石
山小丘花团锦簇，再无二十年
前之满目萧然。

白居易诗云：“花开花落
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果
不其然，车上美女率先瞧见路
旁山坡半亩鲜艳牡丹，高呼：

“牡丹！牡丹！”车未停稳，便急
切跃下，一路欢奔而去，失却

素日优雅。拍照留影、追逐嬉
戏、引吭高歌，一片欢腾。一老
农笑言：“一片牡丹便如此高
兴，前方花更多，看你们会变
成啥样？”众人闻言，即刻上车
继续前行。

汽车于山间水泥路缓缓行
驶，入目一片又一片香艳各异
之牡丹。红、黄、白，五彩缤纷；
含苞、怒放、落英，层层叠叠；一
支独秀、并蒂竞艳，奇丽无比。
向导介绍，牡丹宜于凉爽气候
生长，耐肥不耐寒，怕水不怕
旱。药农把握其特性，植于高凸
清凉之地，多施有机肥。

观赏谈论间，车至二十世
纪七十年代湖南“农业学大寨”
先进典型村野鸡坪。六十年代
末，野鸡坪仅两个生产队、47
户人家、62 个全劳动力。此乃
石山林立、田土极少、十年九旱
之穷山窝。彼时，缺粮为主要困
难。支书率全村人战天斗地，以
人定胜天精神改造自然。历经
六年奋斗，凿穿石山、搬石整
地、筑坝蓄水，建成两万多立方
米大山塘，开垦梯田，解决了温

饱。今时不同往日。一心奔小康
之野鸡坪人响应“以药兴乡”号
召，什么赚钱种什么。他们发现
牡丹不仅是名贵观赏花木，更
具较高经济价值。花可醇酒，根
可入药，皮经加工有散瘀、清
血、止痛、通经、降血压之神效。
于是，除“娘婆子丘”留作纪念
性水田外，漫山遍野皆种以牡
丹为主体之名贵药材。

此乃周日，各地休闲之人
纷至沓来。其中一群白发苍苍
之老人，在一长者带领下，指点
着如画牡丹花圃，很是兴奋。

“此乃村里老书记周南生同
志。”向导轻声介绍。“一层层梯
田一层层高，拖拉机就在云里
头飘。”这首童谣所指便是眼前
人工梯田。周南生乃当年造梯
田领头雁。

此地山石嶙峋，除三十多
亩梯田牡丹外，大量牡丹植于
星星点点的石窝。石窝牡丹，
比洛阳盆景牡丹更精致。大自
然之花配上天赐花盆，令斫
牡丹观赏价值超洛阳。且其能
救病济人造富一方，斫 牡丹
的实用价值更胜洛阳。正是：

“斫 牡丹胜洛阳，服务百姓
绽芬芳。”

（刘清辉，邵东法院退休
干部）

斫 牡丹
刘清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由
于经济原因以及当时的社会情
况，人们的生活娱乐单一。在很
多人的童年记忆里，都有去小人
书摊看书、为了小人书废寝忘食
的故事。小人书通常几寸见方，
不到半寸厚，以图为主，图文并
茂，是一种通俗读物，不但孩子
喜欢看，就连大人也爱看，就算
是不识字的人看图画也可以大
致了解故事情节。小人书的题材
包罗万象。那时出版的小说、话
剧也有很多绘成了连环画，如

《山乡巨变》《龙须沟》《红旗谱》
等等。还有许多电影连环画，画
面并不是很清楚，但并不妨碍我
们欣赏观看。我们小时候最喜欢
的小人书有《三打白骨精》《九号
公路大捷》《黄英姑》《十五贯》

《李双双》等。
有的像《西游记》《三国演

义》《水浒传》之类的名著小人

书，全套有几十本，往往个人没
条件买全，要想看全，只有到小
人书摊上去看。在二十世纪七
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在城市的
街头巷尾、中小学校门口附近
随处可见小人书摊。每天放学
以后，街头的小人书摊是最热
闹的地方。孩子们坐在小板凳
上静静地看自己喜欢的书，沉
浸在小人书的情境之中。为了
省钱，有时小朋友会两三个人
挤在一起看一本书。我们这一
代人，许多启蒙知识是从小人
书摊获得的。说是小人书摊，其
实就是一个“小型图书馆”。

小人书摊大多是一些上了
年纪的人在守摊，赚一点钱贴
补家用，并形成了一个街边的
小行当。摊主将投资买的小人
书专门用牛皮纸包好书皮，或
者将连环画再装订一下，使之
更耐翻阅。根据小人书的内容，

摊主定出看一本1分、2分、3分
的不同价钱，明码标价、童叟无
欺。摊主一般用木板钉制成长
宽约1.5米的折叠式展板，中间
有合页；里面立着摆着五六层
的连环画，供阅读人挑选。

小人书摊因为经济贫乏而
兴起，最终也因为经济的发展
而消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
随着电子产品的兴起，连环画
的辉煌时代也渐渐远去，书摊
才慢慢消失。

丰富多彩的连环画，给我
们的童年增添了无穷无尽的乐
趣。贺友直表现湘西农村题材
的连环画《山乡巨变》，被誉为
中国连环画史上一部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大作。其作品吸收了
西洋透视，将写实主义融入中
国传统线描绘画技法，对我们
现在烙画作品风格的形成有着
不可磨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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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三百六十行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随着岁月流转，行业亦有变迁，有的推陈出新，有的日
渐消失。为记录这些即将消失和已经消失的传统老行当老手艺，展示和推介具有地域
特色的传统技艺，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庆烙画传承人唐文林、王艳萍夫妇经过几
年的艰苦创作，终于在近日完成了关于“湖湘三百六十行”的系列烙画作品。这些作品
图文并茂，堪称湖湘老行当老手艺的“百科全书”。本报将陆续刊发，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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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我们 32 名离退
休人员，参观了湘中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我们首先拜谒了人
民音乐家贺绿汀的塑像。随后，
走进贺绿汀音乐厅观看学子们
的文艺表演：民乐合奏《梅花新
调》、民舞串烧《竹舞》《铃鼓》、祁
剧折子戏《女盗》、合唱《大江东
去》等，看得我们心花怒放。

接着，我们参观了湘中幼
专校区。湘中幼专，2017 年由邵
阳师范、武冈师范、邵阳教育学
院、邵阳艺术学校合并升格而
成。邵阳艺术学校，是1986年在
湖南省艺术学校邵阳祁剧科的
基础上成立，培养了不少祁剧、
花鼓戏演员和群文艺术骨干。
邵阳教育学院，是 1990 年由邵
阳市教师进修学院更名的。武
冈师范学校，其前身为世界著
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创办的湖

南衡山乡村师范学校，抗日战
争时期移址武冈，更名为湖南
省第六师范学校，1953 年改名
为湖南省武冈师范学校，为邵
阳特别是西部数县培养了不少
中小学教师和党政干部。邵阳
师范学校的前身是1898年创办
的滕氏女塾，为邵阳地区培养
了数以万计的中小学教师。

目前，湘中幼专设有学前教
育系、小学教育系、语言文学系、
艺术系等六系一中心，并设置了
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贺绿汀艺
术教育、楚辞文化、学生安全与
健康教育等四个研究所，电子阅
览室、多媒体教室、多功能报告
厅、语音室、数字化实验室等教
学设施一应俱全。

我边听介绍，边看校舍环境
建设，内心很是激动，也唤起了
我的很多回忆。

湘中幼专所在地新冲村和
五花村，我读小学时，一些师生
曾在这里表演“抗美援朝”文艺
节目，受到热烈欢迎。二十世纪
八九十年代，我在市委宣传部
工作时，经常去这四所学校研
究工作。邵阳教育学院的刘星
堂院长，是我在邵阳市一中就
读时的老校长，毕业于北京师
范大学，是个老教育家，我常去
向他请教有关学校教育的问
题。原邵阳艺术学校的老校长
易钧华是我的好朋友，他和女
儿易炜辉献身祁剧表演。

邵阳师范，我初中毕业时就
想去报考，因为读师范不要钱，
毕业后当一名老师是很好的。后
来，组织上保送我到市一中就
读。原市卫校校长伍柏林写了

《淡墨写人生》一书，要我写序
言。序言写好后，我特地到邵阳
师范请楚辞专家易重廉先生帮
助修改了。

今天参观了由四校合并的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真
是感慨万千！（伍想德，原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

百年师范新天地
伍想德

◆六岭杂谈

有了孩子后，我发现做父
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
是做一个合格的父亲。

我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
我想做一个合格的父亲，把孩子
教育好，让他们健康成长，让他
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让他们
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可事与愿
违，我的努力有时让俩孩子反
感，甚至拉开了我和他们之间的
距离。我们成了“对头”。

他们在学校读书，我要求
他们要像院子里的某某，能考
上“985”——至少也要考上本
科。可他们的考试成绩并不理
想，在班上属中等。我很不满
意，开口就骂：“你们就考了这
么点分，肯定是玩游戏去了，对
得起一日三餐，对得起爷老子
娘老子吗？”他们听了，竟然顶
起嘴来。儿子反问：“在学校怎
么玩游戏？”女儿则一连两问：

“只有考上本科才能活下去吗？
你怎么没考上大学？”我被他们
问得一肚子气，一肚子火，却又
无言以对。

他们放学回家，我要他们
做作业做家务。可当霓虹灯照
亮城里的大街小巷，我回到家
中，饭锅还坐在灶台上歇凉，饭
碗、菜碗在桌子上开会。他们
呢？一个躺在沙发上看“熊大熊
二”，一个坐在电脑前玩“穿越
火线”。我火冒三丈，铁青着脸，
关了电视。女儿呆了一下，滑下
沙发，蹲在地上，抱着头“呜呜”
哭。我又一脚踢开卧室门，坐在
电脑前的儿子慌乱地站起来。

我冲上去，“啪”就是一耳光。儿
子捂着脸冲出了卧室，接着又
冲出了客厅。后来，女儿一直
哭，哭得晚饭也没呷。儿子跑出
门，躲在公共厕所的墙角，我和
老婆找了大半夜才找到他。

俩孩子，一个迷上了游戏，
一个爱上了动漫，这样下去，怎
么得了？

那天我在电脑上码字，忽然
屏幕一蓝，死机了。我正思如涌
泉，一下中断了思路，急得又是
骂又是拍鼠标。儿子听到动静，
走进房间，说：“爸，我给你弄一
下。”我有点不信，我不相信儿子
会修电脑，可没想到他真的把电
脑修好了。我打开文档，重新码
字。儿子又说：“爸，你还在用
QQ 文档写东西啊，这个不好
用，我给你下载word文档。”儿
子说完，开始动鼠标敲键盘，下
载，安装，然后告诉我如何调整
字体，如何编辑文字。我认真地
听着。那一刻，我和儿子之间的
关系忽然拉近了，由“对头”变成
了“师生”。我由衷地说：“你真厉
害！”儿子脸上浮起了自信的笑。
我又说：“爸爸没读多少书，所以
很多东西都不懂。你读书多，比
爸爸强，以后会更强。”儿子又笑
了：“晓得了。”

女儿喜欢小动物，养过兔
子、竹鼠、小乌龟。那年，她买了
两只鸽子回家养。
有段时间，鸽子不
停地叫，叫也就罢
了，还互啄、打架。
那只白鸽子骑到黑

鸽子背上，把黑鸽子压在地上。
我本来就被鸽子叫得心烦，看
到它们打架，操起扫把就去“劝
架”。女儿急急忙忙跑过来，说：

“不要打我的鸽子。”我说：“这
两只鸽子在打架，不把它们分
开会‘出人命’。”女儿说：“这是
踩背，鸽子想生宝宝了。这都不
懂！”踩背？我确实不懂，所以我
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女儿又说：

“这几天它们不停地叫，是发
情。它们互啄，其实是在亲嘴。
你还打它们，鸽子好可怜！”女
儿说完，眼圈都红了。我听得目
瞪口呆：这小家伙，怎么懂这么
多呢？我想了想，说：“咱还是不
养鸽子了，把它们放了吧。”女
儿慌了：“为什么不养了？”我
说：“既然养鸽子，就要对它们
负责，把它们养好。我不懂养鸽
子，养不好，你懂养鸽子，又不
管，只能把它们放了。”女儿赶
紧说：“我管，我管，我还教你养
鸽子。”

从此，女儿每天放学回家，
都会照料一会鸽子。我在旁边看
着，也学到了很多关于鸽子的知
识。慢慢地，女儿疏远了动漫；而
且，喜欢上了看科普类书籍。

孩子有缺点，肯定也有长
处。如果从孩子的长处入手，多
多鼓励，因势利导，也许，就能
为他们打开一扇窗。

让孩子当一回老师
申云贵

◆故土珍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