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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九牛坳被作为美丽乡村宣
传得沸沸扬扬。但在我的脑海里，只有屡
屡在九牛坳遭罪的记忆，想不到她有什
么看头。

当周边的美丽乡村都看了，有的还
去过多次后，我经不住朋友圈美文美篇
的引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于国庆长假
中一个晴朗的日子，驱车来到隆回县荷
香桥镇九牛坳村。如果不是导航提示“到
了”，我真不敢想象眼前就是此行的打卡
地。在我印象中，九牛坳是一个偏远的山
村，因处在九座牛形山峰环抱的坳地，故
名。这儿属喀斯特干旱之地，顽石遍野，
土地贫瘠。

我停下车，满腹狐疑地问路边的一位
中年汉子：“这是九牛坳？那又弯又陡的坡
道哪去了？”中年汉子审视了我一眼，用手
一指：“那不是吗？”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
只见一道陡坡蛇一样地盘旋在浓绿之中。
看到那片浓绿，我又生疑了：“坡边那一大
片石山呢？”中年汉子笑着说：“还想看石
山？早栽上树，变成一片森林了！”

在石山上栽树，我以前见过报道，那
是隆回县创造的造林经验，县林业局原副
局长张世模，领衔攻克了“全国两个造林
难题”之一的石灰岩石山造林难关。但是，
若不是亲眼所见，我怎么能想到昔日那片
石漠荒原，会成为如此葱笼的一方绿洲？

我又问道：“都说九牛坳挖了荷塘，种
了荷花，请问荷塘在哪儿？”“从前面那条
岔路进去，可以看到别墅区，沿别墅区左
边的水泥路开下去，就到了。”我按照中年
汉子的指点，刚把车转向右边的岔道，就
看见一大片别墅。啊！好美哟。我把车停在
别墅区的前坪，一眼望去，集中成片的别
墅就有五六十座。这些别墅都是红瓦白
墙，屋前屋后绿树掩映，整体风格协调，细
细观赏，每一座别墅又各有特色。

正惊羡间，靠近池塘的那座别墅中，
走出一位抱着小孩的村嫂。我上前搭讪：

“这塘里的水好清啊！”村嫂告诉我，这是
县里为村里修的人工湖，各家各户的污
水经过污水处理池净化后，再流到这个
人工湖来。我又说：“你们村里这样心齐，
修起这么大的别墅区！”“以前都嫌九牛
坳干旱、贫穷，往外面跑了。现在村子变
美了，大家想回来建房。党和政府出面，
给无房户、危房户统一置换土地，请省里
的专家来整体规划设计，我们自己建设，
既解决了住房问题，又节省土地、美化环
境，一举三得啊。”村嫂的话中充满了对
党和政府的感激。

一位老大爷见我们在交谈，也踱了
过来：“是啊，现在生活这么好，哪个不想
回来？你看我们这里，水泥路通到各家各
户，路边栽满桂花树，立起了环保太阳能
灯。今年开花迟，往年这个时候，那个香
啊……”老人做了个吸气的动作，接着
说，“一到晚上，到处通亮通亮，跟城里毫
丝无差。”

我想到此行是冲着荷塘来的，便对
老人说：“你们的荷塘在哪里，您老可以
陪我去看看吗？”“好啊！我带你去。”老人
说着，随我上了车。我慢慢地开着车，眼
光不时向窗外瞟去，生怕漏掉一分美景。
出了别墅区，看到一座仿古建筑，坐落在
小山丘上，我问老人：“那是祠堂吗？”“什
么祠堂？易俗馆呢！”“啊？村里还有艺术
馆？”我有些惊愕了。“有啊！移风易俗，婚
事新办，丧事简办。外边办个丧事，没有
八万十万收不了场，我们九牛坳不得超
过五万元。”

原来是我理解错了，便邀老人去看
看。到了馆前，看清老人说的易俗馆，全称
是“移风易俗生活馆”，白墙灰瓦，飞檐挑
角，显得既古朴又秀丽。门口一块牌子，写
了建馆的缘起，称该馆是2018年全县移
风易俗现场会在九牛坳举行后，为弘扬新
风、破除陋习而建的。我读着介绍，不由自
主地赞道：“这样的生活馆真的好！”

老人在一边接腔：“留得青山在，引
得凤凰来。山好水好，一好百好！”我问老
人：“怎么个一好百好呢？”老人瞪了我一
眼，说：“我们九牛坳九座大山，以前都是
鸟不拉屎的石头山，山穷水尽，挑水要跑
两三里路。自从县里来人指导我们在石
窠里栽树，树成林了，清泉水从山上流下
来了，水库装满了水。生态环境一好，不
仅九牛坳的游子回了乡，还招来了外面
的金凤凰，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这不
是一好百好吗？”我频频点头称“是”。老
人则话锋一转：“好了，看荷塘去！”

我驾着小车沿着蜿蜒的山路行驶，来
到两山夹拥的峡谷口时，老人对着路边忙
碌的一堆人大喊：“国高，国高，让一下！”然
而，对方却示意我们停车。老人推开车门，
有些“生气”地说：“国高，亏你还是个村干
部，人家客人来看荷塘，也不让一下！”

国高道着歉：“三爷，对不起，砂石挡
着路了……路太窄了，我们现在正在加
宽。下了坡就是荷塘，我陪您走路去看。”
路上，国高介绍了村合作社的情况。他
说：“合作社筹资400多万元，建成160亩
观赏荷塘、180亩特色果林、80亩水产养
殖垂钓园，还有水上乐园、农家乐等生态
休闲项目……”

说话间，我们来到了水库坝上。水库
不大，却有一个美丽的名字——仙牛湖。
青山环抱的仙牛湖，绿得像一湖翡翠。我
弯腰掬起一捧湖水，是那样清亮澄澈。湖
中央，一对胶塑的大白鹅在欢快地转圈，
几个孩子在大人带领下，坐着游船在欢
快地嬉戏。我背向湖面往坝下望去，但见
高高低低的荷塘，一丘一丘，星罗棋布在
纵横交错的阡陌之间……

爬了一个个山头，看了一个个院落，
也走进了几户人家，我心目中曾经的“鬼
地方”九牛坳，如今变成了处处山清水
秀、家家窗明几净的美地方。

（陈扬桂，湖南省作协会员）

重 上 九 牛 坳
陈扬桂

老照片有点发黄，它拍
摄于上世纪60年代初。艳阳
之下，那樽记录射击优异成
绩的胸环靶前，精神抖擞地
站立着一位身着军服、手持
苏56式半自动步枪的“神枪
手”。那便是我。

我于 1959 年从邵东第
一中学投笔从戎。那天，我各
项体检合格后，县兵役局局
长陪同接兵的张连长来到我
面前，笑着说对我说：“当兵
可不是好玩的啊！随时要准
备打仗，军事训练非常艰苦，
你不怕苦吗？”

我暗暗地想：我家和其
他几个学生兵的情况不一
样，父亲去世 18 天，母亲生
我；我考上中学时，母亲又辞
世而去。我能来中学读书，全
是学校党组织的关心，每期
给我甲等助学金，让我安心
读书。这些，张连长肯定早有
耳闻。但我还是坚定地表态
说：“苦我不怕，我从小跟母
亲吃惯了苦，保证不怕！”

之后，我换上了军装，在
成百上千的新兵军列上，跟
着张连长飞奔向南，来到了
前沿阵地，守卫着祖国的南
疆国土。

一线部队的实战练兵，
果然艰苦而紧张。我在的三
营九连，连长就是接我来的
张连长。他与几位营连首长，
都是前不久从朝鲜战场胜利
而归的经验老手。他们对我
们新兵的训练管教从不含
糊。攀悬索、过险隘，要我们
非练成快若猛虎身如飞燕不
叫停。干部教导认真有方，战
士个个热情高涨。在一个个
科目达标之后，大家要求连
长讲讲抗美援朝的战斗故
事。张连长他们是把以美国
为首的联合国军打趴在板门

店谈判桌上签字的最后一批
志愿军。

白天的训练场，爬铁丝
网，翻障碍板，摸爬滚打练瞄
准、拼刺刀，杀声震天、士气高
昂。实弹射击，我次次优秀。连
长高兴地问我在家时是不是
练过枪。我说没练过枪，只用
过猎枪和鸟铳。我小时候母
亲把我放在外婆家生活，外
公是远近闻名的老铁匠，他
与几个舅舅以打铁为生。他
们打过鸟铳梭标，有的还用
来砍杀过日本鬼子。我从小
爱玩鸟铳，除“四害”那阵，金
黄的稻田一落有麻雀，我口
喊脚蹬，手举铳响，惊飞的麻
雀被鸟铳击落了一地。村里
的小朋友帮着捡拾，收集起
来就是一餐好菜。连长和战友
们听我一说，哈哈大笑起来。

部队大比武时，山地射
击、打碉堡靶、打跑步靶，我
次次都弹无虚发。白天的比
赛，好打。难的是夜间射击，
没有一丝光亮，一二百米外
的距离立一个小手电灯泡
靶，每人五发子弹，有的新战
士一发子弹也打不上靶。我
与两个班长竟打出了五发五
中穿透靶心的满分成绩。

大比武结束时，我因各个
科目和每次实弹射击成绩均
为优秀，被评为全团的“神枪
手”和军训标兵。连长看到我
说：“如有战事，你就是战火下
优秀狙击手的合格人选！”我
说：“我一定争取当狙击手！”
当场，连长就叫连队文书和上
面派来的宣传干事拍下了我
在打靶现场的这张照片。

此照片我一直保留至
今，它是我军旅生活闪光的
一页！

（姜之虎，邵东人，娄底
市公安局退休民警）

一 幅 老 照 片
姜之虎

蒋国强先生十月底从容地走了。我
与他结识在上世纪80年代，那时，我正在
城建局工作，国强先生找到我，买了一套
液化气灶具。从此，我们开始了近40年的
师生之交、忘年之交、君子之交。

国强先生一生坎坷，两岁失怙，后由
孤儿院抚养，直到12岁才被送去教会开
办的学校读书。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18
岁时考取湖南师大，后又考取南开大学硕
士研究生，由于身患重病中断了学习。他
参加工作后，兢兢业业、勤勤勉勉，公而忘
私、任劳任怨，严谨细致、极端负责。

先生博闻强记，知识渊博。每当夜深
人静时，国强先生都要挑灯夜读，撰写材
料；每天都坚持读书，做笔记；每天坚持
写日记，从不间断。退休后，每天伏案疾
笔，笔耕不倦，先后出版了《华夏史诗》

《以诗书史》《往事回眸》《楹联华夏五千
年》等书，近百万字，直至视力急剧下降，
不能再动笔才停下。每当他有新作，我常
常是第一个读者。

先生为人光明磊落，仁慈宽厚、乐于

助人。上世纪90年代初，我成为了他的直
接部下。他常教导我们做人的道理，告诉
我们怎么对待工作，告诉我们怎么写报
告材料……有一天，我陪他去新宁出差，
他对我说：“晓山，我要帮助一两个小孩
上学，你给我物色一下。”可当时他的经
济条件并不好，不高的工资，要负担老娘
和四个小孩。我看他穿的裤子还有补丁，
脚下蹬的是解放鞋。不久，我按先生的要
求，在隆回县对接了一个孩子，他一直负
责这个小孩到大学毕业。

先生热爱家庭，注重家教家风。他要
求四个小孩从小读《新华字典》，读“四大
古典名著”。他一生清廉，没有给孩子留下
什么钱财，却给孩子留下了宝贵的人生档
案。他把四姐妹每个人每一阶段的成长见

证，如入学通知书、成绩单、毕业证、奖励
证书等，整理成一份份档案，记录下她们
成长的足迹和历史。在孩子立业成家后，
先生同样关心每一个小家庭和孙辈的教
育成长。每年除夕家庭团年饭上，先生都
详尽总结全家每人取得的成绩，提出新一
年的目标，激励孩子们向上奋进。

先生退休以后，在顺德定居，回邵阳
时，他必来看我，喝喝酒、聚聚旧。去年冬
天，我和夫人专程去顺德看望先生。他陪
我们一整天，上顺峰公园，参观船舶纪念
馆……哪知道这次见面，竟是永别。

国强先生没有伟岸的身躯，却有着
崇高的品格，虽是个平凡的人，却有着不
平凡的一生。（夏晓山，邵阳市本土文化
研究专家）

忆 蒋 国 强 先 生
夏晓山

11月13日早上，我们怀
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把我妻
子的二伯送上了山。出殡路
上，父老乡亲依依不舍，晚辈
们也为永远失去了这位慈祥
的长者而痛哭流涕。

二伯在隆回县横板桥镇
干山村生活了九十多个春
秋。他老人家与人为善有口
皆碑，尊老爱幼堪称楷模。二
伯、二伯母视我们如己出，而
我辈亦对他们尊敬如父母。

上世纪70年代，我岳母
手腕骨两次摔伤前往隆回县
城住院医治，都是二伯、二伯
母负责照顾我妻子姐弟。不
知多少个夜晚，姐弟俩一觉
醒来，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二
伯母还在一针一线地替他们
缝补衣裳。我妻子少年时远
离家乡去外地求学，每到开
学季，二伯、二伯母总要把自
己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往妻
口袋里塞。春节后，又把他们
辛苦做的腊肉腊肠猪血丸子
等，蒸熟塞进妻书包里。

听岳母说，二伯母曾在
育龄期共坐过十二个月子，
因医疗保障不济和其他意外
原因，没有一个带到学龄前。
可想而知，二伯、二伯母要承
受多大的外界压力和内心煎
熬，以及旁人的风言冷语。二
老共同生活那么多年，在我
们的记忆中，从来没看到他
们互相埋怨过，更没有看到
他们红过脸、吵过架。

二伯、二伯母把十几个
侄儿侄女当亲生儿女看待。

后来大伯的长子过继给二
伯，二伯母妹妹的长女也成
为他们的养女。由二伯、二伯
母抚养的这对没有直接血缘
关系的“兄妹”日久生情，成
年后喜结连理，生育了两个
儿子。可二伯母还想要个孙
女，后来她领养了一个体弱
多病的弃婴作为孙女，取名
菲菲。菲菲小时候身体羸弱，
半岁大了脖子都竖不起来，
瘦得皮包骨头，旁人看着都
发愁。可二伯、二伯母不顾他
人劝阻，义无反顾地细心照
料，使她逐渐恢复健康并茁
壮成长。现在的菲菲已是三
个孩子的妈妈。在那天的送
葬途中，她悲痛欲绝，哭成了
一个泪人。

二伯母由于生育过多，
且悲伤过度，步入老年后，身
体长期虚弱多病，是儿媳在
床前细心照料。二伯母去世
后，二伯的身体每况愈下，也
是儿媳用心用情细心照顾，
才使他身体逐渐康复。近年
来，二伯的儿子儿媳在长沙
当环卫工，为了让年迈的二
伯安度晚年，他俩把老人也
接到长沙。为了满足老人的
乡愁，两口子每年都要心挂
两头，陪二伯在老家住上一
两个月。老人临终前，提出想
回老家干山村看看，儿媳就
独自一人陪着二伯回老家了
却心愿。老人辛苦一生，如今
终于可以在故乡安息了。

（禹长贵，任职于北塔区
卫健局）

落 叶 归 根
禹长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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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回眸

夫夷江 郑国华 摄

◆六岭杂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