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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就在青山下。
山叫蝴蝶山。蝴蝶翩飞时节，满山都

是蝴蝶。少年时代，无忧无虑的我，常在
山中看蝴蝶歇落在各自喜欢的花朵上。

老屋是在父亲手里建造的。父亲
年轻时，曾有很多的梦想，建造一栋属于
自己的屋，是他的梦想之一。不到一个
月，红砖、青瓦的屋就站立在山下。远看
近看，都很漂亮。特别是晨光里，袅袅炊
烟从屋顶上飘逸开去，如同画里一般。

父亲还在屋前栽了一丛竹。竹是
南竹，就是竹身很大竹枝密集的那种。
不出几年，南竹扎根冒笋，不知不觉中，
就成了竹园。远看，屋前的南竹似一大
朵绿云，在风里摇曳。

每年春天，竹园生长很多竹笋。竹
笋从土里钻出来，笋尖上的水珠晶亮晶
亮的。竹笋是一道好菜。父亲常常挖
回竹笋来，去壳洗净，切片水煮，再放些
腊肉，或者猪骨头，文火在锅里炖着，香
香的味道就出来了。竹笋一多，自家吃
不完，父亲想到送人。那些年，竹笋生
长季节，来我家竹园带竹笋的人很多。

父亲还在屋后栽了一些桃树。
春天，一树树桃花很是灿烂。夏

天，桃树上是一些红过来红过去的桃
子。记忆中，对于那些桃子，有些是父
亲卖的，有些是母亲卖的。父亲摘下那
些桃，挑到集市上卖。父亲卖了桃，把
钱揣进口袋，回来就交给了母亲，一分

也不留在身上。母亲卖桃，主要是卖给
贩子。母亲想多得点卖桃的钱，在价格
上，常常跟贩子要谈上好一阵子。不出
几年，桃树就老了，结桃就少了。可每年
的春天，我依然看见屋后的桃树上，开着
粉红的花朵，和村庄的春光一起明媚。

老屋头还有一棵桶粗的樟树。
炎热天，樟树投下很多阴凉。日头

西移，樟树的影子就落在屋子上。等到
夜晚，屋子里就比较凉爽。樟树的来历
就连我的奶奶也没有讲明，归属问题始
终是一个谜。有一天，父亲准备为我把
樟树锯下来打家具时，邻居站了出来，说
樟树是他家的，还找了一些依据出来。

父亲一直认为，没有必要为一棵树伤
了两家和气，把樟树让出去了。没多久，
邻居喊了两个人用一把粗大的锯锯断了
樟树。樟树一倒，我家西头空旷了很多。

老屋有三间。一间是一家人的住
房，一间是堂屋，一间是灶屋。在住房，
放置的多是家具，床呀柜的。父亲母亲
的婚床，也摆放在里面。住房简单地粉
刷过。父亲用一种当地的黄沙和着石
灰，往墙上抹，墙上还用石灰水刷过。
等石灰水一干，住房里，有一种亮堂的
苍白。堂屋多半用来堆放粮食，讲究不
那么多，墙体没有粉刷。菜园里摘回来
的南瓜，或者扯回来的萝卜，多半堆放
在堂屋。还有一些农具也依次放在堂
屋，用的时候，非常好找。灶屋里有砖

灶。砖灶很大，占了一间屋子的三分之
一。碗柜和餐桌也集中摆在灶屋。灶
屋很暗，主要是每天生火做饭，烟熏
的。灶屋还有一火塘。火塘在冬天才
有用场。一到冬天，一家人围着火塘烤
火。母亲还从地窖里拿出一些小的红
薯来，放在火塘里，渐渐地烤出香香的
味道来。再就是，她还把那些已经上霉
的豆渣粑粑放在火塘里，等到热乎了，
便递给我和父亲，算作是简单的中饭。

老屋渐渐地老了。
每逢老屋漏雨，父亲就找来一些瓦

片，搭梯上屋，七七八八地翻开那些瓦片，
把漏雨的瓦片给换来下来。当初，父亲上
屋，动作麻利。渐渐地，父亲从屋上下来
后，总是站着伸伸腰，缓解身上的不适。

我在老屋里念书写字。我经常把
老师不再使用的粉笔捡回来，在我家的
橱柜和墙壁上，很工整地写画。我经常
把从学校借来的连环画在老屋里一遍
遍地翻看。我还在老屋里用一种捕鼠
的器械捕那些啃食我家红薯的老鼠。
雪落后，我在门前的禾场上用篾笼和一
根绳索捕那些在地上寻找食物的麻
雀。我在老屋里，喜欢听雪粒子在瓦楞
上蹦跳发出的声响……

老屋1975年修建，2001年拆除。
青山下的老屋，给了我很多。
在老屋拆除很多年后，我依旧会想

到它。

老屋就在青山下
伍中正

三亚的阳光十分温暖，天
上的白云一丝丝、一缕缕地挂在
空中，清晰得不含一丝杂质。站
在沙滩上看海，一望无际的海水
却不是想象中的湛蓝，而是带着
浅绿色、深绿色、墨绿色的光泽，
一层一层泛着白沫翻卷过来，又
迅速地翻滚把水花拽了回去。
这片“最性感的沙滩”，给人带来
了无穷无尽的想象。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
邻。只有到了三亚，才会真实体
会到这句千古名言的意境和情
怀，体会到三亚的热情和好客。
黑珍珠一般的三亚姑娘说，海岛
上的蚊子都是她养大的，我们当
然不信，但又不得不买她家的风
油精；为了防止阳光灼伤，我还
买了一顶很牛仔的毡帽。

阳光、沙滩、海浪、仙人
掌……内地人见到海洋，总
有千万种无法抑制的情怀，
既感慨高大巍峨的大山，又
叹服波澜壮阔的大海。我们
饱吸着令人心醉的海风，忍
不住脱掉鞋子，光着脚踩进
黄白相间的沙堆里，追逐扑
上岸来的海浪。

海岸线上耸立着一堆堆、
一簇簇为海洋而生的巨石，馒
头一般的光滑浑圆，大大小小
高低错落。天涯石、海角石、日
月石和“南天一柱”突兀其间，
哨兵一般地守护在原地，岿然
不动。巨石之上有众多石刻。
其中的“海判南天”，为清代雍
正年间崖州守备程哲所书，是
天涯海角最早的石刻。

“陪你到天涯海角，爱你到
天荒地老。”这是现代人来到

“天涯海角”留下来的爱情的誓
言，也是对生命的颖悟和内心
深处的信念。海面上千帆竞
技，沙鸥飞翔，展现出一幅波澜
壮阔的雄伟画面。

“潮平两岸阔，天地一沙
鸥。”古代的三亚，荒凉僻远人迹
罕至，烟涛微茫无边无际，是名
副其实的天之边缘，海之尽头，
多有“乱臣贼子”流放于此。“天
涯海角人求我，行到天涯不见
人。”因为历史的局限，无论是被
朝廷流放的“乱臣贼子”还是官
场失意的迁客骚人，皆把此处当
做天之尽头。每一个被流放到
此的人都会产生莫名和极度的
孤独。彼时彼刻，被流放者无不
怀着对天地的膜拜和敬畏之心，
彻悟到个体生命如同草芥，何其
渺小。大海茫茫，天地悠悠，人
生苦短，何处才是尽头！

而今科技一日千里，现代
人早已超越古人的思想，却又
生出更多的怪象。据说不少人
对三亚趋之若鹜，却因诸多忌
讳 ，偏 偏 不 敢 前 往“ 天 涯 海
角”。担心到达“天涯海角”是
道路的尽头，到了那里就会变
得无路可走，葬送了前程。故
而，前来“天涯海角”者，多为

“小民”也。实际上，从北走到
南，又从南走到北，天地之大，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何来
尽头之说？

生命的潮水一次次地冲刷
着脚下的海滩，使我们对岁月
的过往充满回忆，对生命的未
来充满敬意。

（曾恒，邵阳市作家协会会
员，邵东市作家协会会员）

●旅人手记

亚龙湾看海
曾 恒

惊闻老友舍弃都市美房，
安家良渚，百思不得其解，应邀
前往探秘。飘飞的心神还没安
顿下来，老学究模样的人就急
匆匆地走来，满怀兴致地引领
大家去揭开这块神秘的面纱。

就在这块神奇的地方，良
渚黑陶闪耀在20世纪30年代
一位年轻人的眼里。他连续两
年，进行三次考古发掘，出土大
量石器和陶器，形成《杭县第二
区黑陶文化遗址的初步报告》，
成为良渚遗址的第一个发现
者。他就是施昕更，一个钟情
于考古事业的聪明后生。

20世纪80年代，以王明达
为代表的良渚考古人先后发现
反山王陵、瑶山和汇观山祭坛、
莫角山大型宫殿基址。2007年，
刘斌率队发现了震惊中外的良
渚古城和外城郭。2015年，考古
队发现和确认了古城外围大型
水利系统。良渚古城以其古朴
而大方的姿态走进游人视野。

随着考古的推进，良渚的反
山、瑶山王陵相继被打开。位居
古城西北侧的反山王陵占地竟
有2700平方米！而且，还是人工
堆土筑建的金字塔模样。西侧
的11座陵墓占地660平方米，出
土各类器物竟达1200余件（组），
玉器占了90%以上。陵墓的规
模之大，葬品之多，实属罕见！

良渚遗址出土的器物有
玉、陶、石、竹木、骨角等，总类繁
多，琳琅满目，更发现了比甲骨
文还早的陶文。其中的玉器形
状各异，有三叉形、锥形、环形、
半圆形、柱形……不少还雕成
了鸟、龟、鱼、蝉等动物形。形态
精美，令人惊叹不已。最显著的

要属玉琮、玉钺、玉璧等。蕴涵
“天圆地方”理念的筒形玉琮，泛
着异光，折射出文明的曙光；良
渚玉璧鹤立鸡群，精美绝伦；象
征王权的玉钺，其纹饰就很直白
地表露“王权神授”，非同一般。

良渚古城地处余杭瓶窑
镇，由内至外分为宫城、王城、外
郭城和外围水利系统四个区
域。古城东西长1500-1700米，
南北长1800-1900米。莫角山
宫殿居城中心，为人工土筑的超
大型建筑。经碳14测年，古城
距今4300多年，是迄今发现的
中国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
的城址，被誉为“中华第一城”。

细看古城布局，依山傍
水。城内颇具水乡特色，河道
纵横，池塘棋布。古城九个城
门有八个是水门，仅有一个开
在陆地，且以对面山系为天然
屏障。

在古城宫殿区南边，考古
学家发现了近100吨的碳化稻
米。经科学检验，这些稻米来自
不同地方，可见良渚时期的稻作
农业已有惊人的进步。其时，农
业已进入犁耕阶段，普遍使用石
犁、石刀、石斧等工具，水井和灌
溉系统的建立也扩展了水稻的
种植。丰富的水产资源加上高
超的舟楫、网捕技术，加之盘、
钵、碗等食具的出现，佐证良渚
人的食谱不再是“饭菜一锅烩”，
应是食鱼为主、稻米结合的“稻
饭羹鱼”式膳食结构。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
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唐文俊，中国散文学会会
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武冈
市作协副主席）

探秘良渚古城
唐文俊

冬天的阳光很复杂
时冷时热时湿
我沉甸甸的影子
始终不得要领

有心事从远方扑来
落叶便成为一种伤感
努力了好些日子
眸光稍微有点温暖

翻开窄窄的故事
喊痛的恋情

已在烟雨深处

等在云层里的雪花
迫不及待
占领了我的视野

心须认可这个季节
无比亲近的
只能是你的名字
日渐老去的
却是我执著的诗行

时间表

过滤时光
一些微笑和伤痛
悄无声息
成为远去的记忆

遮住满满的想象
一点诗意挑起
对你唯美的情感

牵手清纯
亮出足够的诚意
新年的扉页
已排出
向你出征的时间表
（李斌，苗族，湖南省诗歌学会会员）

●湘西南诗会

面对复杂的阳光（外一首）

李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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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思（外一首）

仇诗钰

五岭晴岚落暮晖，一湖白鹭向天飞。
莫言秋社农人少，串串黄鱼盼思归。

谷谷 雨雨

谷雨催秧柳杞丝，农夫阡陌弄新箕。
白翁落钓扳罾网，一篓青虾伴晚炊。

秋夜抒怀（外一首）

余达

别后不知君远近，高山流水许相询。
清风明月初秋夜，小巷幽深几度春。

山庄访友山庄访友

山庄来访友，轻雨半秋天。
米酒杯中醉，清茶话旧年。

杂吟（外一首）

蒋双捌

陌上昏鸦噪耳鸣，阳春白雪共和声。
才怜铜雀玲珑玉，又喜云台寂寞星。
恨怕黄钟沉海底，羞将瓦釜供门庭。
雄文激起千层浪，警句赢来国士名。

杂杂 感感

不羡花颜色，无心上玉楼。

漫吟荣辱事，信手写春秋。

游金子岭（外一首）

李方晓

巍巍金岭耸云霄，远望群山我独高。
古寺禅声频入耳，世间尘色不沾袍。

咏咏 秋秋

云淡天高碧水长，风轻气爽沐秋阳。
登高望远无穷处，尽看江山染彩装。

题天生桥
舒善云

探秘寻幽意气同，崀山深处隐飞虹。
丹魂驻地颜无改，赤柱凌空色愈浓。
近访如登神眷府，远观似拽满弦弓。
青竹紫叶红花笑，早下深闺现玉容。

●古韵轩

新宁县崀山诗词楹联协会作品选登

●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