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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千万年时空，发源于莽莽越
城岭和巍巍雪峰山之间的资江，日夜
奔腾。它哺育着湖湘腹地这片辽阔地
域上的无数生灵，见证着这里的沧海
桑田、前世今生，更见证着一段悠久农
耕文明史的厚重、博大与辉煌。

作为长江的一条重要支流，资江
是湖南境内的第二大水系，她的流域
有着随四季流转而不断变幻的自然景
观。其中，北纬25°58'至北纬27°40'，
东经109°49'至东经112°57'之间，2
万多平方公里的冲击带上，高山、峡
谷、丘陵、岗地、纵横交错的河汊、星罗
棋布的田园、绵延无尽的林海......大
自然的神工妙手，把邵阳这片广袤的
土地塑造得垄川隽秀、气象万千。

四季分明，光热充足，雨量充沛，
雨热同季，域内横跨隆回、新邵、洞口
等县的富硒区，是湖南境内最大的富
硒宝地。温润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河流冲击带肥沃的土质，赋予这片土
地无限的生机，物种的多样性也在这
里得到充分的展现。据资料记载，邵阳
境内高等植物有两百多科两千多种。
其中，国家一级保护植物银杉，二级保
护植物冷杉、银杏等为国内特有的孑
遗树种。有野生脊椎动物近四百种，受
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有三十多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草丰茂，五
谷丰稔，无比优越的地理环境，得天独
厚的自然条件，使这里的物产有着其
他地方无与伦比的品质。

萱草，又称黄花菜、安神菜、忘忧
草。颜色金黄，形状细长，美丽高雅。

《本草纲目》还专门记载了它的药用和
营养价值。位于邵阳东部的邵东，是全
国闻名的“黄花菜之乡”。在湘中，人们
的餐桌上，常用黄花做汤、烧肉，味道
十分鲜美。哪家女人要是怀崽坐月子，
食谱中必然少不了黄花菜蒸鲫鱼、黄

花菜炖鸡这两道菜。
一壶清茶，回归本心。邵阳茶种资

源丰富，有峒茶、桂丁茶、古楼茶等数
十种。《茶疏》对邵阳茶给予很高评价：

“天下名山，必产灵草，江南地暖，故独
宜茶……楚之产曰宝庆，滇之产曰五
华，此皆表表有名，犹在雁茶之上。”从
明朝开始，邵阳茶“宝庆一条”闻名全
国，被朝庭选为贡茶。

与邵阳茶一样曾被选为皇家贡品
的还有绥宁的米。绥宁是巫傩文化的发
源地和核心地之一，有着悠久、丰富而
独特的稻耕文化。这里的稻米生长于高
海拔的雪峰山区，具有生长周期长、绿
色有机、颗粒饱满、晶莹透亮、软糯适
中、清香四溢、口感甘甜、营养丰富等特
质，清代中叶被钦定为朝廷贡米而名扬
天下，史称“青坡贡米”或“武阳贡米”。

据传，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在邵
阳西部的雪峰山下，写下了脍炙人口
的《橘颂》：“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缊
宜修，姱而不丑兮。”柑橘也称金柑，性
喜温暖、湿润，不抗热，也不耐寒。我国
北至秦岭，西至天水，及江南各地，柑
橘风味均不及邵阳。它色泽鲜艳，外形
美观，果肉香甜无核，果汁含量高，品
质最为优良。因此在 1973 年，周恩来
总理将其命名为“雪峰蜜橘”。

“百里脐橙连崀山。”如今，脐橙正
成为新宁崀山一道独特风景。得益于
良好的土质和气候，新宁脐橙风味浓
甜，汁胞细嫩，芳香浓郁，营养丰富，品
质上乘，产品在常温下贮藏到第二年
四月而风味不减。1989 年，新宁脐橙
曾获农业部优质农副产品评比金奖。

走在邵阳乡下，漫山遍野可见一
种四季常青的油茶树。它是世界四大
木本油料之一，也是我国特有的一种
纯天然高级油料。《南中纪闻》曾记载：

“茶油树叶，四季常青。每于八九月间

开花，色白而香，昼舒夜敛。结实凡十
余月，直次年六月，方采掇制油。足备
过岁之气，以故色味清和不滑。此食品
中最宜脾胃者也。绥靖间多有之。”

其实，不仅是“绥靖间多有之”，在
整个邵阳地域，都有很多自然生长的
油茶树。这种野生的油茶，压榨出的油
脂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超高。其次，油茶
壳是良好的食用菌培养基，油茶皂素
还有抑菌和抗氧化作用。

邵阳的龙牙百合，也久负盛名。野
生百合，在邵阳的山山岭岭随处可见。
一枝横斜，迎风摇曳，格外风姿绰约。
很多人在门前屋后和田垄里广为种植
龙牙百合，以其麟茎硕大、营养滋补、
美容养颜而著称。因为百合纯洁、吉
祥，寓百年好合之意，所以龙牙百合广
受青睐，尤其在东南亚和日本，人们以
此作为美好爱情的象征，声誉日隆。

土能生万物，地可发千祥。一方地
域的物产，是山水的哺育，是土地的馈
赠。邵阳物产丰隆，绿色蔬果有宝庆朝
天椒、富硒食用菌、“黄金果”猕猴桃、
葡萄、映霜红桃、冰糖柚等，地道中药
材有玉竹、金银花、青钱柳、胶股蓝等，
生态茶饮有古楼雪峰云雾茶、一都富
硒茶、善寨野生茶、桂丁贡茶......但就
外界知名度而言，邵东是黄花之乡，邵
阳县是油茶之乡，洞口是蜜橘之乡，隆
回是金银花之乡，新邵是百合之乡，武
冈是卤菜之乡，新宁是脐橙之乡，绥宁
是玉竹之乡，城步是玉兰之乡。

当然，此说也并非一成不变，比如
城步，由于建成了南山牧场，也称奶业
之乡；邵东，境内“廉桥药都”是全国五
大药材市场之一，也称药材之乡。还有
邵阳县和隆回的三辣，新邵和隆回的
百合，各有千秋，难分伯仲。但即便如
此，它们独特的风味与品质，都堪称是
物产中的“顶流”。

◆乡土视野

土 地 的 馈 赠
——“乡村物语”系列散文之一

羊长发

消磨一滴虚空的鸟声
阳台上的辛酸苦辣清晰可见
一壶细密心思
于无声处缓缓绽开

穿过安稳阳光
所有深刻的村庄和山冈
站立成外婆的形象

惊动人间烟火
低处的秘密一并呈现
掠过时间的沉默
谈论深不可测的背影

心门大开
能保存的新闻碎片
会不会随着年龄而慢慢消散
好在有各自不相同的字词
记录着粗糙的尘事

八月之旅

听一出紫薇花开的好戏
路标下
杂草不再丛生

期 盼

微风撩起周末的寂静
鸟声踉跄的树梢
只有一丝阳光慎言慎行
穿越草花深处
溅湿了期盼的感觉
唯有修改时间
才能与所要表达的事情
并肩同行
好好地看着蚂蚁上树
思路钉于交叉口
朦胧时候回味一场游戏
无奈的地方
总有人在望眼欲穿

（李斌，绥宁人，湖南省作家
协会会员）

◆湘西南诗会

紫 薇 花 开
（外一首）

李斌

我的老乡、好友老后走
了！噩耗传来，我近几天都
沉浸在悲痛之中，晚上辗转
反侧不能入眠，一幕幕往事
又浮现在眼前……

2012年的新春佳节，老
后偕夫人朱春英带着“厚礼”

《神秘的花瑶》一书走进寒
舍。新春佳节，好友相聚，谈
笑风生。老后将花瑶文化推
向全国，推向世界，我为他点
赞。随后，他为我夫妇俩拍照
留念。这张照片我一直摆在
客厅，客人见了，都为老后精
湛的摄影艺术点赞。

2017年5月4日，邵阳学
院邀老后为该校艺术设计系
师生作学术报告，特邀我参
加。在报告中，老后以一组摄
影图片《相携到永远》为引，
展示了一对花瑶耄耋夫妻相
濡以沫的质朴真情。之后依
次介绍了花瑶的艳丽火辣的
民族服饰，精湛绝伦的挑花
艺术，呜哇山歌，奇特神圣的
造屋习俗，圣洁疯狂的婚俗
活动，神秘古老的梅山文化，
惊世绝俗的惜字文风等等。

老后幽默风趣、旁征博引的
讲述，牢牢抓住了师生的心。
整场报告3个多小时，师生
们听得入神，不时传出阵阵
热烈的掌声与喝彩声。老后
独特的视角，敏锐的洞察力，
顽强坚守的毅力都令人惊叹
与折服。

老后曾先后到清华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南大学
等高校，作《神秘的花瑶》《璀
璨的乡土文明》等专题讲座，
深受欢迎。其中受邀给中央
民族大学研究生院作《民间
传统文化》专题讲座，是他毕
生难忘的。2010年10月的一
个晚上，中央民族大学研究
生院的学术报告厅里掌声、
笑声一阵又一阵，数百名研
究生在听老后作专题讲座。
这位没进过大学门的民俗摄

影家，竟登上大学研究生院
讲台，思绪万千，激动不已。
他运用投影幻灯，配上花瑶
的图片、生动的语言，诠释了
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
挖掘、保护、推广，赢得了学
子们的阵阵掌声，原本2个
小时的讲座延长到了3个小
时。讲座结束后，该校研究生
院副院长点评：“这是我院近
3年来最成功、最受欢迎的一
次专题讲座。”

1999年金秋时节，一份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
事签发的邀请函，从大洋彼
岸寄到邵阳市市长办公室，
热情邀请老后赴巴黎出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
世界民俗摄影联合会的筹
备会议……老后接到通知
后，激动万分。他感到非常

的光荣自豪和幸福，立即按
照通知要求，精心准备发言
稿，精选送展的花瑶摄影作
品，还挑选了几件花瑶裙绣
挑花作礼品，准备送给国际
友人。

筹备会议开始了，他坐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专心地听着各国代表的发
言。他用中文宣读了长达
6000多字的《用心去感悟民
间文化》的发言稿，获得了
与会代表的热烈掌声。会议
期间，他组织了“花瑶图片
展”，并将两件精心挑选的
的花瑶裙绣挑花，赠送给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此
后，老后又连续4次应邀参
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民俗摄影理论研讨会。老后
反映花瑶婚俗的大型专题
摄影《圣洁的疯狂》在中国
国家博物馆展出后，又被送
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及欧洲巡回展出。花瑶文化
从此走向了世界。

（刘目卿，曾任邵阳日报
社社长）

◆人物剪影

痛 忆 老 后
刘目卿

我被这月光下的老屋震撼了。
虽然，我的梦中曾无数次出现

这样的情景：月亮、老屋、摇动的树
影，还有如潮的虫鸣。但当我在这个
初秋的晚上以过客的身份路过老屋
时，我被震撼了。

深蓝色的夜空，斜斜地浮着一
轮又大又圆的月亮，洁白的光芒像
水一样倾泻在地上。远处的山峦朦
朦胧胧，如雾，又如烟。近处的田野，
披上了梦一样的白纱，小山、村庄，
如系泊的帆船。而老屋，静静地矗立
着，上半截沐浴在月色里，下半截掩
没在周围山峦和古树的影子里。此
时的老屋，像一个老人，正酣然入
睡，安恬，慈祥，听不到一丝鼾声。时
光，仿佛已凝固。

屋前的大草坪，空荡荡的，偶尔
传来几声断断续续的虫鸣，仿佛从
远古飘来的梦呓。村口的梧桐树，孤
零零地立着，孤零零的影子投在池
塘里。一只惊起的青蛙“扑通”跃入
池塘，水里的梧桐树开始晃动、扭
曲，最后变得支离破碎。这棵梧桐树
有一百多岁了吧？打我记事时起，它
就立在池塘边，如今我已垂垂老矣，
它却依然枝繁叶茂。

夜风微凉，空气中弥漫着野草、
泥土和橘子的气味，淡淡的香，丝丝
的腥，缕缕的酸，悄悄地浸润五脏六
腑。提到香味，这种源于自然、夹着
泥土味的清香，最让我痴迷。家乡的
味道，是镌刻在骨子里的符号。

月光下的老屋是一幅画，是一
段古老的时光。而我，不知不觉融入
了画，融入了时光。

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就是三
十多年！我离开老屋的那天，母亲天
不亮就起了床。她帮我把几件带补
丁的衣服和一床旧棉被塞进纤维
袋，又煮了几个鸡蛋，还喋喋不休地
叮嘱我：“出门在外，要和为贵，不要
跟别人争吵；天冷要记得加衣服，天
热不要去河里洗澡；生病了要去看
医生，受委屈了就回来……”出了
门，碰到三叔，他笑眯眯地说：“云伢

子，出去发财啊！”刚走几步，又遇见
狗伢子，他正抱着儿子去地里摘黄
瓜。到了村口，看到五爷扛着犁牵着
老水牛……那时，老屋住了三百多
人，真的好热闹。有月亮的夏夜，男
女老少都出来乘凉，青青的草坪，微
微的凉风，连成一片的蛙鸣，大人聊
天，小孩打闹，年轻人吹牛，萤火虫
来凑热闹，菜花蛇来捣乱……

可现在，三叔走了，五爷去了，
我在县城安了家，狗伢子在桂林买
了房，他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去了北
京……老屋里只剩下十几个老人。
岁月前行，城市在扩大，村庄在消
失，老屋该何去何从？一个人，最难
忘的就是家乡。家乡在，根就在。当
你怀揣家乡，你就会忘记经历过的
雨雪风霜，你就会看淡世上的荣辱
兴衰，你的心就会变得柔软；然后，
坦然面对人生。

远方三两声犬吠，把夜渐渐推
往深处。此刻，月亮又升高了一些，
老屋也向上挺了挺身子，山和树的
影子像一块黑色的幕布，慢慢向下
滑落。老屋似乎急切地想从黑色的
幕布里挣脱，把它鳞次栉比的身形、
雕花的木窗和光滑的大理石凳子呈
现在亮晃晃的月光下。我明白矗立
快两百年的老屋的心思，可我不知
道，它的坚持有谁能懂？

年轻人都走了，他们讨厌老屋，
想逃离老屋。他们宁愿在外面漂泊，
宁愿在外面挥汗如雨，也不愿回来。
他们对人生有不同的看法。像那些
渐渐荒芜的村庄一样，老屋也会离
去吗？

一只夜鸟无声地从头顶飞过。
是燕子？不，是麻雀。这个季节，燕子
都南飞了，只有麻雀还守着家。老屋
也是鸟的家，屋檐下，瓦楞间，有很
多鸟窝。

忽然想起一篇小学课文：《燕子
飞回来了》。是的，农村变得越来越
好，只要窝在，下一个春天，燕子又
会飞回来。

（申云贵，邵东市作协会员）

◆精神家园

月光下的老屋
申云贵

绿水青山

刘玉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