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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一场鹅毛大雪来得铺天盖地，邵
阳大地一片白雪皑皑。这在邵阳是多年未见
的一场大雪啊！这天上午，我来到了城南公
园，观赏这绝妙的冬日图画。

刚进公园便看见雪地上一对母女在堆雪
人。雪人已经堆得比小姑娘都高了，胡萝卜插
的鼻子，橘子安的眼睛，苹果片做的嘴唇，头上
戴着一顶厨师戴的那种白色的高筒帽，滑稽小
丑一样，站在雪中望着小姑娘，也望着还在空
中飞舞的雪花。小姑娘大约三岁多的样子，胖
乎乎的，穿着红色的羽绒服，和雪人红白相映
得格外明艳。她还在往雪人身上添着雪花，好
像想让雪人也像自己一样胖乎乎的才好。

一个几岁的小男孩拿着一把玩具小铁锹
也在铲雪堆雪人，他身旁是两位老人，爷爷奶
奶，或者姥姥姥爷，帮助他一起堆。不过那雪
人堆得很小，两老一小，总也堆不起来太多的
雪。我对他们喊了句，滚雪球呀，那样多快！可
老太太对我说，不知今年的雪怎么了，不怎么
成个儿，雪球滚不起来！记得我小时候，堆雪
人之前，总要先滚一个好大的雪球，然后在雪
球上面做雪人。现在怎么雪球滚不起来了？

我往公园里面走，看到一个姑娘呆呆地站
着，看蹲在地上的小伙子在堆雪人。姑娘既不
动手，也不动声，仅凭小伙子一个人玩，谁也不
说话，或是在各想心事，或是相互有着默契，任
凭大雪飘落在身上。我在想，如果小伙子就这
么一直捏着，姑娘就这么一直站着，他们自己
也会变成雪人了。但他们心里可能是温暖的。

记得作家肖复兴讲了在北大荒的一件往
事。1971 年的春节，暴风雪从腊月三十刮到
了正月初一，他只好畏缩在孤零零的帐篷里。
就在这时候，忽然听到有人大声呼叫他的名
字。由于暴风雪刮得很凶，那声音被撕成碎
片，显得有些断断续续，像是在梦中，不那么
真实。但那确实是叫他名字的声音。他非常地
奇怪，会是谁呢？在师部，他仅仅认识宣传队
里的人，他们一个个回各团去过年了，其他
的，他没有一个认识的呀！谁会在正月初一的
上午给他拜年呢？满怀孤疑，他披上棉大衣，
下了热乎乎的暖炕，跑到门口，推开厚厚的棉
门窗。打开了门，他吓了一跳。站在大门口的
人，浑身是厚厚的雪，简直是个雪人。这个雪
人是二连的木匠老赵，给他送饺子来了。

雪 人
刘立新

我们一行冒着冷风细雨来到了闻名遐迩
的“才子村”——邵东市水东江镇长胜村。车
子停在有些冷清的长冲学校。40 多年来，这
个村子出了500多名大学生，其中硕士、博士
高达150多人。而他们都曾在这所白墙青瓦
的小小学校里启蒙。

几间老教室的墙面上贴满了长胜村里的精
英照片，真实地记录着寒门学子的求学之路。村
里，有为供儿女们读大学而偷偷卖血的父母，有
为三个儿女求学卖楼板的单亲母亲……那时在
偏僻贫穷的小山村里，随处可见捧着书本放牛，
在青石板上写字的孩童，而小山坡上则是挥汗
如雨挖土种黄花菜与甘蔗的父母。

贫穷，激励着朴素平凡的父母们，他们用
心血与汗水为自己的后代搭起一座通往世界
的桥梁：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只有读书，才能报
效祖国，回报家乡！40多年来，并不富裕的长胜
村人自觉捐款捐物设立助学金和奖学金，在全
村营造了“读书好，全家光荣”的良好氛围。

如今，长胜村里建了很多依山伴水的别
墅，这里的别墅未见庸俗奢华，设计简单温馨
而诗情画意，门前花香鸟语，后院果园葱郁，
菜地错落有致。别墅群对面是郁郁葱葱的观
音山，山上一股清泉倾泻而下。

长胜村有一大湖，四面环山，金黄的、绿
翠的、红色的树叶在碧波荡漾的湖水中倒映。
我们的脚步声惊飞了一群白鹭，它们从湖面
飞越直入朦胧的空中。耳旁是风声、雨声、鸟
鸣声，似乎还有读书声，犹如置身仙境。

这里有不屈不挠、艰苦朴素的民风，这里
有忠孝礼义、诗书传家的家风，这里有锲而不
舍、互相攀比的求学精神。在寒风呼啸的冬天
里，我的心中升腾起一股融融的暖意。“十年
树木，百年树人。”在全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的今天，长胜村成立了关心下一代委员会，他
们召集乡贤，众志成城兴教育，聚精会神谋发
展。有理由相信，敢于拼搏的长胜村人，一定
会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王燕，邵阳市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才子村”
王燕

11 月 18 日，一大早打开电脑，2021 年两
院院士增选结果出炉的新闻，深深地把我吸
引住了。我仔细翻阅名单，终于，在中国工程
院增选的84名院士名单中，找到了好友蒋建
新的名字。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对他的当
选，表示真诚的祝贺。

蒋建新教授，是我多年的好友。虽然我们
不是同学，但胜似同学。我是通过他的哥哥蒋
斯乔介绍认识他的，一接触，因个性相投，很
快成为好友。几十年的交往中，你来我往，更
成为挚友。回想我们相识的经过及他们两兄
弟的奋斗历程，不胜感慨。

1980年9月，我因高考落榜来到新宁县城
的金石中学复读。该复读班集中了我们县最好
的老师。开课几天了，一天，班主任蔡镇楚老师
又给我们带进来一位新同学。该同学高高的个
子，长得眉青目秀。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只是
身材略显单薄，年纪看起来比我们大几岁，显
得成熟而稳重。老师给我们介绍道，这位同学
两兄弟今年同时参加高考，弟弟考上了第三军
医大学，他本人也考上了武冈师范学校，但他
不愿意就读，因此来我们班复读。这就是斯乔
兄，一个英气勃勃的帅哥。

其后我们进入了紧张的复习，除了认真
听课，就是各忙各的，相见时打个招呼，也没
有过多的交往。只是偶尔听同学说，斯乔兄很
早便没有了母亲，他带着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生活，是把弟弟送上大学后，再抽时间来复读
的。因为他家离学校不是很远，每天骑自行车
上学，风风火火，身影矫健。

没想到，1981年高考发榜后，我和他属同
一分数段，本科提前批，也是班上考得最好的
几个同学之一。更没想到的是，我和他竟考入
同一学校同一专业——湖南师范大学中文
系。于是我们有了更亲密的接触。那时候，考
上大学还是挺稀奇的事，某某考上大学，一时

会成为街头巷议的话题。于是，我又了解到斯
乔兄弟的一些情况。

他们的父亲是新宁县金石镇白公渡蒋家
的，是个孤儿，长大后从军，后参加工作。母亲
是水头村茶园头的，家庭出身地主，后来读书
参加工作。父母原本都是国家干部，在新化、冷
水江等地工作。上世纪60年代，国家推行“精兵
简政”，即将城里的干部职工及家属下放到农
村去。其母亲拖着两个儿子，回到故乡县城下
游的藕塘农村，其时建新只有半岁，尚在襁褓
之中。父亲也坚持要一同回来的，被其母亲劝
住了。一个从小读书没有参加过任何劳动的妇
女拖着两个儿子到农村生活，其境遇可想而
知。终于有一天，母亲撇下三个儿女，含冤自
尽。其时，斯乔15岁，建新9岁，妹妹才5岁。

此后，其父亲也想方设法调回到新宁县
公路部门工作，就近照料儿女。以后又结了
婚，生下一个女儿。那时的日子可谓艰难，一
个人的工资，要养这么多人，吃饭都成问题，
别说其他了。作为家中的长子，斯乔自然挑起
了家中的重担。除了读书，要起早摸黑为生产
队出工，挣工分，什么重活苦活都得干。有时
还要到附近建筑工地打点小工，挣点学费、生
活费，个中辛劳，只有他自己知道。

高中毕业了，尽管成绩优秀，但既不能招
工招干，也不能当兵，只能当农民。斯乔不甘
心这样一辈子，一个人单枪匹马，远走新疆，
想投奔其舅父……见没有出路，他又回来了。
也是天无绝人之路，后来，我们县比较偏僻的
麻林瑶族乡养路工班招合同养路工，他被招
进去了，每月有了三十多元的收入，除了交生
产队二十几元，还剩下部分可以供弟弟妹妹
生活学习。

蒋建新在艰苦的环境下成长，学习十分
刻苦，成绩一直优秀……很快，高考恢复了，
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也可以考大学了，这给

他们带来了希望。
1979 年，蒋建新参加高考，因为发挥失

利，结果只考上了中专。他有点失望，心里不
服，班上几个成绩同他差不多的同学都考上
了大学。他想复读一年，考上大学去深造。他
的想法得到哥哥的支持。这时，哥哥一边挣
钱，一边也在复习，希望通过高考，跳出“农
门”。但他的想法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
说，人家农村的孩子，考大学都考不上，你好
不容易考上了，居然不去读，以后我不管你
了，由你自己去闯吧。

很快，复读班开学了。蒋建新不敢向父亲
要钱，是哥哥给他送来了学费和生活费用。复
读生活是异常艰苦的，他家住在新宁一中下
面河边的一个破旧房子里。他每天走通学，常
常一天只煮一顿饭，中午和晚上吃冷的。没有
菜，就炒点辣椒。有时甚至煮盐水汤泡饭，颇
有点范仲淹“划粥断齑”的味道。邻居们看不
下去了，有时送点小菜，更多的是送他南瓜
藤，炒一次，可以吃好几天。因为营养不良，人
变得面黄肌瘦，脸无血色。但他家的灯光，每
天亮到半夜，周围老百姓都知道那屋里住着
一个苦读人，对他充满期望。

1980年，蒋建新高考发挥出色，被重本第
一批录取。在填写志愿时，考虑到家中的实际
情况，毅然选择了第三军医大学。因为进了军
校，就成了现役军人，不需要家中任何支出了。
送弟弟入学前，蒋斯乔带他来到母亲坟前，长
跪不起，焚香化纸，以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

弟弟上学后，哥哥也下定决心，辞去工
作，脱产复习，一定要考个像样的大学。经过
一年的苦读，第二年，哥哥也考上湖南师范大
学中文系。接到了湖南师大的入学通知书，我
们便成了好兄弟，我称他为老兄，他也把我当
成了老弟，我们一起同甘共苦，风雨同行。

（范诚，新宁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蒋建新院士与我的情谊（上）
范 诚

早闻城步的兰蓉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和深厚的文化资源。初冬，我们来到兰蓉乡
参观，被她的无尽魅力所感染。

兰蓉乡距县城27公里，地处县境东南部，
系雪峰山脉与五岭山脉交汇处。东北与新宁
县黄金乡接壤，东南与资源县瓜里乡相邻，西
抵儒林镇，南连白毛坪镇，面积139平方公里，
境内居住着苗、瑶、汉等十来个民族，人口近
万人，苗族人口十有其八。

兰蓉人文荟萃，是湖南省群众文化艺术
之乡，有苗拳、苗狮、苗歌、苗文、苗语、苗药等
独特的文化。这里风景秀丽，生态优美。境
内山峰林立，沟壑深长，地势北高南低，有二
宝顶、黔峰山、枞山包等主要山脉。其中二宝
顶为邵阳市最高峰，海拔2021米。境内报木
坪、新寨、会龙三村部分面积纳入南山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范围。这里属亚热带山地气候，
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冬少严寒，夏无酷暑，是
盛夏时节理想的避暑胜地。兰蓉物产丰盈，
境内有林地面积近万公顷，耕地面积千余公
顷。森林蓄积量 2.1 万立方米，南竹面积 3.5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83%。水稻、苗香梨、红
茄、生姜、油茶林、笋竹林和肉牛肉羊等产业
撑起兰蓉经济的大厦。

苗族人用苗歌记录生活，讴歌时代，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想唱什么就唱什么，自己作
歌，自己谱曲。杨国胜是其中优秀的代表，他
是兰蓉人，创作了许多有苗族特色脍炙人口
的作品。《敬茶歌》《迎宾歌》《敬酒歌》《螃蟹
歌》《哥哥今天到苗乡》是苗歌的代表作，唱者
快乐满足，听者怡然舒畅。兰蓉中心校雷学
品老师的伯父已经快九十岁了，是苗歌的重

要传承人，他跟伯父学习，得其真传。雷老师
给我们唱起了《敬茶歌》，曲调优雅，音色圆
润，韵味无穷。

兰蓉乡的由来，有一个故事。辖区的青
云村，村子后背有一座山叫巫山。一天早晨，
风和日丽，阳光明媚。中午，雷鸣电闪，大雨
磅砣。这时从山里跑出一头犀牛，脚大如柱，
角似利剑，身如白雪。到了山脚下，有一个妇
女正在洗衣服，犀牛将她的衣服吞入口中。
妇女举起洗衣棒，奋力砸向犀牛背，可惜力气
太小，只打掉牛毛几根，以后这个村庄就叫牛
毛冲。牛继续往下走，老百姓设卡拦牛，没有
拦住，这地方以后人们就叫它拦牛村。牛继
续往下跑，老百姓设了夹子，可夹子上只留下
一些白毛，此地方就叫白毛坪。牛又走了几
里地，村民设的卡子也没卡住犀牛，这个地方
就叫卡田村了。犀牛始终没拦住，后面跑到
十万古田去了。这就是拦牛的故事，当地土
话拦牛与兰蓉谐音，人们给这里取了个美丽
的名字叫兰蓉。

下午，我们沿着美丽的扶竹水往上走。
小江两岸，竹林碧翠，枫香迷人，有小的瀑布，
有精致的小凉亭，还有苗乡风格的风雨桥。
我们来到了水源村，它是巫水的源头。刚进
水源村，就见四棵几百年的枫杨树，每一棵都

有几十米高，树冠绿油油的。傍在路边的一
棵，四五个大人才能环抱。树已经空心了，树
兜里面有很大的空间。前些年，每到冬天小
孩在里面烧柴烤火。这几年，大树挂了保护
牌，不许在里面烧火了。

我们爬到半山腰，这里住着十几户人家，
旁边也长有二十多棵枫树，苍劲古朴，高耸入
云。枫杨林，又叫“白鹭岛”，春暖花开万紫千
红的时候，有上千只白鹭飞来这里，在树上筑
巢栖息，与这里的人们和谐相处。它们从不啄
食谷物，只在田里山里觅食小鱼小虫，每天飞
出飞进，似一片白云飘移。正如杨慎所赞：“高
田如楼梯，平田如棋局。白鹭忽飞来，点破秧
针绿。”每到深秋，它们就成群结队飞向远方。

太阳落山了，我们开车来到枫杨林对面
的半山上，这里住有一户人家，是“苗拳之王”
陈本兆的家。他文武双全，写一手好字，画也
画得非常好。他家里挂有他画的许多名人的
画像，堂屋门口挂有“永远跟党走”的红色横
联。他是苗拳第六代传承人，尽管他七十多
岁了，给我们表演的一套苗拳，虎虎有生气，
看得我们眼花缭乱。

陈师傅留我们吃晚餐。餐桌上有苗乡米
酒，有他自己养的土鸡和自家种的白菜。酒
至微醺，我们才心满意足离开兰蓉。

魅力苗乡兰蓉
夏晓山 余光建

◆宝庆人物

青山碧水新湖南青山碧水新湖南

老 宅
杨民贵 摄

◆六岭杂谈


