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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家在江村，毗邻邵东，那里
有大片的田垄和一望无际的黄土山。
黄土山属典型的江南红壤丘陵，土地
贫瘠，山不高，树也不高，许多地方甚
至秃着。裸露的地表，被风雨侵蚀得
规整圆润，宛如精致的黄红糕点。雨
天进山，泥巴跟牛皮糖似的，每每活
生生扯掉鞋子。

山不咋的，名气却大得很。当地有
民谣：“黄土山，浩龙寨。三扮桶，七棺
材。哪个寻得洞门到，金子银子用箩
挑。”说是这里从前土匪猖獗，土匪在
黄土山最高的那个山包上，建了浩龙
寨，还将搜刮来的巨额财宝，分装在三
个扮桶和七口棺材里，秘密埋藏于黄
土山的某个角落，详情只有几个头目
知晓。后来官兵夜袭，几个头目全部死
于刀箭之下，宝藏便成了一桩无头悬
案。此后官方和民间掘地三尺，所有的
山包都翻遍了，都不见踪影。

说来好笑，我还在十来岁的时
候，就进行了一场疯狂的寻宝之旅。
那年暑假，我在外婆家玩，偶尔听说
了这个神秘宝藏的故事，立马联想到

“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不由热血沸
腾，当即就拉上一摊表兄弟，直奔浩
龙寨遗址，一路“芝麻开门”喊过去，
直到实在走不动喊不出声了，才悻悻
而返。大人们问及行程，我们实话实
说，成了当地一大笑柄。

首次探宝失利，但我们的梦想并
没有破灭。此后我们一有机会就进山
探宝，对外则宣称是去邵东玩。在各
个山头疯窜的日子一久，难免衣衫挂
破皮肉挂彩，但好歹都被我们以各种
理由搪塞过去了。直到有一天，我们
不小心惊动了一窝胡蜂……

外婆特别会讲故事。大约是为配
合外公制止我们的疯狂行径，此后她
的故事老是拿黄土山开涮，而且一个

比一个吓人。
外婆的故事、外公的制止、胡蜂

的毒针以及寻宝的一再失利，各种因
素联动，最终使我们放弃了寻宝。后
来我们也进山，但开展的大多是采
茶、扯笋子、取菌子、摘野果、掏鸟窝、
打游击战之类的“高大上”活动。当
然，偶尔也喊几声“芝麻开门”，看见
陌生女性就怀疑是“老鼠精”，口里渴
出青烟也不敢喝水沟里的水，冷不防
还尖着嗓子来一句“各位大哥刚才看
到一个身穿盔甲的人吗”，等等，纯属
寻宝后遗症，不提也罢。

我一天天长大，黄土山也在不经
意间变了样。

最早变样，是在上个世纪 70 年
代初，县里在江村搞田园化试点。社
员们响应号召，披星戴月，栉风沐雨，
改河整田架桥铺路，开山劈石植树造
林，经过几个冬天的大修大改后，这
里成了远近有名的粮仓和果园。

紧接着，是公社在这里建茶场。又
是一连几个冬天，社员们顶风冒雪，日
夜奋战，过年都没闲着，硬是凭着锄头
扁担，将大片大片的黄土荒山，变成了
一望无际的茶园。每到采茶季，我都会
屁颠屁颠地赶到这里，跟着众人上山
采茶，运气好的话，我们小孩一天都能
有三五毛钱进账。这在当年，算是一笔
非常可观的收入了。

钱包鼓了，腰杆粗了。1978年，就
在绝大部分农村地区还在点煤油灯
的当口，江村宣称年底要用高压电。
用电要从邵东牛马司煤矿接线，各种
手续大半年都没办好，便有人讥讽

“江村要发电，震动两个县；大话讲早
哩，婆娘讨老哩”。大队书记急火攻
心，一天夜里协调矛盾，不知怎的一
脚踏空，从楼上摔了下来，伤得不轻。
矿方被感动了，当即特事特办，一路

绿灯，硬是让江村在阴历年前用上了
高压电。

黄土山有块区域全是高岭土。有
了电，不久公社又在这里新建了瓷
厂。再后来，这里成了全县第一个农
业综合开发片区，大量的项目资金投
入，再次扮靓了江村的山水园林路。

据说就有其他村不服气，跟领导
抱怨，说就江村是亲生的，我们都是
后娘养的。领导也不含糊，直接就骂
上了：“只看见牛吃草，没看见牛背
犁，你怎么不说人家过年都在雨里雪
里开山改河？不说人家书记为通电从
楼上跌下来？”

近年来，江村又有了大动作，纳
入了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乘此
东风，江村能人李长青牵头，组建了

“湖南省华怡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正致力打造集种植、养殖、加工、
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综合型生态油茶
产业园。

外婆已作古多年，我也华发早
生，黄土山好多山头也通了水泥路。
如今的我，不知怎的，依然爱往黄土
山跑。每次驾车到山上，无限风光跃
入眼帘，各种往事涌上心头。唏嘘之
余，感慨神秘宝藏的大门，正在被勤
劳的双手，一点一点地打开。

（刘泽堤，任职于新邵县政协）

江村的黄土山
刘泽堤

在南国的城市，春天仿佛只是
一阵风，一会儿就刮过去了，总遇
不到儿时的春天记忆。

我的老家在江汉平原的一个
小乡村。那里的春天一到，太阳就变
得暖和起来。此时，丘野、田园中的
各种野菜肆意地疯长着。于是，挖野
菜便成了我对春天的第一记忆。当
时，我只认得野芹菜、野泥蒿和野韭
菜三种。其中，最喜欢吃野韭菜炒鸡
蛋，香喷喷的。但是，野韭菜比较难
挖，田野间，这里一丛，那里一簇，很
难挖到够炒一盘菜的数量。有一年，
堂姐带我去挖野菜，走了好远好远
的路，来到山中的一片田地，发现满
田都是野韭菜，而且附近的地里也
长满了野韭菜。我从来没见到过这
么多野韭菜，顿时就像淘金人猛然
发现一座富矿般激动与兴奋。

儿时的春天里，还隐藏着属于
乡下孩子们的“恶作剧”——放学
回家，看到“嗡嗡”的蜜蜂从田间飞
回，钻进泥土砖墙缝上的小圆洞，
我们就从地里摘来几朵花，塞进透
明塑料瓶里，然后用瓶口封着墙上
的小洞，等蜜蜂一出来，就被诱进
了瓶子。于是，盖上瓶盖，把蜜蜂

“拘留”起来。
春天里比赛放风筝，是我们乡

下孩子们的“奥运会”。过年前，大
家就开始用纸糊风筝，春风刮起，
大家就自发地到田野里来比赛，比
谁的风筝做得美，比谁的风筝飞得
高。我们自己做的风筝，都是用旧
书本、作业本糊的，风筝线是偷家
里的毛线、麻线或棉线。所以并不

美丽，也飞不了多高。但那时候，在
我们的眼中，每一只风筝都是精美
的艺术品。有一年，堂哥从城里买
回一只可以拆收的老鹰风筝，最棒
的是风筝有个线轴，一大卷线成了
决胜武器，把村里所有孩子的风筝
都“踩”在了脚下。以致每次表哥放
风筝的时候，身后都会簇拥地追赶
着一大群孩子。

春天，还让童年的我充满着
“羡慕”。一次，语文老师“钦点”了
我们几个同学参加一个描写春天
的作文比赛。郭敏同学写的《春天
晨雾》得了奖，不仅获得了奖状、奖
品，还有一本样刊。学校校长、班主
任老师、语文老师在各种场合一次
又一次地表扬她，还把那本样刊放
进了学校的荣誉室，让我羡慕得每
天梦想着要努力读书，争取也写出
一篇获奖的作文。

想到童年的春天，总会想到淅
淅沥沥的雨。年幼时，我体质很差，
似乎每到春天下雨的日子，就会生
病。每次生病，都是爸爸背着我去邻
村看医生。春雨中，乡村的田埂路都
化成了泥坑，爸爸深一脚、浅一脚，
走一步、滑一步地挪着。我无力地伏
在他的背上，摇摇晃晃，左歪右倒地
举着雨伞，迷迷糊糊地看着迷迷茫
茫的雨幕遮掩住村庄田野。而爸爸
留下的脚印，却被雨冲刷得特别清
晰，特别明亮。直到今天，每每想起
春天，每每看到春天的雨，我都能望
见那行温暖的脚印。

（张婷，祖籍湖北，隆回人，现
供职于深圳）

春 天 的 记 忆
张 婷

似乎一夜之间，春天就排山倒
海地来临了。一树一树的泡桐花开
了，开得十分张扬十分热闹。泡桐树
很常见，在山里田边河畔生长着，城
里也多，它们往往好奇地把枝头伸
到三四层楼高，要与人交心的样子。
泡桐树干粗壮，树枝弯曲，开花时如
撑开了一把白色或紫色的大伞，衬
着蓝天白云，很有画面感。一簇簇泡
桐花，像一串串铃铛，摇响春天的婉
约诗词；也像一只只可爱的喇叭，吹
响春日的欢歌笑语。

泡桐花长相普通，不太起眼。
在百花家族中，它们既没有牡丹的
雍容华贵，兰花的优雅从容，也没
有蔷薇的姹紫嫣红，梅花的暗香浮
动。泡桐花属于平民女子，普普通
通，朴朴实实。漫步唐诗宋词里，有
吟咏牡丹、菊花、荷花等花的，就连
草儿也有诗人喜欢，而泡桐花几乎
无人问津。诗词里的“桐”多是梧
桐，“桐花”多是油桐花。

南方气候温暖湿润，植被繁
盛，佳木甚多。泡桐因材质疏松，在
众多优良树种中毫不引人注目，没
有人特意栽种，甚至沦为野生植
物。在北方，泡桐却大受欢迎，因为
它耐旱性强，生长快，三年成林，五
年成材。当年，焦裕禄带头在兰考
种了很多泡桐树，改变了当地地貌
和生态，也让兰考成为中西部地区
最大的民族乐器生产基地。去年四
月，我在北方学习时，看到一树树
泡桐开着紫白的花，围绕在村前屋
后，整个村庄一片花团锦簇。那种
花开时的壮观，如霞如云，花落时
的浪漫，如锦如缎，让人久久震撼。

当年，我家楼下的这棵泡桐树
仅一米多高，短短数年就蹿到五层
楼高了。每每看书累了，走到窗前，

看看这绿茵茵的树，就觉得清爽。
最美的是春天，泡桐花枝灼灼，紫
色的花球甚至透过窗户伸进屋里，
簇拥在一起的花儿咕嘟着小喇叭，
弥漫着浅浅的香气。夏天，树上结
满椭圆形的果实。孩子喜欢把果实
掰开，放在水里，就成了一只只扬
帆远行的小船。秋风乍起，泡桐树
宽厚肥大的叶片渐渐泛黄飘落，直
到风寒霜重，终于落下最后一片枯
叶，露出挺拔遒劲的躯干，有些孤
寂，也透着风骨。雪后初晴，看窗外
残雪压枝，阳光越过泡桐树的枝枝
杈杈漫射进来，斑斑驳驳明亮温暖
了整栋楼。与泡桐树相处日久，渐
渐欢喜上它的率性与淳朴。

昨夜风雨交加，清晨我独自下
楼看花。经过春雨的洗礼，泡桐的
花朵更加繁茂，绿叶更加清新。在
金钟般的花骨朵上，紫色更加明
媚，露珠在阳光下如珍珠般圆润晶
莹。树下，掉落了一地的紫白花瓣。
徘徊在泡桐树下，花香清清淡淡，
让人的心无端变得柔柔的。这时，
远处隐隐传来悠扬的古琴声。泡桐
木透音性能好，是制作乐器的理想
木材，那曼妙的丝弦之音是泡桐的
浅吟低唱么？

我突然间想到，很多人就像这
朴实的泡桐花一样，默默地生长开
花，只有在关键时刻才体现出它的
风骨，就像平时默默无闻的白衣天
使，在人类遭遇到疫病的侵袭时挺
身而出，勇敢逆行；就像张桂梅、黄
诗燕、黄文秀等扶贫攻坚先进个
人，以无私奉献、苦干实干的精神，
点燃自己、照亮他人，将最美的年
华奉献给了脱贫事业……他们，不
就像这株泡桐树吗？

（蔡英，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泡 桐 花 开
蔡 英

◆六岭杂谈

河伯岭，是越城岭的一条支脉，
绵延起伏在湘桂边境，峰高谷深，有
流泉飞瀑，奇珍异兽；朝暮景象不同，
四时风光各异，无论何时进入山中，
都令人流连忘返。

从邵阳县城沿 207 国道往西南
方向行二十多公里，再从塘田市镇进
入乡道，行约十公里之后，路两旁的
树木粗大茂密起来。枝条在路的上空
如手相握，互相交叉，难分彼此，车子
仿佛进入隧道。

上面说的是夏天的情形。若是春
天，乍暖还寒，花朵最先接受季节的
召唤，灿然开放，车子如花海中的快
舟，嗖嗖穿行；若是秋天，黄叶似金，
满眼珠光宝气，时有树叶离开枝头，
翩翩起舞；若是冬天，满枝冰凌，玉树
临风，晶莹剔透，仿佛进入童话世界。

河伯岭山脚下是苍翠的竹林，那
一根根毛竹，拔地而起，直刺云天。步
入山道，满眼的绿色，自下而上，自近
而远，游人不由得惊愕被碧涛绿浪淹

没，真想化作翻飞其间的彩色蝴蝶，
飞到竹尖之上。

沿着竹林中的石阶而上，到山腰
景象迥然不同，眼界变得开阔。周围
是参天的杉树，其间杂着一些阔叶
树，颜色由竹林的翠绿变成苍黑。随
着山势的起伏，它们忽高忽低。每一
棵杉树，树杆笔直、粗壮，枝条旁逸斜
出，密密麻麻覆盖其上。回望来处，刚
才经过的竹林，已被白雾笼罩。

“地云。”是的，河伯岭当地人把
这种贴着山脚奔流的浓雾唤作地云。
它与天上的云朵相映成趣，形成了山
在云中、云在山间的奇特景象，虽不
是仙景，却美如仙景。

浩浩荡荡的地云，有时候来自山
中的向阳水库。这儿的水，宝蓝通透，
望过去，像绫罗绸缎，质地可以触摸，
仿佛拿出剪刀，就能裁下一块。若荡
舟水面，又有另一番感觉。往上看，是
青山蓝天白云，往下看，是倒映的青
山蓝天白云。由于人过于贴近水，水
过于清澈，小舟仿佛没有了依托，飞
翔在高空之中。

河伯岭上最艳丽的要数杜鹃花。
仲夏，杜鹃花开，红艳艳的花朵像燃
烧的篝火，一丛丛连成花的海洋，就
像天上的云霞飘落到人间。

（陈霞，任职于邵阳县河伯岭林
场）

梦幻河伯岭
陈 霞

◆岁月回眸

◆漫游湘西南

白毛浮绿水 杨运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